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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信息编程加工》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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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标准的不停地深入人心，该怎样运用学生的学习兴趣来提升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信

息技术素养已为老师关注的重点。在课堂上要求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加，要求学生的进行自主探索，从而使学生作为课堂的

主人，避免灌输式的课堂也日渐成为老师和学生一起追求的学习和教学目标。本文把高中信息技术《信息编程加工》这一堂

课为例子以此来探析在新课标环境下该怎样设计教学的内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信息技术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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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备教材、备学生

《信息的编程加工》为高一必修教材的教学内容，他要求
学生经过一个完整的程序设计体验的过程，掌握运用计算机
解决难题的程序，掌握计算机信息编程加工的内在机制。

课本把一个二次函数图像作为例子，让学生了解了信息
编程加工需要的一般程序，当中有关程序编写的一些知识点
包括：控件的坐标设置、在对象上画直线或者矩形、RGB 函
数、For 循环语句等等。由于信息的编程加工教学内容对于高
一学生来讲，这属于一个新鲜学习内容，学生对于计算机应
该怎样编程感到新奇、并跃跃欲试，但是加入从一开始就让
学生接触编程设计内容，就碰到这些的学习内容，很明显学
习容量与难度都较大，很容易让学生有畏惧困难的情绪，并
且排斥这些学习内容。这些均是学生在学习上产生情绪所有
的正常反应，这关键就在老师怎样有效的指导学生，正确掌
握学生情绪的走向，鼓励学生努力克服困难，充分运用并且
尽可能的保持学生在编程加工方面的学习积极性，要分清阶
段和分清层次、一步印一个脚印扎实有效地引导学生，完成
运用现代软件加工信息至自己编程加工信息的转变。

二、课前预学，复习回顾基础知识
课前预习环节是通过 Moodle 自主学习平台使学生运用设

计实现 QQ 的登录界面作为探究的情境，熟练掌握程序设计
的基础操作。这个环节的学习人物全部是通过学生在上课之
前自己主动学习来完成的。为了促使学生能够顺利达到学习
目标，也为了满足处于不同层次的学生的不同需要，老师把
整体程序设计的基本过程细致划分为 3 个系列的微视频，以
提供给处于不一样起点的学生依据个人自身实际情况有目的
地观看学习视频。

在学习完成以后，这个环节还提供给学生检验练习，协
助学生找到在学习过程里出现的问题，加入一些问题自己无
法解决，学生可以在这个环节的交流区和教师、同学一起交
流，学生也能够通过这里给全班展示他自己完成的作品，来
满足个人在学习上的成就感，激发起学生在学习上面的热情。
在学习作品的上传区里，学生能够保留自己的作品，留下学
习的痕迹，老师也能够以此来检验学生预习的完成状况。经
过课前预习的环节，学生能够复习初中所有已经学习过的相
关知识，使学生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之上，为开展深入的学
习研究，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三、课后反思——审时度势，适当变动，提高教学
效果

由于老师在上课前要充分考虑到每位同学的学习水平，

遵照学生的个人实际情况，老师要把教学点定位到学生努力
够一够既可以够得到的地方，设定一个简洁且耐用的投票步
骤，引发了学生对设计程序的兴趣。通过这一堂课的具体实
践，实现了期望的教学效果，达到了制定的教学目标。

首先，在上课时程序线条较为清晰，一节课下来由始至
终都围绕着信息编程加工的这一主线开展，在课堂上的不同
时期，不断升华这四个环节，进而让学生留下了较为深刻的
印记，促进学生有效记忆。

其次，在程序设计这一部分较为简单，学生仅仅需要把
握的为 if then——条件语句。if 语句它属于选择性的语句，
作为程序设计的 3 大结构性语句中其中之一，与教材上运用
的 for 循环语句相较，学生更易于把握。学生通过计算机及
编程实践操作，学生大多反映“容易”、“能听得懂”、“可以
学会”。尤其是学生知道自己编写的运行程序是正确的，能较
为准确地模拟出来投票的所有过程，都非常高兴，学生学习
编程设计的兴趣完全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了。

最后，在设计时也关注了替学生留有自己主动探索的空
间，使学生能自主开展学习，例如控件属性如何设置。诸如
此类的“难题”对不一样的学生来说，他们所能感觉到难度
程度是不同的，一些同学可以独立解决，一些同学就需要老
师稍加提示，有的同学却需要其他同学的协助配合，使学生
运用各种方式来化解他们学习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很好的培
养学生解决难题的能力。同样的在课堂作业这一环节，也替
学生制定了不同要求的作业，致力于让不等水平的学生在各
自的学习能力上有所提高。

四、结束语
以紧扣教学要求为前提，教学的内容的要合理调整，不

但能够提升学生的在学习上兴趣，给学生带来良好的学习效
果，与此同时也能警醒老师，让老师进行教学反思：到底该
如何上课，该上怎样的课，才能收获最好的教学成果。这些
均是在日后的教育中要引起老师们关注的地方，进而让学生
爱上信息技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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