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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课程
改革时代。
《纲要》从课程目标、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着眼点和最终归宿——“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
每位学生的发展”。
这一基本的价值取向预示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价值转型。
新课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决心彻底扭转传统应试教育的弊端，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和完整的人
格为己任，努力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明示了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
　　1．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
人类个体的存在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
个体存在的完整性不是多种学科知识杂烩的结果，亦不是条分缕析的理性思维的还原。
第一，“整体的人”的发展意味着智力与人格的协调发展。
新课程努力改革既有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把统整学生的知识学习与精神建构作为具体改革
目标之一，力图通过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形式代替一直沿用的教学大纲，把“过程与方法”作为与“
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承认学习过程的价值，注重在过程中把
知识融入个体的整体经验，转化为“精神的力量”和“生活的智慧”。
第二，“整体的人”的发展意味着个体、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课程从整体主义的观点出发，贯彻自然、社会与自我有机统一的原则，致力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
和自主性的和谐健康发展，以培养人格统整的人。
例如，新课程的一个亮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其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就是围绕学生与自然的关系、
学生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学生与自我的关系三条线索进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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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课程（设计与建设）》是配合信息技术新课程的实施、供广大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
师进行新课程培训的实用性教材。
全书结合全球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分析了我国信息技术课程的历史和信息技术课程改革起因、条件
，说明了当前我国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的必要性。
《信息技术课程（设计与建设）》又针对信息技术课程这一新生事物，以对信息技术的当前状态与未
来发展的分析为基础，以我国信息技术课程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对课程的目标、内容、对象、方法
各元素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观察，认识信息技术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等具体问题，从而达到
建构信息技术课程的目的。
　　《信息技术课程（设计与建设）》可供信息技术教育教师新课程培训使用，也可作为各类师范院
校教育技术专业本专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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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艺，教授，1956年生，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学科带头人。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研制组”负责人。
研究方向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等；承担或者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以上教育科
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余项；先后出版专著三部，发表论文九十余篇，其中包括“中小学信息技术
教育中的文化内化问题”《教育研究》2001年第10期，“信息技术教育的双本体观分析”《教育研究
》2002年第1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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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德国，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是多方面的，计算机信息学课程是传授信
息处理技术的重要课程之一。
信息学是一门新生科学，主要包括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要学会信息的获取及对信息进行处理和
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
要使学生认识到人是计算机系统的使用者，是交流技术的涉及者，他们自己应参与到交流计划中并学
会以操作者的身份进入这些系统。
要培养学生辨别各类信息及适应信息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能力，让他们以对社会、对个人负责的态度
使用这些技术。
在教育中强调使学生能以计算机为工具用于信息管理、信息处理、信息表达、信息传递的目标。
　　法国政府认为让未来的公民得到有关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专门训练、掌握必需具备的新的通讯工具
，是政府教育的目标之一。
信息和通讯技术教育应使学生在他们的职业生活和公民生活中能了解信息自动处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懂得合理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并能学习在各种活动中隐藏着的与信息处理有关的基础知识。
因此，信息技术教育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对软件产品“使用方式”的教育，对信息处理有关的基础
知识的把握，应有计划地出现在各学科教学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教师要教会学生在遇到各种情况下进
行理解和分析的方法。
　　亚洲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的信息教育在高中技术教育中以信息处理教育的形式
实施。
从那时起，信息处理教育开始逐步扩大到整个高级中学。
为提高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学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日本于1997年11月17日公布了面向21世
纪的《关于改善教育课程基准的基本方向》，文件指出：“要培养能够适应运用计算机和信息通讯网
络等信息手段的基础素质和能力，加深对信息的发出和接受的基本规则与信息化影响的理解”，为此
从小学到高中都开设信息技术课。
为了构筑情报通信环境及情报活用环境，文部省规划到2001年所有的初中、高中、特殊教育各学校以
及到2003年所有的小学实行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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