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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园丁学校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 

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校实施方案 

    

2021年 10月，市教育局批复我校为“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

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校，为继续深化思维发展型课堂项目研究与实践，

以信息化手段推进教与学变革，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实验区建设方案的总体

部署和工作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校实施方案。 

一、 指导思想 

以国家教育信息化相关文件为指引，贯彻落实《深圳市教育局“基于

教学改革、 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实施方案》要求，

以“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校” 建设为抓手，从关注“教师怎样教”发展

为关注“学生怎样学”，探索实践基于“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思维发展型

课堂”，借助信息技术与思维工具、教学、教研的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的高

阶思维品质，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打造面向未来的教育新样态。 

二、   实验目标 

实践出基于“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思维发展型课堂” 教与学的范式； 

培养具备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教学能力的新型教师，探索新型教师培养

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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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原则 

1. 坚持实验项目普惠 

项目组现有 36 位教师参与区教科院思维发展型课堂项目，在项目中

根据自愿原则尽可能的覆盖多学科，筛选出 20名教师加入工作室，于 2021

年 11月起面向四至八年级全体学生，进行融入式思维课实践。 

2. 坚持多部门联动 

 每次校内课例教学、听评课、专家讲座活动校领导、主持人全程

参与指导；  

 信息科技中心与教学处、教科室三个部门合力，教学处负责活动 

组织与每次活动项目组教师上课协调，教科室负责课例研讨与点评，信息

科技中心负责联络、活动组织、技术支持与资料整理； 

四、 实验内容 

以思维工具应用为核心，适时适当借助教学管理平台与工具，将“思 

维发展型课堂”的四大要素——“问题情境、认知冲突、思维可视化和变

式迁移”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进行教与学范式的变革，通过专家培训、

教学研讨、课例展示、案例积累、诊断测评和各类活动的形式，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师生思维能力提升与学校教学质量提升。 

 



 第 3 页 共 6 页 

预期成果如下： 

1） “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思维发展型课堂教与学”范式 

2） “思维发展型课堂”教师教学实践案例集 

3） “思维发展型课堂”优秀课例视频资源 

4）  思维图示工具支持下的学生思维作品集 

5）  思维项目下学生思维能力变化评估报告 

6）  聚焦思维发展的教学论文发表或课题研究 

7）  教师培养培训方案与过程性材料 

 

五、 课题设计 

围绕八大思维图示、思维导图、概念图、核心思维策略、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等思维工具模块，逐步展开教师培训，同步开展面向学生的直

接与融入式思维训练课程，引导教师将思维工具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应用，

作为教学支架应用在课堂中，促进教师以教学设计能力为核心的专业能力

发展，进而提升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与学习力。 

围绕“思维发展型课堂”的各大要素，探索实践“信息技术如何与其

深度融合进行案例教研”，逐步形成学校“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思维发展

型课堂教与学”范式、案例等相关成果。 

结合南山区、学校三年内新岗教师方案，教育技术名师与学科技术导

师计划，进行新理念、新技术的培训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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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方案 

在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支持下，借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思维

发展型联盟项目组专家长期引领，有层次分步骤开展面向教师的通识培训，

逐步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理论、思维工具方法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通过开设学生直接思维课程，面向学生普及思维工具方法，提升学生

的多项基础思维能力。通过“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思维发展型课堂”公开

课与跨学科教研活动，促进教师在学科中进行“思维发展型课堂”的尝试

与探索，形成范式。通过多次过程性的教师测评数据收集与分析，诊断教

师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通过常态化的案例征集，包含但不限于

教学设计、教研论文、课例录像与学生案例等，积累丰富的案例式成果。 

通过引领教师参加省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2.0工程，区学科技术导师项

目，校内信息技术平台与工具使用培训、研讨与分享等活动，培养具备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教学能力的新型教师，并探索新型教师培养的体制机制； 

七、 实施步骤 

2020年 9月-2021年 7月（已完成），围绕思维可视化工具（八大思

维图示、思维导图和概念图）和高产教学策略展开教师培训，教师基于这

些工具进行学科融合设计与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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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2022年 7月，在原项目组内选拔市级项目成员，研讨建

设信息化教学平台，围绕核心思维工具、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深

度融合信息技术进行学习与教学应用，进行常态化案例收集与定期跨学科

教研活动；工作室教师全部完成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2.0工程学习，积极参

加区校信息技术培训与分享活动，熟练使用信息技术平台授课。 

2022年 8月-2023年 7月，，围绕不同的思维发展型课堂要素进行聚

焦研讨与策略分析，进行多元成果提炼，形成学校的思维发展型课堂系列

成果。 

八、 保障措施 

  1. 专家引领与指导 

项目专家组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思维训练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国

庆教授领衔，赵教授为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

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海淀 STEM 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特聘专家，在思维

教育方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开展 15年有余，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著作

10 本。项目组指导教师有中小学兼职专家正高级教师 5 人，思维教育方

向硕士及以上研究生等三十余人。 

  2. 区域教育信息化领导支持，搭建赛事平台 

本项目为南山区教科院牵头实施项目之一，由石义琦部长指导项目推

进实施，区内每年组织一次专题的教学设计、论文、课例评比，以及现场

课展示等活动，区域年会局领导及教科院领导、教研员均莅临现场给予点

评与指导。 



 第 6 页 共 6 页 

3. 经费支持： 

经过项目组教师对“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思维发展型课堂教与学”范

式初步探讨，为使得思维发展型课堂与信息技术融合得更加深入，教学实

践环节中仍需要市教育局相关经费支持，购买以下资源或平台： 

思维图示 PPT插件（定制开发）：方便教师课前快速生成图示，为教

学提供便利； 

信息化教学平台（含八大思维图示与概念模块，定制开发）：在认知

冲突创设思维可视化教学中，保证学生思维生成的及时、开放与灵活性，

需要建设一个至少含“结合八大思维图示与概念图，包含模板且可任意编

辑，一键分享与评论功能”，同时具有教学环节设置，满足线上线下学习

的信息化教学平台；  

具有 AI测评功能的信息化资源：做收集学情或做知识变式应用； 

 

 

 

深圳市南山区园丁学校 

2021 年 10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