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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信息技

术课程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进入到

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中，课程目标

的落实需要高素质的信息技术教师。

因此，关于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

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

注，涌现出许多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研究成果。但是，梳理当前关于信息

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我

们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冷静地把信息

技术教师视为一个无差别的客体，

并以“复数”的信息技术教师作为研

究话语的主体展开的。这种研究取

向往往包含了“信息技术教师的知

识结构”、“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发

展策略”、“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

边缘化”等论题。在这些不无裨益的

论述中暗含着一种假定——信息技

术教师的标准是完全统一的，信息

技术教师遇到的问题是一致的。这

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其概括性的优

点，它囊括了信息技术教师群体的

普遍境遇及其一般的应对策略，但

同时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当一个个

个体的教师被这个复数的整体教师

所包含的时候，讨论往往缺少了一

些鲜活的个性，而且由于这里的信

息技术教师成了论题中作为对象存

在的“他们”，因此少了一些“我与

你”论述中的关怀。正如马丁·布伯

所言：当我把他看成一个对象时，

我可以完全漠视他的实在，他的统

一，而仅把他当做规律的表征⋯⋯

但是，我也能够让发自本心的意志

和慈悲情怀主宰自己，我凝神关照

他，进入他我不分的关系之中。为

此，我们试着用另一个视角，不做信

息技术教师“他们”应该是什么、应

该怎么样的追问，而是站在他的角

度作一番“信息技术教师，你是谁”

的思考。

信息技术教师，你在哪里——理

论与现实夹缝中的生存

理论上，你是早上八九点钟的

太阳，你年轻，有活力，你或许是刚

毕业于某所师范大学的教育技术专

业，对课程改革的意义、方法有着自

身的感悟和系统的学习，或许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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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的校门，手里

拿着这个或那个证书，满怀对教育

的热情，和对工作的期待。当然，你

不仅仅有这种专业发展不可缺少的

专业自觉，你还有其他学科教师所

没有的长处。你有可靠的技术支持，

掌握着信息时代的强力武器。当其

他学科教师还在努力学习博客操作

界面的时候，你已经能熟练地用博

客反思写作了；当其他教师孤军奋

战困惑于不知怎样与同行们学习交

流的时候，你已经能方便地利用聊

天工具、交流平台进行对话、协作

了。你有良好的成长氛围，信息技术

教育是国家教育部专门召开高级别

工作会议的教育领域，信息技术是

国家承认的少数奥赛学科之一，信

息技术教育的投入是近年来我国从

中央到地方教育投入最多的方向之

一，也是各种教学比赛中不能忽视

的重要组成部分。你有条件创造人

际和谐的发展空间，你是其他学科

教师的好帮手，差不多所有教师都

需要你帮助他们制作、修改课件，需

信息技术教师，你是谁

——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疑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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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帮助他们走近教育信息化；你

是学校领导的宠儿，学校需要你组

织电教室、管理机房、维护各个教研

室的计算机运行——唯大材方可大

用，教师们都喜欢你、欣赏你。

但在现实中呢？我看到的却是

另外一幅景象：事实上，你是欢宴

一角的旁观者。你是一个“副科”教

师，评优？得奖？行政领导惋惜地

告诉你：“对不起，看不到你的高考

成绩，学校无法评价你。”你是其他

教师的助手，他们的工作得到表彰，

当然不能否认课件的功绩，但这课

件毕竟是他们思想的结晶，其他学

科教师遗憾地告诉你：“谢谢，但这

不是你的成绩。”你确实为学校做了

许多杂事，但杂事毕竟是杂事，学校

领导不无严厉地告诉你：“对于勤

杂一类的工作，我们看在眼里，但这

类工作实在不能享有太高的荣誉。”

就这样，你的“教师”身份遮蔽于繁

杂的工作之中了，你的成绩淹没于

各种遗憾的声音里了。于是，你开

始抱怨自己工作的边缘化，在喋喋

不休的关于地位“边缘化”的感慨

中，你默默地接受了这种认知，习

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责任不明的教

育改革的旁观者。“专业发展？

不！连专业恐怕都算不上，谈什么

专业发展？”

信息技术教师，你为什么在这

里——专业的错位与定位

很遗憾地揭露出你的处境，不

是希望用这样尖酸的语言刺痛你，

我是你的朋友，其实我就是你。当我

诚实地说出你在夹缝里生存的真相，

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你为什么在

这里。

高考、中考等升学考试不考？

是的，这的确使你沦为“副科”，不

受学校重视的最表面原因，为此你

可以抱怨这种政策导向上的缺失。

但理论上学生对信息技术课应该是

感兴趣的。学生的兴趣才是一个科

目地位的保证，信息时代的学生们

对信息技术天然的兴趣应该可以部

分弥补这种政策缺失的遗憾。何况，

对于考试或者不考，你或许无能为

力，因此考试不应该是你抱怨的内

容，我们能做的恐怕是上好每一堂

信息技术课，抓住学生的兴趣，用行

动捍卫自己的专业地位。当然，除了

政策，或许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专

业——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呢，这个定位有什么问题呢？

专家告诉我们：“信息技术教育

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目标，

它主要是通过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指导他们掌握信息技能、形成信息

能力和运用信息方法。”因此，信息

技术教育不能只限于信息工具和信

息手段的教育，还要注重学生信息

素养的培养。但信息素养的培养往

往不是一个学科教学能解决的，因

此人们强调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把信息技术教育整合到各个学科的

教学中，但这种整合会不会削弱了

你的专业地位呢？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得好，是不是意味着就无需专

门的信息技术课程教师了呢？反过

来问问自己，在信息技术与语文、

数学等传统学科课程整合的时候，

信息技术课程的独特定位应该在哪

里呢？

在专业定位上，信息技术课程

的课程目标是非垄断性的，而垄断

性又是教师整体专业化的标志，这

种非垄断性使得你的专业的专业化

程度较低，而这是影响你发展的最

根本的障碍。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

专业化具有不同的涵义。教师专业

化是指教师职业专业化的过程；教

师专业发展则是指教师个体由新手

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前

者是外在的、群体的，而后者是内

在、个体的。一方面，教师整体的专

业化是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结果，

同时，教师整体的专业化又为教师

个体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支持环境。

因此，或许正是这种专业目标上的

模糊使得你无所适从，使你既是一

个“副科”的任课教师，又是一个一

般教师的助手，还是一个维修学校

设备的勤杂工，而最后连你自己也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信息技术教师，你要往哪里去

——专业发展的目标与路径

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努力，专

业化问题的解决还要落实到个体的

发展中，那么你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呢？ 从形而上的意义看，发展本身

就是你的目标，但是或许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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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教学实例把这抽象的“发

展”目标具体化一些。

或许课上你要你的学生搜索一

些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但这不是

传统的计算机技术课程，你不能把

干巴巴的“搜索引擎”、“关键词”、

“与、或、非”等计算机知识填到

学生的脑袋里，你要结合气候变

化的问题引导学生使用搜索引擎，

在解决问题中学会这些信息技术

知识。看看这里涉及教师的哪些

东西呢？

首先，这堂课的教学包括计算

机知识，这是你的根本目的，是你的

核心竞争力。当信息技术与语文、数

学等课程整合的时候，信息技术是

学生学习的工具，信息素养一定程

度上是学习的副产品，而在信息技

术课程中计算机知识是核心。在围

绕信息技术开展的基于问题的教学、

基于任务或基于项目的教学中，要

解决的问题、要完成的任务是信息

技术学习的平台和依托，因为你不

能孤零零地教技术操作，你要指导

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用技术来解决

问题，但这里的核心是解决问题过

程中的技术。从国家颁布的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标准来看，信息技术课

程的内容中也强调这种技术的特点。

如在高中阶段 6个基本模块中，操

作系统简介、文字处理的基本方法、

网络基础及其应用、程序设计方法、

计算机硬件结构及软件系统等 5 个

主要模块都有鲜明的技术特色。因

此你要把握住这种专业的重点，以

技术为核心打造这种核心竞争力。

你要万分注意信息技术课程中本体

性知识的把握，而新技术的不断涌

现使你的专业学科知识需要不断更

新，这更要求你利用专业优势，主动

学习、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拓展

自己的专业技能，更好地顺应时代

要求。

其次，这里包含地理、社会等

其他传统学科的知识，如果你对气

候变化等“学科外”的知识一无所

知，那么你如何指导学生利用计算

机知识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呢？因此

你要把握其他各个学科的知识，以

便运用各种与生活相关的其他学科

知识把干瘪的远离生活的计算机知

识镶嵌到学生的生活中，送到学生

心里。

再次，这里还包含着大量的教

育学、心理学知识。当学生走进你的

课堂的时候，他从来不是一张任意

涂抹的白纸，在进行具体学习之前，

他前面的经验总是规约着他对新内

容的认识，而信息时代让他的小脑

袋里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或许有的学生早已熟练掌握了搜索

的技巧而对你的“唠叨”不耐烦，而

有的学生却迷惑于你熟练说出的

“搜索引擎”、“谷歌”等陌生的词语

而充满沮丧。因此，你要用教育学知

识、心理学知识认识你的学生，根据

他们的状况，设计、组织学生的学习

过程。

最后，还有一些实际上指导了

我们行为的，需要我们用“心”把握

的实践性知识，这包括教师的教育

信念、教师的自我认知、人际知识、

情境知识。这部分知识通常呈内隐

状态，基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和个性

特征，镶嵌在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

情境和行动中，深藏在知识冰山的

下部。

发展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

把这些目标具体化为如上所述一系

列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这是统一

的。但是在实现方式上却不应该有

什么统一的模式，因为每个你都有

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特点，当然应该

有你自己的路。或者，在专业发展策

略上唯一的相同就是不同吧！如果

你是个外向的人，你可以联系更多

的教师组成一个专业发展共同体，

大家一起为共同的愿景，彼此鼓励、

共同进步。如果你是个内敛的人，你

可能善于反思、长于总结，你可以通

过博客写作整理、分享你的所得。如

果你有较好的领导力，那么组织感

兴趣的教师在行动中做一做校本教

研。不多说了，有限的语言恐怕会阻

碍你无限的想象力。在信息技术课

程的学习中，在帮助更多的其他学

科教师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

过程中、在充满热情和思考的“杂

务”中，让外界听到你的声音，感受

到信息技术的力量。专业发展之路

在你脚下，在你的行动中，让我们一

起去寻找专业发展之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