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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是当今影响最广、渗透力最强、发展最迅速的

科学技术之一，特点是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和多媒体化。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学习方式与教育模式的重大变

革，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产

生了巨大冲击。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信息化的学习环境，推

进教师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课程

教学，获取丰富的信息充实教学内容，使整个课堂呈现出开

放性的特征，使每个学生乐于参与学习，增加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让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信息化背景下化

工专业教学常用模式答题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  利用网站式教学

利用专题网站教学模式是以网站形式呈现的，要求学校

有校园网、网络教室等资源环境，老师和学生还要熟练掌握

基本的办公软件和网络交流讨论工具。教学内容和教学素材

是网站技术人员开发设计的。上课教师要根据课程和学生的

实际情况，调整设计上课内容的网页。教师首先提出教学目

标，根据教师提出的目标，学生在网上开展自主学习、小组

学习等，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筛选整合信息、独立思

考和合作探究的能力，进而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具体步

骤是：

1.1 情境导入，激发兴趣。教师通过图片、故事、名言名

句、社会热点、活动、视频等多种形式，利用信息化手段设

置课程情境，导入新课。这个环节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尽快进人学习状态。

1.2 明确要点，合作学习。导入新课后，教师在网页上出

示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和学法指导，指导学生按

照学习目标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学习，当学习过程

中出现困境时，可以通过查找学习资料、网上搜索等方式自

行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求助同学共同探究，合

作学习。这个环节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陪伴者。

1.3 相互交流，达成共识。在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

基础上，教师组织学生利用网络工具进行集中讨论。对教学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再次加以强调，对学生合作学习中有争议

的问题，反复讨论，各自发表观点，最终达成共识。这个环

节学生的质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创新思维等得到了充分

锻炼。

1.4 网上测试，客观评价。课堂学习结束后，教师在网络

上设置测试页，学生进入测试页进行测试。通过测试，教师

能够掌握学生本节课学习的整体状况，也能够了解每个学生

的个体差异，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进

行评价和辅导。这个环节教师能够清晰地了解整节课的教学

效果，对学生个体进行客观评价。

1.5 课堂小结，知识延伸。课堂学习和网上测试后，学生

要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收获进行总结。教师要进行适当

的点评，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本节课学习中的优缺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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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节课进行修正。下课前，教师要布置课后作业，对本节

课学习内容加以巩固，并适当地拓展延伸，以满足不同层次

学生学习的需要。

2  问题探究式教学

问题探究教学模式是在培养学生合作探究能力指导下展

开的，在教学实际中使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并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来解决问题。要求学生能够在合作中提出问

题，在问题的探索中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探索的兴趣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组织者和引导

者，计算机和网络交流工具是媒介。它的教学步骤为：

2.1 提出问题。问题是思维的起点，问题促动人去思考。

教师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本节课教学目标和学生知识

储备、社会实践的实际，提出问题。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

题，经过自学、研讨也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引发思考讨论。在

这个环节中，教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激发学生积

极思考和讨论的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2.2 研讨探究。问题探究教学模式的核心是研讨探究。科

学的分组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根据学生的学习成

绩、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因素，教师给学生划分小组，一

般 4-5 人组成一个小组，学习成绩在班级1-10名的学生为各

组的小组长，有组长分别在名次在 11-20、21-30、31-40 区

间的学生中挑选本组的其他成员。小组分好之后，根据每一

个成员的成绩和能力安排任务，可以个人自己完成，也可以

以一人为主，小组成员共同完成。教师要掌控所以学生完成

任务以及讨论的情况，控制全局。

2.3 做出解释。学生通过研讨探究，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必然会有一些议而未决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组内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全班交流，取长补短，最终梳理出解

决路径，得出结论。

2.4 拓展深化。课堂讨论后，教师要指导学生对本节课内

容进行梳理总结，整理出知识体系。在问题解决和梳理的过

程中又引发新的发现，拓展探究。

目前这两种教学模式在实施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专题网

站的质量参差不齐，内容也良莠相杂，中职学校学生学习主

动性比较差。师生之间加强互动和合作，发挥教师的指导作

用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潜能，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中等

职业学校化工专业的课堂必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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