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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①这本专著，是何克抗教授一项长期进行教改实践，深刻思
考，理论探索的成果。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是当今国际教育界，
尤其是教育技术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我国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发表
了一批论文，逐渐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
　　何克抗教授是我国最早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探索的学者。
早在1993年的冬天，我和何克抗教授一同参加全国中小学计算机课程审定会议，一天，他约我晚上到
他下榻的宾馆，想与我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当晚，他提出：在我国，个人计算机已开始陆续进入学校，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如何输入中文使个人计
算机能成为办公和学习工具，当时国内出现“万码奔腾”的局面，出现许多类型的汉字输入法，主要
有“形码”和“音码”两大类。
当时他想到了“能否把计算机汉字输入法与小学生学习汉字结合起来”，为此，他自已设计了形声结
合的“认知码”，这种编码方式与汉字识字规律相一致，在学习计算机汉字输入法的同时，可学会并
理解汉字的形、音、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适合于小学语文低年级段教学的“识字、查字、编码、
打字”四结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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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这本专著，是何克抗教授一项长期进行教改实践，深刻思考，理
论探索的成果。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是当今国际教育界，尤
其是教育技术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我国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
一批论文，逐渐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认为，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设计方法应当采用“学教并重”教学设计。
书中对这种教学设计的步骤、方法，以及通过这种教学设计所形成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
（包括课内整合模式与课外整合模式）都作了详细介绍，这些都是作者本人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引用的大多数案例都是作者的试验校教师在教改实践中积累的，因而具有针
对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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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克抗，男，1937年8月生，广东省大埔县人。
1963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
自1978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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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概论  第一节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    一、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发展概况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意义）  
第三节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实质）  第四节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法（途径）——国外的
经验    一、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进程中的“瓶颈”问题    二、发达国家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
论研究    三、发达国家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现状及效果  第五节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法（
途径）——国内的探索    一、要运用先进教育理论来指导“整合”    二、要紧紧围绕“主导——主体
型教学结构”的创建来进行“整合”    三、要运用“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进行“整合”课的教学
设计    四、要努力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    五、要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创建能支持新型教学结构的教学模
式  第六节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对我国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通过“整合”可弥补多年来教
学改革所存在的重要缺陷——忽视“教学结构”改革    二、通过“整合”和教育理论创新可实现基础
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第二章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础之一——建构主义理论  第一节 建构主义的
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简介    一、关于学习的含义    二、关于学习的方法  第三节 建构
主义教学策略的内容及实施    一、支架式教学（Scaffolding Instruction）策略    二、抛锚式教学
（Anchored Instruction）策略    三、随机进入式教学（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策略  第四节 建构主
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设计特点    一、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二、强调“情境创设”对意义建构的促进作
用    三、强调“合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深化作用    四、强调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    
五、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    六、强调学习过程最终目的是完成意
义建构（而非达成教学目标）  第五节  建构主义理论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一、以多媒体和网
络为标志的信息技术是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教学过程的前提条件    二、建构主义是“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课例  第六节  进入21世
纪以后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反思  ⋯⋯第三章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础之二——教学结构理论第
四章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设计——“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第五章 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设计及有
效运用第六章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课内整合模式第七章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
模式——课外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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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未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总之，西方的先进经验要借鉴，但未必拿来就能用，路还要靠我们自己走。
　　第五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法(途径)——国内的探索　　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国内多年的教改实践探索，中国学者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也逐渐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且具有
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
这一理论力图全面地、科学地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有关整合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整合的目标、内涵和
方法问题)。
如上所述，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是直接引用了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第3个年度报告的观点；对
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在借鉴该年度报告的观点和吸纳罗布耶专著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我们自己多年从事教改实践的经验，加以补充、深化与拓展而形成。
　　有效整合的方法，必须在对整合的内涵有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
我们对整合内涵与本质的认识尽管源于西方的观点(即从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角度来理解整合)，但
我们又结合中国的国情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补充、深化并拓展了这一观点。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整合的内涵与实质有更为切合实际的深刻认识，因而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提出
我们自己的有效整合乃至深层次整合的独特途径与方法。
　　由于“教无定法”，谁也不可能提出一套适合所有学科的“包医百病”的整合方法。
但是不同学科要实现与信息技术的整合都需要信息技术环境的支持，因而需要遵循共同的指导思想与
实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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