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范生阅读资源导引



思考：

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学习环境，实现从学习教授科学到科学的教与学，从学科学到科

学的生活，从学知识到学专业，从学过有道德的生活到学做人？本期为您搜集了相关文

献，希望给师范生的学习带来一些帮助。



任务一：认识我们所处的学习环境（概念：泛在环境；人机协同）

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学习环境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

化跃迁。人机协同的智慧学习环境，将有利于建构个性化学习模型，提供更加精准化的

学习资源。当然，前提是学习者应能够甄别资源信息，精准反馈学习中存在的疑惑和问

题，以便资源供给更具有针对性，满足个体渐进式学习需要。

参考文献：

[1]卢宇,骈扬,李沐云,马宁.人机智能协同视域下的教育创新——第27届全球华人计算机

教育应用大会综述与审思[J].开放学习研究.2024,(01):3-4.

[2] 王一岩 ,刘淇 , 郑永和 . 人机协同学习 : 实践逻辑与典型模式 [J]. 开放教育研

究.2024,(01):65-72.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基本内容

能力维度：

1.基础技术素养

1.1 意识态度（主动学习；积极应用）

1.2 技术环境（设备操作；软件应用；平台使用）

1.3 信息责任（规范自律；影响他人）

2.技术支持学习

2.1 自主学习（获取资源；过程管理；自我反思）

2.2 交流协作（人际交流；有效协作）

2.3 研究创新（批判思维；数据意识；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任友群,闫寒冰.为数字时代准备教师[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P3-6.

3.技术支撑教学

3.1 资源准备（设计制作；评估优化；资源管理）

3.2 过程设计（模式理解；模式应用；活动设计；评价设计）

3.3 实践储备（组织实施；分析改进；实践体验）

补充资料



任务二：从学习教授科学到科学教与学（概念：社会化情境；共同参与）

您是否计划学习《科学课程标准》和配套教材为教授科学做准备，或者具备以下科

学教学知识：科学教学导向（基于具体情境）、关于科学学习者的知识、科学课程知识、

科学教学策略知识、科学评价知识？试想，作为未来科学教师，您还需要做什么？也许

是在鼓励个性化学习、因材施教理念下，将更多的社会化情境、交互性元素融入教学，

辅助学生建构自己的学习成长规划，并提供相关的资源信息链接。

参考文献：

[1]冯▪赖特.知识之树[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其中：行动逻辑作为道义

逻辑的基础，等等）

[2][美]内奥米·S.巴伦.读屏时代：数字世界里我们阅读的意义[M].庞洋,周凯译.北京;电

子工业出版社.2016.（其中：阅读的社交性，等等）



2.课程理念（P2-3）

2.1 反映数字时代正确育人方向

2.2 建构逻辑关联的课程结构

以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为课程逻辑主线。

2.3 遴选科学原理和实践应用并重的课程内容

2.4 倡导真实性学习

2.5 强化素养导向的多元评价

《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部分内容

1.课程性质（P1）

信息科技课程旨在培养科学家精神和科技伦理，提

升自主可控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总体

国家安全观，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
3.核心素养（P4-6）

3.1 信息意识（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

3.2 计算思维（对问题进行抽象、分解、建模、算法设计等）

3.3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有效管理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

3.4 信息社会责任（文化修养、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等）

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

科技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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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从学科学到科学的生活（概念：智慧校园；信息社会责任）

在未来更加健全的智慧校园、智慧城市学习、生活或工作的您，是否合理利用各类

公共服务平台资源，并遵守各类系统的管理规范，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数字

认证、数字信任，维护数字生态，尽而得到应有的数字服务保障？也许，作为终端的您，

用户体验还不是那么好！想想您的反馈：想要什么？问题特征是否明确，是否循序渐进，

是否持之以恒？因为数字管理具有可追溯性。当然，科学的生活，有更广泛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爱军.基于管理目标的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思路与框架设计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2):106-113.

[2][加]唐▪塔普斯科特,亚力克斯▪塔普斯科特.区块链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其中：在数字时代达成新任；赋予公民权利，服务自己，服务他人；等等）



《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目标

◆课程的总目标

（四）遵守信息社会法律法规，践行信息社会责任

领域网络空间命运体对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具备自觉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的意识，

认识到自主可控技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采用一定的策略与方法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安全使用数字设备，认识信息科技应

用的影响；

正确应对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认识到人工智能对伦理和安全的挑战；

能遵循信息科技领域的伦理道德规范，明确科技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观念、道德责任和行为准则；

按照法律法规与信息伦理道德进行自我约束，积极维护信息社会秩序，养成在信息社会中学习、

生活的良好习惯，能安全、自信、积极主动地融入信息社会。

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P7.

补充资料



任务四：从学知识到学专业，从学过有道德的生活到学做人（概念：立志；内省；自我超越）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思考以下主题：学校的功能？学校与学生生活的相关性？构成课

程的活动、教材和测评体系？学习资源（时间等）的分配？隐性的课程？等等。有位教

育家告诉我们：教育，是引导人之自我超越。人的生命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

“知”“行”“立志”与“内省”发生在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中------

（参考文献：鲁洁,夏剑,侯彩颖. 鲁洁德育论著精要[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



《当代学校德育对话录：情感的关切》

朱小蔓（1947-2020），是我国当代情感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和实践者，曾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德育》杂志社创社社长兼主编、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

长等。本书是朱小蔓教授历经十年，以“对话体方式对情感性学校德育原理所做的系统阐释，是一本

新时期学校德育问题的讨论对话录。

参考文献：朱小蔓.当代学校德育对话录：情感的关切 [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22.

补充资料

主要专题：

（1）道德潜能与基础性道德品质； （5）知识、课程与学校德育；

（2）关注个体生活经验：自我文化建构； （6）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变迁与德育应对；

（3）关怀学生的精神成长：学校德育的核心任务；（7）学会过公共生活：学校德育的生长方向；

（4）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促进人的道德成长； （8）以德为本：彰显学校管理的特质。



《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

晏阳初（1980-1990），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1923年8

月在北京正式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

他认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什么叫做“整个的人？第一要

有智识力（民智），第二要有生产力（民生），第三要有公共心（民德）。

晏阳初创作性地提出影响世界的著名的四大教育，分别是：

▲生计教育——用以治贫；

▲文艺教育——用以治愚；

▲卫生教育——用以治弱；

▲公民教育——用以治私。

参考文献：湖南省武冈师范《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编委会.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第一集）[M].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P47.

补充资料



阅读推荐
◆认识自我：检索词“大学生”

想了解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吗？可以阅读《大学生》期刊，也可以在“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检索与“大学生”相关的文献资源，会议信息等。

◆关注现实：《中国大学生就业》期刊

您总因为就业烦恼、感到压力大？想认识纷繁复杂的就业市场和相关问题，可以阅

读《中国大学生就业》期刊，电子版在“中国知网”可以查询，更多资源期待您的发现！

◆关照未来：人工智能相关

您想了解人工智能能干什么吗？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相关案例？可以阅读与人工智

能相关的图书、文献资源、信息等等。

◆社会责任：维护和谐社会和智能文明

在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感到生活不适，或信息选择与利用泛化？

让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吧，确立生态化的生活观，科学化的智能观，把人的生活需要

和需要的满足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体中，把人对智能信息的需求和需求的满足放到人机

协同的螺旋发展中，共同努力维护生态良好的和谐社会与智能文明。



借阅小知识

1. 电脑登录“北京联合大学官网”，选择“图书馆”，可查阅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各类
培训讲座等数字资源；

图书馆主页：http://lib.buu.edu.cn

2. 手机登录“企业微信”，选择“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在“图情资讯”里有“移动资源”、
“读者活动平台”等资源信息；

查找纸质图书信息，可登录图书馆公共检索系统http://opac.buu.edu.cn

移动端：在“企业微信”“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选择“馆藏查询”，在“服务大厅”里有
“借书信息”、“阅读轨迹”等；

3. 查询个人借阅信息：

电脑端：登录“图书馆主页”，在“我的图书馆”里的“图书借阅”—“历史借阅”；



温馨提示：为确保您阅读的知识信息等来源正规，建议使用图书馆官网等正规数据

库供应商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谢谢您的理解！

小小建议：因为有海量的文献信息，为确保在有限的时间提高阅读效能，建议先明

确阅读目标，您想知道什么，快而准确地找到您感兴趣的文献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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