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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师范学校教材：信息技术教育学》共13章，主要包括：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中信息技术教育
的观念、目标、任务与课程设置，信息技术学习的类型、思维、非智力因素与创新能力培养，信息技
术教学的过程、模式、原则、方法和教学设计，信息技术课程中各主要内容的教学要点与教学组织，
信息技术教学媒体运用、教学研究及课外活动，教育网站建设和网上教育资源的利用，信息技术学科
的教学评价、教师的思想心理素质与专业素养的要求及培养等。
《高等师范学校教材：信息技术教育学》以现代教学观为指导，将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主
线贯穿全书，同时又不否定认知主义等传统教育理论在一定学习领域中的积极意义，并精选了十几个
典型的实际教学案例进行分析和说明，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问题，给读者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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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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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信息技术认知结构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信息技术认知结构的含义。
所谓信息技术认知结构，是指学生头脑中的信息技术知识结构。
即学生头脑中的信息技术知识按照他自己理解的深度广度，结合着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
联想等认知特点，组合成的一个整体结构。
 　　（1）信息技术认知结构是信息技术知识的逻辑结构与学生的心理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
信息技术知识的逻辑结构，是指由信息技术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联结而成的整体；而智力因素及其结
构，就是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结构。
 　　（2）学生的认知结构各有其个性特点。
在知识总量大体相等的情况下，由于学生个体努力程度、智力因素的不同，有的学生对知识理解深刻
，组织得有条理，便于储存与提取；有的学生对知识理解肤浅，杂乱无章，不利于储存与提取。
 　　（3）学生形成一定的信息技术认知结构以后，一旦遇到新的信息，就会用相应的认知结构对新
信息进行处理与加工。
当然，由于学生的认知结构各有其个性特点，所以，每个学生对新信息处理加工的能力是不同的。
 　　（4）信息技术认知结构是在信息技术学习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过程的进行，学生的
认知结构不断分化和重组，并逐渐变得更加完善。
 　　2.信息技术学科学习的4个基本阶段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信息技术学科学习的过程，是
新的学习内容与学生原有的信息技术认知结构相互作用，形成新的信息技术认知结构的过程。
依据认知结构的变化，信息技术学科学习的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基本阶段，即输入阶段、相互作用阶
段、操作阶段和输出阶段。
 　　（1）输入阶段 　　即创设学习情境，给学生提供新的学习内容。
在这一学习情境中，学生原有信息技术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内容之间发生认知冲突，使学生在心理上
产生学习的需要，对学习的内容产生了欲望、要求、兴趣，形成情感上的意向，即“内趋力”。
并且学生对教材、直观教具等引起注意，进行初步感知，了解所学习的客体。
 　　（2）相互作用阶段 　　新学习的内容输入以后，学生原有的信息技术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内容
之间相互作用，就进入了信息技术学习的相互作用阶段。
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有同化和顺应两种基本形式。
所谓同化，就是把新学习的内容纳入到原有的认知结构（或称认知图式）中去，从而扩大原有的认知
结构；所谓顺应，就是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不能纳入新的学习内容时，必须改变已有的认知结构，以适
应新的学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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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师范学校教材：信息技术教育学》是高等师范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教材，同时也可作
为在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
《高等师范学校教材：信息技术教育学》是全国高等师范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确定的面向21世纪重
点建设的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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