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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导与推行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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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教授。

【摘要】“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涉及创造性思维理论、新型建构主义理

论、深层次整合理论、新型学教并 重 教 学 设 计 理 论、儿 童 思 维 发 展 新 论、语 觉 论

六个方面的核心理论。前四项用于中小学所有学科教学质量大幅提升与学生综合

素质 （包括政治、思想、品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良好发展的理 论 支 持。后

两项专门用于应对几十年来一直困扰我国基础教育的两个 “老大难”学科。在这

六大理论支撑下的教育信息化，确实可以做到 “大投入有大产出”“高投资有高效

益”，即确实可以让这些试验校大幅度提升各学科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综合素质。

这种提高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而是能具体落实到中小学的各个学科的教学质量

和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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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完全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 （过去是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所”，现在则是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经过２０多年的实践探索，前后有数十位博士、上百

位硕士参与，自主创新而成。它由六大核心理论支撑，称为 “４＋２”。这 “４＋２”六大核心理论中的

前四项是创造性思维理论、新型建构主义理论、深层次整合理论、新型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用于中

小学所有学科 （包括文科、理科）教学质量大幅提升与学生综合素质 （包括政治、思想、品德、情

感、态度、价值观）良好发展的理论支持。北京石景山区杨庄中学与河北省汤河中学，能在两三年

内由一般甚至后进的农村中学快速转变成为所在区、市的信息化先进示范校，就是上述四项核心理

论起了重大理论支撑作用的有力证明。

杨庄中学地处北京的石景山区，原来只是一所普通的郊区农村中学，２００３年参加我们的创新试

验以后，在２００６年上学期全区１７所中学 （当年共有８１个初中毕业班）举行的初三统一考试中，以

班级为单位排序，该校试验班的英语成绩排名第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试验班进入前５
名。２０１２年５月香港凤凰卫视向全球介绍中国基础教育的信息化进展和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层次

整合成果的节目中，中学的唯一典型就是杨庄中学。

汤河中学地处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国家级贫困县）的深山区，不论是教学设施、师资、生

源条件、教学质量在县里都属最差之列。该校从２００４年８月开始参加创新试验，２００６年以后一跃成

为全县、全地区 （承德地区）乃至全省教育信息化先进典型和示范学校。汤河中学电脑教室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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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件都由微软公司的 “携手助学”项目捐赠。汤河中学参与本课题后，由于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深

层次整合方面成效卓著，微软专门听取了有关汤河中学的情况汇报，作为奖励，邀请汤河中学师生

代表团为期一周到美国西雅图专程访问微软总部。在 “携手助学”项目的一百名受援助学校中，只

有这一所学校获此殊荣。（令人遗憾的是，汤河中学因地处深山区，学生人数少，２０１０年以后已与县

城另一所中学合并，名字也被取消了。）

“４＋２”六大核心理论的后两项，是专门用于应对几十年来一直困扰我国基础教育的两个 “老大

难”学科———一个是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就一直被批评为 “少、慢、差、费”的语文 （母语教学）；另一

个则是长期以来一直被社会各界讽刺为 “聋子英语、哑巴英语”的外语教学。“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

创新理论”专门研发了能实现这两个学科教学质量大幅提升，乃至跨越式发展的母语教学创新理论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和 外语教学创新理论 （“语觉论”，也称 “儿童语言发展新论”）。从２０００
年以来，３０多个跨越式教学试验区 （主要做语文和英语两个学科）所取得的优异教改成绩及所产生

的重要影响，是后两项理论科学性及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已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被

翻译成英文，作为心理学的最新专著，由国际上著名的学术出版商 “斯普林格”（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在全球

出版发行 （有纸质版和网络版两种）。由于该书英文版产生了较大影响力，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还被全文收

录进著名的ＩＳＣＩ所在文献数据库。“语觉论”最近也已翻译成英文并将出版。

以上六大理论，我认为是国际领先的，可以引领全球的。就以 “八岁能读会写”为例，全球发

达国家 （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家教育计划，其目标都是要求 “八岁会阅读”，没有一个国家敢

提 “八岁会写作”，而我们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开始在深圳一所小学实现了 “八岁能读会写”。２０１１年 以

后，我们不仅能在城市小学普遍达到这一目标，就连河北省丰宁 （国家级扶贫县）和陇南宕昌 （甘

肃贫困县）的农村小学也能普遍达到这一目标，而且这些农村小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这些

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家庭环境都很差）。

再以信息技术与课程 “深层次整合理论”为例，西方迄今只有一般的 “整合”理论 （“浅层次”

整合），不知道该如何 “深”。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迄今还在为 “信息化需要大

投入，却一直没有大产出”而困扰和烦恼！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学科教学质量提升方面的跨越式发

展，是因为我们早就提出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 “深层次整合理论”。

又如对 “灵感、顿悟如何形成 （创造性思维如何形成）”，迄今国际上没有一位心理学家能够说

清楚，因而也就始终找不到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与方法，而我们早就有 “创造性

思维理论”专著，且已被国际心理学界认可 （２０１７年７月已被翻译成英文由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这些难

道不是国际领先？难道不能引领全 球 吗？是 的，在 纯 科 学 技 术 领 域，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尤 其 是 美 国）

确实比我们先进，但是在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领域却未必如此！我感觉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教育行

政领导部门，还是迷信西方、崇尚 “洋人”的多，认为教育信息化领域总是美国领先，总是他们在

引领全球 （完全忽视中国学者的理论成果）。我认为这一观点现在应该改变了，在教育信息化理论与

实践领域是我们中国领先，是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在引领全球。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倡导、宣

传和推广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就是因为它有中国文化基因，接中国地气，并将对全球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的 基 本 内 容，如 上 所 述 包 括 “４＋２”六 大 核 心 理 论，具 体 来

说，涉及以下六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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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性思维理论”———ＤＣ模型的建构与论证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英文专著）

这是在总结、借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最新的脑科学、脑神经生理解剖医学与心理学研究成果

基础上首次提出的关于 “灵感”与 “顿悟”如何形成 （“创造性思维”如何形成）的全新理论①，该

理论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意义与作用，也是支持中小学各个学科深化教学改革、

显著提升学科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创新理论之一。（事实上，支持中小学各个学科的深化教学改革，

通常需要有四大核心理论与方法的支撑，“创造性思维理论”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二）“新型建构主义理论”

这是在虚心学习、借鉴西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主要是通过认知主体自主学习、自主建构基础上

（而不是通过别人灌输）而形成的全新观念和理论。我们首先批判、摈弃西方激进建构主义代表人物

乔纳森 （Ｊｏｎａｓｓｅｎ　Ｄ　Ｈ）等人把纯主观主义认识论作为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把发挥教师主导作

用与突出学生认知主体地位这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乔纳森认为只要是关注教师主导作用，

就一定会影响和限制学生的自主学习，因而西方建构主义在教学过程中，包括在建构主义的教学设

计过程中全都排斥教师主导作用。其次，我们对建构主义理论的文化渊源作了深入的探究，最终发

现孔子的 “启发式”教学和 “因材施教”才是建构主义最早的文化基因 （而西方学术界迄今一直普

遍认为，杜威的 “儿童中心”与 “活动中心”说，才是建构主义的由来和起源）。这绝不是我个人的

主观臆想或一种假说，而是经过严格论证的科学结论 （详见 《中国特色创新型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

践》② 的第２章第３节）。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提出以 “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

育思想 （而不是 “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 育 思 想）作 为 自 身 根 本 指 导 思 想，并 以 “主—客 观 相 统 一”

的认识论作为自身哲学基础的 “新型建构主义”（有些学者把它称之为 “中国式建构主义”）这种全

新学习理论。

通过我们在中小学的众多试验学校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教改实践探索证明， “新型建构主

义”已经成为在 “教与学”理论方面，支持当前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理论基础。正

因为如此，“新型建构主义”成为支持中小学各个学科深化教学改革的核心理论。

（三）深层次整合理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专著）③

这是在批判继承目前西方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基础上由北京师范大学自主创立的、能

实现课堂教学结构根本性变革的 “深层次整合理论”，也就是能实现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教学 “深度融

合”的理论。实际上，这也是支持中小学各个学科深化教学改革、大幅提升各学科教学质量与学生

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另一个核心理论。（如上所述，支持中小学各个学科的深化教学改革，需要有四

大核心理论与方法的支撑，“深层次整合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四）“新型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高校统编教材）④

这是中国学者对传统教学设计理论进行两个方面的创新研究以后形成的全新教学设计理论。这

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创新，是在系统科学由 “老三论”（包括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发展到

“新三论”（包括 “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 “超循环理论”）以后，在分析 “新三论”基本内容

及系统方法特征的基础上，就 “老三论”对教 学 设 计 理 论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支 持，如 何 运 用 “新 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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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教学设计理论和应用的深入发展，以及当前学术界在运用 “新三论”建构新一代教学设计理论

过程中所存在的误区这三个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与研究后形成的。

这两个方面的第二个创新，是在加涅的 “以教为主”教学设计理论和乔纳森等激进建构主义者

所倡导的 “以学为主”教学设计理论基础上，吸纳这二者之所长、摈弃二者之所短，并在 “新三论”

的系统科学方法和新型建构主义倡导的 “主导—主体相结合”教育思想指引下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教

学设计理论——— “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这是信息化教学环境下能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因而最

受教师 （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欢迎的教学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事实上，各个学科深化教学改革的

具体实施都离不开 “教学设计”，所以上述四大理论方法支撑的第四个，正是 “新型学教并重教学设

计理论”的理论与方法。）

对于中小学各个学科的深化改革，一般来说能有上述四大核心理论与方法支撑就可以满足要求，

但是下面会看到，由于 “母语教学 （语文教学）”和 “外语教学 （通常是英语教学）”有其特殊性，

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两门 “老大难”学科，要实现这两门学科教学质量的大幅提

升，除了上述四大核心理论方法以外，还需要有紧密结合这两门学科特点的创新学科教学理论指导

才有可能。这正是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要纳入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一种前所未有的

“母语学科教学理论”）和 “语觉论”（一种完全自主创新的 “外语学科教学理论”）的初衷与宗旨。

这就使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原来所具有的四大核心理论扩展成现在的六大理论。下面

是对后两种理论的简要介绍。

（五）“儿童思维发展新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英文专著）①

这是在批判继承皮亚杰 “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基础上，结合自身多年参与中小学语文教学改

革试验研究而创造出来的有关母语教学的全新理论。该理论对于信息化环境下实现母语教学在质量

方面的大幅提升 （由于提升的幅度确实很大，通常称之为 “跨越式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意

义与作用。著名的、有极为显著效果的、语言运用为中心的 “２－１－１”母语教学模式正是在这一理

论的指导下研发出来的。

（六）“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英文专著）②

这是在批判继承目前国际上乔姆斯基等人的 “儿童语言生成与理解”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多

年参与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试验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用于指导 “第二语言教学”（通常指英语教学）

的全新理论。这种教学理论对于信息化环境下实现外语教学在质量方面的大幅提升 （由于提升的幅

度确实很大，教师称之为 “跨越式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意义与作用，著名的以口语交际为

中心的 “１－１－１”英语教学模式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研发出来的。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之所以会包括上述六个领域是因为：教育信息化的最终目标

是要落实到各个学科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与学生综合素质的良好发展上，而上面的 “创造性思维理

论”“新型建构主义理论”“深层次整合理论””和 “新型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就是用于支持中

小学各个学科教学质量大幅提升不可或缺的创新理论 （也就是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各个学科深化教学

改革的四大核心理论）。其中———

“创造性思维理论”，可为教师提供结合不同学科知识技能来培育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

新能力的有效教学模式与方法，真正做到：在完成学科知识与技能等基础性教学的同时，使学生某

个方面的创新素质或创造性思维的某个组成要素也得到有效培育，从而使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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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实处 （而不是纸上谈兵）；

“新型建构主义理论”，可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在将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过程中，

提供最正确、有效的 “教育思想” “教 学 观 念” “教 与 学”理 论 和 方 法 的 指 导 （包 括 辅 助 教 师 如 何

“教”的正确教育思想、教学观念与教学理论，以及促进学生如何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自主建构的

学习理论与学习策略），从而使教学目标的深入达成和各个学科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更有保障；

“深层次整合理论 （“深度融合”理论）”，可以帮助广大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各个学科的教学过

程，真正做到 “大投入有大产出”“高投资有高效益”，从而使国际教育信息化领域自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面临的重大难题——— “为什么信息化在经济系统、企业部门以及军事、医疗等领域能显著提高生

产力或取得重大成效，唯独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成效不显”———得到解决，也使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能

够真正产生出 “革命性影响”，而不只是对教学手段、方法的某种改进或革新；

“新型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则可以帮助各个学科的教师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让信息技

术有效融入各学科教学过程，从而为实现在质量提升方面跨越式发展的全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提

供有效支撑。

另外两种重要理论———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和 “语觉论” （儿童语言发展新论）上面已提到，

是要为实现 “母语教学”和 “外语教学”（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 “英语教学”）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学

科在教学质量方面的大幅提升 （由于提升幅度能达到一至两倍，所以教师将这种质量方面的大幅提

升称之为 “跨越式发展”）提供创新的学科教学理论与方法支持。

大家知道，“母语教学”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就被认为是 “少、慢、差、费”（吕叔湘先生在

１９７８年就最早对我国语文教学提出这一尖锐批评），而我国的 “英语教学”则一直被社会各界嘲笑为

“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所在的研究团队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到现在，历经２０多年在全国各个

地区、几百所不同类型中小学校的试验研究与实践探索，最终自主研发出两种创新的学科教学理论，

即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和 “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如上所述，这两种理论对于母语教学

和英语教学确实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意义与作用，并能取得优质教学质量与效果，是实现 “母语教

学”和 “英语教学”在质量提升方面跨越式发展的强大理论支撑。

二、大力倡导与实施 “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

由于教育信息化的宏伟目标，是要把我国广大青少年 （而不是少数大学生）都培养成具有 “创

新意识”“创新思维 （创造性思维）”和 “创新能力”三方面素质的创新人才，也就是能够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实际贡献的人才，所以这一目标的落实，绝不是通过两三年的课题实施，或是

通过增设某些课程就能做到，而必须把这一目标的贯彻、落实与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 （特别是中小

学教育体系）的贯彻、落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融为一体 （也就是要在上述涉及六个领域的、信

息化教学创新理论的指引下，将信息技术有效、深入地融入中小学各个学科的教学过程，即真正` 做

到 “深度融合”），才有可能。

众所周知，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社会以来 （特

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上对创新能力与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一 直 极 为 关 注 （国 际 学 术 界 普 遍 认 为，

创新能力是２１世纪人才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在这方面西方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是倡导

与实施 “创客”和 “创客教育”。创客教育的实施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实施阶

段是要让创客真正创作出 “实体作品”；准备阶段则要为 “创客”提供能创作出 “实体作品”所需要

的知识基础与必要技能，这正好可以与现有中小学的许多课程相结合，当然这还需要对现有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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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内容、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和方法加以革新和改进才行。为此，自２１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小学

的自然科学及艺术类课程提出了以 “ＳＴＥＭ”或 “ＳＴＥＡＭ”为代表的全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这

里的Ｓ、Ｔ、Ｅ、Ｍ、Ａ 分 别 代 表 科 学 （Ｓｃｅｉｃｅ）、技 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工 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数 学

（Ｍａｔｈ）和艺术 （Ａｒｔ）。“ＳＴＥＭ”和 “ＳＴＥＡＭ”的含义是要把这几个不同学科以工程为中心有机地

整合在一起，而不是让它们各自孤立和分离。可见，西方为了把青少年都培养成 “创客”，而大力倡

导的 “创客教育”以及通过 “ＳＴＥＭ”或 “ＳＴＥＡＭ”理念及相关教学方式力图将 “创客教育”与Ｋ－
１２ （中小学教育）融为一体的思路及举措是颇有创意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虚心学习的同时，也要具有批判性思维，而不能盲目照搬。这是因

为，我们的国情及文化和西方完全不同，虽然有许多创新的理论、思想以及独特的设计值得我们虚

心学习，也有不少片面，甚至错误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鉴别和摈弃。（激进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提

出并广泛流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正是我们强调要实施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而不是直接套

用西方创客教育体系的基本考虑与出发点。

事实上，西方的创客教育尽管具有不少的优点 （其最突出的优点是强调，一定要创作出 “实体

作品”，从而使创新能力的培养能够落到实处，而不是说空话），但也存在两大弊端：

一是忽视 “创 新 意 识”的 培 养，纯 粹 从 个 人 兴 趣 爱 好 出 发 号 召 青 少 年 参 与 创 客 活 动，而 忽 视

“为什么创新”和 “为谁创新”问题，从而容易使青少年在创新能力有所发展的同时，迷失掉政治大

方向，并给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造成缺失；

二是对 “实体作品”的创作只 关 注 “物 质 类”作 品，而 完 全 忽 视 “精 神 类”实 体 作 品 的 创 作，

“物质类”实体作品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需要的，很有好处，但忽视 “精神类”实体作品，

对国家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造成很大损失。

而本人所在的研究团队在认真吸纳目前西方广泛流行的 “创客与创客教育”实施经验及举措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２０多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在全国３０多个地区近６００所中小学校从事深化

教学改革试验研究的丰富经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实施 “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的全新方法

及相关举措。①

为了让 “创新意识”的培养 （“为什么创新”及 “为谁创新”意识的培养）能在 “创客教育”中

真正落实，“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必须与中小学现有的各学科教学紧密结合，即应与现有教育体系

融为一体，而不要照搬西方的创客模式。创客教育只是现行教育体系的一种补充 （或只是处于 “业

余化”水平），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倡导的、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应当是在正

规学校的课堂或实验室里针对全体学生来广泛实施，而不是在博物馆或文化宫里只面对少数青少年

（甚至个别青少年）来开展。

关于西方 “创客”的由来及其内涵、对中西方 “创客教育”内涵的分析与比较、当前我国 “创

客教育”的实 施 现 状，以 及 如 何 正 确 倡 导 与 实 施 “中 国 特 色 创 客 教 育 体 系”等 详 细 内 容，可 参 看

《中国特色创新型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② 的第７、８两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广泛推广创新教学模式——— “中国式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最早出现在２００７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一所高中的化学课上，２０１０年以后才逐渐走

向整个北美，并影响全球。翻转课堂之所以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甚至热烈追捧，是因为它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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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翻转 （或颠倒）后，把对新教学内容的初步接受与这类 “浅层认知”的了解放在课前———

让学生在网上自主观看 “教学视频”，而把做作业，做实验，对专门问题进行分析、解决、探究这类

“深层认知”放在课内教师指导下进行。这样显然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更有利于信息技术与各

学科教学的深层次整合。所以，在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宏伟目标和运用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

理论”的过程中，为了能与现有教育体系融为一体，特别是为了让信息技术与各个学科的教学过程

真正实现深度融合，采用 “翻转课堂”这类教学模式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样才能更充分体现 “中

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的特征与优势。

我们之所以要采用中国式的翻转课堂，而不是直接引用西方的翻转课堂，是因为西方翻转课堂

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两大缺陷。①

第一个缺陷是，容易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由于翻转课堂要求学生在家里上网自己观看和学习

“教学视频”资料，如果一天只有一门课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问题还不大，若是一天有两门或两门以

上课程同时采用翻转课堂模式，就会严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甚至影响学生身心健康。

第二个缺陷是，西方翻转 课 堂 难 以 向 小 学 阶 段 扩 展。由 于 西 方 翻 转 课 堂 要 求 学 生 在 家 里 上 网，

而网络是把 “双刃剑”，小学生的辨别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还较弱，所以很多教育专家都不同意 “翻

转课堂”进小学 （北京市教委对此也有明确表态）②。

中国式翻转课堂，在吸取西方翻转课堂全部优点的同时，却能够完全免除以上两大缺陷。实际

上，所谓 “中国式翻转课堂”，是我们 “跨越式教学”试验校的教师对中小学各学科 “跨越式教学模

式”的另一种称呼。对这些，教师通过大量实践及教学案例发现：虽然从表面看，“西方翻转课堂”

和我们的 “跨越式教学模式”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但其内涵及实质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能深

刻变革传统的 “课堂教学结构”。正因为如此，不少教师把 “跨越式教学模式”称为 “中国式翻转课

堂”。

关于 “中国式翻转课堂”的由来与发展，它与西方翻转课堂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和二者的区别

所在，以及它的具体实施步骤、方法与相关案例等详细内容，可参看 《中国特色创新型教育信息化

理论与实践》③ 的第１１、１２两章，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四、应用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的实际效果

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教育信息化都遇到一个重大难题——— “大投入没有大产出” “高投资

没有高效益”，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要花成百上千亿元的资金投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各

个学科教学资源以及相关学习工具的研发也要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信息化在企业、经济部门显著提高生产力 （成本明显降低，而产品的产量、质量大幅提

升），并在军事、医疗等领域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在教育领域 （尤其是在中小学）却成效不显，对

于教育教学过程 似 乎 成 了 可 有 可 无，锦 上 添 花 的 东 西，而 非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因 素，更 未 能 产 生 出

“革命性影响”。尤其是近１０年，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 （特别是美国学者）对这一重大难题进行过多

方面的反思与探讨，但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世界各国 （包括美

国在内）迄今为止都还没有形成，或研究出一种能够真正指导教育信息化有效实施的系统完整科学

理论。而本文提出的、包括有 “４＋２”六大理论支撑的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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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

事实上，２０多年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在我国３０多个县区级试验区、近６００所各级各

类中小学试验校 （包括东部城市发达地区、城乡接合部薄弱地区、中西部农村地区以及边远贫困山

区的中小学试验校）多年教学实践的检验证明，在这六大理论支撑下的教育信息化，确实可以做到

“大投入有大产出”“高投资有高效益”，即确实可以让这些试验校大幅度提升各学科的教学质量与学

生的综合素质。这种提高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而是能具体落实到中小学的各个学科的教学质量和

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本文开头曾对前四种核心理论用于指导中学各学科深化教学改革所取得的

显著效果，以 “杨庄中学”和 “汤河中学”为例作过介绍，下面我们再对这六种理论 （尤其是后面

两种前所未有的、国内外领先的学科教学理论）对指导中小学各个学段 （尤其是小学阶段的语文和

英语）学科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乃至 “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惊人效果，作一些补充说明。下面

着重以 “语文”和 “英语”学科为例。

语文：通过两年左右时间，能使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儿童 （包括农村儿童）普遍做到 “能读会写”

（八岁 “能读会写”，这绝对是国际领先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口号，连提都不敢提，他们一般

只敢说：“争取 ‘八岁会阅读’”；而我们不仅敢说，还能普遍做到）———能认读２　５００以上的常用汉

字，能阅读青少年通俗读物，并能在１课时 （４０分钟）内用电脑打写出七八百字 （或用手写出三四

百字）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章。

英语：要让上完小学的学生 （包括新课标规定小学只上四年英语的农村学生）在词汇量、听力

和口语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高；总体上，要让小学毕业生在词汇量、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这

几个方面都能达到新课标规定的初中毕业 （甚至高一）的水平。

中小学所有其他学科：要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达到学科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

质的较大幅度提升，这种提升可以从达到新课标三维教学目标的深度、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以

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三方面来具体衡量。

与此同时，要让学生的综合素质 （包括思想品德、爱国主义、孝顺父母、关爱他人、坚忍不拔

的心理素质、合作精神、仁爱之心等）有良好的发展。

这些先进目标 （教师一般称之为 “跨越式发展”目标）不是 “拔苗助长”，更不是 “作秀”，也

不是纯主观的美好愿望，而是在正确理论指引下，经过长期试验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与中学阶段

在 “中国式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指引下产生出一批以杨庄中学、汤河中学为代表的跨越式发展学

校案例类似，在小学阶段也造就出了不少在质量提升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优秀学校案例，而且数

量更多，内容也更丰富多彩。并且有一大批普通教师 （甚至后进教师）两三年内就变成当地 “名师”

乃至全国 “名师”的可喜现象。下面我们举一个让人非常惊喜的例子。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著名网络媒体百度的网站上曾经有过一篇让人震惊的报道：当年１０月，百度

教育事业总监张高博士率领了北京的８家报刊与电视媒体，专程到陇南宕昌 （甘肃贫困县）的何家

堡小学，现场采访一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何家堡小学是当地办学条件很差的一所农村薄弱校，该校学生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英语老师

韩冬花２０００年刚从陇南师专毕业，由于教学经验不足，学生的基础又很差，在该校任职期间，她所

教班级学生的英语成绩很不理想 （７０％～８０％的学生都不及格），在历年６月底由县教研室主持的全

县中小学英语测试中，她所教班级总是处于全县倒数第一、第二的位置。２０１１年８月该校开始参与

“中国式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指引下的 “跨越式英语教学”试验研究，韩冬花是该校试验班教师。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还是这位老师，还 是 留 守 儿 童 为 主 的 班 级，只 是 通 过 “信 息 化 教 学 创 新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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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就改变了她原来的英语教学观念、教学模式与方法，到２０１２年６月 （试验将满１年时），在

县教研室主持的新一轮全县英语测试中，她所教的三年级 （课标规定农村小学英语课从三年级开始

上）居然７０％～８０％的学生都达到了优秀 （原来是７０％～８０％的学生都不及格）。更让人感到震惊

的是，这个班学生的成绩竟达到了全县小学同年级的最高水平。由于这项试验得到 “西部阳光农村

发展基金会”的支持，所以这个消息被该基金会秘书长传到了北京，并引起百度等媒体的高度关注。

经过百度等八家媒体的现场听课、观摩和对师生的面对面采访，他们终于确认了这一事实，对农村

薄弱校的留守儿童能在一 年 左 右 的 时 间 里 将 英 语 的 听、说 能 力 提 高 到 这 种 程 度，深 表 赞 叹。为 此，

百度总监当场奖励何家堡小学１０万元。原来何家堡小学因学科教学质量很差，该校校长曾几次遭到

撤职警告，而参与这个试验 两 年 后，何 家 堡 小 学 已 成 了 当 地 的 先 进 示 范 校，曾 遭 撤 职 警 告 的 校 长，

现在成了模范校长，韩冬花老师两年后也成了县里的英语 “名师”，２０１５年还被评为 “全国跨越式教

学名师”。

类似何家堡小学 “由薄弱校变名校”、韩冬花老师 “由后进教师变名师”这样的事例，在我们跨

越式试验校中绝非个案，而是相当普遍。例如，深圳南山区的白芒小学，在２００３年参加跨越式试验

之前，是南山区５０多所 “中心小学”中三所最落后的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子弟学校之一，而在２００６
年做了两三年试验以后，已一跃成为南山区甚至深圳市 （后来还成为广东省）的信息化先进示范校。

还有广州市越秀区的东风东路小学，在９０年代初期，只是一所普通的街道小学，在９０年代中后期

参加我们用 “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指导的早期试验后，到２０００年已发展成 “广东省级一类名校”。

２００２年６月东风东路小学又成为我们第一个 “跨越式试验区”的领头羊，开展 “信息化教学创新理

论”指导下更深层次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试验，并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所以到２００５年以后，东

风东路小学又超越 “培正” “育才”等传统名校，一跃成为整个广州市在教学质量方面首屈一指的

小学。

像何家堡小学、白芒小学这样由薄弱校变名校，以及像韩冬花老师那样由后进教师变名师这类

案例，在我们近６００所跨越式 试 验 校 中 可 谓 举 不 胜 举。事 实 上，这 也 正 是 “跨 越 式 教 学 试 验 研 究”

的宗旨和目标，也是 “跨越式发展”的真实、确切内涵所在！

我们之所以敢说 “跨越式发展”目标是 “科学结论”，而不是 “拔苗助长”，是因为只要满足下

面提到的两个条件，大幅提升学科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换言之，这种

信息化教学的创新理念与模式是完全可重复、可操作、可推广的。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们在３０多个不同类型试验区、近６００所试验校进行的大量教改试验证明：只

要满足下述两个条件，我们虽不敢说百分之百能实现上述跨越式发展目标，但至少８５％没有问 题。

而且尚未能完全达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试验校还能确切地找到其原因所在———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１．个别校长对 “试验课题”缺乏认识，不太重视 （特别是有些年龄偏大、快要退休的校长，已缺乏

上进心与改革意识）；２．有些学校 （尤其是农村校）由于严重缺编，教师负担太重 （一位教师要承担

两三门课，有的还要当班主任），根本 没 时 间 来 学 习 试 验 课 题 的 新 理 念、新 教 法 和 熟 悉 相 关 的 教 学

资源。

而要实现上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两个条件，其实并不复杂，但缺一不可。这两个条件如下面所

述：一是认真关注学生。要设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必须为学生提供

认知探究工具、协作交流工具、情感体验与内化工具———语文的扩展阅读材料和英语的扩展听读材

料即起这种作用；数理化等理科则需要有基于计算机的学习软件来充当这类工具，如数学的几何画

板、建模软件、制表工具，物理的交互性课件、ＶＲ （虚拟现实）和ＡＲ （增强现实）软件，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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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验，等等。二是认真关注教 师。要 运 用 信 息 化 教 学 创 新 理 论、模 式、方 法 去 培 训 试 验 教 师。

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涉及试验研究的 “指导思想”“教学理念”以及 “如何进行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

设计”等方向性问题；教学模式、方法则解决试验教学如何具体实施与操作的问题 （使试验教学具

有 “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 “可推广性”）。

由上述六大理论支撑的教育信息化的宏伟目标———大幅提升中小学各学科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

素质，也就是真正做到 “大投入有大产出”“高投资有高效益”的目标，经过我们２０多年、３０多个

县区级试验区的试验研究与实践探索证明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之所以未能在更大范围 （乃至全国范

围）推广，只是因为多年以来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 （包括有些行政领导部门），都是关注教育信息化

的技术环境、技术条件比较多，对实现教育信息化的理论支撑不太过问。尤其是教育界，不论是专

家学者，还是普通 教 师 崇 尚 西 方 文 化 的 倾 向 都 不 容 忽 视———他 们 总 以 为 在 教 育 信 息 化 领 域，西 方

（特别是美国）肯定比我们先进、比我们超前，而对本土的自主创新，往往不太愿意相信，更不会深

入实际到现场去调研或观摩。这正是本人已经 迈 入 耄 耋 之 年 仍 坚 持 要 撰 写 本 文 及 相 关 专 著 的 初 衷。

本文没有把教育信息化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种在线 “教与学”平台的研究和教学资源的开发

等内容列进来，并非这些内容不重要，而是这些 “技术性”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种教与

学支撑平台的研发，已经并且一直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无须我再多说，所以这里我只

是把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所包含的 “４＋２”六大领域，以及为达到教育信息化宏伟目

标所必须采取的战略举措和相关的创新教学模式作为本文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责任编辑　李　冰）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ｅ　Ｋｅｋａ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ｎ　ｉｔ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ｏ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ｅｐ　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ｙｓ　ｅｑ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ｔｏ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