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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 7月 1日 

 

多措并举，助力教师信息素养提升 

常州市为贯彻落实实验区建设研究方案，积极推进数

字化学习研究，不断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分别以学科教研，

技术培训，专项调研，工作室建设，开设特色课程等方式

推进实验区工作，努力打造理念先进、特色浓郁、多措并

举新样态。 

本月实验区工作重点有地理学科主题单元设计研讨活

动、体育信息化精准教学研讨活动、举办技术培训教学设

计云端培训、常州市信息化教学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及人工

智能课程建设等。 

一、学科教研，课堂锤炼新生机 

6 月 8 日，“双减”背景下初中地理主题单元设计研讨

活动暨市第二批信息化建设项目基于 AR 技术的初中地理数

字化课堂模式研究阶段汇报在二十四中学举行。 

吴老师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课堂效率。利用平台，

进行问题发放，及时对学生回答进行精准评价；利用公众

号发布的数据信息，引导学生观察常州实际的降水量分布

差异；利用 AR 技术，帮助学生精准分析台风形成过程和运

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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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吴小叶老师执教课堂】 

公开课展示结束后，二十四中地理教研组长蒋奕珺老

师，就本校近几年来在数字化课堂探索做了题为为《实践

精准共享融合》的专题讲座。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地理教研组长蒋奕珺专题讲座】 

教科院教研员朱志刚老师提出，以主题单元的形式是

新课标落实下的重要趋势，教师应该主动为学生搭建项目

化学习平台，充分给与学生进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在学

生的作业汇报中出现了很多的创新亮点，也给了学生自信

发展的舞台，对人格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学生动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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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做，实践一下比教师说教很多遍都更有作用，每个学

校都应该像二十四中等学校一样，充分利用本校的特点和

优势，将学生的实践力有目的的培养起来；将来的课程会

有更多跨学科的融合，或者是跨学校合作，利用数字化平

台，学校之间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6 月 9 日，常州市中小学体育老师相遇“云”端，以

“心肺耐力锻炼的学问”为主题，展开体育信息化精准教

学研讨活动。常州市中小学体育信息化教学项目组自成立

以来，围绕市中小学体育学科信息化教学实施方案，序列

化地开展专题研究。 

 

【中小学体育信息化精准教学研讨活动】 

来自常州市五星实验小学的李豪老师为大家展示了信

息化教学研讨课《心肺耐力锻炼的学问》。本节课教师利

用物联网心率监测设备，以锻炼心肺耐力的方法为主线，

通过不同阶段的心率数据分析，让学生更为直观的感受心

率与运动的关系。并以学生自身心率恢复快慢的数据为依

据，指导学生分别选择与之强度相匹配的练习进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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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学生自我锻炼的能力。信息化精准教学助力学生科

学锻炼，让学生在不断地学练与挑战中提升课程核心素养。 

 

【常州市五星实验小学李豪老师执教信息化教研课】 

教科院教研员刘成兵老师建议在对心肺耐力教学设计

的科学性与生本性方面要统筹兼顾。数据的运用与学生学

习兴趣、本体感受如何紧密结合还要进一步研究，要更好

地体现体育学科实践性。教研员张勇卫老师认为精准化教

学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追求。他从如何实现精准化教学

的简化、量化与可操作方面给予了具体的建议。 

二、技术支持，培训掌握新技能 

6 月，教科院连续举办信息技术培训 3 次，参训教师近

800 人次。除面向真实情境的技术学习，本次还有以优秀课

例展示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化教学设计培训，设计培训讲师

均为江苏省信息化教学能手大赛获奖者。 

“拥抱技术变革教学”之信息化课堂教学设计第 1 期

培训邀请了 2017 年江苏省信息化教学能手特等奖获得者、

常州市外国语学校的叶丽丽与 2020 年常州市信息化教学展

评一等奖获得者、常州市武进区鸣凰中心小学的孙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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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家展示优课实录及课程亮点图；第 2 期培训邀请了

2016 年江苏省信息化教学能手一等奖获得者、武进区潘家

幼儿园的张燕青老师与 2019 年常州市数字优课一等奖获得

者、常州市第一中学的孙旭老师，面向全市幼儿园及高中

地理老师展开培训。 

 

【初中地理《交通运输》课程亮点图】 

三、专项调研，评比夯实新基础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要求，推进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

验区建设，深入研究基于数字化学习的课堂转型，鼓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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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融入学科教学的创新实践，积累信息化教学优秀案

例，常州市举行“2022 年常州市信息化教学优秀案例评

选”，活动共收到参评案例 483 个，分辖区、市两级评审，

产生大市一二等奖各 20、30名。 

四、名师引领，教研做强新业态 

为切实提升教师信息技术教学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常州市各江苏省网络名

师工作室教研活动有序开展。 

6 月 10 日上午，江苏省管雪沨网络名师工作室利用腾

讯会议开展了第二期《人工智能项目案例建设》的线上活

动，工作室成员芮清、何新华执教了本次研究课，两位老

师以创新的课程角度为我们呈现了两堂精彩、创新、高效

的人工智能课堂；6 月 14 日，江苏省徐展网络名师工作室

核心成员聚首在武进区采菱小学，工作室其他成员线上学

习，工作室成员章琦、刘美娟执教本次教研课，本次活动

还特邀常州市三井小学丁志根副校长，常州市美术教研员

车言宁主任在线指导；6 月 23 日，江苏省沈小伟网络名师

工作室以“紧扣计算思维，提升学生信息素养”为主题的

小学信息技术线上教学活动，本次活动以课堂展示、评课

议课、交流研讨展开，沈老师以“成熟”、“沉着”、

“热情”三个词充分肯定执教老师，期待大家的共学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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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采菱小学章琦老师执教信息化教研课】 

 

【常州市美术教研员车言宁主任在线指导】 

五、特色课程，项目规划新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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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研究项目自 2022 年 5 月启动

以来，与全国 37 个教师工作坊协同推进。常州实验区按计

划完成教研任务，努力推进项目实施。 

 

【“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研究项目”工作协同会议】 

自项目启动会以来，常州实验区共组织教师参加了 5

场培训，包括 2022 年 5 月林达华教授的《人工智能的原理、

应用与挑战》、刘黎明教授的《AI 通识》、2022 年 6 月张

丽霞教授的《人工智能启蒙》、董晓勇导师的《计算机视

觉》，以及 2022 年 6 月的第三次分学段培训；全体教师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进行了常州片区人工智能项目第一次教研

活动，人工智能教学领域专家管雪沨校长对小初高三个学

段老师展示的第一堂 AI 课程进行了精彩的点评，教科院徐

展主任对项目开展以来的阶段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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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研究项目”第一次教研活动】 

常州实验区积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研究项

目，项目组老师在本学期结束前都独立完成了 2 次以上人

工智能的开课任务，在未来的时间里也会一如既往的完成

课程教材研究所安排任务，为常州市学生都能有人工智能

课程体验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