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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信息 

四川省江油市职业中学校(江油市攀长钢技工学校），原名江油市中坝职业

中学校，始创于 1962年，1984年起开办职业教育，1990年 10月被评为四川省

首批省级重点职业中学，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2009年由河南省出资

援助异址重建，现位于江油市诗城路西段 219 号。2009 年至 2012 年间，学校

先后与青莲职中、江油矿机技校、攀长钢技校合并，四校合一，优势互补，组

建起新的江油市职业中学校，成为川西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教育中心。2018

年 11月被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社厅、四川省财政厅批准为“四川省示范中

等职业学校”第一批立项建设单位。2022年 6月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四

川工业技师学院”迁址我校，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学校为江油市教体局直属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占地 163.07余亩，校园

面积 72686.68平方米，建筑面积 98622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13376.42万元，

拥有两个校区、一个工厂、一个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所，校园风景秀丽，环境

幽雅，是学习的理想之地。其中 A 区占地 98.59 亩，建筑面积 28885 平方米，

实训场所 4138 平方米；B 区占地 64.48 亩，建筑面积 34798.68 平方米，实训

场所 4865 平方米。学校目前正式在编教职员工 223 名，在校学生近 5000 人，

90余个教学班。 

二、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 

1.教师队伍现状 

我校共有专任教师 260人（包括外聘）。教师年龄分布均匀，其中 45 岁

以下教师比例 68%，教师本科学历达 98%以上，研究生学历达 5%，年轻教师充

满活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为我校开展信息化 2.0 培训提供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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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师年龄偏大的也多，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学校教学任务重，压力大，许

多老师难以做到对教材精准把握的同时融合信息技术。 

2. 学校网络软硬件环境 

学校互联网采用星形拓扑结构，根据网络用户规模采用二层架构（核 心层、

接入层）接入绵阳市教育城域网，学校入口带宽 300Mb。服务器群含：戴尔 T310 

一台，配置学校内网 FTP 服务器，用于学 校内部文件保存及交换；HP ML110 一

台，配置学校数字校园办公系统和财会专 业实习和竞赛系统；联想 TS550 一

台，配置课堂录播平台。实现了校园网络全覆盖： （1）全校教室、办公室、

功能用房，全部实现有线网络全覆盖，每一间均 布置有线网络信息节点，每一

个教职工有线网络到桌面。全校共有有线网络信 息节点 1204 个。 （2）教学

楼、内花园实现无线信号全覆盖，共布置无线 AP60 个。 

学校近五年软硬件投入共 1100 万元，其中硬件配置了学生教学计算机 

742 台，教师用办公计算机（含笔记 - 3 - 本电脑）300 台，网络实训备 4 套

（含路由器、三层交换机、二层交换机等 ）， 西沃教学一体机 94 台，教学

投影及白板 6 套。学校网络用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一台，信锐无线控制器一台，

华为三层交换机一台，神州数码三层交换机一 台，锐捷三层交换机一台，桌面

交换机（含 48 口和 24 口共 48 台），POE 交换 机 4 台，55U 机柜 2 个，

20U 机柜 2 个，6U 机柜 43 个。使用软件包括： （1）点威科技的职业学校

数字校园专用办公软件一套 （2）福斯特财务实训和竞赛专用软件一套 （3）

汽修专业仿真实训软件一套 （4）ITC 教育录播云平台系统一套 

 

序号 维度 内容 

1 网络条件 有线网络全覆盖 WIFI 覆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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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环境 学校多媒体（白板）教室 100% 

教师配备办公电脑比例 80%以上 

网络计算机教室 4 个，终端 260 个 

在建智慧录播教室 

在建虚拟仿真实训室 

在建 BIM 实训室 

预计配备平板学生终端 40 台 

3 软件平台 智慧教育云平台 

超星学习通 

4 教师队伍 学校 40 岁以上教师比例 54%以上 

教师达到本科学历 80%以上 

3. 学校 SWOT 分析 

1、S 优势： 

硬件环境：每班配备了交互式一体机，校园实现了双网全覆盖。 

软件环境：教师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和水平，团队学习研究氛围

好。 

2、W 劣势： 

信息技术应用缺乏专业指导，整体队伍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均衡；我校 

40 岁以上的老师占全校教师比例的 54%，教师习惯固有的教学模式，基于现有

学业压力，在新技术学习的时间上投入不足。现代信息技术服务学校各种应用

比较零散，缺乏深入开发，造成信息孤岛，信息系统，不成体系，缺乏对全校

师生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数据反馈。 

3、O 机会： 

我校是一所职业高中，近几年国家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学校省级示范

专业的建设，职教中心正在加速建设，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为学校提供了很

多发展机会；四川省加强教师信息技术提升工程 2.0 计划让教师信息素养提供

更好的改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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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 威胁： 

由于学校教育教学压力大，各级各类临时性的检查多，教师工作已十分繁

琐，随着信息化进入校园，教师明显感觉时间紧、压力大，对学习产生抵触心

理。通过对学校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分析，在提升工程 2.0 研修中，我校属于

混合教学环境。根据江油市提升工程执行办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2022年度

推进人数是 212人参与信息能力 2.0 提升工程培训。 

4. 学校发展愿景与绩效目标 

1）发展愿景 

采用整校推进的混合式研修模式，遵循“精准定位、双向融通、层级发展、

多维评价”的校本研修策略，积极推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行

动，提升教师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让信息技术为教育教学赋能增值提效，

阔步进入“互联、协作、共享”的教育新时代。 

2）目标任务 

1、2022 年 6 月启动，学校按照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项目

培训要求，选定 4 个维度、9 个能力点的学习，对我校教师开展不少于 50 学

时（线上 20 学时+线下 30 学时）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2.0 全员培训。 

2、构建“以校为本，立足岗位，边学边用”的以微能力课程学习为载体的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新路径；探索骨干引领、学科联动、教师选学、能

力促进、整体提升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新模式。 

3、建立以学校发展目标为引领的信息技术应用长效机制，完善各种信息技

术应用教学管理制度，建立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绩效考核办法。 

4、建立集“教、考、管、评”的教育教学一体化系统，促进教师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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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探索学校管理智能化，

公开化。 

5、在未来 3-5年内让教师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制作教学资源；运用智慧平

台等资源开展信息化教学；采用信息化手段对家长、学生和企业进行家校互动、

课堂引入和企业需求调研；教师微课制作与应用，翻转课堂特色教学积极开展；

教师使用希沃白板更加熟练。教师在四个维度应用多媒体教学环境、混合学习

环境下信息技术进一步提高，年轻教师对智慧学习环境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大幅

提升。 

三、整校推进方案 

教师信息素养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保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新时代

高素质教师的核心素养。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教育信息化总体要求，

全面提升我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要求，推动教

师主动适应信息化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信息化教育教学，根据《教育

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意见》、《四

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方案》、《四川省中小学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实施指南（实行）》、《绵阳市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方案》及《江油市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智慧校园教

育提升行动及实际情况，特制定 “互联、协作、共享”的整校推进方案。 

1.研修主题: 

重视多媒体教学环境，兼顾混合和智慧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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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能力点选择 

根据学校发展愿景以及学校现有的信息技术条件、学校教师信息技术能力

水平和课堂教学现状，我们从 30 个能力点中，从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

指导、学业评价四个维度，共计选出 9 个能力点。 

  维度环境 多媒体教学环境  混合学习环境 智慧学

习环境 

学情分析 (A1)技术支持的学情分析 (B1)技术支持的测验与练习  

教学设计 (A2)数字教育资源获取与评价 

(A3)演示文稿设计 

  

学法指导 (A5)技术支持的课堂导入 

(A6)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7)技术支持的总结提升 

(B6)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学业评价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注：A 为多媒体环境，支持集体教；B 为混合环境，支持集体学；C 为智慧环境，支持个性化学习。  

各教研组选定选定微能力点如下： 

教研组选择微能力点及团队指导老师 

教研组（研修学科） 微能力点 1 微能力点 2 微能力点 3 团队指导教师 

财经 A1 A2 A3 张真真 

航空旅游 A1 A2 A5 钱乾 

机械 A1 A2 A5 钱乾 

计算机 A1 A2 A6 李勋 

建筑 A1 A2 A11 安红军 

美术形象 A1 A2 B1 彭世聪 

汽修 A1 A2 A6 李勋 

数学 A1 A2 B1 彭世聪 

体育（体育与健康） A1 A2 A3 张真真 

英语 A1 A2 A11 安红军 

幼教（学前教育、音乐） A1 A2 B6 段加金 

语文 A1 A2 A7 程 鸿 

政史（思想政治） A1 A2 B6 段加金 

其他 A1 A2 A3 李勋 

注：各教研组负责人为专业部长和学科组长，负责组织部组内老师微能力点的学习、应用、开展校本研

修和自评互评活动；团队指导老师负责相关教研组信息技术指导。 

3.研修内容 

根据省市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方案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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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校情况制定研修内容安排如下： 

注：以上 50 学时须全部完成，方可合格。  

4.研修进度计划 

内容 提升方式 认证材料 
学时 

（共 50 学时） 

线上网络课程 

在提升平台根据自己选

择 3 个能力点自主学

习 

平台认证 20 

线下校本实践 校本研修、校本培训 

完成 3 个微能力点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交作业

和完成教学视频 

30 

江油职中信息技术 2.0 提升工程推进计划 

序

号 
项目 内容 

完成

时间 

上级

检查 

管理

团队 
教科室 管理员 教研组 

培训

团队 

测评

团队 
备注 

1 
全校

动员 

针对信息

技术 2.0

提升工程

的背景、意

义进行宣

传 

6月2

日 

上传

图片 

动员

启动 

组织开

会 
宣传培训 

参加学

习 

参加

学习 
  

2 
组建

团队 

组建管理

团队、培训

团队、校测

团队、管理

员团队 

6月6

日 

提交

团队

人员

姓名 

配合 
组建团

队 

参与组建

团队 

参加学

习 

参加

学习 
 

与参训

教师一

起上报 

3 

确定

参培

教师 

涉及工勤

岗位、外聘

教师、校

医、外借人

员、近期要

退休人员、

病休人员 

6月

10日 

提交

全部

参培

教师

名单 

分组

核实 

对上报

信息初

审，报

校长审

核盖章 

对即将退

休老师进

行核实，对

涉及其他

岗位老师

交流核实 

组内开

会确认 

学习

提升 
 

确保所

有教师

参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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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教

师能

力进

行调

研 

调研老师

信息技术

水平和想

提升微能

力点 

6月

12日 
无 

分组

指导 

对各教

研组进

行调研 

参与各教

研组进行

调研 

教研组

收集意

见 

学习

提升 
 

学校定

微能力

点和

“一划

一案” 

5 

确定

学校

8-10

个微

能力

点 

根据调研

情况从 30

个微能力

点选择学

校微能力

点 9个 

6月

15日 

与项

目办

核实

微能

力点

是否

可行 

讨论

落实 

与学校

领导商

讨论选

择微能

力点 

协助提供

选择方案 

组织学

习 

组织

学习 
  

6 

制定

学校

信息

技术

提升

规划 

制定近3-5

年学校信

息技术提

升规划 

7月5

日 

上交

工程

项目

负责

人 

审核 
制定规

划 
协助制定 

组织学

习 

开展

指导 
  

7 

编制

信息

技术

提升

方案 

编写具体

实施方案 

7月

10日 

上交

工程

项目

负责

人 

审核 
制定方

案 
协助制定 

组织学

习 

开展

指导 
  

8 

教师

线上

培训 

完成三个

微能力点

线上学习

（共 20

分） 

8月

20日

前 

学校

进行

考核 

学校

提出 

督促考

核 

要对人员

学习进度

进行督促、

提醒 

进行指

导 

开展

指导 
 

不得挂

机，学

完可打

学时证

明 

9 

教研

组根

据规

划和

方案

制定

教研

计划 

教研计划

要把教研

组老师选

择的微能

力点融入

教研活动 

8月

25日 

学校

考核 

提出

要求 
审核 

要求个人

建立任务

清单 

制定计

划 

参与

编制 
  

10 

开展

教研

活动 

结合选择

微能力点

开展教研

活动（10

分） 

9-10

月 

收集

相关

资料 

校级

督查 

检查、

考核 
培训指导 

督促推

进 

培训

指导 

校级

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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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期间会安排多次教师例会、教研组会议、多次培训、邀请专家指导；2.学校给于资金、人员、制

度保障；3.老师们务必按照时间表安排推进完成相关任务。 

四、校本应用研修考核方案 

1.考核目标 

针对教师信息化 2.0 材料进行考核，通过教师自评、教研组互评、学校测

评专家团队认定，促进和指导教师有效应用及合理评价，提升教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逐步实现学校办学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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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评方式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考核人员 分值 

线上课程 完成线上课程学习 平台认证 20 

校本研修 集中培训学习（1 次） 按照市教师发展中心要求开展“一

标三维”活动。 

教科室 10 

校本研修记录（1 次） 

3 个微能力点信息技

术应用教研（2 次） 

课堂实录 课堂实录视频（20-25

分钟） 

综合应用 3 个微能力点即合格；信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且具有

学习与借鉴价值即优秀。 

信息技术 

管理团队 

5 

能力点实 

践应用 

能力点认证材料 详见《微能力测评规范》（附件 1） 校级研修 

指导团队 

15 

注：若有任何一项不满足合格要求，则最终考评结果为不合格。 

五、机制保障 

1. 团队建设 

成立组织管理机构，建立由校长领衔，分管校长、中层、教研组长等构成

的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同时测评团队由管理团队人员组成。由信息技术骨干

教师组成培训团队，安排专人负责提升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并组建专人负责技术

保障，四大团队为 2.0 工程保驾护航。 

1）学校管理团队人员（杨屏校长负责） 

 

 

姓名 职称 学科 职务 

组长 任慎兴 高级教师 数学 书记、校长 

副组长 杨屏 讲师 财会 分管副校长 

成员 

杨金 讲师 汽修 教科室主任 

罗铭 高级教师 语文 信息中心主任 

魏洪坤 高级教师 机械 教务处主任 

张真真 讲师 计算机 教务处副主任 

雍远林 高级教师 计算机 教务处副主任 

段加金 高级教师 计算机 计算机教研组长 

李英明 高级教师 机械 机械教研组长 

李杰 讲师 汽修 汽修教研组长 

王勇（建筑） 讲师 建筑 建筑教研组长 

张蕊 高级教师 幼教 幼教教研组长 

李明明 高级教师 财经 财经教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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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凯 高级教师 美术形象 美术教研组长 

刘荣辉 高级教师 旅游航空 旅游教研组长 

张娜 讲师 语文 语文教研组长 

文桂华 高级教师 数学 数学教研组长 

杨燕 讲师 英语 英语教研组长 

张文华 高级教师 政史 政史教研组长 

文波 讲师 体育 体育教研组长 

黄越 助理讲师 数学 教师 

程鸿 讲师 计算机 教师 

2）校级培训团队人员（段加金负责） 

聘请信息技术专家+学科专家，双向把脉。学校选定的每个微能力设一名领

衔人，示范引领，指导培训。 

 姓名 职称 学科 职务 

组长 段加金 高级教师 计算机 计算机部部长 

成员 

张真真 讲师 计算机 教务科副主任 

安红军 高级教师 计算机 教师 

李勋 讲师 计算机 教师 

钱乾 讲师 计算机 教师 

彭世聪 讲师 计算机 教师 

胡正明 高级教师 计算机 教师 

 

3）管理员团队（程鸿负责） 

平时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项目培训进行管理，技术保障。 

 姓名 职称 学科 职务 

组长 程鸿 讲师 计算机 教师 

成员 
李德富 高级教师 计算机 电教设备管理员 

李敏 教师 计算机 计算机管理员 

4）学校测评队（原则上由管理团队执行） 

由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杨屏同志领导，具体由教科室和各教研组长负责

对学校教师进行测评，测评团队 13 个（即教研组 13 个），每个研修共同体设

组长一名（由教研部组长担任），信息技术培训团队安排 1 名老师指导。每个

研修共同体在学校选定的 9个微能力点中选 3个微能力点，便于聚焦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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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称 学科 职务 

组长 杨屏 讲师 财经 副校长 

副组长 杨金 讲师 汽修 教科室主任 

成员 

段加金 高级教师 计算机 教研组长 

李英明 高级教师 机械 教研组长 

李杰 讲师 汽修 教研组长 

王勇（建筑） 讲师 建筑 教研组长 

张蕊 高级教师 幼教 教研组长 

李明明 高级教师 财经 教研组长 

付凯 高级教师 美术形象 教研组长 

刘荣辉 高级教师 旅游航空 教研组长 

张娜 讲师 语文 教研组长 

文桂华 高级教师 数学 教研组长 

杨燕 讲师 英语 教研组长 

张文华 高级教师 政史 教研组长 

文波 讲师 体育 教研组长 

黄越 助理讲师 数学 教师 

程鸿 讲师 计算机 教师 

2.激励措施 

1）建立激励机制，落实绩效考核 

结合上级有关文件，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和校本研修主题，制定有针对性、

可操作的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规划，修改、完善学校的教研、培训、备课、上

课等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要求将信息技术融入到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

指导和学业评价等各环节中，以破解学校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核心，促进

信息技术支持教师“教”到信息技术支持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转变。提

升工程 2.0 培训将与教师绩效挂钩（按上级文件执行），完成培训任务并取得

证书，作为教师职称评聘、年度评优必备条件；提升工程 2.0 培训不合格的教

师个人将影响年终绩效和评优晋级，同时将影响所在教研组年终考核。对此次

2.0培训完成优秀的个人、优秀教研组由学校颁发优秀证书和给予奖励。 

2）多维进阶，整合提升 

培训将从研修指导团队、研修共同体、教师个人等多个维度，采用理念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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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易后难、培训有法、指导到位、督促及时、以赛代训、多方推进校本研

修，整合“研修共同体”进行整体提升。 

理念先行----让老师们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避免硬性施压，明确“为

什么学”。 

先易后难----让老师们先感受信息技术对课堂教学带来的好处，促进学校

变革。 

培训有法----做好培训设计，重实践轻理论，重操作轻说教，明确“学什

么、怎么学”。 

指导到位----个别教师、个别问题耐心讲解。 

督促及时----对学习过程的有效监督，表扬先进激励后进。 

以赛代训----鼓励教师参加各种信息化教学比赛。  

3）创新教研方式，强化过程管理 

基于江油职中智慧校园教育云平台，创建“个人空间”“教研空间” “能

力点空间”等三大研修空间，做到“一人一空间，人人用空间”。实现建立学

科的课例资源库。.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通过参加各级

各类信息化大赛及交流活动，以研修共同体为单位，组队参赛，以点带面带动

教师信息能力的整体提升。 

要求全员参与培训，采取教研组互助形式，避免老教师掉队；及时进行过

程管理，发现学习不及时的老师，及时提醒，帮助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及

时总结评价，表扬先进激励后进，梳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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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微能力测评规范 

 



15 

 

 



16 

 

 

 



17 

 

 

 



18 

 

 

 



19 

 

A7 技术支持的总结提升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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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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