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师函〔2021〕26号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校本应用考核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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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教师〔2019〕1号）和《省教育厅关

于实施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意

见》（苏教师〔2020〕5 号）精神，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以下简称提升工程 2.0）整校推进绩

效评价工作，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校本应用考核指南>的通知》

（教师司函〔2021〕21 号）要求，省教育厅制定了《江苏省中

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校本应用考核实施方案

（试行）》，现印发执行。

附件：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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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校本应用考核实施方案（试行）

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校本应用考核指南>的通知》（教师司函

〔2021〕21号）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思路

按照“省市统筹、区县负责、学校自主、全员参与”的实施路

径，通过实施校本应用考核，诊断和评价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引导基于课堂的实践与创新，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

新；评估“整校推进”培训和实践给学校带来的变化，不断提升学

校和区域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二、考核对象

全省中小学教师（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

三、考核组织

学校参考《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微能力诊断指引》

（“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管理平台

自行下载，以下简称“省平台”），对本校全体教师开展校本应用

考核测评；区县项目办负责对所辖区内所有学校进行结项验收考

核；省市项目办组织专家团队对已完成结项的区县进行抽测考



—4—

核。

四、考核内容

（一）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考核

教师按照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研修主题及其目标

任务，自主选择测评能力体系中的 3个能力点作为研修内容（选

择至少要覆盖“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学业评价”中的

三个维度），完成不低于 50学时（其中线下实践不少于 25学时）

的研修任务后，按相关要求提交研修证据。

（二）学校“整校推进”实施绩效考核

侧重考核学校按照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校本研修方案

等整校推进培训工作的过程管理以及实施成效，包括整校推进目

标完成情况，教师能力点研修合格率、优秀率，教育信息化研究

与实践应用成果，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情况等。学校在进行整体部

署时，选择的能力点应当覆盖到三种环境（多媒体教学、混合学

习、智慧学习），并根据《整校推进实施绩效考核规范》提交上

传相关佐证材料至省平台，完成自我诊断和测评。

五、考核流程

考核按照“校级自测、区县审定、省市评估”的流程进行。

（一）学校在本校教师完成不少于 25 学时的线下研修实践

后，对老师提交的实践成果进行审定和评选，上传不少于学校专

任教师总数 30%的优秀实践应用成果案例。同时，上传相关教研

活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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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在本校教师能力点研修合格人数与参与校本研修

培训满意度调查人数均达到 80%及以上后，方可在省平台上提请

结项验收审核，并上传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完成自我评估。

（三）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在学校提交结项验收审核申请后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学校的结项验收审核，并在每批次规

定的截止时间前完成对所属辖区内所有学校的结项验收审核。通

过省平台数据监测、学校自我佐证、专家实地调研等方式全面评

估学校教师能力提升情况，按照《整校推进实施绩效考核规范》

进行考核评分，总分为 100分，原则上 60分通过。

（四）省、市项目办将组织专家团队对已完成结项验收审核

工作的区县予以抽查评估和指导，采用平台抽测、现场调研的方

式，及时发现和反馈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

六、经费保障

各地各校要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实施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的意见》相关要求，切实加强经费保

障和资源统筹，确保校本应用考核工作有序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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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校推进实施绩效考核规范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一一一一级级级级指指指指标标标标 二二二二级级级级指指指指标标标标 考考考考核核核核内内内内容容容容 考考考考核核核核要要要要求求求求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来来来来源源源源

1

总 体 规 划

（16%）

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

规划（5%）

根据学校基本情况和核心诉求，明确本校在未来三年中的发展愿景；根据

发展愿景，确定本校未来三年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应具体、可操作，并

且必须包含一至两条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相关联的绩效目标。

按平台模板提交学校信息

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 学校上传

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建设        

（2%）

由校领导担任学校首席信息官，组建由校长领衔，分管校长或主任、学科

骨干教师、教育技术负责人等构成的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

在平台上提交成立学校信

息化管理团队的文件，明确

人员组成和职责分工。

学校上传

学校信息化应用促进机制        

（2%）

建立健全有利于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各项制度，例如：继续教育制度、绩

效奖励制度、激励表彰制度等等，确保学校提升工程2.0得到有效落实。

在平台上提交有关政策制

度中相关内容的摘录
学校上传

校本研修考核设计（7%）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测评指南》要求，学校研修考核

设计应涵盖多媒体教学环境、混合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三种类型，选

取6-10项微能力点作为校本研修主要内容。

按平台模板提交校本研修

方案
学校上传

2
组 织 实 施

（40%）

教师选择能力点类型比例

（6%）

多媒体教学环境选课人数不多于 50% 

以平台上教师能力点选择

数据为准
平台自动生成混合学习环境选课人数不少于 50%

智慧学习环境选课人数不少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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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课程学习（15%） 在省平台完成不少于 25 学时的线上课程学习。
达80%得5分，达90%得10

分，达100%得15分。
平台自动生成

线下校本研修实践（15%）

在骨干引领、示范带动研修活动中，学科骨干教师、信息技术教师协同配合，

以破解学校学科教学存在的问题为核心，以教学案例分析、课堂实录分析、

集体备课、研课磨课交流等为主要形式，采取校内集中、教研组集中和教师

自主研修等引领学校教师学好技术、用好技术建立基于课堂、应用驱动的教

师研修实践。

按平台模板上传一学年校本

研修活动记录表和 1个完整

的学科教研活动方案

学校上传

校本研修培训满意度（4%）

在专家团队指导下，采取校本研修、教师选学等多种方式，将集中培训、

网络研修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以学科信息化教学为重点，整校开展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培训。在结项前，教师上省平台填写对校本研修培训情况满意

度的调查问卷。

满意度在85%以上为4分，

84%-70% 该 项 为 2 分 ，

70%-60%该项为1分，低于

60%的0分。

平台自动生成

3
考核测评

（30%）

教师作业合格率（8%）

在整校达标的基础上， 随机抽查不少于应有作业数的 10%。（例如：某校

专任教师 100名，以每人选择 3个能力点形成 3份作业计算，应形成作业

300份，随机抽查数应不少于 30份作业。）

由区县组织专家线下抽测，

根据抽测情况进行评分，抽

测结果保存备查。抽检合格

率 90%以上得 8分，

89%~70%得 5分，69%~60%

得 2分，60%以下得 0分。

区县评分

教师作业优秀率(8%)
学校上传不低于 30%的优秀作业，对上传作业随机抽查不少于作业总量的

10%。

由区县组织专家线上抽测，

根据抽测情况进行评分，抽

测结果备查。抽检合格率

90%以上得 8分，89%~70%

得 5分，69%~60%得 2分，

学校上传作业，

区县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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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下得 0分。

教研组视频(8%) 学校上传教研组研修活动视频，应基本覆盖所有学科、所有教师。 区县组织专家线上评 区县评分

成果展示(3%) 优秀教师作业或教研组视频成果被县（区）推荐为同行评价成果展示
以区县推荐数据为准，有一

个给 1分，满分 3分。
平台自动生成

成果互评(3%) 教师在省平台上完成对优秀案例的同行评价

90%以上完成率得 3分，

89%~80%完成率得 2分，

79%~60%完成率得 1分，

60%以下得 0分。

平台自动生成

4

应用创新

（14%）

实践成果（9%）

除提交作业外，教师在信息化教学竞赛活动、论文评比、课题研究、文章

发表、重大项目（“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城乡结对”“网络名师工作室”）

等取得丰硕成果。

上传成果列表(区县级成果

一个 1分，市级成果一个 2

分，省级成果一个 3分，满

分 9分)

学校上传

示范引领(5%)

以微能力点提升为重点，围绕跨学科融合教学研究、STEAM教学、项目式学

习、翻转课堂、创客教育等领域破解教学重难点问题，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

求，助力课堂教学创新。

上传相关项目案例佐证材料 学校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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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电化教育馆，省教师培训中心，省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