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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计算机教学中任务驱动法的运用探究
高　璐

黑龙江省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431

摘　要：信息时代对人才的计算机技能提出了较高要求，高校需深入革新计算机教学策略，促使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得到显著

提升。任务驱动法能够紧密融合理论与实践，对于学生计算机操作水平的培养具有较大意义。因此，需将任务驱动法积极应

用于计算机教学实践中，以期提升高校计算机教学的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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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阶段高校计算机教学策略并不完善，理论、实践遭到

了一定的割裂，学生的实践技能得不到显著培养，制约到高

校计算机教学成效的提升。基于本种情况，需将任务驱动法

合理应用于计算机教学当中，优化教学流程和模式，促使计

算机教学目标得到顺利实现。

二、合理设计任务

任务驱动法的应用需依托于“任务”来进行，任务设计

质量将会对后续教学的高效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教师

需将学生认知发展状况、课堂教学内容等因素充分纳入考虑

范围，合理设计教学任务。例如，在学习 Flash 动画制作章

节时，为将学生的求知欲望充分调动起来，教师可通过动画

演示的形式揭示教学任务。以“引导层”知识点为例，可将

“秋千晃动”的动画展示给学生，然后引导学生自主动手制作

出这样的动画。由于秋千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有着紧密联系，

因此可将学生的动手操作欲望给充分调动起来。总之，教师

需对学生的爱好、身心发展需求等综合考虑，基于学生整体

水平合理设置任务，避免难度过高，否则学生的积极性将会

受到打击。而过于简单的话，学生又容易有骄傲情绪产生，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

三、高效完成任务

只有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建构知识，方可以增强学生的

综合能力。因此，教师需科学安排教学过程中，将部分知识

点保留下来，鼓励学生自主挖掘与探索。将任务布置下去后，

教师不要过多的参与，而是由学生发挥思考能力与探索精神，

促使任务得到自主解决。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进行必要的巡

视，及时解决部分难度过大的问题。针对部分复杂的任务，

也可由学生分组讨论，通过思维碰撞与互相协作，高效完成

任务。

四、自定任务主题

通过合理设计教学任务，能够帮助学生高效学习和掌握

相应的计算机操作技能。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教

师可引导学生自主设计任务，以此来促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得到发挥。教学实践中，教师仅仅将任务主题确定下来，由

学生自主确定任务内容。例如，学习 PPT 动态效果制作方面
的知识时，教师可确定“我喜欢……”这样的任务主题，由

学生结合个人兴趣与学习状况，自主补充任务内容。如有学

生确定了“我喜欢动物”的任务主题，也有学生确定了“我

喜欢运动”的任务主题，等等。本种任务开放性较强，既能

够有效引导学生，又可以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充分发挥出

来，进而高效实现教学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五、强化讨论与互动

学生受知识技能水平的影响，难免会有一定的困难和问

题出现于任务实施过程中。那么即可引导学生之间互相讨论

与交流，将各自任务处理方法分享出来，也可基于某一问题

提出个人建议。通过互相交流，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学生

之间个体差异客观存在，高水平的学生通过引导帮助其他学

生，能够进一步巩固知识和技能。而其他学生也能够基于高

水平学生的建议和指导，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若部分问题

难度过大，学生之间难以有效解决，教师就需要积极介入进

来。教师不需要向学生提供县城答案，而是帮助学生掌握问

题的解决思路。

六、及时进行客观评价

通过观察分析学生的作品，能够对学生的知识点掌握情

况、技能操作熟练情况等充分掌握，进而针对性地调整和优

化教学思路，达到教学成效提升的目标。因此，学生将布置

任务完成后，教师要及时开展评价，纠正学生的各种缺陷，

鼓励学生的闪光点，促使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得到激发和强化。

要合理设计评价指标，充分体现评价的客观性与公平性。既

要评价任务完成结果，又要评价任务的完成过程。同时，也

需要积极开展自我评价。学生可结合个人任务完成情况，将

心得感受、自我评语等书写出来，不断反省和提高。之后展

示个人任务，同学们共同观摩与评价。

七、结论

综上所述，“任务驱动法”在高校计算机课程中的应用，

可以较好解决学生在之前传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对于高校计算机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学生计算机技能的培养

具有较大意义，高校教师要深入把握任务驱动法的内涵，将

其合理应用于高校计算机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注重总结应用

经验，不断优化任务驱动法的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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