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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创新环境下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科项目式教学研究

◆唐雪姣

(平乐县平乐中学, 广西 桂林５４２４９９)

【摘要】本文紧紧围绕融合创新环境下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科的项目式教学这一主题,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科课堂

教学中,遵循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构建信息化融合课程和创新教学模式,阐述了基于解决问题的迭代项目式教学活

动模式、小组集体合作学习模式、探究项目活动解决学习模式的实施过程及课程在融合创新环境下的迭代项目活动教

学方式与策略等.希望能为相关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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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融合创新环境下的项目式教学研究背景

一是《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

订)指出高中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需要精炼学科大概

念，吸纳学科领域的前沿成果，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内

容；课程兼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通过丰富多样的任务情

境，鼓励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中学习与实践；课程倡导基于项

目的学习方式，将知识建构、技能培养与思维发展融入运用

数字化工具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二是培育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与学的关系，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提升信息素

养，课程实施需要全面考虑不同背景和知识基础的学生，倡

导多元化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开放、合作、协商和注重证据

的行动意识，使其积极参与到信息技术支持的交互性、真实

性的学习活动中；鼓励学生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中，运用计算

思维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体验信息技术行业实践者真实的

工作模式和思考方式。 三是项目式教学是通过实施一个完

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其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把理论

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２　课前精心设计与创设融合创新环境下的迭代项目式

活动

教师上课前，需要充分准备好融合创新环境下课程的迭

代项目式教学活动，项目式教学活动的难易程度需层层递

进、深入，把本课程的学习重点和难点内容巧妙地融入各个

迭代项目活动中去，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完成各个有趣

的迭代项目活动，达到学习课程新知识的目的。 课程迭代

教学项目活动设计与创设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课

程项目式教学实施的课堂效果及课堂新知的完成情况，因此

此环节非常重要，设计与创设有趣的、新颖的、学生十分感

兴趣的项目式教学活动，课堂教学效果会得到显著增强。

如运用选择结构解决问题，用火星探索机器人花样运动表演

来设计与创设迭代项目式活动项目活动一：自制盆栽浇水系

统１．０——微型抽水泵能把水抽上来，为盆栽植物浇水。 项

目活动二：自制盆栽浇水系统２．０——土壤干燥时，微型抽

水泵自动启动浇水；土壤湿润时，微型抽水泵自动停止浇

水。 拓展项目活动：自制盆栽浇水系统３．０——课堂挑战用

角度传感器控制微型抽水泵水量大小。 课外项目活动：自

制盆栽浇水系统４．０及以上版本——微型抽水泵能３６０旋转

浇水或远程控制浇水。

３　课中落实融合创新环境下的迭代项目式活动

３．１　新课情境引入，明确学习任务

成功的新课情境引入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提

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这就要求教师结合学科的性质、特

点，采用灵活的引入方式，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 新课引

入的方式有多种，如旧知引入、动画引入、故事引入、情景

引入等，也可以单刀直入，直接进入新课学习。 一个成功

的新课情境引入会让学生自然而然不由自主进入新课学习状

态，对新课知识学习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如导入

运用选择结构解决问题这一课题时，用 DFRobot创客套件

中学生亲自设计制作的实物选择视频(当土壤湿度值较小时

水泵自动抽水，当土壤湿度值较大时水泵停止抽水；当环境

光线比较暗时照明灯光自动打开，当环境光线比较亮时照明

灯光自动关闭，如图１所示)和现场火星探索机器人花样运

动表演来激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每个小组自主选派２名

学生到机器人地图上演示火星探索机器人的各种运动轨迹，

如图２所示)。

３．２　确定教学模式，组建学习小组

确定迭代项目式教学活动模式后，需要组建学习小组(４
～６人一个小组)来开展课堂小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交

流学习，分工明确，负责范围详细。 如组长负责汇总组内

数据，并与其他组进行交流；技术员负责操作 Mind＋软件

编写程序代码、连接及调试 DF各种设备；信息获取记录员

负责查找资源包视频微课及步骤，完成信息查找和数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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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在课堂项目教学活动中，各小组成员必须各司其职，

确保完成自己的任务，积极主动地协助本小组或其他小组完

成学习项目活动。

图１　选择结构视频引入

图２　选择结构现场展示

３．３　教师引领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教师在导学案中或者学习任务单上明确学生自主学习的

具体内容、方式、需要完成的项目活动，包括学生个人的项

目活动和小组集体的项目活动。 学生个人完成的项目活

动，意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组集

体完成的项目活动，意在通过组内帮扶解决问题，利用小组

的集体智慧完成项目活动的学习，小组交流使学习由单个走

向开放，在合作探究学习中产生思维的火花，提升课堂互动

性与积极性。

３．４　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教师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可不间断地指导学生进行独立

自主的学习促成实现各阶段的迭代项目活动目标。 项目式

活动的理念认为成果评价应该是多元的，除了传统的笔试、

口试外，在融合创新环境下更侧重关注学生在项目活动中的

过程表现(如学生的知识能力、操作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

更注重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如学生自我评价、学生相互评

价、师生综合评价)与方式(如电脑单机评价、电子教室广播

评价、互联网学习平台 UMU 评价如图３所示)。 融合创新

环境下采用新型高科技技术评价方式(实时图片、实时视频

如图４所示、实时留言)，可以及时、快速、多方面地评价学

生的学习成果。

３．５　拓展课堂项目式活动，为学生自主创新学习提供

创作空间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某一部分的规定学习

内容，但是同时教师也需要为学生设计、提供多个难易程度

不等的、开放自主的、有创新空间的项目式活动，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经历与知识，给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

以，拓展项目式活动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多维的、动

态的，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有助于提升小组成员之

间、小组与小组之间的交流沟通能力。 如拓展项目活动

三：自制智能花卉养护系统３．０——体验 Obloq物联网模块

在EasyIot端远程控制种植环境(增加/减少光线)。

图３　UMU网络平台作业评价方式

图４　UMU网络平台作业视频提交

４　课后布置融合创新环境下的高质量的课外项目式活动

融合创新环境下的课外项目式活动，对学生来说是对课

堂教学的有效延伸，是课堂学习的巩固和深化，便于学生及

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自我发

挥平台，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对教师来说，是教学

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获得教学反馈信息的重要手段，可以及

时发现学生对所学新知的掌握和应用情况。 如课外项目活

动：自制智能花卉养护系统４．０及以上版本(手机 App端控

制智能养护系统)。 课外项目活动：机器人前进左转右转运

动(多分支语句的应用)。 课外项目活动：自制盆栽浇水系

统４．０及以上版本——微型抽水泵能远程控制浇水或３６０旋

转浇水(课外完成不限时间)

５　融合创新环境下项目式教学对教师知识储备的要求

越来越高

清华特级教师魏书生说：“教学生一滴水老师要有一桶

水”，意思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应该有一桶水。 教师

的知识储备要时时处于充电和更新状态，才能更好地去教育

和引导学生，并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中真正

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教师教给学

生的那部分知识，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沙漠中的一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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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教师要想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在教学时胸有成竹、游

刃有余，就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

使自己的知识容量变得越来越丰富，让自己的“一桶水”永

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前面的项目式教学活动要求上

课教师熟练掌握课外知识 DFRobot创客套件实物搭建、

Mind＋编程、火星探索机器人的组装、慧编程软件等，才能

在课堂上完美呈现学生实际动手时达成的效果，激发学生对

课堂学习的兴趣。

６　融合创新环境下项目式教学对教师运用高科技教学手

段的要求越来越高

旧式传统的黑板＋粉笔的教学手段，如今已经远远不能

适应和满足高中阶段学生快速、高效的学习多科目文化知识

的需求。 教师需要紧跟多媒体数字化教学的步伐与趋势，

运用高科技教学手段向学生展示特定知识，让学生更容易理

解和掌握。 如课堂现场评价学生作业，可以采用直接纸质

展示、PPT展示、希沃白板手机投屏等方法进行多样化的评

价。 因此，教师需要与时俱进熟练掌握PPT制作、图片处

理、视频合成、字幕添加、希沃白板的应用、网络平台的应

用、AI技术的应用等高科技教学手段，否则很难调动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教学质量将大打折扣。

７　结束语

融合创新环境下的项目式活动教学模式，是在教师精心

设计的课堂项目活动基础上，在教师对课堂的全方位把控和

指导下，学生个人或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完成各个项目

活动任务，项目时间结束后进行自我展示和自我评价的过

程，学习的侧重点在学习过程而不在学习结果，教师在课堂

教学活动中成了学生的引导者、指导者和监督者；学生的学

习氛围好，具有极高的参与度和参与热情，在学习过程中不

断提升各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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