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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让高中信息技术课堂充满活力 
◆贾亚明 

（山西洪洞县教师进修校  041600） 

 
摘要：要想让高中信息技术课堂充满色彩，充满活力，就必须打破传统

的教学模式，适当地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学生创

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气氛，并且结合其他各个学科的性质进行综合

性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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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很多教师对其教学方法还
不能准确的进行把握，正处在一个学习与摸索的阶段，那么究竟
如何上好高中信息技术课，使课堂充满活力，让学生在掌握基本
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本人觉得应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 
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学生对所学科目产生了兴

趣，他就愿意主动学习与探索，而且这样的学习效率也会大大提
高。所以，我们在教授学生信息技术知识之前，首先要培养学生
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兴趣。我们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其实
大部分学生非常喜欢上信息技术课，但是他们喜欢上的原因并不
是喜欢学习信息技术课程的相关知识，而是喜欢在信息技术课上
玩一些小游戏，或者趁老师不注意时上会网，针对于这种现象，
就需要我们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花些心思，设计一些学生感
兴趣的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 

（一）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巧妙运用教学方法 
通过设计教学内容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比如，在学习指法

和打字时，我们就可以找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在练习指法时
可以采用一些警察抓小偷或者摘苹果的游戏，在练习汉字输入时
可以选一些关于明星的新闻、世界名著来替换学生的练习内容，
这样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了兴趣也就有了动力，可以轻松的完成。 

（二）注重语言艺术，激发学生兴趣 
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说过：“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

助手是幽默。”教师富有哲理和情趣的幽默，能深深地感染和吸
引学生，使紧张的气氛变得和谐，使沉闷的课堂变得活跃。所以，
课堂上的语言艺术很关键，它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尤其信息技术
教材中的语言比较生硬，我们就可以采用适当的比喻把复杂的概
念简单化。 

二、创造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我们不仅要教学生学会

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所以，教学活动我
们中要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逐渐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由于
信息技术课程以上机实践操作为主，所以培养学生兴趣比较简
单，难的是如何让学生兴趣保持稳定，如何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这就需要我们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学
习去研究，尝试着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一）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目标设计 
要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目标设计，就需要我们在备课时除

了备教材之外还要备学情，把教学方案与学习方案结合起来。 

1.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尽量贴近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
这样有助于学生理解。 

2.教学内容要富有一定的弹性，以适应各个层次学生的不同
需求。 

3.尊重学生的学习成果，并及时的做出评价，还要给学生展
示自我的机会。 

（二）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时间的安排 
传统的课堂采用满堂灌的形式，整堂课一直都是老师在讲学

生在被动的接受，或者有个别提问，也是比较片面，每次都找固
定的学生回答，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自问自答的情况。这样难以发
展学生的个性，所以需要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学生，多给学生留一
些动手的时间，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学习，鼓励学生个性的发
展。通过实践教学发现，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比较适合高中信息
技术教学，通过向学生分配任务，让学生自主完成，可以提高学
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 

（三）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组织 
传统的教学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很少有自由学习、

自由讨论的组织形式，这种刻板、拘束的学习氛围无疑成了学生
学习的枷锁。要改革这种现状，实施素质教育，教师必须将学习
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实现从“主角”到“配角”的角色转换。例
如，在一节公开课中，我就采取了多种组织形式：任务驱动形式、
自主探索形式、小组讨论形式、小组竞赛形式及自我评议等形式。
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围绕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围绕学生这一主体所
进行的。并且，这些组织形式充分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
精神及合作精神等综合素质，因此这节课也得以成功。事实证明，
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只有组织形式上以学生为主体，才能让学生
学得生动，学得投入，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结合其它学科的特点进行综合教学 
当前的信息技术时代，其他学科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地方越

来越多，所以做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师，需要在教好信息技术的同
时，努力向其它学科靠拢，以让学生体会信息技术应用的广泛性，
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总而言之，计算机的发展迅速，要想成为一句优秀的信息技
术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努力钻研、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和完善
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只要这样才能让信息技术课堂永远充满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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