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信息 

 

（1）如家快捷酒店（小西天店）   电话：010-62231199 

地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斜街 6 号 

 

（2）如家快捷酒店（积水潭桥店）  电话：010-62242828 

地址：北京海淀区志强园小区志强北园 30 号楼，近文慧园路 

 

（3）汉庭快捷酒店（积水潭店）    电话：010-85830033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 4 号楼 

 

（4）7 天连锁酒店（德胜门店）     电话：010-62035833 

地址：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街 3 号院内，近新风北街 

 

  



 

校内用餐指引 

 

 

 

就餐地点 

北师大兰蕙餐厅（北师大小西门内） 

 

 

会务组联系人 

王雨晨  13146775564 

陈美玲  1390106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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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各位领导、嘉宾、参会代表： 

欢迎您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第九届学术年会暨基础教育信息化高峰论坛”。会议期间，组委会将努力为您提供

最好的服务。 

一、 会议报到及食宿安排 

1.时间：11 月 17 日下午 14:00-20:00 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一层门厅报到。

18-19 日开会，20 日返程。 

2.就餐安排：早餐：入住酒店提供早餐服务；午餐及晚餐：参会代表一律凭餐

券在北师大兰蕙餐厅就餐（北师大小西门内）。 

3.发票领取：网络报名缴费成功的参会代表，报到时领取发票。发票信息如有

错误需更改，报到当日请及时告知会务组，中国教育学会同意重新开具后邮寄。当

天报到参会只能开具收据，会后邮寄发票。 

二、注意事项 

1.代表证为唯一凭证。参会代表务必佩戴代表证。为避免无关人员影响会议秩

序，会务组将不允许未佩戴代表证的外来人员进入会场。 

2.会议期间请各位参会代表务必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 

3.会议期间请各位参会代表将手机调到静音状态。 

3.请各位参会代表保管好代表证和餐券，如有遗失，一律不补。 

4.未经允许，在会议期间谢绝任何单位或个人等发放宣传资料。 

5.请各位参会代表自觉维护校园和会场秩序，请勿高声喧哗和吸烟。 

 

谢谢您的配合！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016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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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日期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11 月

17日 
14:00-20:00 参会代表报到 王雨晨 

京师学堂 

1层门厅 

11 月

18 日 

9:00-9:20 开幕式 

陈  丽 
京师学堂      

1 层京师厅 

9:20-10:10 
大会报告：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 资深教授 林崇德 

10:10-10:40 休  息 

10:40-11:30 

大会报告：从“数字土著”到“数字公民”：信息技术教育

的意义与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任友群 

午   休 

13:30-14:20 
大会报告：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改进创新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教授 余胜泉 

陈美玲 
京师学堂      

1 层京师厅 

14:20-14:55 

大会报告：创新 K-12 教育 整合全球资源打造面向未来的终

生学习社区 

网龙华渔教育 副总裁 陈长杰 

15:00-15:20 休  息 

15:20-16:10 
大会报告：教育机器人白皮书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 教授 黄荣怀 

16:10-16:40 

大会报告：兴趣与数据双轮驱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日

常作业分析应用案例分享 

“作业盒子”联合创始人 贾晓明 

11 月

19 日 

9:00-11:30 

专题论坛：“互联网+”模式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 陈  丽 
京师学堂3层 

第七会议室 

专题论坛：“互联网+”新课标背景下教学范式变革与评价 李  爽 
京师学堂B1层 

第三会议室 

专题论坛：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与课程建设 李  锋 
京师学堂B1层 

第二会议室 

专题论坛：基于 App Inventor 的中小学生计算思维培养 张进宝 
京师学堂B1层 

第一会议室 

午   休 

13:30-14:20 
大会报告：信息时代的中小学学校变革 

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院长 教授 王本中 

黄荣怀 
京师学堂     

1 层京师厅 
14:20-15:20 

大会报告：“互联网+”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途径与策略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教授 陈丽 

15:20-15:4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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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闭幕式领导专家简介 

钟秉林 

钟秉林，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现任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1994 年归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 年调任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司长，2001 年 4 月至 2012 年 7 月期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主要兼职：全国政协委员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委员暨机械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

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

会会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加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香港

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海外理事等。 

 

林崇德 

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学•心理学学部召集人，中组部联系高级

专家。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2000 年）和全国“十佳师德标兵”（2001

年）、全国优秀教师（2006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2 年）。2004

年 11 月成为被中宣部和教育部表彰的五名师德模范教师中唯一的一位

高校教师。 

 

王本中 

王本中，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

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曾

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原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

心（北京研究部）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基础教育课题评审组专家、

信息化教育评审组专家，曾获“北京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模范校长”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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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友群 

任友群，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部教育

信息化专家组秘书长，教育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组长。

主要研究兴趣为教育技术学、学习科学、STEAM 教育、课程教学论和

教师教育。 

 

陈丽 

陈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多年从事信息

技术环境下中小学教与学变革及案例实践的研究。曾主持基于网络的

“同伴互助”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课题，主持开发了“信息技术环境下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和网络研修平台“篱笆

桩”。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省部级、企业委托等类型的研究课题，出版了近十部著作，发

表了百余篇论文。现主持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十三五”重大课

题“‘互联网+’背景下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创新模式研究”。 

 

黄荣怀 

黄荣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智慧

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教育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数字学习与教

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技术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

任。主要学术兼职：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

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国际智慧学习环

境协会主席等。主持的重点项目：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信息化带动学校现代化战略

研究、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等，已完成和在研项目共 70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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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胜泉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副部长、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移动

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2008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研究方向：移动教育与泛在学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网络

学习平台关键技术、区域性教育信息化等。在各类学术杂志与大型学术

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8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册，开发多媒体软件光盘 4 套，主持开发

教育信息系统 6 套，获发明专利 5 项、软件著作权 6 项。 

 

陈长杰 

陈长杰，现任网龙华渔教育副总裁，负责 IM/VR/IP 合作、教育在

线工具、教育应用分发平台等相关业务的商务发展工作。 

陈先生出生中国台湾，毕业于辅仁大学。目前同时担任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在加入网龙网络公司之前，陈先生在海峡两

岸在线教育行业拥有 14 年的丰富经验，曾任著名企业阶梯教育集团

COO、北京魔奇英语 CEO。结合网龙网络公司深厚的实力和互联网积累，陈先生致力于推

动各方面商务合作的促成及优质资源的整合。 

 

贾晓明 

贾晓明，北京知识印象科技有限公司 CMO。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

系，曾执教中学语文三年，后加入科利华公司任助理总裁。2003 年加入

英特尔任中国大区教育行业负责人。20 年教育行业从业经验，对于教育

行业信息化生态有着深刻理解，并拥有广泛深入的行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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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申请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课题简介 

 

 课题 1：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重点课题 

名称：“互联网+”背景下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模式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 陈丽教授 

课题简介： 

“互联网+教育”内涵和本质特征都充分说明，教育信息化已经进入到技术与教

育深度融合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互联网开放性正在撬动传统学校教育封闭的大

门，重构教育服务体系。“互联网+”教育秉承开放教育的理念，面向知识经济时

代教育的新需求，价值取向在于推动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这种取向决定了其

实践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不再是建设技术环境和推动技术应用，而是如何推动教育制

度改革。 

本课题选题中的“互联网+”时代，就是“互联网+”教育的阶段，课题的研究

思路不同于前期研究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传统思路，是以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体

系为最终目标，更加关注用创新思维去创新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新模式，研究新模式

所需要的新制度，价值取向是推动现有技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制度的建设。 

研究内容： 

评价典型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模式：评价模式的有效性、可推广性、可持

续性，提出现有模式改进方案，选取并推广有效模式。 

设计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组织和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教师评价、教师知

识产权保护、教育财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议。 

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借鉴了设计性研究范式和战略研究范式。具体采用案例研究、行动

研究等方法。 

推荐代表参与：区域或学校教育信息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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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2：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重点课题 

名称：“互联网+”新课标背景下教学范式创新的评价研究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 李爽副教授 

主持人简介： 

李爽，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教

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  

主要研究领域为在线学习分析与支持、“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法、在线教师工作分析与能力模型、教师专业实践社

区。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并参与 Apple、IBM、

Intel 等国际基金会和国内外企业资助的教育创新项目。著、编

著、译著 4 本专业书籍，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 50 余篇。 

 

课题简介： 

 “互联网+”时代教育教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探索互联网环境与技术究竟给

教育教学带来了怎样深层次的影响，如何借助新技术与媒体促进教育教学的本质上

的、系统上的升级与变革。教学范式创新是改变教学理念与结构的创新，是“互联

网+”教育在教学层面的重要体现。在经历了互联网促进下的教学创新浪潮之后，

目前迫切需要评价和反思网络技术环境与工具在促进教学范式创新的效果与价值，

深入分析这些范式究竟给教育教学和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从而推动这些有效的

教学范式创新在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本课题“‘互联网+’新课标背景下教学范式创新的评价研究”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立项。课题旨在构建“互联网+”新课标背景下教学范式创新的评价标准并

开发相应评价方案与工具，通过评价当前我国中小学实践中的各种创新教学范式

的教育效果与价值，提炼和归纳有效的教学范式创新，为“互联网+”新课标背景

下的教学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实践方法，形成教学新范式优秀案例集，创立

一批教学新范式实验学校。 

推荐代表参与：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主管或各学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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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3：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课题 

名称：课标修订基础上的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 李锋副教授 

主持人简介： 

李锋，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密苏里

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在核心期刊

发表《计算思维教育：从为计算到用计算》《基于课程标准的微

课程研发》《我国课程标准与教学实施一致性的现状反思及策略》

等论文 30 余篇，出版《基于标准的教学设计》专著。 

 

课题简介： 

在面向核心素养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把新修订的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落实于

教学中，将其中的教育理念实践于课堂中，这是当前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

任务。针对当前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本课题研究聚焦为： 

一、分析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与教学创新的一致性关系，明晰面向核心素养

信息技术教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信息技术创新教学的一般过程，分析信息技术教学创新的方法、策略

和工具。 

三、开展新课程标准基础上的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创新案例研究，挖掘具有可推

广性的教学案例。 

推荐代表参与：信息技术学科教研员与教学主管、信息技术学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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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4：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课题 

名称：基于 App Inventor 的中小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研究 

课题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 张进宝副教授 

主持人简介： 

张进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技术专业、科

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秘书、全国科普

专门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和管理人

员全员培训计划专家组秘书、世界银行学院培训数字化学习兼职

教员、国家行政学院远程教育专家顾问、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

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和参与数十多项省部级教育信息化项目，与

Microsoft、Intel、CISCO、LG 等跨国公司有过多项合作。 

 

课题简介： 

在信息化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问题解决方式都更加信息化、技术

化。因此，计算思维逐渐成为了我们每个人所必备的基本素养。基于此，本研究

以计算思维培养为核心，在新工具和新平台的应用创新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一

系列的研究。 

本研究旨在以 App Inventor 为主要平台和工具，在 STEM 教育和创客教育的

理念支持下，基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多学科整合的案例，开拓出符合我国教育

形态的、符合各地教育现状差异的信息技术课程方案和创客教育课程方案，着重

培养学生计算思维，提升学生多方面的创新能力，并通过实验研究的方式，探究

能否在不同学校各类差距明显的情况下，普遍提升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开展： 

一、面向计算思维培养的中小学教师培训 MOOC 课程的开发与推广； 

二、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与教育实践研究； 

三、基于 APP Inventor 移动软件开发的中小学生计算思维教育行动研究。 

推荐代表参与：信息技术学科教研员、教学主管或学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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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简介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立于

1994年 5月 6日，主要面向基础教育信息化相关业务部门与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

以及教育信息化产品提供的企事业单位。 

主要业务方向：跟踪信息技术发展前沿；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领域的理论

与实践问题；推动信息技术与各学科的深度融合；探索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

的新模式；开展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研究；提供有关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业

务咨询、政策咨询；开展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有关业务培训；推介信息技术用于教

育的先进产品与经验。开展国内外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接受

教育部与中国教育学会的委托，开展相关项目研究。组织管理与指导会员单位开展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领域的相关课题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北京市政府支

持的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台。中心的核心使命是推进北京教育公共服务从数字化转

型到智能化，助力构建北京（世界城市）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支持“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教育梦实现。 

中心面向北京市教育深化综合改革的重大实践需要，开展智能领域的高精尖研

究，在此基础上汇聚高端人才、创新科研组织与评价机制，产出重大科研成果。中

心的具体目标是建设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师生可实际获得的

教育服务超市，打造世界顶级城市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搭建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

台，凝聚世界一流人才，形成国际一流教育公共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与创新基地；建

设教育公共服务设计与孵化合作网络，培育汇聚教育系统内外的服务，建成广义教

育供给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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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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