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技术服务实施方案 技术服务工作
方案(优秀5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
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
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技术服务实施方案篇一

年是我市“优质服务深化年”，我局将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健全计生技术服务管理和质量保障为
重点，开展技术服务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优质服务水平，
满足育龄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服
务需求。

技术服务实施方案篇二

信息技术的教学以本学期学校工作计划为指南，本着培养学
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通过信息
技术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
和应用信息的能力。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为目标。

技术服务实施方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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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中发〔20xx〕4号）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xx—20xx年）》（教师〔20xx〕2号）的文件精神，推动教
师主动适应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
学。结合县的实际情况，现就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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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如下实
施方案。

到20xx年，构建以校为本，基于课堂、应用驱动、注重创新、
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采用整校推进的混合
式研修新模式，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开展不少于50学时
（其中，实践应用学时不少于50%）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2.0全员培训，基本实现“三提升一全面”的总体发展目标：
校长信息化领导能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团队信息
化指导能力显著提升，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
新发展。

（一）做好整体规划

我县现有各类学校26所，其中普通中学8所（完全中学1所，
高级中学1所，独立初中6所）、中职学校1所、小学12所、幼
儿园4所、特教学校1所，另有37个教学点。全县现有中小学、
幼儿园在编教职工1483人，其中中学教师684人，小学教
师670人，幼儿园教师94人，其它事业单位35人。此外，临聘
人员543人，其中：代课教师226人。教师基本上都已参与了
提升工程1.0的项目学习，初步具备信息技术能力，并可以应
用于平日教育教学活动，但层次水平有所区别。学校信息技
术环境建设相对完备，大多数学校处于多媒体环境，部分学
校处于混合式环境，少数学校为智慧教学环境。依据现有实
际情况，县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将分年度、分层次
组织实施，确保在20xx年前以整校推进的模式完成所有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完成提升工程2.0培训与能力考核这一目标。
根据省提升工程2.0培训工作的整体安排，2021年提升工
程2.0项目启动年，完成首批示范校教师的培训和能力考核，
通过示范校先行先试，探路子、建模子；20xx年完成全县其余
的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和能力考核。

（二）探索培训机制



建立“全县统筹、各校负责、培训助力、学校自主、全员参
与”五位一体的协同培训机制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
机制；校长牵头，自主研修，结合学校发展目标和教师研修
计划，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新模式，提高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三）打造培训团队

整合区域内的培训、教研、电教、一线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突
出的学科骨干教师，组建专兼职培训、测评团队。各个学校
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组建相应团队，为顺利开展培训
工作保驾护航。

（四）做好帮扶工作

针对信息技术环境薄弱的学校、乡村教师，采取“送教下
乡”和“送培上门”等培训方式；发挥县学科骨干教师的辐
射帮带作用，探索名师远程课堂，提高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推动乡村教育现代化，整体提升县信息化管理、教
学能力。

（五）保障服务体系

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与分层分类培训需求，依据《省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优化培训指导团队建设，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提高培
训指导的针对性；激励开放建议，资源共享；变革评价方式，
提高测评助学精准性。

（一）开展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力培训

中小学校是提升教师全员培训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关键节点，
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由校长领衔、学科相关管理人员构成的
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采取集中培训、网络研修与实践应用



相结合；组织学校的管理团队参加信息化领导力提升专项培
训，着重提升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能力、混合式校本研修设
计与组织实施能力、指导全校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校
本应用考核能力。

（二）提升培训团队信息技术应用指导能力

选拔一线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突出的专职培训教师、教研员、
学科骨干教师进入培训指导团队，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
平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指导团队。依托教师培训机构课程
资源，采用专题研修和分类培训相结合，遴选指导团队参加
专项培训。指导团队要探索“互联网+教研”的组织形式，提
高指导学科教师信息化教学的能力，提高学科教师应用信息
技术进行教学设计、管理、评价等的能力。

（三）实现校本研修的常态化，充分发挥教研作用

各学校要围绕本校的信息化教学发展目标制定校本研修规划，
以学科教研组为单位组建校级信息技术应用指导团队，指导
学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探索“互联网+教研”、公益直播
课堂等活动。学校要确定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校本应用考核的
类别和数量，组织开展多元评价机制，开展常态化监测，监
测结果记入教师继续教学分档案。

教研组长是校本研修的主力军，是带动教研组有效开展校本
研修活动组织者。教研组长根据学校制定的信息化教学发展
规划，围绕学科课程标准，应用相关教学设备和学科教学软
件组织信息化教学校本研修，努力打造“技术创新课堂”，
引领学科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
指导和学业评价等能力，破解教育教学重难点问题，改变学
生学习方式，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助力学校教学创新。

（四）利用片区教研交流活动，带动区域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借助片区教研、大集备等形式，采取“龙头校”牵头的形式，
加强教学共同体建设。带动区域内各校的共同发展，使信息
技术薄弱校有法可循，有样可学，有人来帮。

（五）做好指导与测评工作

依据《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考评指标》
围绕组织领导、基本条件、培训业务、应用技能、创新发展
等内容进行测评；注重课堂教学、现场说课、网络作品等成
果的评价与选拔。按照测评方案，采用学校测评与专家（抽
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评。

（一）加强组织管理。

制定县能力提升工程规划方案，指导提升工程2.0整校推进混
合式校本研修的组织实施，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二）明确主体责任

要完善制度，健全机制，科学统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
训项目，加大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支持力度。中
小学校是教师全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关键节点，校长是第
一责任人，要制定学校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围绕目标和规划
开展校本研修，支持教师参加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
落实全员信息化培训学分要求，提高信息化教育教学水平。

（三）建立主动应用机制

要出台整校推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的激励措施和管
理办法，以及规划本县（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工作，
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纳入教师培训必修学分，建立推动
学校与教师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相关制度等。

（四）做好监管评估



教育局将结合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和现场检查的`方式，对学
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进行过程督导和质量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学校办学水平评估和校长考评的指导体系。

技术服务实施方案篇四

（一）各单位（学校）必须通过民主推荐，成立职称评审专
家委员会，参评者不能担任评委，评委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

（二）各单位（学校）必须制定切合实际的《教师晋升中学
高级职称评定工作方案》，明确职称评定考核内容、计分办
法、和组织工作。《教师晋升中学高级职称评定工作方案》
必须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且在校内公示。

（三）各单位（学校）在开展教师职称评定时要将以下四个
方面的内容纳入考评之中予以计分。

1.有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的'；

2.有在村小支教2年以上经历的;

3.近三年学校绩效考核结果优秀的；

4.担任班主任工作5年以上，获得市级以上表彰的优秀班主任。

为鼓励教师合理流动，各校不得将教师在本校工作的年限作
为计分项目。

（四）职称评定推荐申报的程序要严谨，审查要严格，过程
要规范，结果要透明。所有申报名单必须在校内公示不少于7
天，公示内容包括申报人的基本材料、评分结果。评委会要
负责受理和公正处理有关投诉和举报。



技术服务实施方案篇五

本学期，本人担任二、三年级及六年八班共十二个班的信息
技术教学工作。二、三年级的学生对计算机很感兴趣，通过
上学期的学习，学生由原来的一无所知过渡到了初步领会和
掌握，为今年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由于本校学生
特殊性，所任班级学生掌握情况不一。像六年八班就是新成
立的班级，班级学生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对信息技术课
还感到很陌生。因此，本学期根据学生的情况对学生进行分
段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