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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当下，中小学信息技

术教师在进行课堂的开展时，要坚持做到设计导入环节，提升

教学质量；培养创新思维，体现主体地位；多元教学方式，巩

固教材知识这几大关键方面，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中小学是学生习惯培养的

重要时期，也是他们形成学习兴趣的关键阶段。因此本文将结

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对该论题进行深入阐述，为广大教育工

作者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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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主要工作是传道、受业和解惑，并对

信息知识进行积累。因此就需要教师自身具备丰富的学科涵养，

普及高质量的课堂教学。而且中小学生不应该只享受信息化带来

的新环境，还要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渐参与到校园信息建设之中，

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集体精神、劳动意识、信息理论及活动技能等，

促使学生能够全面的发展。信息基础教学还要适应社会知识爆炸

所带来的状况，使其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掌握新型科学技术，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设计导入环节，提升教学质量

兴趣是中小学信息技术学习的关键，是能够提高其学习有效

性和巩固知识基础的前提。因此教师应当充分激发出他们对信息

技术学科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注意力。以此进行有效的学前导入，

提升课程的教学成效。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要利用新型的导入模

式来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富有趣味性的信息技术课堂，不再处于传

统意义上枯燥无味的学习环境之中，而是更享受知识点学习的过

程，提升他们自身对教学的参与度。教师可以在课程导入时采用

提问式教学的方法，结合着他们的兴趣及年龄特点，在备课时设

置多种富有深度和乐趣的问题进行导入设计，让中小学生们能够

带着疑问进行信息技术的学习。

例 如， 在 学 习《 认 识 计 算 机》 这 一 章 节 时， 首 先 教 师 要

向学生们提出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计算机有着什么样的

功能吗？它是怎样工作的呢？你们认为学习计算机的意义是什

么？”等等。当问题提出后，学生们就会在疑问中激发出探索

的热情，更好的进行信息技术学科学习。与此同时，还能够为

他们带来较为明确的重难点，激发出信息技术学习兴趣，进而

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

二、培养创新思维，体现主体地位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总是喜欢把知识点

由粗讲到细，这就让学生们得不到充分的思考空间，只是将其

一股脑的灌输给他们，使之被动的接受。而且这种死板的“填

鸭式”教学也会将信息技术课堂气氛变得枯燥压抑，导致他们

无法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今后的做题过程中遇到类似的知识

点，仍会没有自己的解题思路。因此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设

置抛砖引玉的环节，为学生讲解有关信息技术知识的重难点，

引导其进行自主尝试性学习，充分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体现在信息课堂中的主体和中心地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

能够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还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

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例如，以《遨游因特网》为例，其中的网址搜索便是教学的

重点。因此教师可以对网址的填写和网页浏览的方式进行简要讲

解，要求学生要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对该部分进行探究。现如今，

网络的使用具有普遍性，网页搜索算不上难点，只要学生能够专

注听讲并勤加练习，便可以成功掌握。教师还要将其分成小组，

把不会的要点与组员商讨研究，最终进行归纳总结。与此同时，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来进行教学难度的切换，为他们布置

适当的学习任务。比如在网页中加入音乐或者动画内容，使其能

够利用自己的信息技术思维亲自解决生活实际问题。进而有效提

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形成创新型思维。

三、多元教学方式，巩固教材知识

教师在信息技术的授课过程中，大多时间都在进行课件演示，

学生则会产生无聊甚至枯燥的情绪。因此教师应当采用“少讲课

多练习”的方法对知识点快速详细地讲解，清晰、直观地为他们

演示。将剩下的课堂时间转变为自主练习，让学生对不会的知识

点进行询问。最终将这些集中性的残留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

解决。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巩固教师所讲解的知识点，还

能够提升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例如，在对《添加文字》这课进行讲解时，教师就可以给学

生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基本知识点的讲解，之后要让他们展

开自主性练习并互相探讨。还应当注重新旧知识的结合学习，让

学生将以往知识点有效的应用在新知识的练习过程中，提升他们

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逐渐形成核心素养。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小学信息技术的本质则是运用现代的教育思想、

理论及新型互联网技术，将校园环境构建成信息网络全“覆盖”

的模式。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坚持做到以上几点方面，

不断提高学生的技巧与能力，继而在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的同时，

也让他们的学习水平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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