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小学 

学校类型：□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职  □其它 

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学环境 □混合学习环境 □智慧学习环境 

学校信息化教

育教学概况 

可从以下方面填写：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评估、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应用现

状，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学校智慧教育建设与实践情

况。 

1、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评估 

学校建有校园网，外网带宽10兆；内网带宽百兆，主干设备带宽千兆；

16个专用教室和48个普通教室全部安装了多媒体教学平台，其中教学智能交

互式一体机51台，教学平台的使用课时占总课时86%；2020年学校学生人数

2128人，共4间计算机教室用来进行信息技术教学及师生的网络学习。学生

电脑268台,生机配比达8：1；120位教职工人员教学、教务用电脑配比达1:1。

一间可容纳200余人座位的全自动化智能高清录播室。 

一间可容纳150余人的多媒体阶梯室。校内教务工作通过OA、企业微信、微

信、QQ和校讯通等网络平台进行实施，基本实现无纸化办公；学校活动采用

网络直播、现场观看多样化方式进行。建有内网文件服务器，教学视频容量

300G；课堂教学资料60G;并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定期进行学校活动的文章发

布。用户人数截止至2020年10月14日为4672人。 

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应用现状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校信息技术硬件设备比较完善，教师也能够比较快速的掌握一体机教学，

但是，教师对于交互式一体机的利用的程度不够充分，还只是停留在一体机

播放多媒体课件、视频、音乐、视频展台讲解题目等层面，并没有充分利用

一体机的功能进行网络互动、互联教学。需要在教学慢慢普及，通过公开课、

示范课进行普及和应用。 

2、学校智慧教育建设与实践情况。 

  我校目前还没有建设智慧教室，但是，我校所有普通教室和专用教室基

本都有交互式一体机，也能实现网络环境下的智慧教育，提高教学质量。

现在各个学科各教师都能够使用一体机进行教学。



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建设

情况 

可从以下方面填写：教师网络学习空间、课程资源及研修管理服务平台等建设

情况，重点说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与存在的问题。 

1、网络学习空间有：一师一优课平台、广东省越秀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广州市中小学继续教育网等。 

2、建立了 ftp服务站点、百度云盘进行课程资源、学校活动资源的整理

和收集。 

3、教师技术应用能力水平还有待提高，因为，信息技术应能知识普及度

不高，学校目前还没有开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这块的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很多教师不知道如何将信息技术利用到学科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 

 

学校信息化教

育教学三年实

施安排 

可结合本校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计划，统筹安排三年的总体规划，重点说明

第一年的安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每阶段的时间、目标与任务、校本研修目标、

特色项目规划、具体实施措施等。 

一、教学发展目标 

一年绩效目标： 

全员教师能够了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并应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质

量。做到全员教师达到微能力 A5、A6、G1，挖掘信息技术应用优秀课

例，开展信息化教育教学创新的示范课、公开课，各学科优秀课例展

示和收集，语数英每个学科每学年至少提供 3个信息化应用优秀课例。

通过信息化手段帮扶信息化比较薄弱学校，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三年发展愿景： 

1、健全管理机制。 

校领导及分管校领导进行统筹安排，信息技术教师进行组织信息技术能

力提升工作的校本研修、教师信息化教学培训等指导和组织工作，后勤部们

负责培训的开展的后勤保障工作。 

2、组建骨干培训团队。 

选拔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突出的学科教师，培训出一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骨干队伍，并进行集体培训，学习示范学校的经验，保障全体教师培训质量，

组织动员全体教师全员进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的校本研修及培训。 

3、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力的培训。组建由校长领衔的学校信息化

管理团队，采取线上和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校团队信息化领导力

提升的专项培训，组织学校全体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校本应用考核能

力，推进学校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的提升。 



4、教师全员应用能力提升培训。开展线上及线下的理论学习、专家讲

座、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校本研修方式，开展信息技术应用案例研讨、课堂实

录分析等专题研修活动，推进相关教学设备和学科软件应用，提升教师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育教学技能的提升。 

5、开展信息化教学帮扶行动。通过网络课堂、结对子等方式与帮扶学

校进行互动交流，通过网络集备、研讨，对帮扶的教师进行长期指导与培训，

促进帮扶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 

6、定期考核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制订详细的考核制度并定期对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考核与总结。每学期全体教师完成规定学时的线上

和线下培训任务，并定期进行考核检测学习效果，并考核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水平，并作为教师教学评比、教学名师评选等活动中作

为重要依据，并作为以后教师职称评定主要指标之一。 

7、定期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优秀案例、工程实施典型案例的展示与

交流，评选出一些优秀案例进行奖励；定期组织教师去其它示范学校进行现

场学习，交流经验。设立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专项课题，加强教师应

用信息技术能力和创造性。 

二、主要任务 

1、健全管理机制。 

2、组建骨干培训团队。 

3、开展全员校本研修及培训。 

4、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力的培训。 

5、开展信息化教学帮扶行动。 

6、定期考核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7、定期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优秀案例展示，选出优秀课例进行奖励。 

8、收集信息化开展成果及优秀案例，创建信息化教育教学资源库。 

三、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小组信息化能力。加强由校长和分管副校长领导的信息化

团队的信息化能力提升，制订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的计划方案，利用信息

化管理进行管理和实施，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纳入教师培训必修学分，

并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2、明确职责任务。我校将明确各自的职责，整合校内校外各方力量，

有序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及考核，切实提高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

水平。 

3、做好监管评估。我校制定的学校信息化发展计划由区级进行审核监

管，在教师全员培训、线上线下研培训及考核过程中，由区级进行监管和督

导。 

4、后勤保障。学校将全力支持和保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开

展的顺利进行，改善硬件设施和环境，全力保障教师全员培训。 



5、组织制度保障，成立学校能力提升工程2.0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钟顺柳 

副组长：杨苑芳、陈红 

成  员：信息科、语数英科长、体艺科科长 

三年实施安排 

（一）准备阶段（2020年11月-2021年1月） 

进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知识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意识。 

（二）实施阶段（2021年2月-2021年7月） 

1、健全管理机制。 

校领导及分管校领导进行统筹安排，信息技术教师进行组织信息技术能

力提升工作的校本研修、教师信息化教学培训等指导和组织工作，后勤部们

负责培训的开展的后勤保障工作。 

2、组建骨干培训团队。 

选拔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突出的学科教师，培训出一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骨干队伍，并进行集体培训，学习示范学校的经验，保障全体教师培训质量，

组织动员全体教师全员进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的校本研修及培训。 

3、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力的培训。组建由校长领衔的学校信息化

管理团队，采取线上和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校团队信息化领导力

提升的专项培训，组织学校全体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校本应用考核能

力，推进学校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的提升。 

4、教师全员应用能力提升培训。开展线上及线下的理论学习、专家讲

座、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校本研修方式，开展信息技术应用案例研讨、课堂实

录分析等专题研修活动，推进相关教学设备和学科软件应用，提升教师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育教学技能的提升。 

5、开展信息化教学帮扶行动。通过网络课堂、结对子等方式与帮扶学

校进行互动交流，通过网络集备、研讨，对帮扶的教师进行长期指导与培训，

促进帮扶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 

6、定期考核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制订详细的考核制度并定期对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考核与总结。每学期全体教师完成规定学时的线上

和线下培训任务，并定期进行考核检测学习效果，并考核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水平，并作为教师教学评比、教学名师评选等活动中作

为重要依据，并作为以后教师职称评定主要指标之一。 

7、定期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优秀案例、工程实施典型案例的展示与

交流，评选出一些优秀案例进行奖励；定期组织教师去其它示范学校进行现

场学习，交流经验。设立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专项课题，加强教师应

用信息技术能力和创造性。 

（三）考核阶段（2021年8月-2021年11月） 

（四）验收阶段（2021年12月-2022年1月） 



（五）深化阶段（2022年2月-2024年6月） 

（六）总结阶段（2024年6月-2024年12月） 

 

广州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学校校本研修与考核方案 

目标与任务 

校本研修的主要目标（结合学校实际要将解决的问题与提升工程 2.0要求

制定） 

提升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育教学技能的提升，从而提升教学

质量。 

 

校本研修的主要任务（学校整体研修活动设计，包含学校培训团队组建、

研修共同体（学科内或跨学科）组建、要开展的任务和预实现的成果等） 

开展线上及线下的理论学习、专家讲座、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校本研修方

式，开展信息技术应用案例研讨、课堂实录分析等专题研修活动，推进相

关教学设备和学科软件应用。 

建立以校领导牵头的信息化团队，组建信息化培训骨干教师团队，信息

学科及语数英学科各至少有一名教师参与团队组建。推动学校信息化应用

能力的整体提高。选出并收集一批优秀案例。 

 

教师研修的关

键能力点 

可从以下方面填写：分学科（或分层分类）阐述研修的专题、目标、关键

能力点 

根据广东省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2.0的要求，结合我们学校各个

科组的实际情况，学校各科组所选的维度和能力点基本相同，所以学校决

定从以下3个维度3个能力点进行校本研修。 

所属维度 应用能力点 所属环境 

教学设计 B2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混合学习环境 



学法指导 B4 技术支持的发现与解

决问题 

混合学习环境 

融合创新 G3 多技术融合环境下教

学模式创新 

混合学习环境 

 

校本研修计划 

可分学科（或分层分类）详细说明校本研修活动（一个专题下可分若干活

动）的内容、目标、要求、时间、地点、对象、主持人。 

一年研修计划（校本研修验收计划） 

一、准备阶段（2020年11月-2021年1月） 

（1）专题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意识 

（2）建立信息技术提升工程团队 

组长：钟顺柳 

副组长：杨苑芳、陈红 

组员：信息科教师、语数英科长、体艺科科长 

（3）讲座专题培训 

（4）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培训 

（5）制定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 

二、实施阶段（2021年2月-2021年7月） 

1、领导与规划（项目负责人： 钟顺柳） 

2、网络研修（项目负责人：杨苑芳、陈红） 

3、校本研修与考核（信息化提升工程团队） 

（1）三个能力点的工具培训 

应用能力点 技术团队培训负责人 平台与工具 

B2 微课程设计与制

作 

信息科 希沃平台、剪辑师 

B4技术支持的发现与

解决问题 

信息科、语数英、体

艺科科长 

希沃交互式一体机 

G3多技术融合环境下

教学模式创新 

信息化提升工程团队 希沃平台、学校多媒

体网络平台 

（2）三个能力点实践与认证 

以“教师实践——科组指导——信息团队审核”为路径 

应用能力点 能力点考核要点 能力审核团队 

B2 微课程设计

与制作 

1.微课程设计方案  

2.微课视频 

信息化提升工程团队 

B4 技术支持的

发现与解决问

1.教学设计 

2.课堂实录 

信息化提升工程团队 



题 3.教学反思 

G3 多技术融合

环境下教学模

式创新 

1.工具介绍 

2. 线上教学视频 

3. 学生体会 

信息化提升工程团队 

（3）校本培训网络空间建设： 

负责人：信息科 

项目负责人：语、数、英、艺术科组长 

（4）每位老师制定校本研修计划，交信息技术提升团队。 

《教师研修计划》收集： 

4、典型课例建设（教导处）  

学科 上交信息技术融合课

例 

典型课例数量及

教师 

学科负责人 

语文 9 5 语文科长 

数学 5 3 数学科长 

英语 5 3 英语科长 

体艺 3 1 体艺科长 

备注：每位老师均要开展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课例，典型课例由科组教

研活动中重点推荐，出精品，由科组重点打造。 

5、信息化教育教学特色与创新 

1、完善的信息化网络教育教学环境。 

2、全校参与校本研修及考核。 

3、开展信息化教学培训、示范课、展示课，并进行评奖。 

4、语、数、英、艺术科组最少上交一篇高质量论文。 

5、整理和收集信息化成果及优秀课例，建立信息化提升工程资源库。 

6、示范引领 

（1）信息化教学优秀课例的收集和展示。 

（2）对信息化比较薄弱的学校进行对口帮扶。 

（3）利用媒体进行成果报道，利用公众号进行阶段性进展及成果的文

章报道。 

考核方案 

研修活动的考核的方式、考核标准、材料上交时间、考核负责人等；微能

力作品的考核团队的人员构成及分工设计。 

一、考核阶段（2021年8月-2021年11月） 

学校组织开展教师发展测评，完成测评后，向省工程办提出学校“整校

推进”绩效考核申请，省工程办组织专家查看考核材料并到校实地考察评

估。 

每学期全体教师完成规定学时的线上和线下培训任务，并定期进行考核

检测学习效果，并考核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水平，并作



  

为教师教学评比、教学名师评选等活动中作为重要依据，并作为以后教师

职称评定主要指标之一。 

 

质量保障 

可从以下方面填写：组织保障、制度建设、督促督查、激励机制等。 

1、加强领导小组信息化能力。加强由校长和分管副校长领导的信息化

团队的信息化能力提升，制订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的计划方案，利用信

息化管理进行管理和实施，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纳入教师培训必修学

分，并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2、明确职责任务。我校将明确各自的职责，整合校内校外各方力量，

有序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及考核，切实提高学校信息化教育教

学水平。 

3、做好监管评估。我校制定的学校信息化发展计划由区级进行审核监

管，在教师全员培训、线上线下研培训及考核过程中，由区级进行监管和

督导。 

4、后勤保障。学校将全力支持和保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开

展的顺利进行，改善硬件设施和环境，全力保障教师全员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