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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项目式教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人发展，使学生能够在讨论中

进行深度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运用不同的知识和技巧，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

理论实践的综合能力。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正确地使用项目教学方法，掌握项目选择、实施、评价等各个环节的影响

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教学的功能，积极构建有效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促进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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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project teaching has obvious superiority. Respect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carry out in-depth learning in the discussion,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By using differ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students can better cultivat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eachers should correctly use the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master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ject selectio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other link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function of project teaching, actively build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 high school,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Application strategy

引言

项目式教学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学生在认知活动

中，完成相应的活动，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在

运用信息化技术的同时，教师可以有效地运用项目式教

学方法，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并根据当前的教

学内容，明确自身角色定位使项目式教学活动顺利实施，

为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夯实基础。

一、夯实项目教学法的应用基础

1.1 明确项目的内容系统

项目式教学属于一种通过观察、探究、展示、分享

等形式进行的跨学科教学活动，由多个教学性任务、真

实性任务相结合而成，最终解决一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项目式教学的本质在于强调真实，需将生活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作为项目。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引入项目教学

法，需确保提出的项目贴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贴近

生活、契合教学内容等。教师在安排学习任务时，需从

学生的实际生活入手，挖掘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生活元素，

通过生活化的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亲近感，激发学生学

习的潜能、主观能动性。在高中信息技术课上的项目教

学中，必须加强对整体的重视，强化学生创新思维和创

造能力。同时，要求安排的教学内容体系有知识点交叉

的特征，覆盖角度层面的知识技能，拓展学生知识面和

眼界、课堂容量的同时，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吸收内

化、触类旁通。

1.2 制定教学方案

为确保项目教学法得以顺利实施，需合理制订教学

计划与安排。教学前根据学情、教学内容等情况，合理

制定与执行教学计划安排，教师从以往的主导者角色，

逐步向点拨者等角色过渡，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

教学计划安排工作展开不能一蹴而就，需在计划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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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行中，充分调动小组成员的参与性，促使信息技术

课上的项目教学计划得以落地。合理制订教学计划，能

够指引项目教学工作得以正规化地展开，避免出现偏离

学情和学习内容等情况，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1.3 展示教学效果

通过展示高中信息技术课上的项目教学成果，肯定

学生的项目完成表现，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利于激发

学生的自信心、成就感。如在文稿制作相关的项目学习

中，以幻灯片的形式展示小组的项目成果，呈现小组成

员的创意想法、创新设计理念等，为学生提供展示与表

达自我的机会，师生围绕项目成果展开深入的交流，利

于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更突出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1.4 评价教育成效

对于高中信息技术课上的各种项目完成情况进行

评价，除教师评价外，引入学生自评、互评的方式，让

学生在评价中发现自身的不足，达到取长补短等目的。

互相分享有效的学习经验，更利于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除此之外，教师可组织学生成立项目教学评估团

队，本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评估各项目，形成项目评估

分析报告，并将报告反馈给各学习小组，让学生进行深

入的认识与反思，推动学生学习水平的稳步提升。实施

项目质量评价后，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发挥其

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不断突破自我，促使互帮互助、

互相学习、积极进取的学习氛围得以尽快形成。

二、项目式教学法的主要影响

首先，在进行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内容讲解的过程中，

教师通过高效利用项目式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

好地实现当前的教学目标，让学生能够在具体的实践操

作过程中掌握相应的学习技能。除此之外，通过系统的

知识学习，能够更好地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对项目式

教学法来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目的

性，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

学生的专业实践水平。

其次，该模式能够更好地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使

其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在新课标颁布的背景

下，作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必须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进行统筹分析，而项目教学法与这一要求能够相契合，

通过该模式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凸显学生的个性，另一

方面对相关知识的研究力度更加深入透彻。在相关项目

完成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自如地对当前的知识进行思考

和分析，进而有清晰完整的框架图，使其在后期学习的

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除此之外，项目式教学法具有一

定的可控性，教师可以关注和了解当前学生在活动开展

中的实际情况，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进行及时的介

入和引导。

最后，通过项目式教学法的学习，能够更好地提高

学生的综合水平。在项目式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主

要的主体是学生。在整个项目实施期间，学生必须要根

据当前小组内部所讨论的情况进行方案的制订，进而根

据每一个方案的实施策略、实施途径以及方式等进行决

定和分析，学生可以自如地进行探讨和交流，确定当前

的方案内容。教师可以给学生适当的引导，确保整个活

动在开展的过程中更加顺利，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

心，使其获得学习的成就感以及满足感，在这种模式的

应用下，学生能够更好地强化自身的团队协作精神，以

此提升学习成绩。

三、项目式教学法的应用

3.1 加强实施项目教学

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开展的过程中，核心素养

是整个课程开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能够使学生的信息技

术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在以往课程内容讲解的过程中，

学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任务驱动的模式进行知识

的学习，在上课之前按照教师所布置的学习任务进行完

成，以此实现当前的学习目标，在整个学习活动开展的

过程中没有方向性，缺乏学习动力，探究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不够。教师在进行任务安排的过程中，出现了

任务之间关系不够紧密的情况，学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进行学习，在整个学习期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对教

师所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清晰，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

操作，但这会对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产生不利的影响。

项目式教学法主要是将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有效的融

合，在此模式下以项目为探究的学习目标，在教师的有

效引导下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2 注重课堂教学

课堂是学生进行项目式学习的重要场所，在课堂上，

教师可以依据当前教学的目标、项目的实施计划等进行

多方面的探讨。教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为确保其计划能

够更好地满足当前学生的发展需要，可以让学生根据已

有的知识经验和思维能力进行各种问题的解答。在项目

式教学实施期间，教师必须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

各种教学步骤的实施，以此更好地丰富当前的项目学习

内容。多种策略实施的过程是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

方式和途径，在新课程标准的颁布背景下，教师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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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信息技术这门学科的主要特点完成任务，选择学生

所能接受的项目思维策略。比如，Python 在进行数据处

理的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数据结构，在进行程序的封装

优化上关联性比较强，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针对其存

在的逻辑关系不知道如何去分析，教师就可以根据多种

模式和项目的分解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让学生能够根

据其数据之间所存在的结构共性以及差异进行数据关

系的分析，根据学生当前的水平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题

目的分解，以此激发学生对信息技术这门课程的学习兴

趣，使其核心素养得到极大的提高，让学生能够更进一

步提升对问题的解决以及学习能力。

3.3 项目式教学内容的优化

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学生的项目式学习思维，教师要

在整个内容授课的过程中针对当前项目课程的内容进

行优化和拓展，凸显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在一旁进行辅

助，学生要主动去分析、探究，合理利用周围的网络资

源，通过新的知识以及技术的尝试，进而解决当前的问

题，当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教师要及时地介入解决。

在信息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下，人工智能在各个领

域都发展得非常广泛，比如，民用、军事等领域都逐渐

趋向于人工智能。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通过人

工智能这一项目课程的有效融入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针对项目课程所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体验

和学习。教师可以根据当前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考虑

和解决，让学生能够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的魅力所在。

项目式教学法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更好地促使学生主动学习，针对当前的教学策略

能够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为了更好地提高当前的

教学效果，教师可以针对项目式教学进行综合评价，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强化核心素养，

激发学生计算思维的学习潜能。在项目式教学评价的过

程中，必须要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层面进行，考虑当前

学生所能够接受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教师在进行目

标设定、内容分析、效果评价等方面要进行综合评价，

使得当前的教学项目活动的开展能够取得最佳效果，教

师在课后也要及时主动地进行反馈，根据学生的接受能

力、思维水平及已有的知识经验等方面进行统筹分析。

四、高中信息技术应用项目教学法的注意事项

4.1 正确运用教学法

（1）落实项目细节。在项目教学法的应用中，充

分考虑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确保项目教学法的各细节

得以落地。一是做好项目的剖析工作。在设计项目前，

根据项目要求，剖析项目各个环节，描绘项目的架构。

再根据架构轮廓丰富项目内容，预测项目教学法可能达

到的目标，明确项目教学法锻炼了学生的哪些能力、考

查了学生的哪些知识，这都需要教师做到心中有数。二

是合理把控项目设置的难度。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知识储备等方面入手，设置难度适中的项目，引导学生

通过查阅资料、独立思考、小组头脑风暴等方式顺利完

成项目，确保项目完成的成功率，逐步树立学生完成项

目的积极性及信心。

（2）确定工程的结构。组织形式的合理性，直接

影响项目教学的成效和学生学习的能动性。教师需根据

项目的难易度、项目涉及的知识点、学生的思维理解能

力等情况，合理确定项目的组织形式。项目组织形式主

要把控学生独立完成的项目、小组合作完成项目的两类：

难度小、涉及基础知识的项目，更适应于学生独立完成

的组织形式；难度大、涉及知识点复杂的项目，适合采

取小组合作完成的组织形式。教师要合理分配合作小组，

做好小组的职责分工等工作，促使合作学习活动得以顺

利展开。

4.2 保证全面评价

（1）强调教学法评价。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

大部分教师为节省时间与精力，会片面地评估项目成果，

忽视项目教学执行的全程，促使项目实施效果不尽理想。

事实上，教师需不断丰富评价的主体、内容、标准等，

关注学生的项目成果，更肯定、鼓励学生在项目完成过

程中的点滴进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项目精髓，不能

局限于对项目结果较好小组的评价，分析结果不好小组

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原因。在评价的主体方面，避免单一

的教师评价学生的方式，也要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

的互相评价。教师要注重对自身教学情况的评估，广泛

收集学生的意见和想法，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以此作

为教学方案调整的依据，确保教学方案更加贴近实际情

况，以此实现师生的共同进步。

（2）对项目的执行进行动态追踪。在高中信息技

术的教学中，教师不仅需向学生展示学习项目，还需跟

踪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学生认真对待项目，引导

学生正规化地完成项目，从项目中获得丰富的知识技能。

一是采取观察法。教师观察学生的项目完成情况，了解

项目的完成进度与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等情况，让学生自

主完成项目学习。但需要注意的是，让学生自主完成项

目学习，并不代表着放手不管。二是采取询问法。在学

生实施项目的进程中，通过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了解项

目的完成情况。通过跟踪学生项目的完成情况，了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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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尤其是对于

存在思维障碍的学生，通过引导和点拨等方式，让学生

及时改正项目中的问题，确保学习项目的成功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运用有效

的项目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从而促进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在确保现有教学

质量的前提下，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当前教学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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