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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兴”为本，以“趣”促质
——信息技术课培养学生自主性刍议

姜丽英

（澄城县城关中学，陕西 渭南 7152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对于高中信息技术教师所开展的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主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

方法，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时，重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采用多种手段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有效提升高中信息技术课

程教学质量。基于此，本文主要对信息技术课培养学生自主性刍议进行了探究，以期帮助学生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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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采用课件的形式进行传授，在课堂中占

据了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教师讲课占用二十分钟，给学生演示

如何操作占用十分钟，剩下十分钟是学生自主完成课堂练习的时

间，最后教师再进行总结和评价。这样的教学方式，逐渐会使学

生个体差异越来越突出，导致整个班级的学习能力失衡，教学进

度受到很大的阻碍。教师教学模式传统，教学内容单一，已经养

成固化的教学习惯，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提高学生学习的

自主性。

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进行实践操作，教师把知识

重点部分全部采用课件的方式呈现出来，再安排学生利用所学的

相关知识进行练习。这样的教学方式会有一些弊端，教师对教学

任务划分不清晰，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学习过程中

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久而久之这些问题产生积压，而且难以解决。

二、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培养学生自主性的方法及策略

（一）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高中生面临高考，学习压力重大，在这种紧张的学习氛围中，

要让学生缓解压力，营造舒适愉悦的学习氛围。现代信息技术教

学本身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推动学生的学习主动力，使学生能够

保持热情饱满的学习状态。而高中生正是处于青春萌发时期，他

们对网络、游戏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在信息技术课程中也有很多

适合他们的游戏。

例如，在进行鼠标操作的讲解时，教师先将操作过程演示出来，

然后给学生充足的练习时间，让他们进行反复练习。教师可以利

用纸牌、扫雷等游戏引入，安排学生进行鼠标操作的练习，最终

学生们都能从中受益，找到一些小窍门和参数设定。这样的教学

手段，能够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达到在玩中学、学中玩的

教学目的，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二）问题导向教学方法，有效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随着素质教育不断深入，教师需要改善教学思路，不断推陈

出新，创设别出心裁的教学模式，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善于利用网络资源设计学习任务，丰

富有趣的教学内容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助于提升学生创新

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对信息技术自主学习的能力。

例如：在《制作动画人物》一节时，教师在课前布置几个问

题：1.“在制作动画人物时，需要使用工具箱中的哪几种工具呢？

同时起到怎样的作用呢？”2.“如果制作时出现操作错误，我们

怎样才能快速修改？”然后，在上课过程中，教师结合布置的问

题对学生进行检测，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对答如流。在教师正确

引导下，再次观看多媒体视频，学生在观看的过程重新整理思路，

在操作时能够从实际应用中找到答案。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深

层次挖掘学生潜在能力，鼓励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探究，最终达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交给学生主动权，提升课后复习效果

信息技术课程即要求学生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又要注重实际

操作能力。教师只有严格要求学生，充分利用课下时间进行反复

练习、操作，才能获得出色的学习成果。如果对课下练习不提起

重视，学生在专业技能上会渐渐生疏，时间久了，实践操作能力

会极速下滑，使课堂教学效果难以得到提升。因此，教师应及时

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可以构建网络资源库来筹划学生课下复习的

学习任务，资源库的功能就是让学生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利用网络

技术进行复习，能够有效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让学生感觉

信息技术课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就感。

例如：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 PPT 制作作业，要求他们利用 PPT

来介绍“美好的一天”。学生在完成 PPT 作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QQ 群、微信群、电子邮件、抖音等网络软件发送给教师，教师将

作业的评价再通过以上途径反馈给学生，从而实现师生、生生互动，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三、结语

总之，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模式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转变，其在高中教学阶段起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挖掘新颖的教学资源，使

信息技术课堂增添更多的趣味性。这样的教学手段，不仅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还能为教师创新教学形式、优化课堂设

计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件和教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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