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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装备管理使用   提质增效教育面向未来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光小学 

 

一、 背景与概况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光小学始建于 2007年，是伴随着

示范区的建设成立的第一所公办城区小学，占地面积 20亩，建筑面

积 7734平方米。建有图书馆、阅览室、微机室、科学实验室、音乐

教室、美术教室、舞蹈教室、室内体育馆、人工智能实验室、校园

电视台、多媒体教室、阶梯教室、书法教室等，班班通一体机 32台，

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技术装备基础。 

学校现有 24个教学班，学生 1296人，教职工 83人，其中省特

级教师 2人,省级骨干教师 9人，省级名师 2人，省（市）级学科带

头人 9人，市级名师 6人，市骨干教师 7人，市区级教学能手 30人。

省（市）级优质课教师 36人。 

建校以来，学校秉承“关爱每个学生，发展个性特长；创办优

质教育，落实核心素养”的办学思想，以“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为育人目标,立德树人，笃实创新，努力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2014

年以“实习、实验、实践”特色发展为抓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进一步贯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落实《教育部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

做好普通中小学装备工作的意见》，结合《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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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装备与信息化建设、管理与应用水平，现

代教育思想与人工智能教育思想相结合，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融

合创新，积极推进学校特色发展。2018年，我校被评为河南省首批

创客教育示范校；2019年，被评为河南省数字化校园标杆校；2020

年被评为河南省义务教育装备标准化实验学校、河南省首批义务教

育标准化管理示范校、河南省首批中小学人工智能实验学校。 

二、特色与创新 

（一）教育装备助力发展，配备标准化    

教育装备是教书育人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

体。借助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

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政策，在示范区管委会及市教育局的关怀、

支持下，建校之初就落实了小学“六室”建设。2014年作为示范区

首个落实班班通的学校，为 24个班、6个功能教室全部配备交互式

白板一体机，2016年更新了微机室学生电脑 45台，补充教师办公电

脑 36台，实验室操作台全部更新,添置网络服务器，实现校园网络

全覆盖，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2017年示范区管委会资助 43万

筹建创客空间，把信息技术与创新实践有机结合，把人工智能、机

器人、创意智造引进校园，因地制宜推进教育信息化。2018年前后

第一批设备逐渐老化，故障频出，借助信息技术 2.0行动计划，2019

年学校自筹资金更新 4台希沃白板一体机，2020年示范区教体局资

助更新 8台，2021年示范区教体局再次资助更新 6台，学校使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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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资金更新 6台。2020年实现学校图书馆的改造，创建了省中小学

示范性图书馆。2021年进行了人工智能实验教室的筹建，由原来创

客空间的 5个小房间（120多平方）改成了 4个大教室合为一体（240

平方）的人工智能实验教室。以满足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校发

展的需要。 

（二）教育装备服务学校，管理信息化 

1.提高认识，明确责任 

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

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我校依据教育部和省、市有关要求，积极创

建教育装备标准化实验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教学副校长及学

校办公室成员为组员的的领导小组，指定一位副校长负责教育装备

的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小学课时标准按时按量开足实验课程。规定

音乐课、美术课、科学实验课、信息技术课、多媒体教学课等必须

在相应的功能室内上课，充分发挥技术装备的作用。 

2.健全制度，规范有序 

制定了《湖光小学教育信息化培训制度》、《基础设施管理制度》、

《办公计算机使用管理制度》、《网络中心管理制度》、《教育信息化

应用制度》、各功能室管理使用制度等。功能室管理责任到人，使用

维护人人有责，分工明确，任务具体。各功能室管理员要熟悉各种

设备的构造、性能使用方法，认真做好设备器材的保养、维修和安

全工作。凡是室内的设备器材，要分类、编号、登记，做到帐物相

符。为管好现有的器材设备，要求各功能室建立仪器设备借还登记



4

册。各教室、各功能室做到每日有维护，每周有小结，每月有反馈，

每期有评定。 

学校成立信息技术中心，学校指定一位老师负责校园网络及班

班通管理、维护，配合各班做好设备的管理、维护以及使用记录安

排等工作，另一位教师负责教师及学校各处室的信息技术应用，有

效保证了学校设备能够正常运行，为学校、教师使用多媒体设备和

教育资源提供优质服务。 

3.信息管理，提质增效 

为充分发挥技术装备的使用价值，学校启动了三项工程，提升

信息化应用的基础环境，使学校管理工作更便捷更高效。 

首先，启动教师培训，促信息技术能力提升。装备是为教学服

务的，老师必须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一批设备的更新，学校都

邀请技术人员分批对全体教师进行培训，全面了解设备性能，学会

正常操作使用。每学期定期组织多媒体课件制作培训、微课制作培

训、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培训，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信息技术 2.0国

培项目，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并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作为教师的一项基本功，每学期至少组织课件制作比赛、微课比赛、

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质课展评，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

2017年我校丁茹和梁尚勋老师被市教育局聘为市微课制作指导教

师，多次参与各区、校的信息技术培训及市微课大赛的筹备评比。 

其次，搭建平台，建设教师科研空间。学校信息技术中心编撰

了教师通讯录，收录了全体教师的手机长短号、微信号、国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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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注册账号等，分学科、分年级都有钉钉群、微信

群，学校统一组织教师加入相应的群组，如湖光小学语文教研群、

湖光小学数学教研群、湖光小学综合学科教研群、湖光小学读书交

流群、示范区教科研群、示范区精神文明建设群等等。使教师们加

强学习、加强交流，信息量大增，共享前沿思想，眼界开阔，更好

地为“自身教学”服务，为“学生学习”服务，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第三，启动家校沟通互联网+建设。“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

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致和复

杂的任务。”在“互联网+”的时代，家校联系和合作显得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迫切，并赋予新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突发全民抗疫期间，钉钉平台、微信群组为“停课不停

学”提供了有力保证，老师充分发挥技术装备的作用，录制微课，

开展直播课堂，进行线上家访，线上辅导，确保特殊时期教育教学

任务顺利完成。 

信息技能的普及，技术装备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实现了管理信息化。现在，学校教职工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登陆钉钉群和微信群，打开校园工作平台，查看学校各类通知公

告、工作安排、待办事宜、校内邮件、日程安排等，这已经成为一

种习惯。学校强力推进数字化办公，学校所有的会议通知、日常考

勤、一周工作安排、公文流转全部通过校园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大

大简化了工作程序，提高了办公效率。教导处和少先队充分利用校

园信息管理平台有效辅助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中队活动、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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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常规德育工作。总务处在线上实行了校产公开化管理，提高使

用效率和透明度。 

（三）教育装备支撑教学手段创新，推进装备使用常态化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育装备的使用呈现常态化。以教育信息

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变革与创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广

泛共享，促进教育公平；有效提高教育质量，创新教育模式和培养

高素质创新人才。 

信息技术在教与学的主战场开展应用，师生广泛参与教与学的

活动，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我们制作的微课打破传统课堂教学

的时空限制，突破教学重难点有力增加了学习中的互动，湖光小学

有自己的微课制作装备和技术，更拥有最好的微课制作师资，并编

写了微课课程《安全教育微课程》《思想品德微课二维码》《语文数

学重要知识点微课程》，将微课应用于教学，开展翻转课堂。普及希

沃白板、101教育 ppt、剪映等技术，把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创新，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辅助教师教，助力学生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协作交流、情感体验。课堂教学形成了从实际出发，上课要扎实、

效果要丰实的目标导向，湖光在课堂教学上的探索实验，在夯实传

统教学优势基础上积极引入先进教育思想，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体现

了教学的现代化。 

在近五年的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质课评比中，有 36名教师获

省级奖励，2020年市第届优质课活动中我校丁亚楠、陈鲁亚等 5位

青年教师均获市一等奖，4位老师在同学科组位居前三名，丁茹、张



7

艳锐、孟笑菊、刘力畅 4位老师荣获市第六届名师称号。在连续两

年的信息技术 2.0国培、省培、市培活动中，我校作为全省第一批

整校推进试点学校，多次承办市、区信息技术培训交流活动，有力

促进了市、区教育信息化工作发展。 

（四）教育装备赋能学生，发展多元化 

1.创设核心素养课程，“五育并举”成效凸显 

湖光小学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核心素养养成，每个学生小学

阶段达到“五能”的培养目标。即：能写一手好字，能有良好科学

素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能演奏一种乐器、能有一项健身习惯。

“能写一手好字”即书写正确、规范、端正（构图饱满）；“能有良

好科学素养”，小学阶段学做会做 100个科学小实验；“能说一口流

利的英语”，即能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学校加大英语学科教学，关

注语音语调，编写《湖光小学校园英语 120句》。“能演奏一种乐器”，

即掌握口琴演奏的方法，做到音准、音调准确，旋律流畅。“能掌握

一项健身技能”，即养成锻炼身体习惯，熟悉篮球知识，具备一种篮

球运动的技能。 

2018年承办市“书法进校园”启动仪式，百名学生现场书写，

与市知名书法家互动交流，拉开全市书法进校园的序幕；2020年学

校千人口琴合奏，班级口琴比赛在平顶山日报报道，口琴合奏节目

《爱》在平顶山市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中获二等奖；2020年湖光英

语流利说活动中 3-6年级 826名学生全员参与，持续一个学期每日

在微信平台推送孩子们的精彩展示，激励了孩子学习英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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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家长的一致好评；2020年学校评为全国篮球特色学校，每日大

课间都能看到全校学生拍击篮球、积极运动的身影，在近三年市中

小学篮球比赛中连续取得女子冠军、男子亚军的佳绩。 

学校创设核心素养课堂，落实“五育之基”普及课程。各学科

教师熟练掌握学科信息技能，均能正确操作教室及功能室设备，让

设备服务教学，借助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

教育，让每个学生在六年的浸润中让阅读成为生活的方式、让运动

成为生活的习惯、让实践成为生活的特质、让艺术成为生活的情趣。 

2.开设素质教育社团，“最好的我”多元发展 

学校的育人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充分利用学

校教育装备，建设素质教育训练基地，开发的“最好的我”社团课

程，激发学生多元智力潜能，突显学生鲜活的个性特长。现已经拥

有科学实验基地、人工智能实验室、篮球室内外训练场、书画培训

教室 3个、音乐艺术训练基地，为“小牛顿科学社、篮球、轮滑、

机器人、合唱、国学采薇社团、口琴、少年鼓号队、健美操、彩虹

糖美术社、创客梦工厂、e时代”等 30个社团提供活动场所。学校

坚持每学年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创意嘉年华”、“果实科技艺术节”、

“健实篮球体育节”、“丰实杯阅读书画成果展”，进行才艺展示与分

享。在湖光小学，学生的情绪、潜质和德行得到和谐，知识、能力

和方法得到统一，智商、情商和特长得到发展，心灵、愿景和人格

得到升华。社团培养的千余人次在国家、省、市级的各项竞赛中获

奖，也涌现了一批品牌社团和特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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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份我校的机器人社团参加了“九宫建设”机器人省

级比赛，获得了河南省一等奖。2016年 7月份参加了“第十七届全

国中小学电脑制作大赛”并获得了国家三等奖。2017年机器人社团

在“第十八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大赛”再次荣获三等奖。2018年

健美操荣获平顶山市啦啦操比赛两金一银的优异成绩，2019年市市

运会健美操操舞项目获两金两银。2020年在市创意编程大赛中 24名

学生获得一二三等奖，2020年市科技创新比赛中有 38位同学获奖，

2021年河南省 22届学生信息素养活动中黄煜轩同学荣获编程项目三

等奖，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平顶山赛区杨子琪、卜奕恒等 15名

同学获奖，2021年湖光健美操社团参加全国首届网络大课间比赛荣

获三等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极大激发了孩子们探索学习的热情，

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创新精神,让每一个湖光的学生都在社团中找到

自己的特长与潜能，力争达到“千人千面 个性多元”，实现“做最

好的自己”的育人目标。 

3.落实“三馆场所”建设，全面实现环境育人 

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我们学校没有标语式的说教，生硬的宣传，

我们把对学生成长的期冀和育人目标都融入到环境的设计中，努力

把学校建成“微型的科技馆、开放的图书馆、流动的艺术馆”。  

学校以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主体，打造微型科技馆。开设无人机、

机器人、3D打印、木工智造、创意编程、天文探索、科学微观察等

活动阵地，让学生参与科技实践活动，感受科技的神奇。学校图书

馆图书馆目前藏书 37320册，以借阅纸质书籍为主要模式，辅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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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数字网络的书籍，除了信息技术赋能的图书馆方便借阅，还可以

通过超星阅读机、Kindile电子书、电子阅览室中的电脑进行网络资

源的阅读，利用数字网络系统传播先进文化。现在班班开辟有图书

角，校园活动区处处有阅读角，开放的图书馆让学生随时畅游书海，

浸润书香。学生的书画作品、手工等艺术作品遍布校园角角落落，

稚嫩中透着聪颖，笨拙中显露智慧。 

校园亦是乐园，读书角处处皆有、科技无处不在、艺术品点缀

其中，学生徜徉校园，日有所增，耳濡目染，实现环境育人。 

三、成果与影响 

教育信息化，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一次革命，是素质教育的必

然要求，也是促进课堂教学质量全面提高的重要途径。辛勤的耕耘

换来的是累累硕果。湖光小学的老师们在新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

中，获得许多市级以上的奖项。其中，我校范苏老师、王惠敏老师、

姚璐老师、杨鹏帅老师、周磊老师等 7位老师获省信息技术与课程

融合优质课一等奖；蔡梦宇、刘力畅、陈春丽、李秧秧、梁尚勋等 21

名老师获省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质课二等奖；赵芳、陈萌萌、王

一林、马姗姗、李春清、秦丹丹、李焕等 40多名老师制作的课件、

微课分获省、市级一二等奖。我校教师主持参与的相关课题有省级

课题《学校新型电脑多功能室建设方案的实用性探究》《微课在翻转

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校本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策略研究》《小

学思品微课程校本资源建设与应用的研究》；市级课题《现代教育技

术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整合的研究》《二维码在小学教学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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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的研究》。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成果《创客教育实践活动校本课

程》获得省级二等奖。这些年，我校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数

量、获奖面、获奖等次在全市都名列前茅。 

四、经验与启示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信息化的应用和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湖光小学将认真落实装备配备标准化、

管理信息化和使用常态化，积极创办品质教育，整体提升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做到目标定位准确、课程融合共生、课堂深度有

效，让我校特色课程全方位、多维度地辐射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让每一个学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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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光小学 

教育装备标准化实验学校图片展示 
 

一、学校教学楼

 

功能教室楼 

 

学生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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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办公区 

 

 

 

行政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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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前操场 

 

学校前操场 



15

学校中操场 

 

学校中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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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运动操场 

 

学校运动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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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教室 

人工智能教室 

人工智能教室 



18

 

人工智能教室 

 

人工智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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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室 

 

人工智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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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室 

 

 

3D打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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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电子教室 

 

木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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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教室 

 

绿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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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室 

 

书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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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室 

 

舞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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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室 

 

 

科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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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体育馆 

 

室内体育馆外观 



27

 

阶梯教室 

 

 

阶梯教室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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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借书区 

 

 

图书馆藏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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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阅览区 

 

 

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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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阅览器 

 

校园阅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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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阅读系统 

 

校园阅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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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阅读系统 

 

校园阅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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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馆、图书馆  

（一）流动的艺术馆 

 

连廊艺术馆 

 

连廊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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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艺术馆 

 

 

走廊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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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艺术馆 

 

 

走廊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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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的图书馆 

 

学生电子阅览区 

 

党员图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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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图书角 

 

 

楼梯间图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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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图书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