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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教育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为目标，通过任务驱动来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运用实
践探究来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引导学生勇敢面对信息
困境，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软件环境具有
极强的“可塑性”，各种教育理念也层出不穷，信息技
术教学内容对教学的控制不可能像其他学科那样精确。
因此，教师应该认识到，信息技术教材中所使用的操作
实例只是传递一种思路和导向，在不违背思路和导向的
前提下，教师应该敢于取舍，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教
学内容，用学生感兴趣的素材，替换离学生生活实际较
远的内容，以便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积极性。

一、紧跟技术发展，提升学生数字学习水平

信息技术课程要立足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着眼学
生的终身发展，面向全体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的特点
出发，为学生适应信息化生活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教师要紧紧围绕信息技术学习的“识别与获取”“存储
与管理”“加工与表达”“发布与交流”四个维度，结
合时代发展和软件更迭，以适度超前为追求，选择生活
中常见的软件进行探究，丰富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内
容，创新学生的学习方式 [1]。与此同时，教师还应充分发
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活动范围，引导
他们参与信息化社会活动，使他们了解和体验现代信息
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态，进而使学生初步形成
投身于信息化建设和创新活动的愿望。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教材内容跟不上信息技
术的发展速度，因此，教师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
和升级。在信息技术学习中，技术仅仅是手段，信息意识、
思维与能力的提升才是学习的目的。在计算机基础知识
部分，教师可以对原有的系统及其组件的教学内容进行
升级，由于手持智能终端越来越多，教师可以尝试融入
Windows 多种版本系统、苹果系统、安卓系统等内容，在
课堂上允许学生选用不同的设备解决问题，以便增强学
生的信息意识与数字化学习能力。

文字处理、演示文稿的教学，教材中选取 WPS、

Office 系统为教学平台，但是随着移动终端和云工具的不
断普及，文本处理和演示文稿的编辑工具越来越多，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网络空间编辑发表文章，通过美篇、
微信、抖音等平台发表图文信息，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
融合，既方便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效率。特别是学生利用键盘输入文字普遍不快，而运用
智能终端语音识别、图片识别等方式处理文字信息更加
便捷，大大提高了学生运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对于作品内容，教师可以让学生
选择身边的人或事进行信息表达，让学生有表达的需
求，有表达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做到表达最优化。

二、积极推进学科融合，养成学生良好意识与责任

学生的核心素养并不直接指向特定学科，而是指向
教育中的共性素养，体现不同学科共通相融的特性，在
各教育阶段具有循序渐进、层次化发展的价值。从学科
角度来讲，要为素养而教（用学科教人），学科及其教
学是为学生素养服务的，而不是为学科而教，把教学局
限于狭隘的学科本位中，过分注重本学科的知识与内容、
任务和要求，这样将十分不利于培养视野开阔、才思敏
捷并具有丰富文化素养和哲学气质的人才 [2]。因此，对于
以核心素养视角取舍和确定教学内容，教师要积极推进
学科间的深度融合，支持学科内联系和学科外联系，形
成横向联合、纵向衔接的学科素养层次结构，从而实现
教学内容与核心素养相融合的育人目标。

信息技术教学离不开以内容为载体，教师可以将高
品质的地方文化、学校特色、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融入
信息技术教学中，鼓励学生运用喜闻乐见、积极向上的
事物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内容进行创作，使作品更加贴
近实际生活。恰当的教学范例能连接学生的生活体验，激
发学生的学生兴趣，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
因此，教师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教材观，选择有价值的教
学内容，对教材中范例进行合理取舍，才能挖掘教学内
容的核心素养教育价值。“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趋
势”是“自主发展”核心素养下“信息意识”的具体培
养要点。教师要挖掘立德树人的故事，以学生熟知的地
方文化、学校特色为切入点，通过信息技术走进学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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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将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融入信息技术教学中，从信息
的获取与整理上选取与学生关系密切的资源，才能培养
学生发现身边信息的意识，激发学生数字化学习和创新
的欲望，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

三、合理利用开源硬件，激发学生数字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教学要“适当关注前沿技术，提升技术应
用的能力和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
智能硬件的发展，教师在信息技术教学中没有必要明确
区分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模块的教学，可以统
一规划，螺旋上升地进行教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开源硬件的教学可以分为学具学基础、散件促创新两个
阶段。

1. 利用学具，知识奠定基础
小学生采用集成的实验板进行学习，不接触线路连

接，能够消除不必要的干扰，使他们更加集中注意力，并
在短期内集中认识开源硬件，初步掌握程序编写步骤。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图片和观察实物，消除神秘感，通
过软件编程控制舞台、角色或执行模块，有利于其计算
思维的形成。

第一层次的学具，利用传感器、执行器的集成板进
行教学。集成板教学主要渗透传感器的有关知识，学生
通过学习传感器，初步了解信息如何输入输出。例如，使
用触碰开关，触摸一次，舞台逐渐明亮，然后逐渐变暗；
使用麦克风编制程序，对着麦克风吹一下，LED 灯逐渐
明亮，而后逐渐变暗；使用超声波传感器，将障碍物放
在离超声波探头不同的距离内，观察 LED 数码管上的距
离读数；认识步进电机，能够编制程序控制步进电机的
正转和反转；理解舵机偏转角的概念，学会编制程序控
制舵机偏转到指定角度，带动机器人手臂旋转到特定角
度，控制夹持器产生闭与合的动作……

第二层次的学具，利用智能小车开展教学。在编程
领域，教师要打通 Scratch 编程角色运动与硬件控制的壁
垒，设计从模拟执行到硬件实战层层深入的学习主题。
例如，在 Scratch 编程学习中，可以有几种方法让小猫沿
正方形走一圈；根据小车的特点，迁移 Scratch 小猫的编
程语句，设计出小车走方形的程序。小车一般用两组马
达控制运动，每个马达有两个信号控制：转向和速度。
小车的基本运动方式有前进、后退和转弯，这些可以做
成子程序，方便后面调试。学生思考利用两组语句来控
制小车运动，即小车转角度和行走长度，不能像 Scratch
里面一样精确赋值，只能依靠时间参数来控制，学生必
须不断调试才能成功。学生在自己的探索中逐渐学会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了信息技术思维。

在 Scratch 学习中，用判断颜色的方法，让小车沿
着曲线道路自动驾驶；智能小车主要由编程控制“眼
睛”和“腿”，即灰度传感器和电机，达到与模拟小车
类似的功能。学生理解传感器的运用，思考在真实场景
下和模拟场景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进行语句修改，通过
灰度传感器的作用，可以让小车在对比明显的道路上行
驶。学具智能小车有四组灰度传感器，可以适应不同的
路面。例如，沿窄条黑线行驶，只需要使用中间两个传

感器；如果在黑色路面，中间有白色隔离线的路面指定
车道行驶，可以利用两边的传感器。每组传感器连接不
同的端口，分别在不同路况下调用基本动作，完成自动
驾驶的过程。然后，根据交通规则和实际问题，让学生
继续思考如何完善小车的智能驾驶。例如，增加合适的
传感器，加上合理的编程语句，实现避障、抓取等功能。

通过类比迁移教学，学生进一步理解编程的意义，提
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智能硬件的使
用效率。学生在学具使用过程中，扎实掌握传感器与舞
台、角色、执行器的联动关系，了解联动的一般场景，为
以后利用开源硬件进行创新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主题设计，创意成就创新
学生在学习完基础的知识后，就可以选择合理的模

块，设计有生活意义的场景或者工具。这主要是让学生
理解自然常识、科学原理及生活常识，锻炼观察能力、
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让学生使用开源硬
件，通过构建模型、连接电路、编程设计，培养其创新
能力，展现团队合作能力，从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学生的设计来源于生活，可以是弥补缺点法，即改
善生活中不便的地方。比如，刚倒入热水的水杯经常烫，可
以在杯子上加装一个温度指示装置，让喝水的人提前知
道水温；可以在杯子上增加称重装置，便于人们了解一
天喝了多少水；还可以安装时间装置，提醒人们定时补水。
学生可以运用组合重构法，将生活中几个物品的功能叠
加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物品。例如，把测距装置、提醒装置、
光控灯、定时眼保健操等集成到课桌上，创造出智能课
桌，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坐姿，保护学生视力。学生的设
计还可以是信息交合法，即把一种物品的装置迁移到其
他物品上，参考前人的构思，完善自己的作品。但需要
注意的是，参考不是抄袭。而且学生应多关注特殊群体、
关注时事，从而设计出更多有创新性的作品。

结　语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信息技术教学要将教
学内容取舍的依据从单纯的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的形成，从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学习需求出
发，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采用多种有效方式，让
学生亲历处理信息、知识探究、合作交流、解决问题的
过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进
而实现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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