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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办好全国职业院校
信息化教学大赛”

已被列入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规划（2014-2020年）》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图片、图案和视

频运用得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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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故事能引

起学生的反思，

其资源便于得到

、使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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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手段的应用 情景视频

利用沙画（素描

画、剪纸画或电

视剧）配乐或配

诗，在教学过程

中引入或创设恰

当的情形，通过

生动直观的教学

活动，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Flash动画视频

制作flash视频动

画，将抽象难懂

的知识、看不见

摸不着的事物直

观化、形象化，

帮助学生学习和

理解。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编排录制教学视

频，教师讲解知

识点、技能点、

工艺流程等，或

者教师演示动作

技能、操作流程

等，便于学生的

课外学习。

微小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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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听觉器官及其保护 冷冻站自动化的运行管理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辅助教与学的软件



为了解决职业教

育实训教学中经

常碰到的“进不

去、看不见、动

不了、难再现”

等问题或者安全

、保密等要求，

采用计 算 机 仿 真

软 件进行学习和

练习是有效的技

术应用。

计算机仿真软件1 技术手段的应用



比之计算机上运

行仿真软件，与

实操设备相连接

的“半实物”仿

真系统更加贴近

实际，能够更好

训练学生设备操

作的技能水平与

规范要求。

半实物仿真系统1 技术手段的应用



在万用表的表棒

上加装蓝牙发送

装置，通过配套

的移动端软件，

平台自动收集每

个学生的动作顺

序、测量参数、

排故用时等信息

，实现过程性评

估。

蓝牙发送装置1 技术手段的应用



这是2015年中

职组“机油泵拆

装检测”信息化

实训教学一等奖

作品中所使用的

谷歌眼镜，可方

便快速捕捉拍摄

学生的操作，为

后面点评提供素

材

谷歌拓展现实眼镜1 技术手段的应用



为清楚地观察“

革兰氏染色”后

的细菌形态、排

列等特征，利用

全息投影技术直

观呈现微观结构

的动态变化，帮

助学生理解革兰

氏染色原理。

全息投影技术1 技术手段的应用



“体感控制器”

帮助老师和学生

摆脱键盘和鼠标

，用双手操控“

卡钳”进行虚拟

测量，解决教学

中无法在真实孕

妇身上练习手法

的难题。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体感控制技术



VR（虚拟现实

技术）能呈现实

时动态立体逼真

图像，还能通过

动作行为沉浸其

中。学生利用

VR技术辅助室

内设计。

虚拟现实技术1 技术手段的应用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无线传输与数据分析

技术。通过自主设计

的监测锉刀水平运动

的传感设备，收集学

生锉削动作产生的图

形与数据，实现操作

效果可视化、监控分

析数据化，从而能更

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

提高实操的熟练度与

准确度。2017年平

面锉削

无线传感技术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采用LED结构光扫描

测量人体数据，与规

定号型进行比对，确

定礼服的尺寸规格；

利用虚拟模特进行试

衣，检验服装的松量

度是否合适、结构线

是否美观，再进行面

料、花型的选择，观

测整体着装效果。

2017年《毕业季小

礼服的立体造型》。

人体三维扫描系统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记录、智能技术

教师利用数字记

录技术，对考核

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瞬间形成柱

形图、扇形图等

，用于及时了解

学生的学习状况

；智能技术是对

学习结果的再分

析。



1 技术手段的应用

如何使用技术比技术本身更为重要；仅仅

用一种技术代替另一种技术不可能使学习更

为有效。

——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白皮书

最好的技术如果没有与使用这种技术相适

应的教学，它在教育环境中就毫无价值。

——摘自《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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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产品推介”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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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课堂（三校一企）——主讲学校、企业、接收学校形成一个整

体的大课堂。教师讲授理论、技术人员指点技巧、异地学生得到问题

解答。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微信课堂（顶岗实习），25HZ轨道电路课程，教师通过顶岗实习

教学与管理微信平台及时跟踪和反馈学生在现场的学习情况，对实习

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汇聚集中，为集中教学进行前期准备。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多屏学习教室，双屏投影用于教师的教学课件演示和学生学习信息反

馈， iPad桌面用于学生小组学习和研讨。



智慧课堂，为学生创建了协作学习、自主探究的教学环境，这个环

境既是开放的、自由的，又是可控的、有序的。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新型实训教室，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打造教与学的新环境。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互动课堂（YY平台），“老年人进食”教学内容，利用网络技术、
移动终端，实现面对面教学与线上交流相结合，实现师生、生生交流
伴随着教与学的课堂同时进行。



从参赛作品可以看出，不论是单一设置设备的

添加，还是教室环境的单项改造，都能按照信息

时代的要求，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进行设计；

教室环境的创建由单项改造到整体设计，满足

学生主动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学习、资源共享

的要求。

2 学习环境的创建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

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

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

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3 育人理念的更新

每个
每个
每个

关心 促进 尊重 提供……适合的教育



“教”→“学” 被动→主动 学会→会学

3 育人理念的更新

比利时罗汶大学校园雕塑

目前教育制度的最大bug就是我们像批量生产

机器人一样，试图把我们的孩子打造成一摸一样

的产品。更糟糕的是，我们正在教他们的内容就

连工厂生产的机器人都早已经会了。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拓展性问题供学生选
择，让学有所成者、学有所思者、学有所创者都能充分发掘潜能。

2011年闭幕式展示作品

3 育人理念的更新



3 育人理念的更新

2012年闭幕式展示作品

遵循“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吸纳“传递接受、自主探
究”的优点长处，形成有意义的传递和教师主导下的中职德育课程探
究。



3 育人理念的更新

2012年一等奖作品

依托旅游地理教学平台支持每一个学生在平台上进行自主学习，通

过教师引领和指导，学生们可以按照各自的学习计划进行学习，学生

通过自主诊断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最终实现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



3 育人理念的更新

从参赛作品可以看出，理念更新逐步由设计

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

仔细分析有三个层次的体现：一是以人为本

、尊重学生的个体状况和身心发展；二是促进

每个学生健康发展；三是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

合的教育。



游戏闯关教学（2012年《电工技能与实训》）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将教材的相关内容制定成了

闯关教学的若干个关卡，同时，将信息化手段与闯关教学相结合，构

建一个学生愿做、会做、乐做的自主学习环境。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翻转课堂（2014年文化教育大类）

利用信息手段，以翻转课堂实现“非遗之旅“——课前自主认识
，课堂交流讨论；课外实践考察，课堂学习总结。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学生运用网络学习

空间，自主学习和

主动探究：“城轨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过程中行车值班员、

OCC行车调度员、

值班站长、客运值

班站长、站务员等

5个岗位行动标准、

行动指引。

自 主 探 究+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仿真教学（2013年“水处理设施设备的操作与维护”）

仿真系统解决了无法在真实生产过程中教学实习的难题，甚至那

些在真实环境中也无法观察、触摸和操作的部分，在仿真环境中也能

够学习和体验。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基于教学软件的活动学习（2013年“旋转曲面”）

利用思维导图表现数学的知识脉络，使用自主创建的可感、可测、

可交流的课上多媒体学习平台以及课后网络学习系统等多种信息化手

段，支持活动性教学。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基于教学软件的自主学习（2013年《导游基础知识》）

通过信息技术整合课程教学资源，让课堂变成多角度的互动课堂，

成为“学”的课堂、“问”的课堂，从而使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都能

获得发展。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基于教学软件的探究学习（2013年《机械设计基础》）

根据专业对本课程的要求，选择了带有电子课件的国家规划教材，
通过微课视频、仿真软件、游戏训练、网络资源、专家现场连线等信
息化手段来辅助本单元的教学，使得铰链四杆机构与滑块四杆机构变
得生动形象。培养学生“具有敢想敢干的创新意识”，落实了情感目
标。

4 学习方法的变革



2.电讯传播技术的运用使教学突破空间限制

1.声-光-电技术的教学应用使教学信息得到有效增强

3.电磁和数字记录技术的运用使教学信息的利用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4.多媒体技术拓宽了人们接收信息的通道带宽

5.智能技术改变了教学系统的功能结构

6.传播技术与记录技术的结合改变了教学系统的结构，如出现了异
步教学形态

7.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教育的形态，产生了“虚拟教育”

小结 1.教育教学中的技术支持汇总



高

低

技术支持

A C

DB

强化 革新

作用模式

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模式

图示选自《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祝智庭等著）

C 运用低技术进行课堂教学改革，
实现教与学的革新

B 运用高新技术强化课堂教学

A 运用低技术强化课堂教学

D 充分发挥高技术的优势，实现教
与学的革新

小结 2.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分析



高

低

技术支持

A C

DB

被动型 投入型

学习形态

利用技术支持教学改革的策略空间

A-B 运用高新技术支持传递教学，教
学模式无根本改变

A-C 运用低技术支持投入型学习，实
现教与学的变革

A-D 运用高新技术支持投入型学习，
实现教与学的变革

图示选自《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祝智庭等著）

小结 2.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分析



支持教学传递

第一层面 第二层面

突破传统模式

第三层面

颠覆传统课堂

小结 3.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变革



• 教学过程中越来

越多地使用高新技

术，支持教师的教

学传递功能，但教

学模式无根本改变

，学生仍处于被动

接受的状态。

A-B

信息技术支持知识传递

保留原有课堂教学形态

•声-光-电技术

•多媒体技术

小结 3.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变革

第一层面



• 运用信息技术支

持教与学的创新，

信息技术逐步由支

持“教”到支持“

学”，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定位的思

想在教学中开始体

现。

A-C

技术助推教法学法创新

打破传统课堂教学常态

•电讯传播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磁和数字记录

技术

小结 3.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变革

第二层面



充分发挥高新技

术的优势，创建各

种学习环境，支持

学生自主学习，颠

覆传统课堂，实现

教与学的变革。

A-D

技术承载教与学的变革

理念更新颠覆传统课堂

智能技术

AR增强现实技术

VR虚拟现实技术

传播技术与记录

技术的结合

多屏互动技术

小结 3.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变革

第三层面



5 案例分享

作品点评1



5 案例分享

作品点评2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吉尔兹在其著作《文化的

解释》中曾给出了一个朴

素而冷静的劝说：

努力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

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

5 案例分享



结束语

李嘉诚的话：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

，从内打破是生命。”

教学改革亦如是，从外打破

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