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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视域下面向核心素养的初中信息技术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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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基于“双减”视域下面向核心素养的课堂革命迫在眉睫，计算思维作为信息科技核

心素养之一，是数字化时代教育密切关注的一个课题，本篇文章围绕计算思维养成的核心目标，将技能的掌握与思维的发展

结合起来，以期能够发现和研究学生个体的学习潜能与差异，帮助每一个学生找到他自己最有效的学习方式，积极开展发展

性评价，从学习过程、学习结果、学习水平以及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价，使学生能够积

极主动的参与学习，促进学科思维的发展和深度学习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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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build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e classroom revolution to the 

core literacy based on the "double reduction" perspective is imminent. As one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uting thinking is a subject that education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mastery of skil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around the core goal of developing computing thinking. It is expected to find and study the learning 

potential and difference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help each student find his own most effective learning method, actively carry out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and make an all-round evalu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 results, learning level and 

emotional values express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o that students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 think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deep learning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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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明确指出：

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

为中学信息科技学科四大核心素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落

实核心素养是新课标下，信息科技教师亟待开展的教学革

命。为顺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作为四大核心素养之一

的计算思维，也随之成为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急需密切关

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课堂教学中的《金字塔迷宫》一

课为例，列举了课程实践中融入计算思维培养的意图设计、

具体的课堂实施过程、实施效果以及多元化评价体系。 

1 计算思维的概念及其操作性定义 

计算思维是一种用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即将实际问

题转化成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内容，并对其进行问题分析和解

决的思维过程。2006 年，周以真教授首次提出计算思维
[1-2]

的概念。通过计算思维，可将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思想过程和

方法展示出来，将计算特征融入到最优解决方案寻找过程中。 

2 计算思维的用途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拥有计算思维是每个人的必备核

心素养，这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在新课程改革

过程中，教师应将用思维与方法将课堂教学内容进行重构

和规范化处理，在课程设计中通过项目式学习或者主题式

活动逐步落实学生计算思维，丰富教学形态和教学评价模

式，让课堂目标真正从计算机技能的掌握向学科核心素养

的落实转变。实践证明，有计算思维能最大限度增加学生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开阔性。在项目式学习中，

培养计算思维更有利于学生实现具体到抽象的转化，更容

易通过使用科学的演绎和归纳方法找到问题的规律性
[3-5]

。 

3 初中信息科技教学中的计算思维培养 

本文以《金字塔迷宫》一课为例，研究和分析信息技

术教学过程中计算思维能力的落实情况。 

3.1 以 PBL项目式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作者以 Scratch 技术为工具，实

践 PBL 的项目式学习。在本节课授课过程中，融入多种教

学方法包括采用微课视频最大程度提高学生自主探究学

习能力和实验探究能力。通过任务驱动法使学生明确课堂

任务，在学生完成任务过程中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广播演示，

逐步引导学生完成探究任务。鼓励小组探究，发挥集体的

力量，学会团队合作，分析解决问题。本课，以“纪录片

导入创设情景——小组合作搜集资料——明确分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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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化分析任务——项目评估”为主要课程主线，在

编程实现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编程来实

现，逐步对算法实施的可行性进行有效分析，最大限度引

导学生头脑风暴。在课堂开始时，作者以古埃及金字塔科

普视频为情景引入，引导学生搜集资料，了解金字塔的历

史和构造自己设计出想要搭建的金字塔并画出设计图；然

后通过实体积木块搭建金字塔，进一步探究金字塔的构造。

然后通过编程实现金字塔的逐层搭建，最终通过算法实现

金字塔的一键搭建。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程序的个性化设

置，进行迷宫的挖掘和剧情设置
[6-8]

。 

3.2 重视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简单的问题并

逐步解决，是逐步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慢慢的开始习惯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学会将

实际问题抽象成计算机能解决的模型。 

3.2.1 教学环节着重对问题的抽象处理 

在《金字塔迷宫》一课中，教师在课堂开始时，通过

纪录片观察实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适时情境导人新课

内容并明确探究“层数”“边长”“定位点移动量”三者之

间的关系的学习任务。明确任务后，学生也开始兴致勃勃的

对金字塔的搭建展开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学会将金

字塔搭建的实际问题抽象成计算机能解决的问题，主动思考

探究，对编程实现金字塔的搭建规则进行激烈讨论。师生共

同探讨，填写学习单，绘制设计图纸。在设计图纸的绘制过

程中，学生通过深入思考，实现对其计算思维的培养。 

3.2.2 注重细节问题引导 

在《金字塔迷宫》一课中，学生的思维经历多次抽象

后，能够将金子塔的层高、材质、形状、游戏机制分层设

计出来。但问题依然存在，教师继续设问：（1）在自由搭

建时，层高、层数、定点位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定位点在哪

里？（2）搭建方式是哪种？是分层搭建好还是自由搭建

好或者是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3）能否通过金子塔的

层高、材质、形状、游戏机制分层等方面进行一些个性化

设置使自己的金字塔与众不同？ 

3.2.3 在程序执行与调试过程中渗透计算思维能力

培养 

在程序的编写、执行和调试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

问题，并且很多问题是突发的。这对编程者的计算思维能

力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能突出体现本学科对学生思

维能力的培养。在《金字塔迷宫》一课中，学生需不断调

整程序的完整性，调试在运行过程中的流畅度，不断优化

程序运行的趣味性以及代码的简洁性。在这个过程中，不

断发现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微课视频自主探

索，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训练学生计算思维能力。 

为将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延续到课后，激励学生继续

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教师可适当增加任务难度，进一

步优化游戏机制，向感兴趣的学生发布“拓展任务”。 

4 信息技术学科教学多元化评价体系 

4.1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学生互评是在评价别人的过程中，从他人角度反思和

提高自己的过程。所以，学生之间的即时互评是课堂教学

即时评价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4.2 评价内容的多元化 

《信息技术新课标》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

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从单一

的结果性评价拓宽到过程中评价中来，不仅要重视学生知

识、分数更要重视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

力的评价。要实现评价内容的多元化，还应关注学生的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
[9-12]

。 

4.3 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新课标指出：要学会运用多种方式开展评价，不拘泥

于时间、地点、线上、线下。教师可进行活动报告评价、成

长记录评价，可通过课堂观察和课后访谈评价，也可通过书

面检测、开放式问题等方式多元化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 

5 创设信息技术学科教学多元化评价体系的具

体策略 

5.1 教学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课堂评价不仅仅关注教师的感受，

更要多方面关注学生的感受与体会，通过评价可使课堂参

与双方更加充分的认识自我，相互反思，在今后更好的发

展自己，并以此来管理自己、激励自己
[13-17]

。 

5.1.1 开展自我评价，促进自主发展 

在开展教学活动前，应制定一个详细的活动评价标准，

学生在明确的目标任务引导下展开自我评价，学生主动性

提高，其思维不再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点式思维’”，

为课堂活动设计合理而又清晰的评价标准，可以引领学生

自主学习的方向，从而告别“点式思维”走向“系统思维”。 

5.1.2 通过生生互评，增强学习动力 

生生互评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还能提

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积极主动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

能力和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从而更好地学习他人的优点，

改善自己的缺点。 

5.1.3 提倡师生互评，保持学习张力 

老师虚心聆听学生的评价，体现出师生平等的地位，学

生能感受到老师对其尊重和认可，会更积极地投入到课堂中，

更能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多元化的评

价体系可以让其充分地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5.2 扩大评价范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学生，制

定科学合理的分层次教学任务。学生则根据不同的任务参

与课堂，成为课堂的主人。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从各个方面综合地评价学生。评价

的范围可以从教室内扩展到教室外，从课堂扩展到课余时

间。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表现和课堂秩序两

方面进行评价。一方面，学生作品提交情况、回答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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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积极主动等课堂表现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通过学生

上机秩序，比如机房设备维护、设备归位摆放、机房卫生

清洁等情况进行评价。 

5.3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5.3.1 评价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对于初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对授课内容的

巧妙设计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兴趣及有效性；同时，

恰当、到位的课堂评价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

们应尽可能预判学生在自主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仔细

分析教学内容，对每个环节设置详细的评价标准，对学生

的知识掌握情况做出正确、恰当的评价。 

5.3.2 评价学生能力发展情况 

为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教师应及时对学生在课堂上的

能力展现进行评价，比如学生主动提问，就要肯定学生提

出问题的能力；学生找到最优解决方案就要表扬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次之外，在信息技术课堂上的

一些其他能力包括操作能力、推理能力、计算能力等等。

善于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并给予肯定，以增强学生自信心。教

师通过与学生学习单上的思维导图进行课堂交流，及时地捕

捉学生思维的闪光点，适时地对其能力作出恰当的评价。 

5.3.3 评价学生学习过程情况 

教师应该对学习过程中学生各个方面的表现及时做

出真实有效的评价，重视教学过程中学生真实而又自然的

感情流露，加强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对学生课堂参与度、

知识点理解程度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价。 

5.3.4 评价学生心理因素发展情况 

教师应及时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和兴趣

度，适时调整，充分激发学生思维活动的积极性，对学生的

学习动机、学习习惯、学习意志等因素进行全方位评价。 

5.4 合理的评价语言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评价语言体现着一个教师的魅

力，学生能通过教师充满智慧与爱的评价中积极动脑筋思

考问题，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课堂教学过程不仅仅是知

识的传授过程，更是老师与学生的通过课堂语言进行感情

交流的过程。评价语言必须真实而不失亲切，在遇到尴尬

情况下，通过教师机智巧妙的评价语言，学生既能感受到

教师的鼓励也能发现自己的问题
[18-20]

。 

6 结语 

在信息科技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一个重

要环节是让学生体会抽象和自动化这一计算思维本质。计

算思维在编程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通过将实际问题抽象

成为计算机可处理解决的问题。多元化教学评价能够更好

地培养学生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因而在课堂评价中不

但应体现多元化，同时应注重评价的激励性、真实性、平

等性、自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教与学双方的互动相长，

教师能更好更高效地开展教学工作，进一步促进学生积极思

考。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生日积月

累的学习和锻炼。将计算思维融入到教学设计中，启发学生

开展循序渐进的探索和研究，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构建

“双减”政策下的高效课堂，有效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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