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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信息学奥赛的教学培养路径
黎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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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信息学教学是培养初中生信息学科能力的重要途径。为更好地帮助老师激发学生对信息学奥赛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的信息学学科核心素养和能力，实现“以训促赛，以赛促研”的目的。本文就初中信息学

奥赛的教学进行初步的探析，以供广大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初中；信息学；奥赛；培养路径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path of the Informatics  
Olympiad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 Weining

Sion Middle School，Yulin，Guangxi，Yulin，Guangxi，  537000

Abstract：Informatics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subject 
ability. In order to better help teacher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Informatics Olympiad，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independently，enhanc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and abilities in informatics，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competition 
with training and research with competition”. This article mak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teaching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nformatics Olympiad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majority of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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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中阶段益智性竞赛活动之一，信息学奥林匹克竞
赛（以下简称信息学奥赛）的开展有助于发展学生信息素养。
但是纵观现阶段信息学奥赛辅导教学的开展，因某些因素的
制约导致其辅导效果不容乐观。对此，为实现对信息学奥赛
辅导效果的优化，转变现阶段奥赛辅导现状，文章对初中生
信息学奥赛的教学培养路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此为学生
信息素养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信息学奥赛简述
目前，NOI 系列活动包括：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

竞赛（NOI）、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NOIP）、冬
令营、国际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此项比赛旨
在向那些在中学阶段学习的青少年普及计算机科学知识；给
学校的信息学教育课程提供动力和新的思路；给那些有才华
的学生提供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通过竞赛和相关的活动
培养和选拔优秀计算机人才［1］。那信息学奥赛是什么呢？信
息学奥赛不仅是学编程，编程只是信息学奥赛中的一个工具，
就像物理竞赛中的纸和笔一样，我所理解的信息学奥赛主要
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培养的途径很多，编程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依托

工具和抓手。核心是教会学生学会用程序设计高效的解决学
习、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信息学作为与当前时代的科技发
展接触最为紧密的学科，它是培养学生适应现代信息环境的
直系学科，是帮助学生养成思维习惯、塑造人格品质、激发
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编程教学则是信息科技学科活动中最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算法思维与编程能力的实现过程，是
围绕信息科技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工具。对于学习编程的学
生而言，学习编写程序的目的不仅是掌握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研究能力、自主探讨能力，同时要求学生不但要会做题，
还要学会表达、讲课、撰写论文及解题报告的能力，随着知
识的累积学习，例如，在检验学生选择模式部分内容的掌握
程度时，教师就可以利用项目教学法来进行。

（二）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习惯
学生要想在奥赛中脱颖而出，通过团队合作，交换信息，

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可以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学习，辅导老师
要带好竞赛，需要倾力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在此过程中培
养学生相互帮助、共同协作的习惯；例如，在 do…while 的
语句学习中，教师就可以以学校的某一个竞赛为背景，先将
相关规则讲述清楚，再对累加器、数组、冒泡顺序等内容进
行讲授与演示。而后，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算法知识设计一款

“计分器”。由于学生基本都是初次接触此部分内容，独立设
计这一项目的难度较大，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交流、探讨，一方面降低项目的难度，一方面也能让
学生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通过思维碰撞获得更多收获，同时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习惯。

（三）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作为与当前时代的科技发展接触最为紧密的学

科，它是培养学生适应现代信息环境的直系学科，是帮助学
生养成思维习惯、塑造人格品质、激发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
编程教学则是信息科技学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算法思维与编程能力的实现过程，是围绕信息科技开展创新
活动的重要工具。对于学习编程的学生而言，学习编写程序
的目的不仅是掌握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自主探
讨能力，同时要求学生不但要会做题，还要学会表达、讲课、
撰写论文及解题报告的能力，随着知识的累积学习，例如，
在检验学生选择模式部分内容的掌握程度时，教师就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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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项目教学法来进行。首先，教师可以将某市出租车的收费
情况详细展示给学生，而后，让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
算法的设计，最后上交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既能够考验学
生理解、筛选、利用信息的能力，也能够检验学生对于本单
元流程图、程序的掌握程度以及应用程序界面设计方面的相
关能力，通过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方式方法让学生的数字化
学习与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二、初中信息学奥赛教学的现状
首先，随着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和时代的发展，初中信

息学奥赛也是很多学生愿意参与的，而学生不满意的是教师
相对单一的教学形式和同一标准的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们更
希望能够有多一些自主学习的时间与机会，既能够结合自身
学习实际情况学完课堂教学内容，又能够在完成学习任务后
利用剩余的课堂时间来自行安排学习任务、与老师进行学习
上的沟通交流，或是查阅其他学习资源，拓展自身信息学学
科学习的广度与深度。由于课时较少，不同层次的学生们在
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的学习的内容、学习效率都是不一样的，
若不将学生分层、学习目标划为统一来进行教学，肯定是会
让学生越来越反感，这会大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
致使得信息学奥赛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学习氛围不佳、教
师学科教学激情、职业倦态等不良情况更加突出，恶性循环。

其次，教学模式单一。以往信息学奥赛辅导中，教师主
要以知识、技能灌输的形式进行辅导，或者是通过教师示范、
学生演练的方式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掌握。此方式
的实施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无法帮助学生做到对相关知识、
技能的内化。再加上信息学奥赛加分政策的取消，使得部分
学生及其家长对于信息学奥赛的参与产生抗拒，不仅使信息
学奥赛的课时缩减，其教学辅导效果也大打折扣。

最后，教师投入精力有限。在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下，
信息技术学科始终未受到学校的重视，再加上部分信息技术
教师身兼数职，除负责正常的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之外，还需
负责对学校自动办公系统、网站维护、计算机设备维护等方
面的管理，使得大部分信息技术教师难以在信息学奥赛中投
入过多的精力。

三、初中生信息学奥赛的教学培养路径
（一）精选教材
教材的选择对学生的学习至关重要，一本好的教材可以

让学生更快更好的学习好相关知识。但即便如此课堂教学内
容，不能单靠某一本单一的教材，否则知识相对来说比较单
一，教材是死的，教师不能死板的按照教材进度来讲，这样会
严重束缚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教材只是用来给学生阅读、参
考、查找用的一本工具书，教师教学的内容来源一定要广泛，
可以是各种信息学竞赛类教材、数学教材，也能是网上素材、
手头长年累积的资料。平时的讲授的课堂内容还要循序渐进，
要围绕一个个有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去设计。

（二）弹性任务
在平时的教学辅导中，除了单元检测是要求学生在现场

进行测试之外，平时尽量少给学生添加其他的硬性任务。我
们布置的任务给学生设置一个完成期限，这些任务我们没有
必要让学生马上就做出来，因为这样的方式会抑制学生的发
散思维。有些任务学生需要几天或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思考摸
索周期，但同时要允许学生因时间不够或者自身能力不够而
完成不了任务的情况存在。当然每次任务的完成情况辅导老
师要随时记录在案，作为长期考察学生的依据［2］。对于任务
未能按时完成的学生，要及时找到原因，帮助学生把欠缺的
方法和相关知识点补起来，以防这些东西的欠缺长期累积后

会导致学生之后的学习困难。
（三）注重实战磨练
信息学奥赛题，大多为都是原创题，要求学生在规定的

时间里解决几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它是综合能力、创新能力
的一种考查，对选手的综合实力要求很高。因此，赛前培养
选手的创新能力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这样，学生就能在赛
前训练时最大限度调动自己的思维，最后综合能力和创新能
力都会上一个新台阶。一个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创新能力
强、竞赛心态好的选手，在正式竞赛时即使做没有碰到过的
原创题，也会得心应手，能够获得骄人的佳绩。

（四）建立学习奥赛梯队
在新高考政策影响下，信息学奥赛与以往相比压力有减

少，因此在小学阶段便可以实施梯队建设，在建设时可以运
用跨学段合作方法，小学、初中、高中教师之间形成一种合
作关系，对学生信息能力进行深入挖掘，然后根据学生实际
情况制定长期计划对学生进行培养［3］。在培养时，可以运用
分阶段培养的方式。信息学当中的知识对于多数初中生来讲
有一定难度，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需避免盲目性，可以运
用分段方法，然后运用循序渐进方式为学生讲授知识，并且
将教学关注点更多放在技能上，使学生能力能够在自身引导
下获得更好发展。

（五）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学生在学习中潜能的激发通常是在兴趣的驱使或者是影

响下，然后再对学习内容进行深入钻研，因此在中小学时期
就需为学生创建接触信息学的氛围，创客课程和 3D 实验的
实施都是为了激发学生对信息学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
中形成编程思维，运用编程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感受到
程序思想的魅力。创客活动比较适于作为学生在进行信息学
学习时的启蒙课程，创客能够实现软件与硬件之间的结合，
进而将解决问题的事物创造出来。就中小学阶段学生，在使
用创客课程时，可以使用 Arduino 套件以及程序编辑实现。
在启蒙时期，为了使门槛得以降低，可以运用图形化对设计
软件进行辅助，学在对程序进行设计和编辑时，可以直接运
用连线、拖拽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不会接触到较多的编程语
句，在轻松的状态下完成对程序的编写，使其在完成之后会
产生一种成就感，逐渐感受到算法中蕴含的精髓。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学奥赛教学是未来高中信息学教学的发

展方向，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小学信息学教师去认真研究，在
未来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将继续就相关的问题一直进行研究，
希望能够得到一套更加完整的信息学奥赛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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