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远实验学校数字教材试点工作阶段总结表 

 

学校名称 中远实验学校 项目负责人：张明民 

 参加数字教材项目试点时间 2018、2 

学校对项目管理形成

的主要做法（300字

左右） 

 

作为上海市数字教材应用实验校之一，学校成立数字教材实验项目推进小组，校长

任组长，副校长任副组长，教学部主任、信息中心主任任组员、数学孙民政、焦晨梁、

邵春；物理仲雷玲老师和语文孙青、贺晗黎老师为项目组成员；推进小组建立每月沟通

制度。 

数字教材实验项目推进小组明确工作目标、方式、实施途径和评价机制，按“先试

点，后普及”的推进策略，面向初中 6 到 9 四个年级，分层分类逐步推进，并定期给予

激励措施，树立良好典型。 

第一是试点推进。即以初中六年级两个班级为试点，由我校项目研究小组成员焦晨

梁、邵春、孙青和贺晗黎老师负责开展研究。试点采用两个班级实验对比方法，即其中

一个班级使用数字教材教学，另外班级常规教学。 

第二是实践研讨。在实践的基础上，开设研讨课，邀请专家和校内相关学科教师观

课研讨，积累课程资源，分享运用体验。 

第三是逐步推广。将试点中的有效做法和相关资源逐步推广到理、化、生学科和其

他部分学科，不断积累相关案例资源，使教学逐步走向技术和课程的有效融合。 

学校建立了规范有效的保障机制。如机制保障：列为学校发展重点项目，建立项目

管理激励机制，保障有力推进。组织保障：教学部统一安排牵头推进，信息技术中心负

责技术设备、环境设备、视频效果等研究，教研组负责具体研究落实。奖励机制：每年

度通过重点项目对数字教材推进中表现突出的教师予以绩效奖励。     

 

学校借助项目实施获

得的教学改进经验

（300字左右） 

学校成立了初中语文、数学和物理项目团队，先后开设了多场校级专题研讨课，并

初步形成了“课前—自主预习，课中—分享交流，课后—拓展思维”的校本应用模式。

实验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充分利用上海市数字教材平台，课前提供课程资源，布置预习单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中运用云笔记流转、高亮等功能分享交流学习笔记和心得，课后

布置在线练习，拓展提高。通过数字教材的应用，让课堂呈现出新的生机。 

学校实验组利用数字教材将多种信息技术作用于建立预习与课堂教学的联系。预习

的目的是更好地辅助进行课中教学，在设计与应用时，要更多地考虑预习与课堂教学的

联系。因此，课前预习中，可选取两类内容进行预习设计。一类为与该课内容密切相关



的已学知识，数字教材可以建立其与本课的联系，帮助学生在课中进行使用、比较或深

化。另一类为课中某些基础性知识。数字教材可以铺垫、引导学生对该类知识的预习，

从而为学生迅速有效地进入该课的课中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学校在项目实施中取

得的成果（按时间梳

理学校承办的区级及

以上举行的研讨活

动） 

            2018年 12月  与贵州遵义跟岗培训校长交流研讨 

学校在市项目组组织

的评选活动中取得的

奖项（按时间列出） 

                           无 

学校对下拨经费总计

67万元的使用情况

（按大项列支） 

列项 用途 总计（元） 

1 信息化创客材料 6766.95 

2 创客教室移动终端 172555 

3 在线学习平台 53000 

4 机房改造布线工程款 2978.05 

 5 扩声系统 47600 

 6 艺术宛扩声系统文架、插头 2000 

 7 艺术宛扩声系统插头、电线 5000 

 8 数字教材移动终端、扩声系统安装调试 13550 

 9 艺术宛扩声专系统 166550 

 10 未来教室扩声系统数字教材项目展示 13354 

 11 移动终端 6台 44328 

 12 Surfcae键盘、膜 2318 

 13 初中语文编教材备课系统 40000 

    

学校后续对项目的主

要研究方向（100字

左右） 

继续依托数字教材，结合学校教学研究重点，深化“从“预习”入手——

基于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实践和研究，大力推进“课前—自

主预习（核心知识、开放问题、学生资料等）、课中—交流巩固（反馈交流、

主题探究、归纳总结等）和课后—拓展思维（专项训练、分层提高、生活应

用等）”数字教材校本应用内涵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