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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任何一类信息媒体技术应用于教育都曾对教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形
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当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第三个理程碑。
　　放眼当今世界，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新的概念、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不断涌现，这些“概念
、技术、方法”既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也向我们的教育
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教学内容、教育教学形式、教育教
学方法、教育教学手段⋯⋯应当进行哪些改革，才能尽快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因此，教育信息化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教育信息化的许多重要工作，尤其是现代远程教
育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到飞速发展。
　　几年来，我省的电教工作者和学校教师在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在教师队伍建设，在优质教育（
学）资源建设，在教育技术应用和教育技术的研究等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走进教育信息化的云南》就是“十·五”期间，我省在教育信息化建设、应用、科研等一系列工作
中优秀成果的总结。
它集中反映了我省在“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教育（学）资源建设，教育科研和
教育技术应用”等方面所取得的部分优秀成果。
在我省推进教育信息化，实现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探索和总结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应
用的经验和规律，对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教育（学）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对加快各类人才的培养，
实施“科教兴滇”战略，推进教育的现代化，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本论文集的出版，推广、交流在教育信息化建设、应用、科研等工作中的研究成果。
为全省积极投身、推动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的同仁们，提供学习、指导、借鉴的经验与方法，对我省
从事教育信息化建设（管理），应用和研究的同行有所启发和帮助。
　　同志们，我们要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的优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在教育信
息化建设（管理）、应用和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为早日实现云南教育的现代化，为云南教育的辉煌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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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构建新环境下的中观管理新理念课题研究是构建电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得与失-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成效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浅析浅谈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的构
建信息技术与小学作文教学的整合英特尔未来教育的本土化思考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小学语文自主探究
性学习教学模式研究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合作学习　边疆地区成功开展学生电脑机器人教育分析探索中
小学教师计算机培训的新思路浅谈如何使“国家农村远程教育工程项目”投入“增值”--农村小学“
模式一”和“模式二”应用探索⋯⋯教育技术应用实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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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切实做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实施的有关工作　　这项能力建设计划已
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各级电教馆要进一步提高对这项能力建设计划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认清此计划的实施对提
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和应用教育技术的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加强教师培训规范化和制度化
建设的作用；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承担这项任务对电教馆事业发展的战略意义。
此外，还要认识这项计划的特点。
其特点：一是基础性。
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是实施各类远程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工程项目的基础，是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
高教师教学设计水平和教学效率、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二是层次性，能力建设分初、中、高三级，初级是普及性的，中级和高级是提高性的。
三级是有梯度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三是规范性。
统一教育技术标准，统一培训和考试大纲，统一两套教材选其一，统一进行终结性考试，统一发证。
四是应用性。
这是此项计划最显著的特点。
强调教育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而不是讲许多高深的理论，尤其是初级。
强调应用的普及，强调这种能力普遍提高。
　　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项目办公室设在中央电教馆。
今年要组织完成各级各类人员培训大纲制定和培训教材编制、骨干培训、国家级培训和省级项目主管
高级研修等工作。
云南是最早实施这项计划的9个省份之一。
各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希望各级电教馆要积极承担这项工作任务，切实做好已经承担的工作，主动做好沟通和协调工作
。
要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确保这项能力建设计划顺利实施。
　　第三，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支持服务体系建设。
在国家及地方大力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加强其支持服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现在不是没有基础教育信息化支持服务体系，也不是要花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新建一个支持服务体
系。
原有的电化教育支持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基础教育信息化支持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应该在此基础上创
新和升级。
根据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进展情况，当前要把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实施中的技术支持服务放在
重要的位置，通过面对面和现代化的远程技术手段，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支持服务网络，为广大中小
学师生员工及时解决设备和资源应用中的困难和问题，为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持续发展和基础教
育信息化顺利推进提供保障。
我们欣喜地看到，云南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电教馆正在大力推进以电教系统标准化建设为主的教育
信息化（远程教育）支撑服务体系建设。
我们期盼着云南在这方面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经验，供全国各地分享。
　　同志们，今年是我国进入“十一五”时期的关键之年，对教育战线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
已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要组织实施，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及全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将要召开。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教育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从战略的高度，
对推进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全局，与时俱进，扎实工作，以推动教育技术应用为核心
，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努力开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新局面，为繁荣我匡l教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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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事业，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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