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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
杨钧景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耿家庄小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课程改革对应的教育体制与理念也不断变化，素质教育要求下，固有教学思想不再适用。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不再只是理论学习，而是从目标与任务出发，实现小学生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基于此，任务驱动教学法得到研究与推广。

本文将从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现状、价值、策略、具体实施方面展开研究，以期推动小学信息技术

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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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oncept cor- responding to the curriculum reform are also chang- 
ing.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 inherent teaching though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Prim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s no longer just theoretical learning, but starting from 
goals and tasks to achieve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 ry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 
cy. Based on this, task driven teaching method has been studied and popularized.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application status, value, strategy and specif- ic implementation of task 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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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教学，能通过创设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情境，

让学生通过具体任务问题思考、学习和检验成果，学习

状态改变，有自我意识的完成探、做、思、用等完整学

习体系的主动构建，推动小学生信息技术学习效率提升，

培养其信息素养。因此，展开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

驱动教学法的应用研究意义深远。

1 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现状

1.1任务展示与具体实践无法相统一

尽管当前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信息素养培养备受重

视，成效显著，但应试教育理念对其影响依旧根深蒂固，

教师还是以学生信息技术学习成效为主，任务驱动教学

具体实施过程问题百出，任务展示与具体实践无法合二

为一，生硬知识让学生难以理解，任务设计有效性有待

提升。

1.2任务设计中灵活性与开放性不足

任务驱动教学以“任务”为核心，但教师实施中中

往往会出现偏差。当前的小学教育，以培养小学生思维

创新能力、学习习惯、自主学习意识等为主，因此需要

教师设置任务时灵活、开放，扩大内容范围与实践模式。

但事实上，教师设置任务时多趋于表象化，为任务而任务，

无法将核心落到实处。

2 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价值

2.1便于突显学生主体地位

任务驱动教学应用于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可以实现

教学目标量化，师生共同明确重难点突破情况，便于打

破传统教学弊端，实现师生角色互换。学生主体地位得

以突破，成为个人学习主人，自愿学习了解知识，教学

目标就会高效完成。值得肯定的是该教学法极符合信息

技术层次性教学特点，便于学生拓展学习。

2.2便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任务驱动教学特点是任务设置，而任务往往与问题

相挂钩，以问题为动机，引导学生资源获取学习资源，

完成任务探索和合作学习，学生学习处于积极状态，问

题解决能力提升，个人潜力充分挖掘，利于学生综合发展。

3 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策略

3.1任务设计精致性，学生学习趣味性

任务设计应该兼具层次性、整体性以及开放性，取

材内容应该具体来源于生活实际，设计中还应兼顾教学

情境创设。

例如图片插入部分内容学习时，教师就可以选用一

个小学生感兴趣的海洋生物系统任务主体，让学生学着

下载和应用等，学生会选择个人喜欢的海洋生物进行具

体图片下载 ,便于学生理解，加深学生学习记忆。

3.2任务流程明确性，学生学习简易性

学习中，小学生无法整堂课保持专注力，教师需将

大的学习任务划分为几个小任务逐级完成，由简到繁的

过程中 ,教师需明确具体实施流程，引导学生层级递进。

例如文件管理部分内容学习时，学生对学习内容较

为模糊，就可以将文件删除和移动作为课堂重难点，从

学生感兴趣的音乐、视频和图片分别入手，逐个进行文

件夹新建，而后完成其移动与删除教学，学生便会掌握

文件夹管理内容。

3.3任务实施合理性，学生学习探索性

一方面需注意任务实施过程中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

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还应重视学生协调合作意识提升。

例如幻灯片应用板块学习时，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

随机分组，让学生小组内讨论感兴趣话题，将其制作成

幻灯片进行讲解，提出背景符合选题、产生动画效果、

加入图文等要素等详细要求，小组写作，效率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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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作精神得以培养。

3.4任务评价积极性，学生学习积极性

任何教学模式都离不开结果评价，其既是发现问题、

做出总结和反思的必然方式，也是掌握学生知识实际学

习情况的必要手段。一方面，拓宽评价内容，重视学生

日常表现。另一方面，教师应合理应用评价结果，以此

为依据完成教学内容、模式等的完善。

4 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本文以制作幻灯片的软件 oweroint2003为例，展开

具体实施案例分析，详见下：

任务流程 任务内容 预期效果

任务展示

初识 
oweroint

让学生了解 oweroint 是一种电子
幻灯片制作软件，可以完成包括文
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在内的多
信息幻灯片，认识到 oweroint 播
放会出现动画效果，学会启动、退
出 oweroint 界面 ,认识 oweroint 
窗口，对所

有工具进
行操作学
习。
任务分析

启动 
oweroint、
认识 
oweroint
窗口、
退出 
oweroint

让学生学会通过“开始”-“程序”-
“Office2003”- “oweroint2003”；
让学生熟悉 oweroint 图标；让学
生学会通过“文件”-“关闭” 按
钮完成 oweroint 窗口关闭；认识 
oweroint 窗口标题栏、菜单栏、常
用工具栏、格式工具栏、工作 / 编
辑区、备注区等组成，学会最大化

/ 最小化 
/ 还原 / 
关闭按钮
等；

任务完成

完成上述
学习任务

根据教师教学内容和预留学习时
间，完成 oweroint 启动学习、
oweroint 窗口认识学习、oweroint 
退出学习 ,并将其熟练掌握；思考
启动 oweroint、退出 oweroint 的
其他办法，作为拓展学习

内容；

任务评价 作出教学任务评价 ,分析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中存在问题,作出记录，
为进一

步完善做
准备

通过对内容的提问，掌握学生对所
学知识学习程度，并对具体学生情
况提出表扬或鼓励，引导学生弥补
学习不

足，真正
掌握所学
知识。

5 总结
总之，当前情形下，教师并未充分意识到任务驱动

教学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与实践，学

会合理设置任务，细化任务内容，学会灵活应用，拓宽

内容，只有面面兼具，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才能得以提升，

才能实现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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