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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指南

一、项目设置

2022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简称“创

新与实践活动”）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要求和特点，

按照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按照作品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划分）

设置项目。

1.基础教育组：微课教学资源、多媒体教学课件、学校教育

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案例、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

活动设计与实施案例（幼儿教育组、特殊教育组不设置）。

2.中等职业教育组：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案

例、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与实施案例。

二、项目内容

（一）微课教学资源

本项目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由各学科教师针对某一

个重难点知识或教学问题，自己设计制作的用于教育教学的微课

资源。

本项目征集的内容包含：突出某一个相对单一的教学重点、

难点（特别是难点的突破），通过拍摄、录屏或动画等形式呈现的

视频类教学资源。

1.参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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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别：初中组、高中组。

（2）学科：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

（3）参与人数：1人，每人限参加一个项目、限提交一件作品。

2.作品要求

（1）作品包括：

①微课视频：1 个，MP4 格式，大小控制在 500MB以内。

②微课设计说明：1 份，PDF格式。

③微课思维导图：1 张（展示微课的结构与流程），JPG格式。

④素材文件：与微课相关的各种素材（图片、文字、视频的

源文件等），打包为zip/rar格式，大小控制在 500MB以内。

（2）“微课设计说明”模板：

微课设计说明

微课名称

题目自拟，选题为学科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和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

点、易错点。选题要明确具体、切口要小，能突出学生学习中常见

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或内容，能有效解决学生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每节微课只解决一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个方面，针

对性强，相对独立。

适用对象 年级

教学内容 版本、学科、年级、分册、章节、课题

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拟定

教学重点 依据课程标准拟定

教学难点 依据课程标准拟定

设计思路 本节微课的讲授思路分析

教学用途 □课前预习 □课中讲解或活动 □课后辅导 □其他

信息呈现方式

（可多选）

□视频素材剪辑 □动画 □PPT+语音 □拍摄+剪辑 □录屏

□真人出镜 □VR/AR □其他

预计时间 不超过 10 分钟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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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内容 时间

1.片头 微课名称，教材章节，制作者单位、姓名

2.主体

分镜头设计。组织与编排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便于启发学生思维，展现思维过程，逻辑清晰。

根据教学需求灵活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突出

教学的有效性。教学内容呈现技术应用恰当，

实验演示、动画模拟等直观形象效果好。

3.片尾 本节微课的小结，结束语

关键技术处理

从技术难点、制作软件、处理技巧、制作心得等角度阐述作品制作过程中关键技

术处理的过程，约 200 字。

特色与亮点

从设计理念、结构特点、内容创新、应用方式等角度阐述微课的特色与亮点，约

200 字。

（3）微课技术规范要求：
指标 技术要求

格式

录制工具不限，视频格式为 MP4，分辨率不低于 1280*720（画面

比例须是 16:9）。视频成品大小控制在 500M 以内，时长一般不超

过 10 分钟。

画面布局

画面布局合理，美观大方，显示清晰，通篇配色不超过 4种。不

使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图案等进行修饰，背景音乐不影响教学，

不出现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信息。

文字

标题字号大小为 36-44 磅，正文字体大小为 22-36 磅，可通过调

整字体大小和格式突出重点显示内容。手写板书写应工整规范，

大小恰当。

音频

微课制作应确保录音效果，无干扰、无噪音，音量适中，使用左

右声道。使用普通话（不包括外语作品），讲解声音清晰，语速

适中。

内容展示

课程一开始即进入主题，导入部分时间适宜。片尾以讲解的最后

画面定格结束，统一用一句话概括讲解内容作为结束语。内容展

示要根据教学设计逐步展开，以引领学生思维发展。引用的图片、

动画、影视等应做图文处理，不要出现第三方版权信息。

3.作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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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设计说明

文档结构完整，目标符合课程标准要求，重点、难点定

位准确。设计思路清晰，组织与编排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便于启发学生思维，展现思维过程。根据教学需求

灵活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突出教学有效性。

20

微课选题

选题为学科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和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

点、易错点，可以是知识点的解读，也可以是具体问题

（或题目）的思路分析。要求选题明确，紧扣教学大纲，

面向学生自主学习。选题切口小、问题具体，每个视频

只解决一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个方面，不要追求系

统、全面。

20

微课内容

对学科知识的解读，要通过生动具体、形象直观的语言、

实例进行阐述，要针对学生的困惑进行透彻、清晰的解

释，促进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对具体的题目的讲解重在

思路分析和规律的总结，要求思路自然、清晰，通俗易

懂，尽可能多角度思考，并重视通性通法、解题过程的

规范。教学内容呈现技术应用恰当，实验演示、动画模

拟等直观形象效果好。

20

技术规范

符合“微课技术规范要求”，画面清晰、布局合理，

美观大方，音频无噪音，语音标准、流畅、清晰。教

学内容呈现技术应用恰当。

20

课程完整
字幕、配音、教学设计、画面美观、思维导图五个要素

都做到完整，视为课程完整。
20

（二）多媒体教学课件

本项目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由各学科教师针对某一

节课/单元，自己设计制作的用于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资源。

本项目征集的内容包含：针对某一节课/单元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内容设计制作的、促进本节课/单元教学目标实现的、能体现各

教学环节的教学课件。也可为针对当前能够适用于信息化环境下

教学的主流数字教材，选取某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计

制作的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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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范围

（1）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学科：不限。

（3）参与人数：1 人，每人限参加一个项目、限提交一件作

品。

2.作品要求

（1）作品包括：

①作品文件：作品文件及相关素材，打包为zip或rar格式。

②作品设计说明：1 份，PDF格式。（如果是数字教材，请注

明出处和使用方法）

③其他文件：如所提交作品为发布后的版本，需要将源文件

一并提交（如需特殊的播放软件，须一并提交），打包为zip/rar

格式，大小控制在 500MB以内。

（2）“作品设计说明”模板：

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说明

课件名称 题目自拟，选题为针对某一节课/单元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适用对象 年级

教学内容 版本、学科、年级、分册、章节、课题

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拟定

教学重点 依据课程标准拟定

教学难点 依据课程标准拟定

设计思路 本节课的讲授思路分析

教学用途 □课前预习 □课中讲解或活动 □课后辅导 □其他

课件形式

（可多选）

□PPT 课件 □交互式课件 □动画 □Web 网页

□电脑 EXE 程序 □手机 APP □其他

教学过程

板块 内容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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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面首页 课程名称，教材章节，制作者单位、姓名

2.导入 …… ……

3.知识讲授 …… ……

4.课堂小结 …… ……

关键技术处理

从技术难点、制作软件、处理技巧、制作心得等角度阐述作品制作过程中关键

技术处理的过程，约 200 字。

特色与亮点

从设计理念、结构特点、内容创新、应用方式等角度阐述课件的特色与亮点，

约 200 字。

教学设计与反思

……

（3）技术规范要求：

①作品格式不限，制作平台不限。

②多媒体教学环境的作品，运行环境须为Windows 7 及以上

操作系统；网络教学环境的作品，常用Web浏览器能正常播放；移

动学习环境的作品，应注明是否通用，如不能通用，应注明应用

环境。

③作品中的视频、动画、声音等均应尽量采用通用格式，配

音应为标准普通话配音（不包括外语作品）。

④作品操作应简单易用，按钮应明显清晰，相关提示语句应

书写完整，同时应便于传播和共享。

3.作品标准

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教学理念 能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互动性强。 15

教学内容
以课程目标为依托，概念描述科学，问题表述准确，资

料引用正确，认知逻辑合理。
15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明确、过程清晰，解决实际教学问题，富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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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学生参与性强。

教学策略
学习进度可调、学习路径可选、交互参数可控，支持多

种学习方式（如合作学习、自主学习或探究学习）。
15

技术应用
具有运行稳定、操作简便、可移植、易维护等特点。 15

采用近年的新技术，开展数字化教与学工具创新应用。 10

运行效果
画面、语言、声音等整体运行效果流畅、清晰，艺术表

现力强。
15

（三）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案例

“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是指利用计算机、

互联网、智慧终端等信息技术，对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开展信

息化流程再造并常态应用，具有显著成效、示范意义的实践案例。

本项目征集的内容包含：

（1）推进学校数字化管理的应用方案：综合运用信息技术，

就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中的一项或多项工作进行数字化改造、创新

学校治理模式的建设与应用方案。

（2）信息化专用教室的建设与应用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数字

化教室、创客教室和人工智能活动专用教室等的建设与应用方案。

（任选其中一个内容）

1.参与范围

（1）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

（2）参与人数：以学校为单位参加，每个案例对应成员数（含

执笔人）不超过 5 人，每校限参加一个项目、限提交一件作品。

2.作品要求

案例重点展示学校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开展数字化管理推进

与治理模式创新，以及利用信息化专用教室促进学习方式转变、

提升教学成效的建设思路、技术路径、应用模式、保障机制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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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成效；突出信息技术与学校各项工作的深度融合，符合教育教

学工作的特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已有条件、师生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等现状，并在学校层面得到普遍、常态应用。

作品包括：

（1）案例文字材料：

要求针对学校管理工作或学科教学中的一个或多个具体问

题，突出应用信息技术创新的方法、措施和机制，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可借鉴的经验和未来发展方向等；文本应注重真实性、可

读性和借鉴性，以第三人称撰写，PDF格式，字数以 3000-5000 字

为宜。

（2）数字故事：

体现信息技术建设与应用过程与成效的视频，要求主题突出，

以应用场景和实际案例成效为主，MP4 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1280

×720，大小控制在 500MB以内，时长 5-7 分钟。

3.作品标准

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价值性

选题价值：选题紧密结合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或学科教学

中的存在的普适性、重难点问题，并体现信息技术与教

育创新主题。

10

应用价值：案例提出的解决方案、应用思路，能切实有

效地解决选题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10

可推广性：案例具有较好的可借鉴性，可为同类学校开

展同类实践提供实践指导。
10

合理性

指导思想：所采用的建设思路及应用方式，符合教育科

学规律，体现课改精神，较好地服务于学校育人目标。
15

技术路线：系统、科学地分析拟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有

效的对策及实践方案。
15

技术方案：设计的技术解决方案与应用方式能结合校情、

因地制宜，体现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有效发挥当前信息
15



— 9 —

技术赋能。

规范性

文字资料：结构清晰、主线突出，论述严谨、逻辑性强、

真实可信，概念表述清晰准确，无知识性和常识性错误，

文质优美、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13

数字故事：重点突出，发挥多媒体信息呈现优势，对文

本资料做较好补充；音视频同步、协调，质量好。
12

（四）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与实施案例

本项目是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或手

段，全方位、多渠道集中展示学校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劳动教育等方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教育成果，将学生综合素养

和实践养成相结合，让学生素养提升全方位融入学校“五育”为

代表的各教育环节。

本项目征集的内容包括以提升学生素养为目标的课堂教学以

及课外活动成果，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相

关学科课堂教学，以及以学校、班级或学校各类社团为单位的各

种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教育活动、校园节（会）活动、团（队）

活动等学生教育活动成果，成果以精品专题纪录片的形式呈现。

1.参与范围

（1）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

（2）成果类别：德育（含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心理健康

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学生德育活动等），智育（含思维拓展类

课程或活动）、体育（含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或活动），美育（含音

乐、舞蹈、美术、书法等艺术类课程或活动），劳动教育。

（3）参与人数：2 人（含 1 名技术教师），每人限参加一个

项目、限提交一件作品。

2.作品要求

（1）设计方案：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教学设计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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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计方案电子稿，PDF格式。

（2）纪录片：教学或活动过程的精品专题纪录片。

①内容要求：提交的精品专题纪录片须呈现出课堂教学或课

外活动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同时重点展示教学或活动中信息技

术应用的相关内容。

②格式要求：MP4 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1280×720，大小控制

在 1GB以内，时长不超过 30 分钟。

3.作品标准

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教学

或

活动

设计

方案

教学（活动）体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指向学生德、智体、

美、劳（品德修养、思维拓展、身心素质、审美素养、劳动意识和

技能）等方面素养的提升。教学（活动）目标符合相关课程标准或

要求，以及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要求，明确完整，可操作、可检测。
20

教学（活动）设计要素完整，结构严谨，重难点明确，活动恰当。

教学

或

活动

过程

教学（活动）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教学（活动）设计

符合学生认知特点与生活经验。

30

教学（活动）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能够采取形式多样、吸引力强

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采用恰当的策略组织教学（活动），教学

（活动）环节合理、自然、流畅。

将信息技术工具或手段融入到教学（活动）过程中，凸显技术价值，

技术应用考虑学生已有经验，与学生技术水平相符。

信息

技术

运用

教学（活动）过程中合理、恰当使用信息技术，技术运用围绕学生

展开，注重交互。

30信息技术的运用对学生的素养提升起到重要作用，解决了关键问题。

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教学（活动）更具创造性，丰富了教学（活

动）的形式与内容。

教师

素养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鲜明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学生，以积极

向上的力量激励学生，促进学生的素养提升。 10

技术运用熟练，教态亲切、自然，语言准确、清晰、生动。

教学

或

完成教学（活动）目标，学生素养（品德修养、思维拓展、身心素

质、审美素养、劳动意识和技能等）得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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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效果

得发展。

教学（活动）氛围和谐、民主、向上，学生情感、行动和思维参与

积极、活跃。

三、参加办法

（一）参加办法及报送作品数量

1.基础教育组

请各组织单位（学校）指定 1 名创新与实践活动联系人统一

登 录 “ 海 南 省 教 育 资 源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yun.hainan.edu.cn）报送。（省教育厅将统一给各组

织单位（学校）创新与实践活动联系人下发平台账号，具体另行

通知。）

（1）微课教学资源报送数量：

每市县限定每学段每学科 3 节，不超过 15 件（海口市、三亚

市限定每学段每学科 5 节，不超过 25 件），厅直属中学和有关高

校附属中学限定每学段每学科 2 节，不超过 10 件。

（2）多媒体教学课件报送数量：

每市县限定 15 件内（海口市、三亚市限定 25 件内），厅直属

中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学限定 8 件内。

（3）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案例报送数量：

每市县限定 5 件内（海口市、三亚市限定 10 件内），厅直属

中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学限定 1 件内。

（4）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与实施案例报送

数量：

每市县限定 15 件内（海口市、三亚市限定 25 件内），厅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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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学限定 3 件内。

2.中等职业教育组

请各学校指定 1 名创新与实践活动联系人统一登录“海南省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s://yun.hainan.edu.cn）报送。

（省教育厅将统一给各学校创新与实践活动联系人下发平台账

号，具体另行通知。）

（1）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案例报送数量：每

校限定 1 件。

（2）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与实施案例报送

数量：每校限定 3 件内。

（二）报送要求

报送材料：

1.请各组织单位认真填写“参评作品明细表”（附件 1-1），

电子版发至邮箱：666799364@163.com，并将“参评作品明细表”

纸质版（盖公章）1 份、作品评审获奖结果通知和评审总结的纸

质版（盖公章）1 份，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前报送至海口市西沙

路 2 号海南省电化教育馆 1 号楼 7 楼 705 室，联系人：李娟，电

话：66709110，邮编：570206。逾期不再受理。

2.每件作品统一网上报送两份参赛文件。一份评审用（评审

作品文件夹命名：评审用-作品类别-学段学科-作品题目，中间用

“-”隔开），评审文件内含参赛作品、本课课文扫描电子版、参

评作品申报表纸质版扫描件。提供评审用的作品及相关资料不允

许出现学校名称、作者姓名等信息，否则取消该作品的参评资格。

另一份存档用（存档作品文件夹命名：存档用-作品类别-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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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者姓名-学段学科-作品题目，中间用“-”隔开），存档文

件内含参赛作品、本课课文扫描电子版、参评作品申报表纸质版

（盖公章）扫描件。提供存档用的作品及相关资料要详细标明课

题名、学校名称、制作者等信息。不按要求报送一律不予参评。

3.2022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7 日，请各组织单位（学校）登

录 “ 海 南 省 教 育 资 源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yun.hainan.edu.cn）进行网上报名、上传作品，并对

报送信息和作品的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4.所有活动参评者均视为默认同意将所参评的作品在“海南

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免费共享。

四、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项

各参赛项目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

（二）组织奖项

综合各组织单位宣传、组织以及获奖等情况评定“先进组织

单位”和“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五、注意事项

（一）本项目作品一经发现或举报包含以下问题直接取消参

评资格：

1.政治性错误和科学性错误；

2.弄虚作假行为；

3.已参加过其他省级、国家级活动；

4.参加者信息不真实、作品内容不完整。

（二）本项目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本人拥有该作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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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得剽窃、抄袭他人作品，一经发现或举报取消参评资格；

我厅拥有该作品的使用权，可以任何形式对该作品进行展示和传

播。

六、其他事项

（一）本评比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请各组织单位（学校）创新与实践活动联系人加入“2022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交流群”QQ群（群号：

481796684）。

（三）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联系人：陈海，联系电话：18565735679。

评比活动联系人：李娟，联系电话：66709110。

附件：1. 市县（学校）参评作品明细表

2.微课教学资源作品申报表

3.多媒体教学课件作品申报表

4.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实践案例作品

申报表

5.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与实施

案例作品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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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市县（学校）参评作品明细表

组织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手机：

编

号

参评

单位

作品

题名
学科

参赛

项目
制作者 联系电话

适用

学段及

年级

教材

版本

初评

奖项

1

2

3

..

注：1.初评奖项只作为报送作品资格的依据，不作为省级评审参考指标。

2.微课教学资源、多媒体教学课件作者限报 1名，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

实践案例作者限报 5名（含执笔人），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与实施案

例作者 2名（含一名信息技术老师），报送作品同时提交本表扫描版（盖章）和 Excel

电子版发至邮箱：666799364@163.com。

3.获奖证书中的信息以此表提供的为准，请认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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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微课教学资源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参赛组别 □初中组 □高中组 视频格式 视频时长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一寸彩色

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 职 称

固定电话

(含区号)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按单位公章填写）

通信地址（具体到门牌号码） 邮政编码

课 程 配 套 教 材 信 息

学 科

教材完整名称

及版本

教材出版年月 教材印次

授课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高一年级 □高二年级 □高三年级

册 □上册 □下册 □全一册 □必修一 □必修二 □必修三 □其他：_______________

章（单元） 课程名称

承 诺 书

1.我（们）在此承诺上述作品为我（们）的原创作品，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和其他合法权利权益，

我（们）同意将所参评的作品在“海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免费共享。

2.如本人的获奖作品被省教育厅择优推送参加 2022 年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我（们）

同意“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组委会合理使用我（们）的作品，并同意组委会可免费使用，包

括但不限于：将我（们）的作品进行整理、编辑、加工、格式变更、制作成活动作品集锦；进行数字化珍藏、

复制、通过网络、数字光盘公开传播；转授他人下载、打印、出版、宣传、展出、发行等权利。

3.凡报送作品参加本活动的选手，即视为已确认同意以上条款。

签字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单位意见栏市县须加盖市县教育局或市县电教站公章，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附

属中学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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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多媒体教学课件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参赛组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课件格式 制作软件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一寸彩色

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 职 称

固定电话

(含区号)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按单位公章填写）

通信地址（具体到门牌号码） 邮政编码

课 程 配 套 教 材 信 息

学 科

教材完整名称

及版本

教材出版年月 教材印次

授课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高一年级 □高二年级 □高三年级

册 □上册 □下册 □全一册 □必修一 □必修二 □必修三 □其他：_______________

章（单元） 课程名称

承 诺 书

1.我（们）在此承诺上述作品为我（们）的原创作品，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和其他合法权利权益，

我（们）同意将所参评的作品在“海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免费共享。

2.如本人的获奖作品被省教育厅择优推送参加 2022 年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我（们）

同意“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组委会合理使用我（们）的作品，并同意组委会可免费使用，包

括但不限于：将我（们）的作品进行整理、编辑、加工、格式变更、制作成活动作品集锦；进行数字化珍藏、

复制、通过网络、数字光盘公开传播；转授他人下载、打印、出版、宣传、展出、发行等权利。

3.凡报送作品参加本活动的选手，即视为已确认同意以上条款。

签字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单位意见栏市县须加盖市县教育局或市县电教站公章，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附

属中学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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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创新
实践案例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参赛组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中职组
数字故事视频格式、

时长

作者

（不超过 5

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身份证号 职 称

一寸彩色

免冠照片

固定电话

(含区号)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按单位公章填写）

通信地址（具体到门牌号码） 邮政编码

学 科

承 诺 书

1.我（们）在此承诺上述作品为我（们）的原创作品，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和其他合法权利权益，

我（们）同意将所参评的作品在“海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免费共享。

2.如本人的获奖作品被省教育厅择优推送参加 2022 年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我（们）

同意“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组委会合理使用我（们）的作品，并同意组委会可免费使用，包

括但不限于：将我（们）的作品进行整理、编辑、加工、格式变更、制作成活动作品集锦；进行数字化珍藏、

复制、通过网络、数字光盘公开传播；转授他人下载、打印、出版、宣传、展出、发行等权利。

3.凡报送作品参加本活动的选手，即视为已确认同意以上条款。

签字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单位意见栏市县须加盖市县教育局或市县电教站公章，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附

属中学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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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信息技术助推学生素养提升的活动设计
与实施案例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参赛组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中职组 纪录片视频时长

作者

（2 名，含 1

名技术教师）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身份证号 职 称

一寸彩色

免冠照片

固定电话

(含区号)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按单位公章填写）

通信地址（具体到门牌号码） 邮政编码

学 科

承 诺 书

1.我（们）在此承诺上述作品为我（们）的原创作品，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和其他合法权利权益，

我（们）同意将所参评的作品在“海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免费共享。

2.如本人的获奖作品被省教育厅择优推送参加 2022 年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我（们）

同意“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组委会合理使用我（们）的作品，并同意组委会可免费使用，包

括但不限于：将我（们）的作品进行整理、编辑、加工、格式变更、制作成活动作品集锦；进行数字化珍藏、

复制、通过网络、数字光盘公开传播；转授他人下载、打印、出版、宣传、展出、发行等权利。

3.凡报送作品参加本活动的选手，即视为已确认同意以上条款。

签字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单位意见栏市县须加盖市县教育局或市县电教站公章，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附

属中学加盖单位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