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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教学模式是创建新型教学结构的重要载体袁关于其创新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与类型遥从教师这一创新

主体出发袁开展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袁能够为推动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应用提供支持遥 研究依

据生态学理论袁按照以自然生态体系隐喻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生态体系的思路开展研究遥 研究认为袁教师信息化教

学模式创新生态体系的动态失衡是触发教师创新状态变化的直接原因袁该生态体系中影响教师创新的因素可归类为内

环境和外环境两个基本维度遥 其中袁内环境由与教师自身相关的人格特质尧客观能力及内在动机构成曰外环境主要涉及

组织因素与非组织因素袁组织因素由组织创新制度尧组织创新氛围及领导力方式构成袁非组织因素由信息技术尧知识特

性尧学习者特征以及教学与学习理论构成遥 研究在探究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基础上袁

构建了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模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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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经济社会发展亟须创新人才的培养袁培养创新人
才则需要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遥由于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野深度融合冶能有效变革教学结构袁促
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创新袁因而是实现创新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遥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看袁基于教学结构
变革诉求的野深度融合冶只有通过实施与其相适应的
信息化教学模式才能实现袁信息化教学模式已然成为
创建新型教学结构的重要载体袁这为信息技术环境下
教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野硬要求冶袁也为信息技术赋能
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野源动力冶遥 另外袁从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的技术要素看袁作为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信息
化教学模式理应与技术的发展 野同频共振冶尧 不断创
新袁这既是信息化教育理论创新发展的需要袁也是实
现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的关键曰而从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主体看袁 教师始终是最广泛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袁也

可以说是推动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直接野操盘手冶遥
基于此袁研究追本溯源袁从生态学视角出发袁借鉴生态
学思想及其系统性分析框架袁探索教师信息化教学模
式创新体系及其内外环境因素间的作用关系袁构建教
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模型袁以便为推动信息
化教学模式创新尧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提供参考遥

二尧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发展述评

信息化教学涵盖的范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遥 其
中袁在广义范畴下袁以投影尧广播尧录音等为教学媒介
的早期视听教学模式被视为信息化教学的雏形袁此后
陆续出现了以多媒体为主要教学媒介的计算机辅助

教学模式阶段尧以计算机与网络为教学媒介的网络教
学模式阶段袁以及以新型信息技术为教学媒介的智能
教学模式等不同阶段[1]曰在狭义范畴下袁视听教学没有
被纳入信息化教学袁是早于信息化教学的独立阶段[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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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袁无论上述哪一种分类袁信息化教学阶段的划分
首先体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教学模式及教学媒

介运用的影响遥 其次袁由于教学模式根本上要受教学
理念的指导袁因而袁在各阶段不同媒介接替出现的现
象背后袁实质上也反映了主导性教学理念的变迁遥 例
如院视听教学与计算机辅助教学总体上属于行为主义
理论支配下的野以教师为中心冶的教学模式曰网络教学
阶段则开始指向了建构主义理论支配下的野以学生为
中心冶的教学模式袁特别是基于 Internet的教育网络的
广泛应用助推了这一变迁趋势[3]袁之后的智能教学阶
段更是将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模式推向了高潮遥从
这个意义上说袁 教学理念支撑了教学媒介的应用袁教
学媒介成就了教学理念的发展遥需要指出的是袁野以学
生为中心冶的教学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遥 由于它忽视
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渊因而不利于系统知识的传
授袁甚至可能偏离教学目标冤和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
中的作用[3]袁所以袁发挥野纠偏冶与野折中冶作用的野学教
并重冶模式开始出现遥 事实上袁理念上纯粹的野以学生
为中心冶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并不普遍袁其表现形式
通常是野以学生为中心冶与野学教并重冶的结合体袁即以
上述两个基本模式为端点袁 在端点及端点间移动袁两
者的比重在不同教学过程中会存在差异遥 上述从野以
教师为中心冶到野以学生为中心冶及野学教并重冶的模式
转换可以看作是教学理念层面的变迁袁是库恩范式转
换意义上的创新遥 同时袁由于野以教师为中心冶的基本
模式为信息化教学模式及其创新提供的发挥空间有

限袁而野以学生为中心冶及野学教并重冶的基本模式则能
够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袁因此袁之后关于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的探究主要受野以学生为中心冶及野学教并
重冶两个基本模式的影响袁重点体现在网络教学与智
能教学阶段遥

进一步袁 由于指向范式转换意义上的基本模式
创新是罕见的袁因而袁已有研究总体上都是在野以学
生为中心冶及野学教并重冶的基本模式范畴之下展开
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遥 具体来讲袁 在网络教学阶
段袁 其显著特征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广泛结合与应
用袁相应地袁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也充分利用了这一
技术成果遥例如袁这一时期出现了同时以线上和线下
为教学场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及其创新[4-5]遥 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出现表明了互联网的联通效应对教学模

式的影响袁即前者赋能于教学模式的表达形式袁使后
者创新的空间具有了更大的表现张力遥同时袁对于已
有教学模式袁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袁也开始了更微观的
新探索袁 如针对翻转课堂出现了基于 MOOC的翻转

课堂 [6-7]以及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翻转课堂 [8]等不

同类型遥 在智能教学阶段袁其显著特征是各种新型
信息技术的应用遥 因此袁一方面袁这一阶段是已有信
息化教学模式对新技术的吸纳袁另一方面袁更多创新
则主要围绕相关新技术而展开遥例如袁基于大数据的
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9-10]尧基于云计算的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11]尧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 [12]袁以及以智慧课堂为载体的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 [13-14]等遥另外袁还有一些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是
不分主次地贯穿于不同教学阶段袁 它们既积极应用
技术进步的成果袁 又由于受自身逻辑主导而保持了
一定的自主性遥例如袁基于不同学习理论的信息化教
学模式创新 [15-16]尧基于特定学科知识的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 [17-18]袁以及基于学习者特征的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19-20]等遥 不难看出袁网络教学与智能教学阶
段的划分是以不同代表性的信息技术为依据的袁信
息技术总体上也构成了上述两个阶段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动力来源遥 此外袁在指
向特定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时袁以上不同研究在
探索过程中的支点是存在差异的袁从而使创新类型
的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遥 这既体现了研究者对理解
与诠释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上的差异化取向袁 同时
又都在丰富并充实着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理论与

实践体系遥 总之袁信息化教学模式既包括如基本模
式上的尧 变革性的宏观创新袁 也包括与情境相联系
的尧具体的中微观创新遥

综上所述袁不同研究者正在或已经进行了不同层
次尧不同类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探索袁也产生了
一批研究成果遥通过进一步梳理上述文献中信息化教
学模式创新主体的背景发现袁 主业从事于教育学或
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占比超过 60%曰 其他类型
研究者占比不足 40%袁他们或是管理者袁或是主要局
限于外语尧音乐等个别专业的少数研究者渊教师冤袁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中研究主

体范围的局限性袁 即更广泛意义上的不同专业教师
群体在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中的参与度不足遥 类似
地袁另有研究也认为袁新的教学理念与教育信息化环
境的改善在教学一线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大规模信息

化教学模式创新及应用现象袁 传统的教学模式依然
根深蒂固袁 许多一线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已经习
惯了以自身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21]遥 一方面袁这表
明教学理念变迁和技术进步并不必然触发教师对信

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主动参与遥换言之袁影响教师创
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袁 诸多影响因素的协同并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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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带来理想状态的创新遥另一方面袁教师是信息
化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的最广泛主体袁 其是否积极
参与将直接影响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景象及应用

的落地生根遥 因此袁以教师为主体袁研究其信息化教
学模式创新的完整动力机制具有现实必要性袁 而生
态学思维将助力于上述研究进程的展开袁 并最终为
系统性改善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环境提供借鉴

与参考遥

三尧生态学视域下的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

渊一冤生态学理论及其主要观点
生态学的定义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提出袁

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

关系的科学 [22]遥 已有研究对生态学观点的表述主要
有院系统观尧整体观和联系观[23]袁联系观尧平衡观和动
态观[24]袁整体性尧开放性尧相互依存性尧多样性与协调
平衡性[25]袁以及系统尧平衡尧联系尧动态[22]等关于生物体

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不同认知遥 显然袁由于生物体与周
围环境关系的复杂性袁使得对生态学主要思想的表述
体现出一定的差异袁该差异主要源于研究者对生态学
审视角度的不同遥 同时袁以上表述之间也存在内在的
联系遥例如袁系统观就有整体把握事物关系的意涵尧相
互依存性是联系观的具体体现等遥 综合以上观点袁并
在兼顾生态体系总体特征尧 凸显具体表现的基础上袁
本研究将生态学的主要观点凝练为整体性尧 开放性尧
依存性尧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遥

由于生态学思想广泛的适用性与解释力袁其观点
的应用已从自然科学拓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诸

多领域[26]袁成为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典范之一遥 其
中袁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是一种复杂的教育现
象袁对其创新动力机制的探讨应从多层次尧多维度展
开袁而生态学理论蕴含的主要观点则为透视和诠释上
述教育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指引遥

渊二冤生态学视域下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
力构成

1.生态学思想对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隐喻
首先袁生态学思想隐喻了应将教师信息化教学模

式创新置于与外环境的整体关系中理解遥在自然生态
中袁生物体与外环境构成了一个生态体系袁它们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过程袁需要从整体观透视其中的关
系遥类似地袁作为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主体的教师袁其
创新行为一方面要受教师个体内部 渊如内在动机冤因
素的影响曰另一方面袁外环境渊如学校及其次级组织冤
也提供了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条件袁教师的创

新行为在外环境中发生袁 并会进一步作用于外环境遥
因此袁教师与外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尧相互
影响尧相互塑造的创新生态体系袁教师信息化教学模
式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有利于其创新的生态体系袁当
体系中影响教师创新的内外因素都在鼓励创新时袁教
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作为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会

自然出现遥
其次袁生态学思想隐喻了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的生态体系内进行着信息尧 物质和能量的交流与
交换袁以保持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环境尧外
环境以及整个生态体系的动态平衡遥 在自然生态中袁
生物体与外环境间具有开放性尧相互依存性等关系袁
整个生态体系也呈现出多样性尧动态平衡性等特征遥
与此同时袁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生态体系也
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征院第一袁教师与所处外环境间相
互依存袁 且保持了一定的相互开放与相互影响曰第
二袁 外环境为教师创新提供的条件或有利于或不利
于创新袁相应地袁教师将以适当的创新状态作为对外
环境的反馈袁 以维持自身内环境以及其与外环境间
的动态平衡遥

最后袁生态学思想隐喻了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的生态体系内构成要素的显著变化会导致失衡出

现袁该失衡状态成为教师创新的双向调节动力袁进而
激励或者抑制教师的创新行为遥 在自然生态体系内袁
生物体或其外环境的显著变化都会打破生态体系原

有的平衡袁并促使其重新建立新的动态平衡遥 在教师
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生态体系中袁一种新的动态平衡
会以类似的方式发生袁并取代原有平衡遥具体来讲袁由
教师创新内外环境构成的教师创新生态体系是以一

定层次的动态平衡形式存在的遥随着创新生态体系中
某些因素发生显著变化袁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袁进而
引起体系中其他相关因素的自我调适袁以形成新的动
态平衡遥 对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而言袁这种显著
变化或者直接来源于内环境袁或者由外环境的变化导
致了内环境的变化袁无论怎样袁它们最终都会影响教
师的创新状态袁并促使其进行调整袁以适应新的动态
平衡遥 调整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袁即进一步提升或降
低其创新行为袁而这取决于创新生态体系中显著变化
的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变化的方向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
生态体系及其构成关系如图 1所示袁随着某个内外环
境因素的显著变化袁原有平衡将被打破袁新的平衡点
会在动态平衡线的一定位置产生袁与其对应的特定层
次的教师创新行为也随之形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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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生态体系

2.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构成
基于前文分析并借鉴生态学观点袁研究将从影响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环境与外环境两个维

度解析其动力构成遥 另外袁相比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袁教师创新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袁它既涵盖教师渊信
息化冤教学模式创新袁也涵盖教师其他方面的创新袁如
教师科研创新遥因此袁在两者的关系中袁教师创新体现
了一般性袁 而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反映了特殊
性遥 进一步地袁由于特殊性中包含一般性袁因此袁教师
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既包含体现其自身

特殊性的因素袁也包含一般性影响因素袁即影响教师
创新的因素遥

渊1冤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环境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环境是影响其创

新的根本动力遥 一方面袁内环境的动态平衡使得教师
的创新水平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曰 另一方面袁内
环境中创新影响因素的显著变化又会造成内环境的

失衡与不稳定袁 教师通过调适其创新行为的状态袁以
适应和形成新的内环境平衡遥 从内环境的视角出发袁
已有研究从多角度进行了探究袁并认为影响教师信息
化教学模式创新或教师创新的因素主要有教师的教

学创新知识[27]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知觉[28]袁教师教
学效能感[28-30]袁创新勇气[31]袁教师教育能力尧社会能力
渊交往能力尧人格特质冤尧现代教育技术能力[32]袁稳定人
格特质及态度尧创新角色认知尧内在动机[33]袁知识创造
能力尧知识吸收能力[34]袁以及教学效能尧积极心境尧工
作动机等[35]遥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不难得出袁上述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内环境中的影响因素总体

上涉及教师自身的人格特质尧客观能力以及内在动机
等三个维度遥其中袁人格特质与教师的个性特征相关袁
如积极的心境和创新勇气将有利于教师接纳及开展

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曰客观能力指教师已掌握的知识
或技能袁如以野信息技术冶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教育技术
能力是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前提曰内在动机主

要指教师创新的驱动力袁如追求待遇提升尧他人认可尧
自我实现等袁 相关驱动力能够增强教师的进取心袁进
而有利于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行为的发生遥综合
以上分析袁本研究将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
内环境因素进行总结袁见表 1遥

表 1 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环境因素

渊2冤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外环境
作为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外环境袁其显著

变化既会引起外环境的失衡袁 也会在与教师信息化
教学模式创新内环境的交流与交换中影响后者的平

衡及整个生态体系的平衡遥 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具
体可以分为组织因素与非组织因素两种类型遥

第一袁组织因素遥 组织因素体现了教师工作的
组织对其产生的影响遥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是
在学校及其次级组织中发生的袁学校相关组织中与
管理相关的一些变量成了影响因素袁并作用于教师
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环境遥 在教师与学校相关
组织的交互中袁教师接收和评估来自学校相关组织
传递的物质尧信息和能量袁并据此形成相应的创新
状态袁使其与学校组织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态势遥 关
于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或教师创新的组

织因素袁已有研究认为袁对学生的评价机制尧团队合
作尧参与专业发展活动[27]袁学校组织创新氛围[29袁34]袁领
导方式[36]袁团队协作与决策参与尧激励与保障机制[37]袁
创新风险尧工作压力和强度[33]袁教学自主权[38]袁考试和
问责制度[39]袁教师参与学校管理 [40]袁以及可用资源的
约束[41]等因素影响着相应的创新行为遥 综合已有研
究成果袁基本可以将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
的组织因素划分为组织创新制度尧 组织创新氛围尧
领导力等三个方面遥 其中袁组织创新制度涉及组织
为鼓励教师创新而构建的各类制度环境袁如在制度
中明确写入鼓励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有关条文及

措施曰 组织创新氛围指教师所处组织的创新气氛与
文化环境袁如关于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观摩尧培训
及竞赛是组织支持与教师乐于参与的日常事项曰领
导力主要指领导风格及领导者个人特质 [42]袁如适宜
的领导风格有助于鼓励教师的相关创新行为遥 具体
见表 2遥

人格特质 客观能力 内在动机

积极心境 现代教育技术能力 教学效能感

稳定人格 教学创新知识 福利待遇

创新勇气 知识创造能力 他人尊重

创新角色认知
知识吸收能力 自我实现

交往能力 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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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组织因素

第二袁非组织因素遥 在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的外环境中袁 还存在一些组织管理之外的非组
织因素袁它们既能通过影响组织因素来间接作用于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内环境袁又能直接地与内
环境相互作用遥 结合创新评述中的讨论袁非组织因
素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水平尧知识特性尧学习者特征
以及教学与学习理论遥 首先袁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
决定了其对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支撑程度遥 信息
技术能够赋能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创新袁 它为教师信
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实现提供了有力工具遥 如前文
所述袁 信息化教学先后经历了视听教学尧 计算机教
学尧网络教学以及智能教学等四个阶段 [1]袁在每个阶
段袁受制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袁信息技术在信息化教学
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支撑教学创新的能力是存在巨大

差异的袁而这主要是由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遥
其次袁知识特性会影响教师教学中知识呈现的方式遥
由于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目标之一是为了以

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知识袁因此袁知识本身的特性是构
建相应信息化教学模式时必须考量的因素袁 不同类
型的知识需要以各自适宜的形式表达遥 例如袁应结合
具体学科知识袁乃至具体课程知识确立教学模式遥 再
次袁 学习者特征也会影响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遥 由于相关创新的最终对象与目标指向了学习者袁
学习者的原有知识尧 认知能力及学习需求等个性化
特征都会影响教师是否创新袁 以及以何种方式创
新遥 最后袁教学与学习理论是影响教师创新的又一
重要因素遥 例如袁受不同教学理念指导袁基本教学模
式的转向会影响具体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构建遥同时袁
随着学习理论的发展以及新成果的涌现袁基于不同学
习理论的信息化教学模式也会在一直探索中遥

渊三冤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模型构建
综合上文分析袁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内

环境尧外环境以及两者之间持续地进行着物质尧信息
和能量的交流与交换袁以维持内环境尧外环境及整个
生态体系的动态平衡袁 上述平衡的打破意味着直接
或间接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因素发生了

变化袁 进而教师将通过调整其创新行为的状态来适

应与形成新的动态平衡遥 具体来讲袁两类动力因素会
造成上述不平衡现象的出现院第一袁教师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内环境中影响因素的变化遥 该变化引起了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内环境的失衡袁 教师通过
调适其创新行为的状态袁 以实现其内环境及构成要
素间的和谐与平衡袁同时袁教师调适其创新行为的状
态的行为会作用于外环境袁 使教师个体与外环境发
生交互袁从而在微观上影响外环境遥 第二袁教师信息
化教学模式创新外环境中影响因素的变化遥 具体分
为两种情形袁 一是组织因素的变化打破了内外环境
整个生态体系原有的动态平衡袁 并在组织因素与教
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内环境的交互中造成后者的

失衡袁相应地袁教师将通过调整其创新行为的状态以
产生新的平衡遥二是非组织因素的变化会引起整个生
态体系的失衡与再调整遥 例如袁信息技术进步及其支
持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增强袁一方面袁会作用于组织因
素袁 使组织以规制鼓励相应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袁从
而影响教师曰另一方面袁它又能直接作用于教师袁教师
创新中积极的心境和求知态度有助于其主动接纳和

掌握先进的技术袁并恰当地运用于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之中遥 通过上述过程袁教师对自身创新状态的调整
既使得自身内环境维持了一种动态平衡袁又作为对外
环境的反馈袁反作用于外环境遥 最终袁教师信息化教
学模式创新的内外环境及生态体系都会形成新的动

态平衡遥 生态体系内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
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具体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模型

四尧动力模型对培育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环境的启示

生态学思想为动力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指引遥进一
步地透过动力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袁又为
培育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环境提供了思路遥

组织创新制度 组织创新氛围 领导力

激励机制 组织创新文化 领导风格

考试和问责制度 团队合作 领导者个人特质

对学生的评价机制 参与专业发展活动

环境与资源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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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以生态思维系统化审视影响教师信息化教
学模式创新的内外环境

依据前文对动力模型及其构成的分析袁教师信息
化教学模式创新同时受内环境与外环境影响袁且内外
环境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遥 因此袁应以生态学理论
为借鉴袁通过结合内外环境及其关系袁系统地把握教
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中出现的各类现象袁将有助于
完整地理解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遥 具体而言袁确
立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生态体系中内外环境及

其作用关系袁有助于深刻认识教师创新动力中的复杂
关系及作用机理袁也能使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中
的诸多问题得到更合理的诠释遥 另外袁随着该创新生
态体系中内外环境及各自细分因素的形成袁在具体场
景中出现的教师创新不足问题都能有机会得到更具

针对性的解决袁 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既涵盖直接因
素袁又关注可能的间接因素遥总之袁应以系统化思维贯
穿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各个方面遥

渊二冤以构造野不平衡冶为着力点袁推动创新生态体
系向高阶平衡演进

稳定的创新生态体系环境会使教师信息化教学

模式创新处于某种层次的稳定状态袁而体系内构成要
素的显著变化能够打破原有的平衡袁并引发教师对其
创新状态的自我调适袁以形成创新生态体系新的动态
平衡遥 因此袁通过在组织层面持续地构造野不平衡冶现
象袁可以推动创新生态体系向高阶平衡演进遥 具体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院
第一袁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遥 制度是社会科

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遥 它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尧型塑人们
互动关系的约束[43]遥 制度一旦形成袁就会成为规制性
力量袁并为行为设定边界遥 边界的结构性约束会塑造
行为体的惯常性实践模式袁这种实践模式将与制度的
内在要求相适应遥 对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而言袁
其创新实践通常会在制度默认的边界内进行袁以符合
制度要求遥因此袁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袁首先意味
着要调整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各类旧制度约

束袁 减少制度层面制约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
野负动力冶袁进而释放活力以增进动力遥其次袁要构建和
完善鼓励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制度体系遥如前
文所述袁对学生的评价制度尧激励制度以及资源保障
制度等不同类型制度都会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袁构建制度体系需要多层面关注与教师创新相关
的制度因素袁并将它们都纳入修订的范畴袁以形成鼓
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合力遥 进而袁通过上述制度层面的
野推陈出新冶袁实现组织制度对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的有力支撑遥
第二袁营造有助于创新的学校组织文化遥创新的学

校组织文化表明袁创新行为在学校组织中是受欢迎的袁
学校组织中的教师认可和接纳该创新文化袁 并将创新
视为一种日常的实践内容而内化为习惯遥 通过营造有
助于创新的学校组织文化袁组织内不同层面的创新实
践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遥 首先袁在充满创新的学
校组织文化氛围下袁每个教师个体信息化教学模式创
新的意愿和积极性将被激发袁 教师个体信息化教学模
式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增强遥其次袁由于不同教师个
体间的交流与思想碰撞更容易产生创新袁 这意味着团
队合作创新的现象会增加遥 最后袁在参与团队合作的
过程中袁教师个体的专业能力以及教师间的信任感与
依赖度都能够得到提升遥 总之袁个体创新与团队合作
创新共同构筑了组织创新氛围的良性循环袁 并进一步
巩固和深化了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组织文化遥

第三袁实施能够支持创新的领导力方式遥 除了受
刚性的组织制度与柔性的组织文化影响之外袁教师在
工作场景中还要与不同个体特质和领导风格的具体

领导者交往袁显然袁领导者领导力的呈现方式同样会
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状态袁有效的领导力方
式将支持和鼓励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遥 具体来
讲袁由于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意味着变化和新构
想的出现袁是对既有模式的突破袁因而袁作为创新的主
体袁教师首先需要掌握一定的创新自主权袁以支持创
新实践曰领导者在对教师施加影响力时袁其指向要有
助于鼓励教师创新遥 因而袁有效的领导力体现为它是
在支持创新场景中的上述诉求遥 事实上袁已经存在关
于领导力风格对创新影响的研究袁 如有研究结果表
明袁变革型领导力能够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44-45]遥 另
外袁 领导力中的领导者个人特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影
响因素袁 不同领导者呈现出的个体特质可能会对教
师创新产生差异化的影响遥 总之袁领导力要以有效的
方式呈现袁以支持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遥

渊三冤以各类新成果为引领袁关注与引入具有潜质
的创新路径

受动力模型中的非组织因素启示袁学校组织与教
师个体需要持续关注影响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相

关非组织因素袁以便及时了解最新成果袁并思考应用
于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可能性遥 首先袁由于信息技
术的进步会给信息化教学带来巨大影响袁每一次新技
术的涌现都会引发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袁相应地袁也常
常会形成一批关于如何使相关技术应用于信息化教

学的学术成果遥 因此袁对相关成果的及时跟踪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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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of Teacher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YANG Xiaohong1, LI Ce1 , LIANG Li2, MA Juan1, LI Xiaofeng1

(1.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2.Libra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reating new teaching
structures,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and types of it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the
innovation subject, the study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eacher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teacher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ecosystem.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dynamic imbalance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teacher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changes of
teachers' innovation statu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eachers' innovation in this ecosyste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basic dimensions: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mong the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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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ollective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Model for
Inter-group Assessment

CHEN Fengjuan, LIU Qingtang, ZHANG Si, GAO Qianqian
(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Metacogni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 -group
assessment activities. Inter -group assessment is a group -level peer assessment that involves group
collaboration, and learners often lack effective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developing group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to help learners'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in inter -group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metacognitive model, a collective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model for inter-group
assessment is designed. A quasi -experimental study with 32 college students is conducted to verify its
effects on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in learning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oup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oup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It can stim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metacognitive skills, especially regulation and evaluation skills. It can increase the assessment
behaviours before and after group regulation to improve the necessity and accuracy of regul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ssessment in optimizing collective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processes, and thu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lear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group assess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Keywords] Group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Inter-group Assessment; Metacognition;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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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environment is composed of personality traits, objective abilities and internal motivations related to
teachers themselve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inly involves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non -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rganizational factors consist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limate and leadership. Non-organizational factors consis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dynam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novation of teacher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and their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ynamic model of the innovation of teacher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Keywords]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Mode; Ecology; Dynam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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