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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三原因、三策略”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王东旭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对培养高质量信息技术人才起到了奠基作用。但目前在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存在三种问题，分别

是“课程重要性被忽视、教学方式陈旧、课程及教师边缘化”。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点“传统思想的束缚、传统大规模教学的

质量不佳及家长、师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认知偏差”。针对以上问题在“改变师生观念、融入人工智能，实施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明确

教学目标，联合多学科培养人才”三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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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作为当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和网络强国的战略支撑 []。因此，培养信息技术人

才无疑成为了现代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对培养信息技术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但是家长、学生、

教师乃至社会在现阶段对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认识存在一定的

误区。因此，本文分析了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存在的三方面问

题及其相对应的原因和解决策略，以期能为提升中小学信息技术

教学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二、“三问题”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目前，我国各地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但在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会遇到许许多多的

问题，有的学校占用信息技术的课时为语数英课程教学所用，有

的学校匹配专业不相关的教师来给学生上课，有的甚至走入“死

胡同”，取消了信息技术课程。在现阶段家长、学校和社会层面

对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的理解存在误区，一些信息技术

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问题，不明白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信息技术

课程、应该怎样开展有效地信息技术教学、国家需要怎样的信息

技术人才。将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归纳有如下三类：

第一、认为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不敌语数英等主干课程，

必要时信息技术课程可有可无。

第二、在教师进行信息技术教学时仍单纯地采用班级授课制，

教学方式陈旧，教学效果甚微。

第三、信息技术课程及其教师边缘化现象严重，信息技术课

程与其他学科知识衔接不紧密。

三、“三原因”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为了更好地改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发挥信息技术课程潜

在的巨大价值和高素质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极有必要对这

些问题进行分析，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传统思想束缚信息技术教学

我国隋唐时期就以科举制选拔人才，这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

度使平民家子弟也能出人头地。因此，这种严苛的以分数高低为

评判标准的选拔制度自古就根植在了中国人的思想中。现代以来，

随着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以及升学考试制度的完善，中高考被视

为出人头地的代名词，在我国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观念中认为学

生考上一个好高中是成功的一半，升入一所好大学就万事大吉了。

为此一些家长更不惜花费巨大代价把孩子送进国内知名的“中高

考工厂”进行“闭关修炼”。通过笔者观看的关于某“高考工厂”

的纪录片发现，这些学校完全是以升学考试为目标对学生进行授

课，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而在我国现阶段的考试科目中只

有极少数的省份将信息技术纳入到中高考里，有的省份虽开设了

信息技术的考试也只是让学生在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其评价

考核制度与高考科目存在明显的不平等。

若抛开这些“中高考工厂”，将目光转至普通中小学，我们

也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在课表中每周会安排一到两次信息技术课

程，但是每逢期中、期末考试，信息技术课程就要为考试科目让路，

信息技术课时被明显减少和压缩，信息技术教师被明显边缘化。

因此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思想严重地阻碍了信息技术课程重要性

的提升，阻碍了其内在巨大价值的发挥，更阻碍了培养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的奠基之路。

（二）大规模教学导致教学质量不佳

1632 年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首次从理论上论述了班级

授课制，其多种优势被国内外广大学者发现并开始采用这种教学

组织形式。1862 年我国在京师同文馆中首次采用班级授课制。但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班级授课制的大规模培养学生和集体教

学这一优势在类似于信息技术这类具有实操性质的学科课程中也

成为了弊端。我们不妨想象一幅这样的画面：学生在上课前纷纷

走入计算机教室，教师将本节课需要讲授的课程传递给学生，学

生在电脑前进行操作练习。若深入剖析这一幅普通又平静的画面

却能发现里面蕴含着多种阻碍了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问题。首先，

学生进入到计算机教室，出于对计算机的好奇或者对电脑游戏的

渴望，极易出现课堂秩序混乱的现象，每节课上课前教师需要花

一定的时间去维持课堂秩序。其次，在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一

般会控制学生端的电脑进行集体演示，学生会因电脑被教师控制

而产生厌烦情绪，从而知识的接受和构建能力降低。最后，当教

师进行完集体演示将权限下放给学生进行实操时，学生又会因为

前一环节知识的缺漏而导致不会操作，举手向教师请教，教师难

以一一解答；学生之间互相请教，课堂秩序难以维护。往复如此

形成了恶性循环，教师的教学兴趣下降，学生的技术掌握不牢。

（三）认知偏差导致信息技术课程及教师边缘化

综合文献研究，笔者认为在家长、学校乃至社会层面对“信

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信息技术教师的职能、信息技术对学生发

展起到的作用”这类问题的认知存在偏差，这是导致信息技术课程、

信息技术教师边缘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首先，传统思想认为

既然信息技术课程没有被纳入考试科目，它就理所应当的被归为

“副课”来对待，为“主课”让路；其次，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不受重视，常被视为非教学人员 []。信息技术教师日常工作的重

心由信息技术教学偏向了学校机房、网络的维护、实验室管理或

者直接转至行政岗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作为学科课程中

的一门具有实践性质的课程，信息技术课程对学生身心发展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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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教学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不明显。而正是因为信息技术课

程与教学没有发挥它潜在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家长、学校和社会

层面就会认为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本无大用，这一认知偏差无疑

是导致信息技术课程及教师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当然，上述三点

对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师边缘化原因的解释并不能独立开来，而是

三者形成了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才导致了边缘化现象的出现。

四、“三策略”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前述有关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的问题深刻地反映出了家长、

学校和社会对于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中的错误观念以及信

息技术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的不妥。因此，若想要这些问题得

以解决还必须要从纠正观念，改变教学方式和明确教学目标上“三

管齐下”。

（一）改变师生观念，提升课程地位

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真的不重要吗？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信息技术的海洋中，享受着信息技术

带给我们的巨大便利，没有人会否定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也没有

人会否定我们现在所享受的高水平信息技术的背后是一代代信息

技术人的付出与努力，所以更没有人会否定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

的重要性。可是把信息技术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到教学中来，受到

应试教育思想加之在一些省份没有将信息技术纳入到与语数外等

科目具有同等地位的考试科目中去的影响因素，它的重要性就被

大打折扣甚至被忽略。那么是否将信息技术设置为具有同等地位

的中高考科目就可以改变家长、学校和社会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偏

见了呢，是否就可以培养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了呢。笔者认为

实则不然，当人们的思想观念披上了应试教育的外衣就必然会戴

上有色眼镜去审视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的重要性。所以，解铃还

须系铃人，若要提高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的重要性就必须“脱掉

外衣，摘掉眼镜”改变观念，使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回归到真正

属于它的地位中去。

（二）融入人工智能，实施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在班级授课制这种大规模的教学组织形式下实施具有实践性

质的信息技术课难免会带来如前所述的一些弊端，从而导致信息

技术教学质量下降。那么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是不是不能采用班

级授课制了呢，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过于绝对。在智能化的今天

许多过去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不妨在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融入人工智能元素来实施大规模个性化教

学。

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在考虑到培养目标对学生

的要求之外还必须要顾及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需要、思维特点

等方面的因素。根据多元智力理论可知，学生的智力在多维度的

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个别差异性。因此在进行信息技术教学前，教

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测试，用智能手段对测试数据进行可视化分

析，根据数据显示结果对学生进行分组，同一组别的学生在一定

方面具有共同特点。在教学中对不同组别的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

对同一组别的学生进行大规模教学，再对同一组别的学生根据其

个别差异性进行个性化教学。

（三）明确教学目标，联合多学科培养学生信息技术素养

《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中指出，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是一门旨在全面提升学生信息素

养，帮助 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与技能、增强信息意识、发

展计算思维、 提高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树立正确的信息社会

价值观和责任感的基础课程；课程提供学习机会，让学生参与到

信息技术支持的沟通、共享、合作与协商中，体验知识的社会性

建构，增强信息意识，理解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提高信

息社会参与的责任感与行为能力，从而成为具备较高信息素养的

中国公民 []。基于以上课程标准反思现阶段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学是否已经完全契合课标的规定，笔者认为很少有教师能够自信

地回答“我做到了”。所以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还需仔细理解课

程标准，认真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此外，从课程标准中笔者发

现信息技术课程并不是以一种孤立的形式存在，它可以与多种学

科课程之间建立其紧密的联系：首先，课标中指出高中信息及技

术教学要发展学生计算思维，因此信息技术教学与数学教学是分

不开的；其次，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较高信息素养的

中国公民，这就意味着在信息技术教学中绝对不能忽视对学生思

想政治的教育。在智能化时代，网络暴力现象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盗取他人信息从而构成违法犯罪的案例愈演愈烈，笔者认为这些

问题的出现与教师在信息技术教学中没有很好地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是分不开的。因此，除开设专门的道德法制课与思政课程外，

在其他各学科教学中渗透道法与思政教育也极其重要。最后，在

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必然会讲到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以及在操作计

算机时必须要掌握的英语词汇，这无疑又间接地激发了学生对历

史和英语的热爱以及相应的民族自豪感。综上所述，教师在进行

信息技术教学时定要明确教学目标，在进行信息技术知识的传授

时须将其他学科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较

高质量的信息技术人才。

五、结语

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信息技术巧妙地融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

各个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共同发力是为国家输送大量高素

质、多元化信息技术人才前提和保障。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现阶

段国内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存在诸多阻碍其发展的问题。从多

种角度剖析其中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是我们当前面对的

巨大挑战。我们相信，教师明确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目标，改进

教学方法，全社会自上而下的转变对于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与教

学的观念，改变认知上的偏差，必将会使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发

挥其潜在的巨大的育人作用，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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