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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初中信息技术教学融合素质教育的策略

●胡贤成

　　

[摘要]开展素质教育不仅是学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方法.

教师对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不仅影响着学生对本学科的学习效果,还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学科核

心素养培养,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发展.初中信息技术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参与者之一,应正视素质教育与课

程相融合的必要性,抓住教材中的素质教育内容,通过多样化途径将素质教育与信息技术教学相融合,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围绕初中信息技术教学融合素质教育展开探讨,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

了解决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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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表面上看起来与素质教育的

距离稍远，实际上课程内容中有不少可挖掘、可利

用的素质教育资源，很适合将其运用在素质教育与信息技术

教学融合当中。 但在初中信息技术实际教学中，教师在将

教学与素质教育融合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优化和

调整，提升初中信息技术的素质教育效果，提高学生的个人

综合素质。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与素质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初中信息技术教学改革

传统的初中信息技术教学方式难以满足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任务要求。 教师要想将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与素质教育

相融合，需先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 首先，初中信息技术

课堂是传授知识的阵地，在与素质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应充

分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在掌握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点的同时

提升自身素质，使学生充分认识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技对社

会的影响，让学生具备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其次，

初中信息技术课堂是学生了解信息技术前沿科技动态的途径

之一。 教师融合素质教育应充分结合国内外信息技术发

展，让学生因我国的技术突破、领先产生自豪感，激发学生

对家国的热爱之情。 最后，初中信息技术课堂是学生掌握

信息技能的途径之一，教师在教学中开展素质教育应充分结

合学生的实践项目和实践体验，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科学探

究、坚持不懈等优良品质，推动学生成长为具备较高综合素

质的人才。

(二)有助于学生未来成长、个性发展

我国已经处于互联网时代，正在向着人工智能时代大踏

步迈进，各行各业都在开展技术革新。 学生未来将生活在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之中，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来创造个人的事业。 因此，充分、扎实掌握信息技术对

学生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学生需要具备的不仅是信息技

术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信息技术思维、万物互联思维，充

分发挥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生活的积极作用。 学生的思

想、素质与知识技能共同进步，可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有助于学生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融合素质教育时存在的问题

(一)素质教育融合流于表面

在初中信息技术课程与素质教育融合的过程中，其实际

完成情况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呈现出流于表面的现象，主要

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部分初中信息技术教师对素质

教育融合的重视度不高。 教师备课时并未在教学目标中明

确可实现融合的元素，导致信息技术课堂上的教学任务、教

学评价执行缺乏有效性，对素质教育在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实

际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第二，部分初中信息技术教师虽然意

识到融合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备课时将素质教育元素融

入了教学目标，但实际教学操作中更偏重信息技术知识灌

输、技能培训，下意识地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融入，没能

充分发挥自身对学生的引导作用；第三，部分初中信息技术

教师误认为素质教育与信息技术课程关系不大，以错误的心

态面对素质教育融入工作，直接影响学生的素质教育学习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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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教育融合方式单一

初中信息技术课程融入素质教育的方式单一，导致教师

虽然意识到素质教育与信息技术融合的重要性，但因为融入

方式单一固化，常呈现出效果不佳的现象。 初中信息技术

教师常用的素质教育融入方式以宣讲为主，教师只是告诉学

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讲解不够

深入，与学生生活实践的融合又不足，最终影响了初中信息

技术与素质教育融合的实际效果。 出现这种情况，与初中

信息技术教师自身的职业素质不足有关，直接影响到信息技

术课程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效果，影响了信息技术的教学

效果。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融合素质教育的策略

为确保初中信息技术教育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有效性，教

师要充分利用各种课内外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

先形成心理上的认同，后形成认知上的认同，最终认同素质

教育的相关内容。 同理心、共情能力是初中信息技术教学

与素质教育融合的重要手段，其应用方式更能被学生所接

受。 这比简单粗暴地告诉学生“不要做什么”效果更佳。

(一)充分挖掘教材中的素质教育内容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信息技术教材中，包含

有丰富的信息文化内容，可作为教师融合素质教育的切入

点。 比如，教材中向学生展示了计算机病毒给数据信息安

全、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其目的在于让学生能够正确

使用互联网。 教师向学生提出开展综合学习项目，组织学

生利用所掌握的信息技术知识和软件操作技能完成“二十四

节气”等含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信息技术实践项目，这有

助于学生将信息技术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 教师应用好教材中既有的素质教育内容，引导学

生将日常生活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向学生传递正向的价值信

息，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比如，在七年级上册主题八中有一节“安全地交流信

息”课程，其内容重点在于围绕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探讨信

息科技时代的道德与法规，使学生认识到计算机病毒、木

马、黑客行为对信息社会的危害，认识到制造计算机病毒、

利用病毒窃取破坏他人劳动成果是错误行为，认识到保护数

据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教师先组织学生结合自己在网络生

活中遇到的网络安全问题，如游戏账号被盗。 这时学生的

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有的学生遇到过 QQ账号被盗，对方

用他的账号加入各种 QQ群中发乱七八糟的信息，导致账号

被踢出群组、被封；有的学生遇到过游戏账号被盗，辛苦搜

集的装备被劫掠一空；有的学生遇到过游戏网络诈骗，账户

里零花钱被骗走……学生们大多对此类行为深恶痛绝。 部

分学生虽然没有遭遇过这些事情，也同样觉得此类行为伤害

了他人，应该被制止、被严惩。 在学生对各种网络不正当

行为进行批判时，教师顺势提出教学中发现有学生修改、删

除了他人提交的作业，或恶意修改了他人的账号姓名、头像

等行为，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去思考此类

行为的不正当性。 教师只提出此类现象，不指出做出行为

的学生名字，就事论事地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目的在于使学

生认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网络环境同样适用。

这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不正当行为虽小，但同样能给他人带来

不适和麻烦，使做出过此类行为的学生进行自我觉悟和

修正。

(二)将实践教学情境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学生的成长，教师应当

革新陈旧、不合时宜的实践教学项目，创设与学生实际生活

联系紧密的实践教学情境，激发信息技术课堂上学生参与实

践活动的积极性，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以七年级上册主题四“使用计算机”为例，初中学生大

多有日常使用计算机的丰富经验，又经历过小学阶段的信息

技术学习，对操作系统、文件管理、保养维护知识和技能已

经有了一定的掌握。 教师若依然沿用陈旧的案例项目开展

教学，很难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在任务二“文件的管

理”课堂上，教师利用学校机房计算机上储存大量文件的便

利，向学生提出管理文件的实践项目。 首先，教师创设实

践情境，让学生在１分钟时间内从计算机中帮助八年级一班

学长找到他的作业。 有的学生打开常用的 D盘浏览寻找，

有的学生利用搜索栏全计算机搜索“八年级一班”关键词，

有的学生找到了计算机D盘中的“作业”文件夹，在文件夹

中搜索“八年级一班”关键词。 １分钟倒计时结束，有的学

生没有完成任务，有的学生计算机还处于全机搜索状态，有

的学生完成了任务。 教师结合学生的实践经历，提出问

题：“为什么有的同学找得快，有的同学找得慢？”学生交流

后发现，１分钟内找到目标作业的同学大多用了搜索功能，

但也有同学虽然用了搜索功能却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搜索到目

标。 这是因为全校学生都在用机房计算机，每一台计算机

中都存储了大量文件，有的计算机因为使用者有条理，大多

数文件都放在固定的文件夹分区中，搜索文件范围小、效率

高；有的计算机因为使用者乱放，文件没有放在固定的分区

中，分区搜索没有找到，全机搜索耗时长、速度慢；还有的

计算机中八年级一班学长没有用与他人相同的文件名写法，

检索不到。 学生从总结自身经验中发现了文件分区管理、

文件名规范填写的重要性，也发现了善用计算机搜索功能的

重要性。

教师仅用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实践情境和引导性提问，

即可让学生意识到文件管理的关键点。 在学生发现问题、

总结经验的同时，教师可趁势提出养成正确使用计算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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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反思自身日常使用计算机的行为是否正

确。 教师鼓励学生按照分区管理的思路整理计算机中的文

件，并按照统一格式调整已有学生作业文件名，按照一定的

规律排布文件夹中的文件，使其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在

此节信息技术课上，教师将使用计算机的良好习惯、分类整

理思想融入实践情境，潜移默化地让学生认识到信息技术的

作用。

(三)在小组合作活动中融入素质教育

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技术教材中，包含了

多个可进行小组合作的实践活动主题，如七年级下册内容均

围绕制作精美的“电子小报”展开，从排版、文字处理、图

像处理、音频视频处理到最终的成品展示。 教师可提前设

计好学期大作业，要求学生在学期前两周完成小组的组建、

磨合、调整和人员分工。 小组学生共同决定小报的主题，

并利用本学期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在学期结束前上

交一份全组共同完成的电子小报。 比如，八年级上册的主

题五至主题八围绕动画制作展开学习。 教师可要求学生以

小组合作形式完成一个任意主题的动画作品。 再比如，八

年级下册的网站制作、scratch作品制作；九年级下册的机器

人编程控制。 小组合作活动可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承担分工任务能力、人际交流能力，也可使学生认识到集体

力量大于个人力量，增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使学生未来

更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 在小组确定合作项目主题前，教

师可为学生提供几个可选方向，如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

题、以外国文化为主题，或者以日常生活现象为主题、以未

来生活幻想为主题等，鼓励学生将文化与信息技术进行结

合，使学生认识到信息技术的人文性，提升学生的文化意

识。 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学生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纠纷、

摩擦甚至争吵，教师应及时介入引导学生就事论事、协调各

方意见、以求同存异来完成共同的项目目标，提升学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

(四)引入我国计算机领域科学家发明故事

在教材有限的篇幅之外，初中信息技术教师通过引入课

外资源，以此增强课内素质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以我国计

算机领域发展中科学家的故事使学生感受到科学事业对社会

生活的推动作用，使学生感受到我国科学家对世界的卓越贡

献，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引导学生以优秀的科学家为奋斗目

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比如，在七年级上册“通信技

术的编码”一节课中，学生认识到科学家用编码来将数字信

息世界与现实世界互联，使人们能够通过敲击键盘、按动功

能按钮使计算机生成目标内容。 教师在这一节中插入我国

科学家开发文字输入法的故事，让学生了解中文输入法发展

的整个故事。 从林语堂的中文打字机，到１９８３年王永民五

笔输入法、１９９２年陈劲松二笔输入法，再到２００６年搜狗依

托搜索引擎诞生的拼音输入法，兼顾拼音编码和用户日常检

索常用字，降低了拼音对应汉字查找的用时，提高了拼音输

入的效率。 中文输入法的变迁始终伴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中

文汉字与计算机匹配度的争论。 我国科学家的研究发明让

中文汉字输入变得高效、简单，实现了古老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的结合。 此类计算机科学家发明故事的引入，能够让

学生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感受到我国的科技强大离不开科学家

和有识之士的参与，今天的便利生活建立在一代又一代科学

技术发明和更替基础之上，从而激发学生对科学家的崇敬之

情，同时提升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初中信息技术课堂与素质教育的融合，需信

息技术教师充分结合教材中的素质教育内容和学生实际生

活，使素质教育与信息技术知识、日常计算机应用相结合，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方式、道德品质，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 初中信息技术教师应采用正确的教学方

式，在教学中合理地融入素质教育，潜移默化间引导学生进

行有效学习，为学生的未来成长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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