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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计算思维培养探索 
廖秋平 

（江西省德兴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德兴市  334200） 

摘要：新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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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信息技术基础性理论知识与
技能、增强信息意识、发展计算思维，无疑对加快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和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在新课程标准实施下，高中信息技术课
程所确立的课程目标、内容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学生在知识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不足，如何运用计算思维培养模式进行信息技术
课程教学是当前值得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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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一系列新概念
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已经走进数字时代、信息社会。面对信息化

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提升

学生的信息素养，使我们的学生在信息社会中能从容地生存和发
展。此次，我们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将计算思维确定为课程的学

科核心素养，计算思维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计算机科学学科之内，

同时对其他学科学习及个人发展都具有同等意义。 
一、高中信息技术计算思维的实际内涵 
1.计算思维 

所谓“计算思维”，即运用计算机系统去解决一些问题，主要
是将相关问题转化为我们熟悉的内容，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数据分析

和整合，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计算思维与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有

机衔接主要强调了对学生群体的思维开发和引导，在此形势下，具
有丰富的信息数据资源，学生可在海量的资源中寻求适用于解决相

关问题的多种处理方案。 

2.高中信息技术课程 
对于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解读主要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及价

值理念，结合学科核心素养进行系统阐述。首先，知识技能。计算

思维和课程教学有能够机融合，旨在保证学生能够用所学的知识技
能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提升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其次，过

程方法。根据教师安排的学习项目，学生需要确定信息来源和类型，

选择适宜的信息化手段进行整合和分析信息数据，最终形成学习报
告。与此同时，还需要选择合适的信息化技术对信息进行甄别，也

就是说能够有效区分哪些信息数据有用，哪些可以剔除，并将有用

的学习进行储存和管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呈现、观点表达、
协作探究及交流。另一方面，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够

根据自己所学的信息技术制定系统的计划，并对信息进行快速加工

检索，与其他普通高中学科进行交叉，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完成以上教学活动后，通过对学习进行评价，主要是采取学分认

定制度和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在评价过程中进行及时反馈

学生的学习状况，改进学习，优化教学，评估学业成就。 
最后，价值理念。在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激发学生群

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去学习相关基础知识。即要在教学过程中要

贴近生活，促使思维意识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教学时要引导学
生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在实践过程中，教师不再是主导作用，通

过科学引导，学生自主性去思考探索信息化技术知识，遵循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来提升学习能力。总之，在教学过程中，以学
生信息素养为导向，做到知识技能、过程方法及价值理念的有机衔

接。 

二、高中信息技术计算思维培养方法 
1.优化教学模式的设计 

教学是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这个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途径。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突出“先学后教，学主教
从”的教学方法，采取项目式教学，重构教学组织方式。教师在项

目式教学时，要多为学生创设情境，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自主

解决问题，反复去亲历计算思维的全过程。提炼出共性的问题进行

集体教学，并适时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在小组学习讨论时，
引导学生在交流探讨中使用思维导图等数字化工具，梳理在“头脑

风暴”活动中的观点，共同提升思维与能力，也可以将合作探究纳

入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开展更深入的交流合作。 
例如，教师提出用 Python 语言来解决问题：将给定的华氏温度

转换为摄氏温度。可以列出以下代码： 

>>>f = float(input(“请输入一个华氏温度：”)) 
>>>c = 5*(f-32)/9 

>>>print(“摄氏温度：”,c) 

这样的代码简单易懂，但课堂教学不能满足于让学生掌握这一
代码，而要引导学生结合该组代码进行思考和讨论。如有的学生提

出将“摄氏温度转换为华氏温度”，有的学生提出打印供医务人员

使用的指定范围的华氏摄氏温度对应表。对此，可先让学生自主进
行算法讨论和程序编写，得出计算结果后再结合已经学过的数学知

识进行验算，检测代码改编的正确性，从而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发展学生的计算思维。 
2.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思维 

教师教学，最重要的不是传递知识，而是让学生懂得掌握知识

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教师不要一味地对学生直接讲解
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而是在教学时将自己放在引导的位置，将教

学的对象——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这样教师可以进行有效教学。 

例如，在教学《算法和程序设计》时，教师在导入时可以询问
学生：“为什么电脑称之为电脑？”引导学生明白：“电脑是模仿人

脑进行工作，计算机在解决问题上，相当于是人脑解决问题的扩展，

我们还需要基于人脑解决问题过程去学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一位猎户带着猎狗、兔子、小青菜过山。他在时，三个都在，

没有减少，他不在时，猎狗会吃兔子，兔子会吃小青菜，请同学们

思考，猎户怎样平安地带这三种东西过山？并且让学生将思考步骤
写出来，同时也让学生思考人脑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引导学生总

结：先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对其进行

验证，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此时，教师再询问学生计算机能不能
自己解决问题？引导学生明白计算机解决问题需要将问题转化为

算法，再转化为计算机程序，再让计算机执行程序。这样，学生一

步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过程中自己进行思考反思，提高自身
的思考能力。 

3.发挥计算机计算的效率 

将计算的思想和方法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提出在日常生活中不
能短时间完成计算的案例，能让学生感受到计算机计算的优势。学

习递归与非递归算法，我们可以用汉诺塔问题来创设项目教学情

境。汉诺塔问题中的随着套盘数的增多，计算量会增大，开始可以
模拟三个套盘的情景，三根套盘柱子 X、Y、Z，用计算机程序计算

模拟运行的过程为 X→Z，X→Y，Z→Y，X→Z，Y→X，Y→Z，X

→Z，随着套盘数的不断增多，模拟的过程和运行时间也会相应的
增加。接下来采用人工计算，并且记录时间，这样通过对比，学生

可以感受到计算机计算的效率以及在计算一些相对复杂问题上的

优势。教师也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案例，例如疫情期间，我们经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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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阶段，“首因效应”被普遍应用，但又仅局限于用教师个人形象

和精彩的第一堂课本教学来吸引学生。笔者提出应将语文学科看作

独立个体，让学生在进入正式教材学习之前，对学科从宏观上有一

个正确的积极地认知，目标是让学生在喜爱老师的同时，真正喜欢

上语文这门学科，正确认识到语文的重要性和实用性等。教师要选

择恰当的时机建立这一积极的“第一印象”：小学一年级、七年级

开学第一堂语文课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有针对性的旨在给学生留下

“语文印象”的“开学语文第一课”，引导学生爱上语文，发现语

文的美，为构建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意识打下基础。如果，学生在

正式学习语文之初未建立起对语文学科的积极认知，或者因为枯燥

的课堂留下不好的第一印 象，甚至对学科产生心理“偏见”，将严

重阻碍后期学习积极性以及自主性。  

“语文第一课”的内容自然不是第一堂教材上的语文课，语文

学科的认知即认识语文， 可以涉及语文的趣味性，生活中的语文

现象，语文的实用性，语文的幽默性，语文的情感特征，语文的文

化内涵；母语自信等。并与美好的语文老师形象相结合，让学生对

语文学科和语文老师都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让学生发现语文这门

学科的魅力，那么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To Build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The first Chinese Course”on Renewing the Applying of Primary 

Effect 

Abstact:: The Applying of Primary Effect is limited in teachers’ 

personal charisma  and 

teachingtermofthefirsttextonthebooks.AsasingleSubject ，

Chinesshouldbetakenastheanobject where Primary Effect works. If 

teachers lead students to set up a correct cognition forChinese, 

such a positive first impression smoothly will engendered that will 

improve their Chines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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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核算检测，而核算检测本身是一个比较费时，费力，费钱的

复杂过程，所以现在低风险地区都是采用十人一组的混检法。可以

用这个项目情境，引导学生去梳理混检法的算法，甚至去思考其他

更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二分法查找混检，尝试用递归和非

递归的思想来实现。 

4.把握计算思维的特性 

在了解完信息技术与计算思维二者关系的基础之上，再加以掌

握计算思维的有关特性，那么对于之后的计算思维培养可谓是事半

功倍。计算思维其本身是数据、结果、运算逻辑相对独立，运算逻

辑可以重复运行与不同的数据源和数据集，获取稳定可靠的运算结

果的一种方式。计算思维的目的是求解问题、设计系统以及理解人

类行为，其本身是抽象、自动化的。因此在学习信息技术过程中，

学生应该慢慢体会和运用与合理利用计算思维的特性。关于这一块

的内容、教师可通过讲课与计算机有关程序的视频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学生进行理解。 

例如，教师在讲解每一个特性的同时，可以搭配一个相应的程

序视频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计算思维的特性有关知识。如计算思维

的特性之一是属于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计算机的思维方式，对此

可以找寻一段有关程序员设计计算机系统的视频，从而进一步诠释

计算思维是人的思维被设定在计算机之中。而非计算机本身的计算

思维这一特性。 

5.教师构建信息知识体系促进学生综合思维的养成 

教师要衔接各个信息知识的过渡，让学生学会在新旧知识之间

进行联系。教师要辅助学生对于信息技术的知识构建完整的体系结

构，对知识进行综合和整合，使学生在计算思维发展的基础上促进

学生综合思维的发展。 

例如，在教学《加密与解密》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就把密码盗

窃与防盗分析表给学生，让学生在预习后填写表格。教师可以引出

数据安全、密码的话题，在多媒体上展示数据安全性测试，并让学

生记录密码破解的时间。比如在第 5 位，第 7 位和第 9 位的密码上

分别测试，看看解密分别需要多长时间，学生对解密的时间进行记

录，教师可以根据实践的结果再询问学生：“如果密码中还含有字

母，破解的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然后，教师再请学生讨论

创建安全密码的措施与方法，引导学生对创建数据安全措施进行总

结，例：可以限制账户登录次数，验证码，指纹，人脸识别等措施。

这样，学生会对前面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整合，有利于学生计算思维

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有机契合了以学

生的信息素养为核心总目标。新课程标准提出的基于项目式的学习

还原了学习的本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重构课堂教学组织方

式，加强学生的探究学习，多创设贴合学生认知的项目情境，引导

学生运用计算思维去完成项目，让学生学会抽象问题特征，建立模

型，善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对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系统化，能够迁

移到类似问题的解决中，在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过程中形成对人与世

界的多元理解力，负责、有效地参与到社会共同体，成为数字化时

代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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