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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以来，我国的教育进入素养时代，2022年信息科技课标的发布，

更加明确了在学科视角下学生素养的培养目标。本文通过对小学信息科技优质课的观摩分析，从理解教

学内容、定位教学目标、构建教学设计、丰富教学评价、落实主体地位五个方面探讨了“素养导向，以

生为本”理念下的课堂教学策略，以期能够为一线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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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Core Competencies and Values for Chinese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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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fostering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202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Standards has further clarified the cultivation 
goals of student competen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prim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as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class-
room teach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Quality-Oriented, Student-Centric” 
from five aspects: understanding teaching content, setting teaching goals, constructing teaching 
design, enriching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position of the subject.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frontlin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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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单纯的知识与技能已经跟不上科学技术更新发展的速度，这就决定了以知

识与技能为主要目标的传统教学已经被淘汰，新的教学更加关注学生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能力，更加关注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1]，而学生素养的生成需要经历建构内化的过程，需要教师明确“教是为了学”的

理念，需要强调学生的主体核心地位[2]，因此，“素养导向，以生为本”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如何在

小学信息科技课堂落实“素养导向，以生为本”这一教学理念值得深入研究。 
笔者通过对某市 21 节小学信息科技优质课进行观摩分析，以“算法的描述”、“算法的执行”、“数

字与编码”、“数据与数据安全”内容模块为例，从理解教学内容、定位教学目标、构建教学设计、丰

富教学评价、落实主体地位五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探讨了如何落实“素养导向，以生为本”的教

学理念。 

2. 以专业知识为支撑，理解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素养生成的载体，教师只有在充分、深刻理解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更为合理

恰当的教学活动，从而落实教学目标。新课标中共提出九大内容模块，教师应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多种

途径强化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以专家思维审视各模块内容，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大概念[3]。 
如“算法的描述”，教师应深刻理解其内涵要素。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其具有有

穷性、确定性、可行性、输入、输出五个要素。学生对算法的认识，应强调其对问题的分析、抽象、概

括，强调其对问题解决过程条理清晰的认识。描述，是对事物的情况进行表达。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表达

方式，其表达的对象应该是事物本身。就本模块内容来看，不论是自然语言，还是流程图，亦或是其他

何种方式，其表达的对象就是算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学生应首先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分析、抽

象、概括，以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作为新知建构的生长点，经历建构加工的过程，逐步丰富自己的认

知。即，学生首先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分析，使用自然语言进行描述，然后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精炼、条理，

进一步建构流程图等描述方式。 
在此次优质课比赛中，李老师以巡线小车为例，通过观察巡线小车的行进，引导学生使用自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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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其过程，进而对该过程描述进一步精炼，形成条理清晰的步骤，再对步骤进行形式化表达，形成流

程图。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自然流畅，体现了教师对算法描述的深刻理解。而有的教师将本课内容

简单的理解为流程图的知识学习，教学过程枯燥沉闷，体现了教师专业知识与素养不足，缺乏对教学内

容的深度认识和理解。 

3.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定位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向和依据，一个好的教学设计首先应该具备好的教学目标[4]。新时代的教

育强调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因此，教师应深刻理解信息科技学科四大核心素养，理解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以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人为目标，定位教学总目标，进一步思考通过哪些阶段小目标能够达成

总目标，从而进一步细化教学目标。 
如“算法的执行”，该内容强调抽象和问题求解的过程，其存在的最大意义与价值就是对学生计算

思维的培养，因此，本模块的教学目标应围绕计算思维这一核心素养而展开。学生的素养也并非凭空产

生的，而是建立在知识与技能熟练运用的基础上，因此，算法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教学

目标。除此以外，教师还需要将教学目标放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一大框架下进行审视，思考并不

断优化其他素养目标，以期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信息科技学科的育人价值。 
在此次优质课比赛中，王老师设计的“小胖变形记”以学生的素养生成为导向，以计算思维的培养

为核心目标，设计了“使用自然语言描述问题解决过程”、“通过图形化编程实现问题解决”的可观测

素养目标，补充了“认识图形化编程模块”、“掌握算法分支结构”的知识技能支架目标，同时兼顾了

“健康生活”这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目标。整个教学目标的设计可操作，可观测，可达成，全面指

向了学生素养的生成。而有的教师忽视了学生素养在教学目标中的核心地位，将教学目标矮化为知识与

技能的习得，教学目标定位明显偏低。 

4. 以教学目标为核心，构建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对各项教学资源的整合与运用，是达成教学目标的步骤和保障，因此，其需要紧紧围绕

教学目标进行设计。教师需要思考学生如果能够达成教学目标，需要知道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技能、经

过什么训练，再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等因素，考虑设置什么活动、准备什么资源，从而构建

以教学目标为核心且符合学生学情的教学设计[5]。 
如“数字与编码”，教师应从学生实际生活经验出发，考虑学生如果能够理解“数字不仅可以表示

数值，还可以表示编号”、“编码可以建立字符与真实世界的联系”、“编码是对信息有秩序的数字化”

等大概念，教师需要选取什么样的情境，创设什么样的活动，准备什么样的资源，提炼什么样的问题，

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从而构建以教学目标为核心的教学设计。 
在此次优质课比赛中，针对“数字与编码”的教学，陈老师从“猜车牌大挑战”小游戏入手，引导

学生了解认识车牌的构成，理解其编码的作用与意义，进而通过活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更多生活中的

编码，了解其编码规则，再通过“趣味挑战题”引发学生对编码中隐藏信息的观察和思考，最后通过“数

字读心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索编码的兴趣。教学设计围绕“了解身边的编码，理解编码能够使用数字、

字母或文字表示信息，能够从编码中获取信息”这一核心教学目标，教学设计合理有效的支撑了教学目

标的达成。 
如“数据与数据安全”，教师可以结合真实案例，通过分析讨论等活动，使学生了解各种数据安全

的威胁因素，进而探究相关应对措施，通过进一步延伸，使学生客观全面的认识个人及国家数据安全的

重要性，从而培养学生在数字时代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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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优质课比赛中，针对“数据与数据安全”中的“自主可控”这一教学目标，刘老师通过观看

“银河号事件”视频，引发学生探讨“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再通过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的发展，形

成对比，深化学生对“自主可控”的认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教学设计及资源的选择有效的支撑了

“理解自主可控是国家数据安全的保障”这一教学目标的达成。而有的教师使用了“区块链”作为支撑

“自主可控”的教学资源，一方面未对学生普及何为“区块链”，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并不是我

国典型的“自主可控”技术，教学资源的选择无法有效支撑教学目标。 

5. 以贯穿始终为原则，丰富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教师判断教学目标和调整教学的重要依据，是引导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教学

新课标理念下的教学评价强调教学评深度融合，因此，教师应设计贯穿始终的教学评价，以教学目标为

依据，以素养发展为维度，以促进学习为方向，同时，要充分发挥信息科技学科特点，设计涵盖整个学

习过程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将教学评价贯穿到整个设计过程，考虑通过哪些证据能够表明学生达成教学

目标，从而针对性的设计评价方案，值得一提的是，评价量表是非常好的一种评价方式。在教学实施中，

教师应时刻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合作情况、活动行为、技能掌握、问题解决等多方面的课堂表现，通

过随堂提问、适时点评等多种方式诊断教学问题，调整教学节奏，促进学生学习，从而充分发挥教学评

价的诊断、调节、激励等积极作用。 
在此次优质课评选中，普遍缺少系统全面的教学评价。如有的教师整堂课仅有课堂提问理答的形成

性评价，而且其评价语言单一，如“很好”、“你的眼睛真亮”、“你的声音真好听”等评价语，缺乏

针对性和指向性，无法起到促进学习的作用；有的教师采用了小组积分表的小组评价方式，但没有将这

种评价与“教”和“学”紧密联系起来，其形式较为单一，作用和意义也比较有限。 

6. 以学生学情为原点，落实主体地位 

教学最终指向的是学生的发展，只有知道学生现在“在哪里”，才能更好地设计“去哪里”和“怎

么去”，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与实施中都需要紧密联系学生学情，以学生学情为教学原点，求真务实，

切实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学生现有水平，依据最近发展区理论，设置合理的教学目

标和教学评价，通过关注学生视角，思考学生要完成我的任务需要知道什么、掌握什么、理解什么？再

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设计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在教学实施中，教师应时刻反思自己是否给

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学习支架、学习时间和空间，通过思考这些问题，在课堂上精炼自己的教学语言和核

心问题，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空间和展示舞台，充分尊重学生的思考过程和成果，尊重课堂生成，时刻

把学生放在课堂的核心位置，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在此次优质课评选中，多数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能够较好的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情，由学生

生活经验出发，通过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展开教学。但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有的老师没有把握好学生的

主体地位，存在较大问题，如问题表述不清晰、不明确，学生无法准确获取任务目标；抛出问题后急于

获取目标答案，没有给予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学生回答后没有尊重学生的思维过程和结果，对于不标

准答案缺乏包容度，过分地强调预设而忽略生成。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教师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忽视，

极大的影响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依据 21 节优质课所反映的情况，笔者认为，目前部分一线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和落实还未达到理想

状态，建议其从两个方面入手，提升自身课堂教学水平。第一，更新教育理念。信息科技教师应深刻理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63


毛洪艳，陈秀军 
 

 

DOI: 10.12677/ae.2023.136563 3557 教育进展 
 

解时代的飞速发展给教育带来的影响和要求，深刻理解国家提出核心素养的初衷和目的，以欢迎拥抱的

姿态去革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学习新兴的教学模式，与时俱进。第二，强化专业学习。信息科技是一门

“科”与“技”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信息科技教师要深度理解本学科的科学原理，掌握本学科的主要

知识技能，还要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果，因此，信息科技教师就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

己的数字素养，做到“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综上所述，在这个时代飞速发展、教育快速变革的关键时期，信息科技教师要不断学习，以专业知

识为支撑理解教学内容，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定位教学目标，以教学目标为核心构建教学设计，以贯穿始

终为原则丰富教学评价，以学生学情为原点落实主体地位，要以信息科技学科的视角，落实“素养导向，

学生为本”这一原则，充分发挥信息科技学科的育人价值，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贡献自己的学科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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