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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中信息技术运用的
国际比较研究水

——基于中国等十四国小学初中数学课程标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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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MAXQDA软件对中国、IEI本、韩国、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芬兰、荷兰、美国、加拿

大、南非和澳大利亚小学初中数学课标文本中关于信息技术的使用进行编码，在信息技术使用的比重、学段、种类和

内容领域四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的使用在各国课标中体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其中，澳大利

亚、法国、英国和中国课标综合表现突出，且各具特点。希望通过此国际比较时我国今后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夏课程改

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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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世纪以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渗透着也改

变着各行各业乃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也不

例外。从多国的教育改革成功经验和实施现状来看。

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早在1978年．

英国教育科学部就制定计划．促进在学校教育中使

用计算机等微电子技术。美国政府1996年发布的

Cet如g America’s Students Ready for the 21st Cen-

tury：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提
出要让每间教室都连上信息高速公路．要让学习软

件和在线资源成为学校课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国也于上世纪制定了相关政策保障

学校中信息技术设备的建设与发,展[tltZl。

中小学数学课程中的运算、方程的求解、图形的

变换等常常被认为是最早、也是最常见运用信息技

术的课程。自然地，信息技术的使用对学生数学学习

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p匐．虽然研

究结论各不相同．但几乎都聚焦在了对信息技术“何

时用”“何处用”“怎么用”等问题的讨论上。

课程标准是规定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

容目标及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也就是说．课

程标准决定了“教什么“怎么教”和“何时教”．恰好

是对上述三个问题最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回答。

所以．研究数学课程标准中对信息技术使用的表述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国在具体数学课程实施中对信

息技术使用的态度和策略。同时．希望通过国际比较

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改革在数学课程中的实施

以及课程标准的研制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国家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下列14个国家的小学、初中阶段数

学课程标准作为研究对象：(亚洲)中国、日本、韩国、

新加坡；(欧洲)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芬兰、荷

兰；(美洲)美国、加拿大；(非洲)南非；(大洋洲)澳大

利亚。这14个国家来自五大洲。经济、文化、科技、教

育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可以很好地反映世界各地

数学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的特点。特别是其中还包

括了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m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及国际数学和科学评

测趋势(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简称TIMSS)中被誉为“教育世界第

一”的芬兰、在亚洲名列前茅的新加坡p1嘲和2009年

·本文系垒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重大招标课题。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教材整体设计研究。(课题编号：C_dDAl07001)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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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参加PISA就独占鳌头的中国(上海)阿。对这些

国家的数学课标的选取与研究也能一窥国际数学教

育发展的先进水平和发展方向。

《13围数学课程标准评介(小学初中卷)》一书
为各国数学课标文本获得和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同时也保证了课标文本体例上的统一，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因文字、版式、表达等差异对比较结果带

来的影响。

2．数学课课程标准版本的选取

澳大利亚：2011年公布的1．2版本数学课程标

准(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Mathematics)；

加拿大：加拿大现行四个主要区域的课程标准：

西北部教育协定组织课程标准、安大略省课程标准、

魁北克省课程标准和大西洋省数学课程标准：

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于2004年发布的基础教

育国家核心课程(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 2004)；

法国：由法国教育部制定的法国小学课标和中

学课标(修订于2008年)：

德国：文化教育部长会议(Kultusministerkon—

ferenz)于2004年颁布了数学教育标准．黑森州在此

基础上于2010年编写了更为详细的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大纲：

日本：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中小学课

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

韩国：2006年8月教育人力资源部公布的数学

课程标准：

荷兰：国家课程目标(Attainment Targets)2003

版。荷兰现行课标是2008版，但该版本过于简略，难

以操作：

俄罗斯：2004年俄罗斯教育部发布的最新国家

普通教育标准：

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发布的数学教学大纲

(2007年启用，新加坡现行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

南非：2002年5月颁布的国家课程标准(修订

版)(Revised National Curriculum Grades R-9)；

英国：1999年修改后的数学课程标准，在这以

后还没有更新课程标准：

美国：2010年发布的“统一州核心课程标准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12

中国：2011年由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标准(2011年版)》IllI。

为表述方便．下文提及上述文本时均使用“某国

课标”的形式。

3．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文使用MAXQDA 10软件对14个国家的课

标进行文本分析。

首先提取所有课标文本中提及信息技术的部

分并编码。考虑到各国的用词和表述存在差异．在

通览全文并和课标翻译人员商议后．确立以下目标

词汇：技术、计算器、计算机、电脑、多媒体、软件、

网络、互联网、PC、TK、ICT、CAS、CAI，扩展词汇

包括：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现代技

术、数字技术、图形计算器、科学计算器、平板电脑、

个人电脑、动态软件、几何软件等。此为第一轮编

码．为并列结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本中若出现“科学技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包含目标词汇的

句子．因其在内容上并不属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故不

对其进行编码。MAXQDA的分析单位为单个自然

段．软件自动将导入的文本分段编号。编码时最小单

位为一句话(如果是一个大的并列句．则选取目标词

所在的分句进行编码)或表格中的一行。用以保证当

一句话中多次出现目标词汇时不重复编码(该过程

为手动进行，并非软件自动编码)。

其次。相关文本提取完成后．再根据信息技术使

用出现的年级(学段)、具体知识点、设备或技术类别

(如：绘图软件、科学计算器、图形计算器)进行二次

编码。第二轮编码为树状结构。

最后．在两级编码的基础上．比较各国课标中信

息技术使用的比重、种类、学段以及内容领域。下文

将就此展开论述。

三、信息技术使用比重的比较

从课标中提及信息技术使用的次数来看．最少

的是美国(2处)和芬兰(2处)，其次是日本(3处)和

俄罗斯(5处)，其余除荷兰外，各国的课标中对信息

技术的提及均在20处以上，最多的为中国(44处)

和澳大利亚(53处)。

当然．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的篇幅大小还和该

国课标自身篇幅大小有关．所以比较信息技术使用

的“提及率”f提及次数与该国课标篇幅的比值)比单

纯的比较绝对提及次数更能说明信息技术使用在该

国课标中的重要性．详见表1。
袭1十四国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的提及率

美国 日本 韩国 芬兰 新加坡 南非 俄罗斯
提及率

0．4瓢 0．46％ 0 60％ 0 62％ 1．83％ 2．f】8％ 2．12％

加赣大 德国 法国 英国 中国 澳大利亚 荷兰
提及率

2．36％ 3．22％ 4．50％ 5．02％ 6．34％ 8．13％ 8．88％

表1是按照各国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提及

率”从少到多排列的。其中，由于新加坡小学五、六

年级采用的是“除非特别注释可使用计算器”这种

——————————————————————————二—————————————————————～———————，——————————————————-{!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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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来表述计算器使用要求的．所以新加坡课标中

计算器使用的实际表述量应高于计算出的“提及

率”。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

提及率最高的是荷兰(8．88％)，最少的是美国

(0．42％)。

荷兰课标文本极为简洁，全文仅214句话．但提

及信息技术使用的高达19处：美国在这一个版本的

课标中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却提及很少。但在1989

年，全美数学教师协会(NCTM)制定的“学校数学

课程与评价标准”【12】中就提出：计算器和计算机对数

学教学能起到巨大的作用．能代替机械性的计算工

作，节省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使学习变得更有趣、容

易、丰富多彩。2000年出版的“学校数学教育的原则

和标准”中的“科技原则”也专门谈及了信息技术使

用的范围、途径及益处【13】。于此同时，根据全美教育

统计中心(NCES)统计数据．截至2000年秋，美国

公立学校的入网率已达98％．每一间教室与网络联

通率也从1994年的3％上升到77％．学生数与计算

机数之比达到5：1，学生数与联网计算机数之比为

7：1㈣。2007年美国国家教育技术协会发布了新版

“全美教育技术标准”．专门就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的信息技术使用给出了详细的标准旧。时至今

Et，美国的教育技术设备已经相当普及，相关技术

标准也比较完善．计算机和计算器等信息技术设备

对于美国的教师和学生来说已经如黑板、粉笔、笔

记本一样平常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该版的美国课

标在小学初中阶段没有对信息技术做过多强调。

图1是信息技术使用提及率排名前五个国家的

信息技术使用提及分布示意图．大的白色矩形框表

示该国课标文本大小．小方块表示在对应比例的位

置上出现提及信息技术使用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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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信息技术使用相关文本分布示意围

从分布示意图来看，荷兰、澳大利亚、英国、法国

这4个国家的课标中有关信息技术使用的文本分布

都比较均匀．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中提及的次数较多。

而我国课标中信息技术提及的分布则呈现出“两头

多中间少”的局势．具体说来．在“前言”和“实施建

议”中有大段关于信息技术使用的论述．而在具体学

段的课程内容中关于信息技术使用的提及率却仅为

1．15％．介于韩国和新加坡之间。如果仅从各国课标

中具体课程内容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提及率来看．就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域特点：欧洲(芬兰除外)的提

及率较高，亚洲(特别是东亚)提及率较低。当然．这

和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升学考试中禁止使用计算器等

其他电子设备也有一定关系。

四、信息技术使用种类的比较

信息技术(IT)常常也被称为信息通讯技术(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

ICT)，这个词的定义宽泛，既包括各种电子、微电子

设备也包括软件资源，既包括信息的加工设计(课件

制作)也包括信息的传递分享(网络、多媒体展示

等)，正如上文列出的诸多目标词汇，各国课标中所

提及的信息技术种类繁多。表2是各国课标中所提

及的信息技术种类。

表2十四国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种类

国家 信息技术种类

荷兰 计算器、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信息通讯技术

澳大利亚 计算器、计算机、数字技术、动态几何软件

中国 计算器、函数计算器、计算机、资源(多媒体光盘、网络、课
件)、数学软件、信息技术

英国 计算器、计算机、电子表格、几何软件、信息和通讯技术

计算器、计算机、电子表格、动态几何软件、空间几何软
法国

件．计算软件

德国
小型计算器、计算机、电子表格、cAS(计算代数系统)、动
态几何软件

加拿大 计算器、图形计算器、现代技术、视频技术

俄罗斯 计算器、计算机

南非 计算器、多媒体技术

新加坡 计算器、科学计算器、计算机

芬兰 计算器

韩国 计算器、计算机、教育软件

日本 计算器、计算机

美国 几何软件

通过表2可以看出，法国、德国、英国课标中关

于信息技术使用种类最丰富、介绍最细致、描述最具

体；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课标中关于信息技

术使用种类较为丰富；而俄罗斯、南非、芬兰、日本、

美国课标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则较为单一．或使用了

大量的“信息技术”这类比较概括的词语，没有具体

说明使用何种信息技术以及对应的具体知识点。

法国课标中不但提及了“计算机、计算器”这类

常见的电子设备，还提到了“电子表格、计算软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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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几何软件、空间几何软件”这些具体的应用软件。

法国课标也是信息技术使用表述最明确的：全文41

处提到信息技术使用，仅有1处使用“信息和通讯技
术”一词泛指数学软件的应用．其他40处皆给出具

体该使用何种软件(或硬件设备)。特别是提及了“空

间几何软件”的使用．这是其他13国课标中都没有

提到的(该国有著名的立体几何软件Cabri 3D)．在

几何方面位列14国课标之最。

德国课标在8年级可选教学内容中出现了CAS

(计算代数系统)，在9年级可选内容中提到“使用计

算机r引入CAS)求解复杂方程”．在代数方面的信息

技术使用位列14国课标之最。

英国课标中似乎专攻计算器，文本中关于计算

器的使用表述着墨颇多．关于在何课程内容下使用，

使用何种功能．具体如何操作，如何进一步理解计算

器的运用都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如：“使用计算器探

索指数增长及衰退．使用乘法键和指数键’’“理解计

算器的显示功能．能解释显示内容。知道计算器对结

果进行了近似运算．在计算过程中不能进行近似取

值”。对于计算器使用如此细致的描述不同于其他国

家的课标。

中国、加拿大、新加坡还对计算器的选择给出了

更明确的要求．中国课标在关于教材编写的建议中

提到“引导学生借助算盘、函数计算器、计算机等工

具．进行探索性学习活动”；加拿大课标中技术与操

作一节中提到“数学课程应该鼓励使用计算机、图形

计算器、视频技术和其他技术。以提高学生发现学习

和解决问题的潜力”；特别是新加坡课标，提倡科学

计算器的使用．在新加坡课标计算器和科学技术使

用一节中明确指出“尽管在小学阶段只要求学习基

本的计算器运算操作．仍需鼓励学生们使用科学计

算器．这样当他们升人中学后可以继续使用”。

五、信息技术使用学段的比较

各国课标提及信息技术的学段也有所不同，而

低年级是否可以使用计算器也一直是国内学界长

期关注与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妨放眼他国，看一看

其他国家在小学低年级是否可以使用信息技术。表

3是各国课标中最早提及信息技术使用或相关要

求的学段。

通过表3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在小学2年级出

现使用信息技术画出二维图形．英国在关键阶段1

(5—7岁)提到使用信息技术探究及使用各种资源和

材料．法国在小学2年级提及使用计算器的基本功

能帮助数的计算．这三国的课标在小学低年级就已

经出现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而其他国家几乎都是小

学高年级甚至初中阶段才提及信息技术使用。

裹3十四国课标中最早提及信息技术使用的学段

国家 最早提及信息技术使用的学段

荷兰 小学《5—12岁)：目标。新信息技术”

澳大利亚 2年级：测量与几何“描述井l田i出二维图形”

4—6年圾：效的运算“琵儒助计算器进仃塔再．解决而旱
中国

的实际问题．探索简单的规律”

英国 关键阶段l(5—7岁)：“信息与通讯技术探究及使用各
种资源和资料”

基础课程第一年(2年级)：效和计算“使用计算器的基法国
本功能”

中学：电子教学辅助手段。使用合适的辅助工具(如计德国
算器、软件)”

加拿大 69级：“能够使用现代技术解央含有大数的问题”

俄罗斯 5-9年级：算数“借助计算器求根的近似值”

5年级：数据处理“通过手绘或多媒体技术两各种图来
南非

展示和解释数据”

新加坡 5、6年级开始使用

芬兰 6-9年级：数与计算。近似和估计；使用计算器”

4@-级：数与运算。可以用计算器确认计算或估算的结
韩国

果”

日本 具体学段中没有提及

7年级：几何“按照给定条件画几何图形(徒手、使用尺
美国

和量角器或信息技术)”

图2是对信息技术使用提及较多的5个国家在

学段中信息技术使用提及的示意图．因为各国的学

段划分和学制都有所不同．所以以横条总长代表该

国小学初中的总时间跨度．灰色区域表示在对应比

例的时间段上该国课标出现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提

及。黑色区域表示该时间段上没有出现有关信息技

术使用的文本。但并非意味着禁止使用。

法国■一■—■
英国!

中国■■●————■—●一

澳尢利亚一

圈2信息技术使用学段分布示意圈

荷兰课标分为跨学科目标、一般性目标和具体

课程目标=三个目标层次．在荷兰课标的小学阶段(5—

12岁)的跨学科目标对学生使用信息技术提出了3

条总体要求。在具体目标中。最早提及计算器使用的

是在“分数和小数”下：“学生应能在数轴上标明分数

和小数的位置并且能把分数转化成小数．做这种转

化时可以使用计算器”．即在分数化小数时使用计算

器．应属于小学中高年级(我国课本中相关内容的涉

及约出现在小学5年级)。此外，在中学阶段(12—15

岁)的代数、几何、统计学段均有提及计算器和计算
机的使用。

澳大利亚课标具体课程目标的叙述分为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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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包括10年级选修)．除1年级没有提及信息技

术的使用，其他学段均有提及，并且在5、6、7年级提

及次数最多(24处)，几乎占到了该国课标(具体学

段中)信息技术使用提及量(52处)的一半。

中国课标分为三个学段．仅第一学段(1—3年

级)没有提及信息技术的使用，第三学段(7—9年

级)提及量(5处)是第二学段(4—6年级)(3处)的

近一倍。

英国课标分为四个关键阶段(key stages 1，2，3

and 4)。信息技术使用最早出现在阶段1(5—7岁)．
但仅有一次．其他有关信息技术的使用几乎都集中

在后两个阶段(12处和11处，4个阶段共32处)。

法国课标小学分为5年。第一年是预备课程．第

二、三年称为基础课程，第四、五年称为中等课程；初

中通常分4年完成，分为6、5、4、3级(小学有时也依

次分为11到7级)的顺序。信息技术使用的提及主

要分布在初中阶段(各出现7、4、9、13处)，小学阶段

仅基础课程第一年提及1处．中等课程提及6处。

综上．从这信息技术提及率最高的5个国家的

课标来看，信息技术的使用主要还是分布在高学段。

虽然澳、英、法三国课标中在小学低年级已经出现信

息技术的使用。但都只是限于极少的一两处．此外的

信息技术相关文本还是主要集中在较高学段。另外．

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新加坡等国课标

还对无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的心算(口算)、笔算能

力做出强调。

六、信息技术使用内容领域的比较

参照我国课标的课程内容分类方法．可以将各

国小学初中阶段的数学课程内容分为代数与数、图

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三大类(综合与实践领域各国

内容差异较大，故不单独列出)，课标中具体内容领

域中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见表4。

裹4十四国课标中针对具体知识点的信息技术使用情况

国家 散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 统计与概率

荷兰 、／ 、／ 、／

澳大利亚 、／ 、／ 、／

中国 、／ 、／ 、／

英国 、／ 、／ 、／

法国 、／ 、／ 、／

德国 、／ 、／ 、／

加章大 、／ 、／

俄罗斯 、／ 、／

南非 、／ V

新加坡 、／ 、／

芬兰 、／

韩国 、／

日本

美国 、／

表中打勾的地方说明该国课标在该类内容下的

某(几)个知识点提及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因为是针

对具体知识点的汇总．所以对于诸如“鼓励教师在教

学中使用动态几何软件”这种出现“几何”字样却没

有具体学段和具体知识点指向的语句．并不在“图形

与几何”下做记录．

日本课标因没有在具体课程内容中提及信息技

术的使用，故没有记录；韩国、芬兰课标中的信息技

术多指计算器，且多用于计算(如：开平方、开立方、

有理数运算等)或计算结果的检验：新加坡、南非课

标都有统计与概率内容的应用．但不同的是新加坡

课标仅提及使用计算器求概率．而南非课标中是使

用多媒体技术制作折线图、饼形图等统计图表：俄罗

斯、加拿大课标没有提及在统计与概率课程内容中

的信息技术使用。在图形与几何方面．俄罗斯可以使

用计算机计算三角函数．加拿大可以借助图形计算

器做平面图形的平移、旋转、对称等简单变换。

荷兰、澳大利亚、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在代数

与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这三大类课程内容

上都提及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同样是覆盖了三类基

本课程内容．但具体对象的要求和使用程度却有所

不同。

同其他国家相似．这五个国家代数与数课程内

容中信息技术的使用也主要体现在计算器对复杂计

算的使用或验证上．不同的是澳大利亚课标出现了

使用“数字技术”探究“代数表达式和图像表示之间

的关系”“研究多项式图像的特征等探究函数图像”

的要求：英国课标采用信息通讯技术“尝试并不断改

进方法求出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是借助信息技术解

决复杂数学问题的探索研究：德国课标引入CAS(计

算代数系统)求解方程及复杂方程(组)：荷兰课标中

出现了“运用简单计算机程序解决两个量之间关系”

的问题；我国课标中有“使用计算器解决简单的实际

问题．探索简单的规律”的要求。

在统计与概率课程内容中，澳大利亚、中国、英

国、德国都涉及了使用计算机(软件)收集数据、整

理、绘制统计图表，而法国课标仅限于求加权平均

数。澳大利亚和荷兰课标出现了使用信息技术进行

随机实验．

相比代数与数和统计与概率。五个国家课标中

图形与几何中信息技术使用的差异最大．澳大利亚

和法国课标提及量最多，而其余三国提及量较少(相

比该国课标中代数与数)。澳大利亚的课标中．除了

简单几何图形的绘制，还包括了图形的变换、缩放和

拆分以及角和线之间的位置关系：法国课标在图形

与几何上涉及范围最广，包含了三角函数的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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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绘制和变换以及立体几何的观察研究。在实施

建议中．我国课标鼓励利用计算机展示函数图像、几

何图形的运动变化过程．但在具体课程内容中，信息

技术的使用却仅限于用计算器求解三角函数值和由

三角函数值反求锐角。

七、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使用在课标中所占比重方面。欧洲

几国(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明显多于亚洲国家，如

果仅比较具体内容领域和具体学段上信息技术提及

的比重．我国课标中信息技术的提及率和新加坡课

标接近．这种地区差异则更加显著。

在信息技术使用的种类方面，法国、德国、英国

课标内容丰富，描述具体，特别是出现大量的几何软

件的使用．和亚洲国家课标中主要出现的计算工具

相比．信息技术类别差异明显；而俄罗斯、南非、芬

兰、日本、美国课标中信息技术所占篇幅较少，信息

技术的使用也较为单一。

从课标中信息提及的学段来看．虽然澳大利亚、

英国、法困的课标中在小学低年级已经提及信息技

术的使用．但内容属于比较简单的画图辅助和基本

计算．篇幅上也只是零星的一两处．此外的信息技术

相关文本还是和其他国家的课标一样．主要集中在

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阶段。

在信息技术使用的内容领域方面，荷兰、澳大利

亚、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课标在代数、几何、统计三

方面均有涉及。综合14国课标总体看来。在统计与

概率领域提及信息技术使用的最少、数与代数领域

最多、图形与几何领域居中。其中与众不同的是法国

和澳大利亚课标中代数与几何领域信息技术提及量

相当．英国课标在统计与概率领域提及量较多。

综合信息技术使用的比重、种类、内容领域来

看．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课标表现突出、内容丰富、

描述详细、综合全面，可谓是“好又多”。其中，法国课

标信息技术使用的提及率高、种类丰富，关于信息技

术应用的课程领域以及针对不同的知识点该使用何

种信息技术介绍得都很细致．同时对学生利用信息

技术进行科学探索以及无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计算能

力也做出了要求。英国课标虽不如法国课标信息技

术使用的种类广．但关于计算器的使用已经详细到

了操作层面．已然将信息技术的使用内化到课程之

中．堪称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良好示范。澳大乖J

亚课标多使用“数字技术”这一抽象词语而没有论及

具体的技术手段．但在内容领域方面介绍得最为详
细．特别是几何教学中的使用．这无疑为教材的编写

和教学实施提供了便捷和准确的指导。

另外。欧洲的芬兰、俄罗斯课标中信息技术的比

重较少．使用的种类和内容领域单一(芬兰课标仅涉

及计算器)．似乎更具“亚洲风格”。澳大利亚课标中

信息技术提及的篇幅多，使用内容领域广，但不少文

本中使用“数字技术”一词不言明具体技术．这种风

格似乎也正像其地理位置一样．介于亚洲和欧洲之

间的南半球．兼具“亚溯风格”和“欧洲风格”而自成

一派。

我国课标也与众不同．其中信息技术的提及属

于总揽全局式．在课程第四部分的实施建议中有较

大篇幅的关于信息技术使用的建议．包括鼓励信息

技术的使用、相关教学资源的开发以及信息技术使

用时的注意事项。正如每个硬币都有正反两面．这种

上位的论述有优势也有不足．同英、法两国相比。我

国课标中关于信息技术使用的论述提纲挈领、态度

鲜明，读者很容易从中领会精神：但我国课标用词多

为概括性词汇．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何种技术，且具体

课程内容中的使用要求较少．给教材编写和教学实

施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早期美国的经验值得

借鉴．即发布独立的信息技术教学使用标准．鼓励使

用信息技术．为信息技术使用的能力要求、注意事项

等给出指导意见：学科课程标准中就课程内容和技

术手段给出详细要求或建议。方便课程实施。

本文选取的研究角度决不可能尽善尽美．同时

由于能力和篇幅的限制也无法对14国课标穷尽根

本。比较也主要基于课标文本的研究．如读者想对某

国的数学教学信息技术使用情况有进一步探究．可

在本文的基础上结合教材课本、相关政策、文化背景

等更为详实的资料展开研究。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通过对14国课标中信息技术使用的研

究比较。一窥端倪．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和课程改革带

来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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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培养学生探究能力要求的提出．我国对探究

学习方式的研究和实践愈加关注。初中物理是一门

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对于培养学生的问题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

前利用信息技支撑初中物理探究学习还存在很多不

足和问题．

本文重点针对初中物理力学、光学、电学等内

容．分析了哪些知识点和学习任务需要探究学习支

撑．提出了初中物理探究学习支撑系统设计思路与

依据．给出了支撑系统总体结构和主要功能设计．尤

其对光学、力学、电学三类探究基础支撑工具进行了

比较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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