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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信息化教学和教师教育模式变革 估的方式 ， 巳无法深人了 解学生的学习 。

在全》 5ＳＢ 内都取 ｆｆ了的双重诉求 ， 我国必须利用
“

互联 网 ＋
”

面对学 习方式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 教师难｜
长足的发展 ． 对教育的战略对教师进行

“

流程再造
”

， 才能建设
“

处以指导和评估学生 ， 难以预测学生的行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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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影响 正日益处能学 、 时时可学
＂

的开放教师研修环境 。难以推荐合适的学 习资源 。 因此 ， 迫切要

显现 ． 这场 教育革命当前 ， 在
一

系列新技术 、 新理念 、 新求广大教师了 解
“

数字
一代

”

学生的学 习｜
模式的冲击下 ， 教育信息化在全球范围 内习惯 ， 熟悉数字化的教学环境 ， 采用信息

式和教学方式的
？ ？

双重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对教育的
“

革命性化教学方式以适应
“

数字
一

代
”

学生的诉求 。

影响
”

正 日益显现 。 人们普遍认为 ，

“

互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 ， 社会对教￥

联网 ＋ 教育
”

呼之欲出 ，
并期盼教育 内容师的需求也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 ， 中 国教

的持续更新 、 教育样式的不断变化 、 教育师教育模式面临 多方面的挑战 。
这种挑战￥

评价的 日 益 多元 。 这场
“

教育革命
”

的最主要表现为 ：

一

是对教师的需求正在从数

显著特征是学 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
“

双重量到结构和质量的转变 ；
二是对教师的学／

变革
”

，
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的是教师 。历要求正在从学历达标到素质提升转变 ；

今天的学生大多是伴随着新技术成长三是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正在从单一技能 向 ：

‘

起来的
一

代 。 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被计算机 、研究型 、 专家型转变 。 社会对教师需求的｜
游戏机等数字工具包围 ，

信息技术对他们变化 ， 必然要求教师培 养模式从单
一

走 向 丨

：

。

的认知 、 态度及行为 习 惯影响 巨大 。 长期多元 、 从封闭走向开放 。 这就需要我国的

处于数字化环境中的学生被称为
“

数字土人才培养模式作出改变 ，
而教师教育模式

著
”

， 他们具有多源头快速接收信息的能力 ，
的创新变革显得尤为紧迫 。

擅长多任务和平处理 ， 喜欢图片 、 声音和在新的历 史发展 阶段 ， 教师教 育的

影像 ， 但也存在注意力 不容易集 中等诸多工作 目 标正逐步从满足教师规模扩张的需：
：

问 题 。 面对这些学生 ， 他们的学习 需求发要 ， 逐步转 向培养知识技能复合 、 研究和／

生了 巨大的变化 ， 教师与学生共同在教室实践能力俱佳的新型教师 。 在教育领域全）

进行教学活动＋再是唯
一

的途径
。 他们期面落实

“

互联网 ＋
”

战略 ， 创新我国 教师￥

盼更灵活的学 习进度 ， 更多的个体学习 机教育模式 ， 培养信息时代
“

有理想信念
” “

有

会 ， 更高频率的使用数字资源 ，
甚至更多道德情操

”“

有扎实学识
”“

有仁爱之心
”

＿
地利用各种移动终端 、

定位设备 、 传感器的好老师成为当前教师教育的迫切要求 。

和实体性学 习 资源 。 对于教师来说 ， 传统（ 来源 ： 中 国 教育新闻 网—— 《 中 国｜
的在教室环境近距离对学生进行观察和评教育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