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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职幼儿保育专业《信息技术》学科课程思政的实践 

——以“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章节为例 
王姝  许健  孙飞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摘要：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课程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学生通过对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有助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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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信息素养与
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信息能力。本文以中职幼儿保育专业《信息技术》课程中课程思政的设计和实施为研究对象，将实践数据积累、
分析，形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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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ur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a compulsory public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of all majors.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tudents can 
enhance information awareness，develop computational thinking，improve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y of information society，and cultivate information literacy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information ability that ADAPTS to the needs of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our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preschool nursing major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will accumulate and analyze practical data to form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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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信息技术》涵盖了信息的获取、表示、传输、存储、加

工等各种技术。信息技术已成为支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的基础支撑。提升国民信息素养，增强个体在信息社会的适应力
与创造力，提升全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发
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论述背景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幼儿教师，不但要掌握良好的专业技能，更

要具备设计和实施信息化活动的能力。因此，视频的拍摄、编辑的
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视频在幼儿园的各个活动环节中都有所展现：
比如课堂教学、园所宣传、幼儿成长记录、与家“园”交流等等，
因此选取此部分内容进行课程思政案例实践。 

本课程以短视频和拍摄和编辑为授课内容，教学设计坚持了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将课程思政教育
贯穿整个教学环节，主要涉及方面有：爱岗敬业的主题设置、案例中
的劳动意识教育、美育教育、网络健康生态教育，以及视频拍摄过程
中的职业素养教育，视频编辑环节中的工匠精神的渗透等。将思政教
育融入案例、融入活动、融入岗位，贴切自然，学生更乐于接受和理
解。整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育人优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全面推进三全育人。教学任务结构图如下： 

二、课程思政总体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坚持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文素养、科学素养、

职业素养三引擎同时发力，使用四种主要驱动手段，将 36 种典型元
素深度融入课程，覆盖全部教学环节。整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充
分发挥育人优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推进三全育
人，实现“三擎驱动，三进落地”。在教学实施的全过程中，将学科
核心素养贯穿始终。另外，我们还将信息技术课程与幼教岗位对接，
依托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立足岗位需求以实际项目为引领，典型
任务驱动，采用双导师共同教学，全面掌握幼教岗位中短视频拍摄
与编辑的应用技能。 

三、课程思政典型元素的提炼 
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深度发掘课程中的德育因素，关注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学实施的全过
程中，将本学科的核心素养贯穿始终，如：课前测试和学习环节中，
培养了学生运用信息化工具和资源获取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短视频案例分析中，培养了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意识；短视频编辑
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迁移运用到相关问
题的解决过程中的能力。思政典型元素总结如下： 

1.人文素养 
（1）美育教育：色彩搭配协调、构图合理、主体突出； 
（2）核心价值观：民族自信心、凝聚力； 
（3）工匠精神：贯穿教学活动始终的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 
（4）创新精神：视频拍摄和编辑中的创意设计； 
（5）严谨的科学精神：通过案例分析和其他教学过程渗透科学

精神的重要性； 
（6）文化自信：通过案例分析带入强国理念和文化自信； 
（7）团队合作意识：教学活动设计以分组教学形式展开； 
（8）自主探究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9）终身学习、终身发展：拍摄设备、软件以及后期编辑软件

的更新迭代介绍，传递终身学习的理念。 
2.科学素养 
（1）信息意识：具有对信息的敏感度，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 
（2）计算思维：总结信息技术应用的方法与技巧迁移，运用到

相关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3）信息社会责任：合法使用信息资源，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网络安全意识； 
（4）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利用数字资源开展自主探究、知识分

享；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借助互联网获取信息。 
3.职业素养 
（1）注重师德形象 
（2）对幼儿的细心和耐心贯穿工作过程始终 
（3）劳动 光荣、劳动 崇高、劳动 伟大、劳动 美丽 
（4）严守工作流程，反复练习 
（5）精确计算，杜绝浪费 
（6）注意在各个细节观察幼儿 
（7）研究幼儿个体差异和有针对性的支持 
（8）研究幼儿学习过程与特点并给予适宜支持 
（9）评价幼儿进餐并有效激励幼儿的能力 
（10）将自己对幼儿的研究转化为保育活动 
四、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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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思政的融入不再只是传统教学中的
“德育渗透”，还要结合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更要融
入综合评价体系的测量。 

1.深研学情，寻找思政切入点 
通过对授课班级两个学期的教学数据跟踪，结合前项目知识、

技能评价，以及观察、问卷等途径获得学生知识基础、能力基础、
学习特点和专业特性四个方面的数据，进而进行 SWOT 分析。分析
发现，学生在职业认同感和对本项目的兴趣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可
以进一步激趣和触发，以促进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方面课程思政的
展开；学生在审美、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前知识和前技能的掌握差
异，成为了新项目的劣势方面，教师可有针对性的设计教学内容和
教学手段，有意识地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2.针对学情，深研思政策略 
以“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德技并修、深化产教融合”理念为指

导，以专业任务驱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遵从项目教学流程，实施
“一主体三引擎七环节多资源多评价”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主体地
位、思政与技能双主线、多维资源、多元评价。本案例中课程思政
实施策略主要有： 

（1）精选案例，润物无声 
短视频的策划任务中要求学生分析的优秀视频案例的选取均为

精心挑选的包含非常密集的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的典型元素。教师
通过让学生谈感受的方式引导学生将思政元素通过学生自己的分析
和思考归纳出来，得以内化。 

（2）精析作品，提升审美 
在优秀作品赏析、拍摄技巧演示、幼儿园实拍等任务中，教师

通过对比、演示、企业导师的指导等多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提升审美水平。 

（3）借多方力，育准工匠 
本案例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师和生之外，还引入了幼儿园园长、

短视频行业从业者、幼儿园小朋友和家长、公共平台的浏览用户等
多主体参与教学过程，主要体现在短视频实拍的双导师教学环节和
短视频作品的多元评价部分。企业和行业人员的参与让课程思政的
实施更加直观而有说服力。 

（4）引新技术，用新手段 
信息化教学手段贯穿本案例的全部教学任务及全部教学环节，

学生的信息素养在浸润的过程中得以提升，如：教学平台和智慧职教
平台的引入培养了学生的信息意识、自主学习意识以及团队协作能
力；视频作品的具体要求培养了学生信息社会的责任意识；仿真幼儿
园和虚拟拍摄系统培养了学生对新趋势的了解和对新技术的应用；幼
儿园中机器人的辅助教学提升了学生数字化学习的意识和习惯等。 

3.任务分层，助力个体发展 
通过学情分析获得的数据表示，学生存在着前知识、前技能、

常识性知识，以及兴趣方向、学习特点等诸多方面的极大差异。因
此，针对不同层级的学生设置不同层次的任务：需全员达标的基础
任务、多个层级的进阶任务、以及针对少部分对视频拍摄和编辑有
极大兴趣和实践能力的同学设计的高阶任务。任务分层体现动态性，
不同层级的任务配以相应的教学策略：基础任务采用学生模仿老师
的封闭型策略、进阶任务采用熟练技能为主的半开放性策略、高阶
任务采用探究为主体现创造性的开放性策略。 

教学任务的分层是以教学对象分层为基础的，任务的分层本身
就体现了对个体发展的重视，同时分层任务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对
进取和突破的鼓励。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施步骤 
1.固旧知，探新识（课前） 
课前，教师通过卓越智慧学习平台发布预习任务，学生学习校

本活页教材中的相关内容，并观看微课视频做技能的初步尝试。学
生还需完成“智慧职教”平台中的《新媒体运营》的项目二中的对
应任务，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思政浸润方式：案例思想的
小组研究讨论可提升家国情怀、劳动精神、文化自信等人文素养；
信息化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利用信息设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即
学科素养。 

2.习旧课，展成果 
（1）科技事件分享：学期初，教师公布 16 个科技事件主题，

各组自由选择其中的四个，搜集相关资料，按周次在课上展示，科
普前沿技术。此处精选主题，展现我国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推广
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 

（2）依据前置任务，学生分组展示课前任务学习成果。教师对
上节课的作业完成情况作出评价。 

3.学新知，论新技 
依据学情分析情况，结合本节课授课内容的特点，采用适当策

略进行新内容的学习。此部分学习秉承着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理
念，以学生多种形式的探索、交流、合作等方式，辅以教师的引导、
辅助， 终达成教学目标。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借助
信息化手段进行学习的习惯养成，提升学科素养。 

4.归新知，做梳理 
师生共同梳理本节课的知识结构和技能要点。各组学生绘制思

维导图，上传至学习平台，各组学生进行对比、讨论和评价。 终
梳理出符合课程标准要求的学习内容。 

5.练技能，重分层 
设置分层任务，在达到课程标准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让各个层

级的学生都学有所得，技能、素养、品质等多领域获得提升。基础
任务对标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分层次要求中的基本要求，进阶任务
对标较高要求，高阶任务则倾向艺术性和创新性。 

6.评实操，归要点 
教师做本次任务的总结，通过成果导向发现问题，总结实操过

程中学生出现的问题。实施多主体评价，多角度评价学生实操过程
和结果。 

7.做任务，强提升（课后） 
布置本节课课后作业，并观看学习平台中的微课视频，做到对

新知的初步了解，带着问题或兴趣进入下一节课的学习。 
六、课程思政实施成效 
在立德树人，德技并修理念的指导下，本案例从设计到实施均

注重思政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培养。
统计发现，学生自主实践和练习的次数显著增加，职业认同感明显
提升，有意识的注重作品质量和工作效率。 

1.循序渐进，教学目标全面达成 
根据课中及课后在线测试数据汇总分析，本作品基础教学目标

达成较好，20 个知识目标平均优秀率 83%，16 个能力目标平均优秀
率为 79%，其中部分高阶目标优秀率相对较低，因为任务设定是面
向有基础、有兴趣，且技能熟练的学生，因此此类任务不必做到做
到全员优秀。 

2.兴趣驱动，能力水平大幅提升 
根据任务完成质量和多元评价打分结果，本项目能力目标达成

情况较好，作品综合评价分数为 96.8。校企合作幼儿园园长高度评
价同学们的作品，甚至还诚邀学生们入园拍摄宣传片。 

实行分层教学后，学生在自己原有的水平上都实现了越级提升。
在全员达成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完成高阶任务的学生数由 1 人提高
到 12 人，仅能完成基本任务的学生数由 13 人减少到 4 人，学生多
个维度的增值评价进步较大，同时创造力、团队协作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均有所提升。 

3.育人为本，综合素质得以增强 
在立德树人，德技并修理念的指导下，从设计到实施均注重思

政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培养。统计发
现，学生自主实践和练习的次数显著增加，职业认同感明显提升，
有意识的注重作品质量和工作效率。 

七、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信息技术学科课程思政的实施，要坚持以学生

为主体的核心理念，多维度、多角度、多手段同时发力，全面覆盖
课上课下的全部教学环节，这就需要教师在具备较高的信息化课程
设计与实施能力的基础上，深研学情、开拓思路、准确设计，才能
使学生在掌握基本技能的基础上，高质量的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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