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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信息技术个性化教学的有效开展
孟　晨

（扬大附中东部分校，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信息技术课程是中学教学体系的重要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师不再要求学生机械地掌握多少知识，又

或是能够凭借题海战术在考试中拿多少分数，现阶段更加关注的是学生各项能力提升与个性化发展。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实施个性化

教学于学生学习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因此，如何依托个性化教学之力，打造个性化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在个性化的氛围中成长成为

教育工作者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本文就中学信息技术个性化教学的有效开展策略展开论述，分析个性化教学的本质与来源，提出具体

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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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过渡，个性化教学模式

冲击了传统中学信息技术教学模式，在整个信息技术教学方法中

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引入个性化教学模式能为

学生创设个性化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激发其学习主动性，于高质

量信息课堂的打造也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学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引入个性化教学方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促进

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本文重点论述中学信息技术个性化教学的

有效开展策略，以期为更多教育工作者开展信息技术教育提供有

价值的借鉴。

一、个性化教学的本质

个性化教学指的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避免将学生培养成

同质的人。每个学生对不同教学的兴趣不一，注定其学习效果存

在差异，而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极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素质教育背景下，因材施教成为现代教

育的主题，从学生的需求入手，他们需要什么教什么，这种情况

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教学。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还要秉持生本理念，注重学生个人体验，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个性化教学能够让不同性格、不同动手能力

和不同家庭环境造成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都得到各种能力的提

升，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个性化教学的来源

“个性化教学”是教育改革背景下提出的新理念，其主张

教育工作者恢复学生的主体地位，化“结果式”教学为“过程式”

教学，主张学生参与学习，做学习的体验者。现阶段，个性化

教学模式成为当代主流的教育模式。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应

用该模式具有实践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个性化教学体现

三个主题—尊重个性、张扬个性、发展个性，三者之间是循序

渐进的，缺一不可。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学家孔子就指出

了因材施教，其为个性化教学的最初模式，肯定了学生的个性。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指出，教育要恢复学生的自主性。其

提倡个性化教学。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引入个性化教学能够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同时也符合新课标改革的理念，能够加

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三、个性化教学方法

（一）巧用游戏教学法，创设个性化学习氛围

初中生是一类特殊群体，其心智不成熟，对待新鲜事物的好

奇心比较强，但又不持久，面向该类群体的信息技术教育教学要

契合其身心发展特征，体现个性化教学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引入

游戏教学法能够活跃课堂氛围，使其沉浸在个性化学习氛围中，

最大限度调动其学习主动性。例如，教师在打字训练过程中，可

引入“金山打字通”，鼓励学生利用该软件打字测速，相比于传

统打字模式，趣味性更强。其次，教师还可鼓励学生玩打字游戏，

如“打地鼠”，每个地鼠头上都有相应的字，每个字呈现的时间

为 3s，学生在这个时间段内输入正确的字才能保证锤子落到袋鼠

的头上，最终利用后台统计学生的打字情况，为学生创设个性化

的学习氛围。例如，教师在“计算机系统的组成”中的硬件系统

教学中，教师可设置抢答游戏，利用多媒体播放计算机的某个部分，

然后让学生举手抢答，举手速度最快的学生获得抢答权，答对记

1 分，答错不扣分。最后由教师统计得分最多的学生，并给予其

相应奖励。

（二）巧用案例教学法，提高个性化学习体验

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往往根据教师的教学思路思考问题，

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思维定势，不利于突破书本的束缚思考新的

学习内容。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教师要依托案例教学法之便，给

学生演示相关操作。例如，教师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节教学中，

教师可引入多个案例，如小王同学收到一则短信：王先生，恭喜

你成为本周的幸运玩家，我们将赠予您 2 万奖金，点击以下链接

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兑换；天气预报报道，明天会有暴雨，请大家

做好防寒准备；小刘的妈妈了解到邻居家的小孩在英语考试中获

得了 100 分。通过引入多个案例让学生分析如何获取信息。为了

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教师还可鼓励学生选择特定的主题进

行搜索，在此基础上整理信息，提高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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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思考的最美逆行者”“十九大精神”。然后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实际需求搜索相关信息，一些学生通过在互联网上查找相关

信息获得相关知识，还有一些同学关注新闻，在新闻中获取信息，

还有部分同学听家里的老人讲相关信息。总体来看，信息获取的

渠道有很多，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搜索信息，提高其个性化学习

体验。

（三）巧用小组合作法，实施个性化资源分配

合作学习是新课改倡导的三大学习方式之一，与自主学习、

探究的不同之处为该学习具有社会性特征，能够联动师生、生生，

有利于实现个性化资源分配。小组合作学习被称为近十年来最具

成功意义的教学改革思路，对此，教师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可

引入小组合作教学法，打造个性化课堂。例如，教师在计算机安

全相关教学中，可按照异质原则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学生

控制在 5-6 人）。然后让各个小组学生探究计算机安全是什么，

可以让其谈谈身边发生过的计算机感染病毒的案例，并详细阐述

计算机中病毒后的变化。部分小组同学利用互联网整理了部分地

区计算机病毒感染状况，如 2017 年，重庆地区有 55.8w 台计算机

感染病毒，且病毒种类多样，如木马病毒、黑客病毒、宏病毒等。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乘胜追击，布置多个导学问题，如计算机病

毒特征、危害性与传播路径。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总结这些内容，

实现书本资源与网络资源的个性化配置。

（四）巧用任务驱动法，促进个性化能力技巧

传统教学模式下，部分教师按部就班讲授书本内容，采用“宣

读”式教学模式教学，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

用革除了这种弊端，将教学内容分为若干项目，引导学生以小组

形式合作探究，改变了以往“结果式”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参与，

于其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积极作用，也能促进学生个性

化发展。首先，教师要布置多个分项目，例如，在制作演示文稿

相关教学中，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制定项目流程（构思结构—提

炼标题—加工素材—设定风格—设计目录—发布作品）。其次，

教师要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并让每个学生设计个性化的组名，

如部分小组设计的组名为“创新组”，还有部分为“突飞猛进组”，

还有部分小组为“笨鸟先飞组”。分组完成后，由各个组的组长

根据各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分配任务，使每个学生都能完成特定的

任务。部分同学负责选择主题，如“四季的颜色”，一部分同学

负责收集各个颜色的理解的图片，如春天冒出地面的一株绿色的

小草、落叶满地的秋天、白雪皑皑的冬天、荷花满池的夏天。通

过构思不同季节的景物，并以此为基础串联演示文稿内容。然后

再让学生根据不同季节的景物提炼标题，如春之景可引出“春意

盎然”，夏之景可引出“夏日炎炎”、秋之景可引出“秋色宜人”、

冬之景可引出“冰天雪地”。通过细化各个标题明确文稿内容。

接下来，学生要进一步处理素材，可根据各个小标题的内容选择

特定的景物，如“冰天雪地”，可融入雪人的图片，“秋色宜人”

可引入红色枫叶的图片。再接下来，学生还有优化演示文稿风格

设定，如部分内容呈现的形式，是呈百叶窗展开还是上下翻动，

学生还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演示文稿的播放时间。最后还

要根据演示文稿的内容进行目录的设计，使阅览者清晰地看到演

示文稿内容，最后发布作品。最后，教师要对学生演示文稿制作

情况进行评分，可引入互评、组评、师评多种模式，使学生得到

最客观的评价，促进其个人能力提升。

（五）巧用分层教学法，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由于初中生生活背景、学习方法存在差异，其学习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有差距。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教师要应用因材施教原则，

巧用分层教学法，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选择教学内容，促进每个

层次学生能力提升，进而促进其个性化发展。例如，教师在加工

与制作图片一节教学中，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制定分层教学计

划，将学生分为 AAA、AA、A 三个组，A 越多学生学习能力越强。

对于 A 级的学生，教师可让其探索获取图片的方式、图片类型及

格式等内容。对于 AA 级学生，教师可适当加大教学难度，要求

学生进行简单的图片加工。对于 AAA 级学生，教师要注重其实践

创新能力的培养，可要求其利用画笔绘画，也可为其布置一些作业，

要求其利用仿制图章工具进行图片处理，在此基础上插入文字，

最终形成完整的图片。通过实施分层教学使不同层次学生的能力

有所提升，进而促进其个性发展。

四、结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部门对中学信息技术教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该学科教学要突出与时俱进的原则，同时还要

依托个性化教学之力，打造个性化的信息技术课堂，促进学生个

性化发展。总体来看，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引入信息技术能够为

学生创设趣味性与实效性兼备的课堂环境，这种环境下学生能够

充分张扬自身的个性，于其潜能的挖掘也有积极意义。此外，教

师还要依托信息技术之力整合教学资源，注重学生个人体验，实

现课堂的人人参与，将教育改革推到发展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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