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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优化情景导入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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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初中信息技术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素质能力培养，相比于其他学科，教师应该把握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的特点，充分考虑学生接受信息化技术的能力，在教学设计中体现出学生的学习中主体性地位，引导学生能够快速进入

学习状态，不断激发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让初中信息技术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散发创新的思维。基于此，本文对初中信息

技术教学中优化情景导入的应用策略展开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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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课的成功与否，其导入环节是关键。由于学科特点，

初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实践性相对较强，理论知识仅依靠讲解学

生很难有效掌握，为此，导入环节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下文

具体详细论述了如何利用情景导入教学法打造初中信息技术的

高效课堂，以期为初中信息技术教师使用情景导入教学法开展

一系列教学实践活动提供参考。

1 情境导入教学方式的综述

情境导入属于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主要指的就是

教师根据教学的内容，运用多种教学工具，为学生创建更加轻

松、真实、生动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一般情况下，教师都是通过对教

材内容的拓展与深入，为学生创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能够迅速地进入学生状态，充分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让学生能够在情境中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与理解能力进行学习，

从而充分的实现教学的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2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情景导入需要注意的方面

2.1 注意利用情景描述来引导学生学习信息技术前沿，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

情景导入教学法中，有一部分重要的情景导入方式，就是

教师利用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景描述引导学生学习信

息技术的前沿知识。信息技术前沿知识的教学，也是农村初中

阶段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开展的内容之一，引导学生学

习信息技术的前沿知识，有利于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有利于学

生学习效率的提升。教师的情景描述主要包括语言描述、图片

描述等，从各个方面给学生构建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体系，让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探究。例如，在讲述信息技

术在国防方面的前沿知识时，可以利用国防无人机的网页报道、

图片、视频采访等等，通过情景描述，让学生了解计算机前沿，

弥补农村初中学生在信息技术前沿知识方面的空缺。

2.2 注意将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学习与 PPT 情景导入相结

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学习在农村初中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

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基础知识是学生未来学习、工作以及生

活的基石。在利用情景导入教学法时，教师要将 PPT 这一最常

见的情景教学方法与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教学相结合，让 PPT

的知识构建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让学生能够持续高效地参与

到信息技术课堂学习中来，从而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例如，在进行 Office 软件方面的学习时，

一方面教师要利用 PPT 构建情景，引导学生在上机操作的过程

中进行知识、技能的实践操作；另一方面，教师要通过 PPT 讲

解 0ffice 这部分知识，让学生在理论方面学习如何处理数据、

文字、表格，如何进行演示等等，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

2.3 注意通过给学生布置信息技术情景作业来培养学生的

信息技术创新探究能力

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效率的提升、高效课堂的打造，离不

开教师对学生作业的布置。信息技术课程的作业布置一般具有

开放性特点，学生在作业完成过程中具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探究

和创新，因此，教师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课堂的这一特点，给

学生布置信息技术的情景作业，即，教师通过设定一个情景，

让学生在情景设定的前提下进行思考、探索和创新，以此来提

高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设定一个“由

绿色的圆形变成蓝色的正方形”这样一个图形变换的作业或者

让学生对某一段文字进行艺术字方面的处理等等，促进学生在

信息技术课程上探索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

3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优化情景导入的应用策略探究

3.1 导入虚拟教学情境

在初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虽然有一些教学情景能够为

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的情境，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知识，但

是也有很多教学情境是不能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的，这就需要

教师为学生创建虚拟教学情境的方法进行教学。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通

过视频、音乐、图片以及文字的方式为学生呈现虚拟化的教学

情境，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知识的魅力，比如，教师在为学生讲

述与古文化历史或者自然风景相关的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视

频的方式，让学生切身地感受到古文化历史知识以及自然风光

的景色，从而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探究欲望。

3.2 导入游戏教学情境

游戏能够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在信息技术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计算机的便利，按照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为学生设计小游戏，从而引导学生对信息技术知识进行

有效的探究。同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共同参与游戏的设计，

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掌握知识，从而积极地鼓励学生进行游戏

的开发，使学生能够积极的开动思维，进一步培养与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与创造能力。

3.3 导入实践教学情境

教师应该积极地转变教学的观念，重视学生的实践教学，

让学生能够拥有更多实践操作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信息技术能力，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述 PS 相关知识时，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户外活动，并且拍摄相关的照片，而后在回

到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将自己所拍摄的照片进行 PS，从而提高

学生动作操作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综上所述，相比于其他学科教学开展情况，初中信息技术

教师应该从学生学情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学生已有的认知范

围，充分借助于教学情景的优势，不断提升学生对于信息技术

课程的学习兴趣，全面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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