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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的普及和编程教育的前置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度。中国编

程教育的政策东风已经显现出其强劲风头，⽽浙江省在信息技术的教育改⾰中⾛在最前

沿。本⽂以质的研究⽅法，在微观层⾯上，以访谈的⽅式深⼊⾼中的⼀线信息技术学科教

师和管理者群体，了解他们对于新⾼考改⾰和信息技术教学改⾰的看法以及其背后的价值

诉求。本⽂希望以⼀个第三者视⾓对浙江⾼考改⾰中的重要利益主体之⼀的⾼中学校的微

观现状进⾏的解释性描写和解读，能为进⼀步的研究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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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在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的普及和编程教

育的前置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度，中国编

程教育的政策东风已经显现出其强劲风头：

2016 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三五”

规划》通知，将信息化教学能⼒纳⼊学校办

学⽔平考评体系，将 STEAM 教育（集科学，

技术，⼯程，艺术，数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

教育）纳⼊基础学科。○1 2017 年《国务院关

于印发新⼀代⼈⼯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强

调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要求推⼴编程教

育。○2 2018 年 1 ⽉，教育部已经将编程、算

法等划⼊⾼中新课标。○3 今年 3 ⽉ 12 ⽇，教

育部公布的《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络安全

⼯作要点》透露，今年将启动中⼩学⽣信息

素养测评，并推动在中⼩学阶段设置⼈⼯智

能相关课程，逐步推⼴编程教育，也将编制



《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案》。○4  

⽽浙江省在信息技术的教育改⾰中⾛

在最前沿。在 2014年发布的《浙江省深化⾼

校考试招⽣制度综合改⾰试点⽅案》中，明

确指出：将信息技术学科（含编程）纳⼊⾼

中⽣的必学的科⽬。○5 经过两年的试验，浙

江省⾼考信息技术也将改⾰，2017 年版的信

息技术课程标准取消对 Photoshop 和 Flash

的考察，取消对 Excel、Access 软件使⽤的

考察，编程语⾔将换⽤ Python，同时新增基

础数据结构知识。○3该改⾰将于今年秋季学

期开始执⾏。 

全国范围内的教学改⾰必将牵⼀发⽽

动全⾝，是当前时期重要的教育命题。⽬前

学界对于信息技术教育改⾰的解读更多地

聚焦与在宏观的政策解读，尤其是对最直观

的核⼼问题——⾼考改⾰的解读○7 ○8 ○9 。然⽽

必须承认的是，⾼考改⾰（或者更⼴义的教

育改⾰）中必然交织着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

诉求和趋利性的抉择，此中的多⽅博弈所带

来的不确定性给改⾰的推进带来了重⼤挑

战○10。本⽂以质的研究⽅法，在微观层⾯上，

以访谈的⽅式深⼊作为利益主体之⼀的⾼

中的⼀线信息技术学科教师和管理者群体，

了解他们对于新⾼考改⾰和信息技术教学

改⾰的看法以及其背后的价值诉求。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质性研究的⽅法○6 ，研究的问题

是浙江省的⾼中信息技术教师和管理者在

信息技术⾼考改⾰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利

益诉求。在这⾥⾸先对研究问题进⾏概念界

定：囿于研究⽔平和资源，本⽂不能从整个

社会和教育系统的⾓度对浙江省信息技术

⾼考改⾰的问题进⾏探讨；这⾥的利益特指

⾼考显性的和主体在⼯作中的直接利益，其

中的现实问题指的是⾼中信息技术教师和

管理者在⼯作中遇到的由信息技术⾼考改

⾰带来的，希望可以解决以完善⾃⾝利益的

问题。 

(一) 抽样 

    采⽤的是⽬ 的 性抽样（ purposive 

sampling），即根据研究的⽬的选择有可能为

研究的问题提供最⼤信息量的样本。○6此次

调研⾛访了浙江省杭州第⼆中学、温州中学、

乐城公⽴寄宿学校、嘉兴⼀中、嘉兴⾼级中

学、嘉兴⼀中实验学校（⾼中部）、嘉善中学、

台州中学等 9所学校，覆盖地域较⼴，学校

层次多样，同时也兼具不同教学⽔平的公⽴

学校和私⽴学校，样本采集⽐较全⾯。 

(二) 收集材料 

    收集材料的⽅法采⽤的是开放式访谈、

⾮正式交谈和现场观察。访谈的时间每次⼤

约半⼩时，地点基本在学校相关⽼师的办公

室，或者机房和信息竞赛专⽤教室。为了获

得更真实的研究对象的观点，研究⼈员以

“寒假实践团”的⾝份进⼊现场。 

(三) 成⽂ 

    使⽤了现实的故事（realist tale），尽可

能真实地再现当事⼈看问题的观点，从被访

者的视⾓看待将新⾼考改⾰和技术课改，尽

可能使⽤他们的语⾔来展⽰研究结果；坦诚

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介绍访谈的背景，

使⽤的⽅法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反省和

思考；印象的故事（impressionist tale），详

细描写访谈时的情境和当事⼈的反应和表

情动态，⼒求真实地还原再现访谈情境。○6  

三、 研究结果 

(⼀) 背景介绍 

在旧⾼考下也有技术考试，专科院系需

要凭借语⽂数学英语和技术专项考试的总

分录取学⽣，因此⼀些以学⽣直接就业为导

向的中学有较为完整的技术课程体系。但是

旧的技术专项考试采⽤机考形式与新⾼考

采⽤的笔试⽅式差别很⼤，曾经的机考形式

要求同学们有上机试错的能⼒，⽽现在的笔

试则更多地需要记忆和题⽬训练。虽然使⽤

的教材未变，但考试形式不同导致授课⽅式

完全不同，过去的教学⽅式的借鉴意义⼗分

有限。再者，以本科升学为导向的学校在旧

⾼考中不存在这样的需求，对于技术科⽬的

要求是通过会考（⾼中毕业考试）即可，因

此对于技术学科没有形成完整的授课体系，

更缺乏⾜够的师资储备。 

此外，《普通⾼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

(2017 年版)》取消对 Photoshop 和 Flash 的

考察，取消对 Excel、Access 软件使⽤的考



察，编程语⾔将换⽤ Python，同时新增基础

数据结构知识。新的课程标准将对今年秋季

⼊学的学⽣开始使⽤。 

(⼆) 如何见风使舵——管理者的苦恼 

2.1 新制度和旧师资的结构失衡 

在访谈各个学校的教学主管校长时，他

们都表⽰新⾼考的制度设置使得学校的师

资配备⾯临巨⼤的挑战。新⾼考潜在的博弈

策略导致学⽣选课具有投机性和波动性：第

⼀年改⾰刚开始，⼤家都不敢选技术，但是

看到选了的⼈都轻易地得到⾼分后第⼆年

⼈数就激增；⽽物理则恰恰相反，发现物理

⾼分极其难得后学⽣纷纷转向其他“⽔课”，

导致教育部不得不出台了“选考科⽬保障机

制”。但作为学校来说，不可能频繁的开除过

剩的⽼师；也不可能⼀有需要就招募⽼师，

因为⽼师有⼀定的培养周期。对于公⽴学校

来说，“⼀个萝⼘⼀个坑”，没有⽼师退休就

不存在编制空位，哪怕很缺信息技术⽼师也

没有办法及时招聘。对于私⽴学校来说，考

虑到“技术”学科兼具“信息技术”和“通⽤技

术”两门课，“⼀门课抵俩”的师资量意味着两

倍的薪酬⽀出，考虑到性价⽐，学校不会特

别⿎励学⽣选报技术学科。 

2.2 育⼈⽬标遭遇功利升学的狙击 

从选课学⽣的层次来看，新教材很可能

将技术学科的难度提升⾄物理化学等传统

理科学科的难度，与⽬前的选课群体存在偏

差。现阶段把技术作为选考课程的⼈数逐年

增加，主要还是受了分数主导的功利⼼态的

影响，希望选择投⼊产出⽐⾼、容易得⾼分

的学科。“学⽣选物理是挑专业⽤的，选技术

是拿过来刷分的；如果课改之后技术变难，

那么是不是就不会选它了呢？技术会不会

是下⼀个物理呢？” 嘉兴⾼级中学教学副

校长鲁⽼师谈道。 

“总的来说，改⾰的⽅向是顺着时代的

潮流，⼤趋势上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感觉

技术选考在⾥⾯有些⾼不成低不就：如果是

要教⼩孩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和软件使⽤，完

全可以放到⼩学初中；如果要教算法，那又

变成少数学⽣在搞的信奥了，对于普通学⽣

来说难度太⾼。我的看法是，改⾰肯定是要

改的，但是改⾰之路还任重⽽道远。” 温州

第⼆⾼级中学校长吴⽼师如是评价。 

此外，绝⼤部分学校出于逐利性，直接

放弃信息技术选考科⽬⾥涉及到编程语⾔

的压轴题；少部分冲刺满分的尖⼦⽣也往往

本⾝就具有信息学奥赛的基础。 

(三) ⽼江湖也有新问题——⼀线教员

的忧虑 

3.1 弱势学科从业者⾓⾊转变的阵痛 

信息技术学科的门槛较⾼，对于专业背

景有⼀定的要求，但是信息技术专业毕业⽣

就业⾯⼴，并且综合考虑薪资待遇和社会地

位等因素，进⼊基础教育阶段做技术⽼师往

往不是优先选择，因此学校要直接招聘专业

对⼜的应届⽣⾮常困难。新⾼考改⾰后物理

因为难度过⾼⽽遇冷，导致物理⽼师⼤量剩

余，很多转教技术，但是⼤部分也只能转为

通⽤技术⽼师教授电⼦机械相关的内容，要

想教授信息技术（尤其是编程相关的内容）

难度很⼤，因此让其他⽼师转⾏也很困难。

这直接导致了现阶段学校信息技术师资短

缺严重，⽼师们都严重超课时。“我们真的不

能⽣病啊，你⽣病了谁来顶你的课呢？”，嘉

善中学信息技术⽼师滕⽼师颇有些⽆奈地

对我们说，“以前我们觉得⾃⼰在学校⾥没

什么地位，特别边缘，就很羡慕主课⽼师；

哎呀，但是现在忙死了就觉得还是清闲⼀点

好，多舒服。”  

雪上加霜的是，⼀般的⾼中⾥信息技术

⽼师往往兼职电教⼯作；学校⾥所有的电⼦

设备，除去电⼯负责部分维修⼯作，剩余的

维护管理都是信息技术⽼师的职责——多

媒体系统(电脑、投影仪)、⽹络系统(中⼼机

房、服务器、交换器)、机房的管理(维修电

脑、定时清理)、校园⼀卡通系统(刷卡机、

充值中⼼)、校园安保系统(摄像头)、⼴播系

统等等，不⼀⽽⾜，这使得信息技术⽼师除

了课业内容之外还有⼤量的其他⼯作。⼏乎

每个学校都缺，但又很难招募到合适的⼈选。 

3.2 学科新地位与传统观念的鸿沟 

新⾼考加⼊技术选考，将技术从⼀门次

要课程⼀下⼦提⾼到了跟传统的物理化学

⽣物等⾼考科⽬等同的地位，但是在义务教

育阶段对于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视程度和测

评机制都远远没有跟上⾼考改⾰的步伐。甚



⾄九年的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虽

然理论上应该从⼩学三年级开始开设，但很

多同学实际并没有上过这些课程，在这七年

⾥“电脑课”被认为是“游戏课”、“可逃课”、

“被占课”，名存实亡，没有“地位”。由于没

有明确的教学⼤纲，每个⽼师教授的重点不

同，导致学⽣进⼊⾼中时的信息基础参差不

齐;并且这门课没有考核机制，曾经有过中考

“技术加五分”的政策但后来也取消了，学校、

家长、学⽣出于逐利性都会忽略这门“次课”

的学习。“你想想七年⾥都是这种次课的地

位，学⽣的观念也很难⼀下⼦就转变过来，

对于技术还是不够重视。⽽且他们⼀看到电

脑就很兴奋啊，机房又⼤，躲在挡板后⾯讲

话、吃东西真的很难管。虽然从⾼考的分数

上来说我们跟物理化学⼀样，都是占 100分，

但实际上我们说起话来威慑⼒就是⽐不上

他们。⽐如学⽣同时有数理化作业和技术作

业，那技术作业肯定是最后做的咯，这个优

先级肯定是这么排的”，乐城公⽴寄宿学校

信息学奥赛教练张⽼师吐露⼼声，“其实学

⽣这边也还算好，家长那边更加不接受，很

多家长听到孩⼦要选技术、要搞信奥都觉得

是他想找个借⼜玩电脑，坚决反对，我都得

⼀个⼀个做思想⼯作。” 

3.3 学科内容变化带来的挑战 

对于学⽣来说，初中⼩学仍然沿⽤原来

的教材，对 python基本的语法都还不熟悉，

但⾼中阶段直接以 python 语⾔为载体教授

算法⽅⾯的知识，学⽣接受起来可能⾮常困

难。并且真正编写程序、做项⽬需要长时间

的连续⼯作，⼏天甚⾄⼏周的⼯程量在⾼中

⼏乎不可能实施。并且⾼中⽣普遍还缺乏⾃

我管理能⼒，不可能在校内让他们随⾝配有

⼿机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这样的限制导致

开展课标⾥的“项⽬”活动⾮常困难。 

对于⽼师来说，很多⽼师是“半路出家”，

⾃⼰以前也没有学过 python，这次的课改变

动较⼤，对于他们也是很⼤的挑战。“噢哟，

我去培训了之后我⾃⼰都觉得有点 hold 不

住啊，虽然教材还没出，但光看看课标就觉

得真的改得挺难的，” 嘉兴⾼级中学信息技

术⽼师坦⾔。考虑到中学技术教师的整体素

质不够⾼，⽼师⾃⼰尚且是“半吊⼦”，又怎

么能指望他们“现学现卖”能有很好的授课

效果呢？ 

3.4 ⾓⾊转变中的不安全感 

很多⽼师对于技术这门学科作为⾼中

的学选考的合理性持有保留态度。 “我们都

⾮常困惑的⼀件事情是，为什么只有浙江省

加⼊了技术科⽬呢？这让我们⼼⾥都有点

怀疑浙江省最终也会取消技术选考，然后我

们就失业了。” 嘉善中学信息技术⽼师滕⽼

师不⽆担⼼。 

从其他省份对新⾼考的跟进情况来看，

在所有实⾏新⾼考的省份中，仅有浙江省才

将技术作为选考科⽬。诚然，浙江省的计算

机教育是⾛在全国最前列的，这从信息学奥

赛的成绩上就可见⼀斑；从经济发展上说，

浙江省经济⽔平出于全国前列，开设信息技

术课程需要机房等硬件设施，⼀些落后地区

在设施配置上还存在困难；同时浙江省相关

专业的⼈才储备相对较为充⾜，其他地区在

师资配备上可能也存在困难。但为什么上海

⼴州等其他沿海发达地区也不采⽤技术作

为选考科⽬？七选三有 35 种选择，六选三

仅 20 种选择，减少⼀门科⽬在选择多样性

上⼤⼤降低，极⼤地减轻了学校在⾛班和师

资调配等⽅⾯的压⼒。在新⾼考改⾰初期，

⼤部分地区还是倾向于采取较为保守的策

略，⽽不是盲⽬跟随浙江采取⼤⼑阔斧的改

⾰。 另⼀⽅⾯，技术学科的历史相较于其他

学科还并不很悠久，内容上也不及传统学 

科那么丰富，将其作为与其余六门功课等同

地位的⾼考学科，其合理性还有待考证。 

四、 总结与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编程能⼒被定义为新

的“读写能⼒”，在后⼯业社会，或许可以直

⾔信息技术教育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认可○10

○11，其逻辑在于技术改造现实的⼒量完成了

技术本⾝作为知识的合法化○12，并将这种合

法性投射到了教育领域。可以这么说，信息

技术教学改⾰是必要的。 

然⽽通过研究确实看到了改⾰推进的

现状之于利益主体之⼀的⾼中的冲突，⽽冲

突的重点在于技术⾼考改⾰所激发的教学

功利取向与现有的⾼中学校⼈员职能、观念



结构的⽭盾，这⼀⽭盾的阵痛之下有着这样

两种深层动⼒： 

其⼀，制度化的⼿段正在帮助技术学科

消解传统学科的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权威，在

其中⾼考的功利取向正是制度之⽭。⾼中多

是功利地关注⾼考结果的，⽽⾼考制度的改

⾰必然伴随学校⽬标和结构的剧烈变动。如

何有效地把握变动的幅度，削弱其带来的阵

痛是⾼中的管理者们⾯对的⼀个重要议题。 

在这种变动中，⼀线的信息技术教员们

⾯临从学校中低存在感的⾓⾊向主课教师

的⾝份转变，⾝份转变的背后是观念和职能

的转变。对于原本已经⾝兼数职信息技术教

师⽽⾔，教学的要求提⾼了，教学的内容变

动了，甚⾄学习者正在发⽣潜移默化的变化，

甚⾄还需要应对初中信息技术教学和⾼中

间的断层，这不得不说是⼀种巨⼤的挑战。 

此外，学⽣和家长（在研究的资料中往

往代表保守派）的选择代表了社会意见对改

⾰的影响。⽽社会、教员、管理者这三⽅必

然不能做到观念的同步，这其中的摇摆为变

⾰增加了不确定性。 

其⼆，主体的趋利性观望。浙江是技术

教学改⾰的唯⼀试点，⽽唯⼀试点四字则透

露着朝令⼣改的可能。未能从旧结构中完全

脱胎出来的浙江学校，在变动⾃⾝的结构中

遇到太⼤的阻⼒时往往会选择“给⾃⼰留⼀

条后路”。改⾰未能达到政府的预期效果之

因往往也在此处。 

如何推进技术教育改⾰，如何处理改⾰

中⾯临的阻⼒和⽭盾依然是重要的议题。⾸

先，在义务教育教育阶段的重视程度和考评

机制也需要跟上新⾼考的步伐；只有⾃底向

上把学⽣的基础打扎实，才能在⾼中阶段相

应地对学⽣提出更⾼的要求。其次，需要相

关师范院校配合改⾰，采取相应的跟进措施

加快培养，也需要对在岗教师有更系统全⾯

的培训。最后，学⽣、家长对于计算机学科

的观念都需要更新，增强重视、严肃对待。

同时为了进⼀步提⾼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防

⽌技术沦为下⼀个物理，⾼校⽅⾯在专业限

制条件上也需要将技术提到⼀定的⾼度。 

本⽂希望以⼀个第三者视⾓对浙江⾼

考改⾰中的重要利益主体之⼀的⾼中学校

的微观现状进⾏的解释性描写和解读，能为

进⼀步的研究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材料。 

参考资料： 

○1 教技[2016]2号 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三五”规划[EB]. 

http://www.edu.cn/xxh/focus/zc/201606/t20160621_1417428.shtml，2016-06-21 

○2 国 发 [2017]35 号 . 国 务 院 . 国 务 院 关 于 印 发 新 ⼀ 代 ⼈ ⼯ 智 能 发 展 规 划 的 通 知 [EB].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2017-07-08 

○3 教 育 部 . 普 通 ⾼ 中 信 息 技 术 课 程 标准 (2017 年版 ). ⼈ 民 教 育 出版社 . 北 京 . 

https://wenku.baidu.com/view/449a32f71b37f111f18583d049649b6649d70915.html 

○4 教 技厅[2019]2 号 . 教 育 部 办 公厅 . 2019 年 教 育 信 息 化 和 ⽹ 络 安 全 ⼯ 作 要 点 [EB]. 

http://www.gov.cn/xinwen/2019-03/13/content_5373399.htm，2019-02-27 

○5 浙政发[2014]37 号. 浙江省⼈民政府. 浙江省深化⾼校考试招⽣制度综合改⾰试点⽅案

[EB].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367/201409/175287.html ，

2014-09-09 

○6 陈向明. “王⼩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位辍学⽣的个案调查” 教育研究与实践. 1996 年，

第⼀期：35-45. 

○7 周彬. 新⾼考改⾰:经验、困境与出路[J]. 教育学报, 2018, v.14；No.82(04):24-30.; 

○8 ○10朱国华, 吴兆雪. 浙江⾼考改⾰试点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趋利性抉择及完善策

略[J]. 教育探索, 2018, 317(05):37-45. 

○9 冯成⽕. 新⾼考物理“遇冷”现象探究——基于浙江省⾼考改⾰试点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

⾼教研究, 2018, 302(10):29-34. 

○10⽅鸿志. 技术教育的历史与逻辑探析[D]. 东北⼤学, 2009. 



○11姚远. 后现代主义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审视[D]. 东北师范⼤学, 2004. 

○12让-弗朗索凡•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