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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基于项目化教学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李　品 

（山东省泰安第三中学新校，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核心素养教育逐步成为高中阶段各学科教学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如何立足核心素养教育来创

新教学模式，全面推进核心素养教育工作也成了每一位广大信息技术教师亟待思考的问题。而项目式教学作为一种有着较强实践性、综

合性特点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提高高中信息技术的教学趣味性、有效性，这对于教学效果的提升以及核心素养教育的落实有着巨大的

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在探讨项目化教学内涵特点和应用意义的同时，就基于项目化教学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策略进行探讨，

以期能够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些借鉴参考，共同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现代化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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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它在各行业、各领

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也使得社会对于人才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要求不断提升。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作为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培养的有效途径，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和成长都有着重要促进

意义。但是，可以看到传统的信息技术教学大多模式单一，缺少

多样化的设计，这不但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质量，而且也阻碍了

他们核心素养的培养。项目化教学则能够突破传统教学桎梏，进

一步提高信息技术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让学生能在寓学于乐

之中收获更多知识快乐与成长。所以，在新时期，我们应当基于

项目化教学来积极推进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改革，以此来为学生更

好地学习、成长和发展保驾护航。

一、项目化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一）内涵阐述

项目化教学，顾名思义指的是一种围绕“项目任务”来展开

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在该模式当中，“项目任务”属于核心所在。

教育者会结合教学内容，为学习者创设一个项目式的任务，然后

指引他们进行项目确定、计划制定、项目实施、项目展评等活动，

从而让他们能够全程化地体会到项目实践、项目生产过程，帮助

他们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二）特点分析

第一，实践性特征。项目化教学作为一种以“项目任务”为

核心的教育教学模式，有着极高的实践性特征。它的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学生充分参与、思考和实践。与此同时，结合信息技术教

学实践来看，项目式教学能够营造一种在“做中学”和在“学中做”

的氛围，让学生的课程实践能力得到有效培养。第二，探究型特征。

项目化教学本身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项目任务，然后引导他们进

行自主探索和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在该模式下，学生们能够充

分展现自己的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从而在自主探索和合作探究

中感受信息技术魅力，体会信息技术妙用进而获得知识与成长。

二、项目化教学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项目化教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其

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的应用意义深远，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升课程教学实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更能

够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兴趣好比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只有在浓

厚兴趣的推动下，他们才会以更专注和更热情的姿态投入到学习

当中，进而获得更多学习收益。这也启示着信息技术教师一定要

注重“趣味教学”这一思路的运用，要懂得“以趣为引”来提高

教学有效性。而若想实现这一目标的话，依靠以往言语直输式的

教学显然是不现实的。而项目化教学的运用不但能够为学生提供

一个自主性高、趣味性强的学习契机，激起他们的课程学习和实

践热情，而且还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将他们牵引到学习主位，发挥

他们的积极性与主体性，让他们能够在寓学于乐的同时，获得学

习效果的提升。

（二）提升课程教学实效

对于项目化教学而言，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模拟

真实的信息技术应用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知识。这

种教学方式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提高了他们

的技能水平和应用能力。同时，项目化教学还注重学生的团队协

作和沟通能力培养，使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

共同解决问题，从而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三）发展核心素养

如今，在新课改旗帜下，如何将核心素养教育落到实处，已

经成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重要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重

在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环节的结合，如果教师只是向学生传授理

论知识的话，很难使他们获得信息素养的发展。新课标在强调信

息素养教育的同时，也对其具体的方法作出了指导，即打造一个

活动型、探究型课堂，让学生能够在思考、探究与实践的过程中，

获得信息素养的培养。而项目式教学正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型、

探究型课堂，将其渗入到信息技术教学当中，能够有效助力学生

信息素养的发展，使他们学得更多，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四）符合时代人才需求

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已成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对于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需求日益旺盛。项

目化教学通过模拟真实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让学生在实践中锻

炼和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从而培养

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既具备实践能力又具备创新精神的复合型

人才。这种人才不仅符合当前社会的需求，更能够引领未来的信

息技术发展潮流。

三、基于项目化教学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一）项目选定，明确教学目标

明确的目标是行动的先导。对于项目教学而言，它的实施应

当注重项目任务的科学选定，以此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方

向，保障教学效果。对此，我们应当基于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实

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项目任务，然后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让学生

们能够在明确的任务和目标驱动下，快乐学习、高效学习。以“网

页设计”这节课教学为例，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基于教学内容和高

中生的信息化经验来设计如下项目任务：建立一个网站；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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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结构设计、版面设计，展现自己的信息与爱

好等，这些任务的设计都是基于教学内容，并且和学生们的兴趣

爱好等相联系的，通过这样的项目任务设计可以搭建一个生活和

信息技术教学的桥梁，让学生们在学习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中

感受到信息技术的妙用，不知足不觉中培养他们的信息技术学习

兴趣，提升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为其信息技术素养的培养奠定

坚实基础。

（二）项目分组，推动合作探究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项目式教学的开展应当积极落实

合作教学原则，通过引导学生合作探究来促进他们的学习和成长。

同时，信息技术新课标当中也在明确强调核心素养教育的同时也

对其具体的推进路径进行了指示，那就是要积极开展合作式、探

究式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们能够在合作探究中互相交流与互相

促进，推动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对此，我们也要积极推动项目

式教学下的合作探究教学。首先，我们可以结合学生的学情和兴

趣等信息，在班内划分出多个 4—6 人的信息技术小组。同时，保

证各个小组实力相当，以此来促进组与组之间的相互对比和竞争，

组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

我们可以引导各个小组划分内部职责，打造一个“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的学习共同体，以此来促进他们的共同成长。例如，我

们可以引导各组选定组长、发言员、记录员、动手员等多个角色，

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拥有一个出力的角色，以此来促进整体的

参与。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不影响学什么的项目学习体验，

我们可以定期引导对这些角色进行轮换，例如每隔一段时间就换

一个人来担当组长或发言员一职，这样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体

会到集体的参与感、新鲜感以及荣誉感，更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

热情，让他们在快乐的心情下，共同参与项目探究，并从中获得

更多知识、快乐与成长。

（三）项目布置，保证有效运行

科学的项目布置是保障项目式教学模式推进的重要基础。所

以，在选定完项目任务以及处理好小组推进工作之后，我们应当

科学布置项目任务，以此来为项目式教学的有效开展奠基。具体

来说，我们可以考虑高中生的特点，首先，明确课堂规则，制定

基于项目式教学的课堂秩序，让学生们能够在有约束的条件下学

习，避免出现违反课堂纪律的情况。其次，我们要充分做好项目

示范工作，在项目教学过程中，要基于每一个项目任务的实际操

作流程进行讲解和演示，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其中的关键点、

要点和难点，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开展自主实践和合作探究。这一

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学生示范的方式来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

实践和技能展示的机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可以基于

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将微课等手段引入到教学中来，让学生们能

够基于微课的展示功能来进行学习，发挥他们对于学生的吸引作

用，让学生们能够快速掌握相关内容与技巧，促进他们的项目实践，

从而全面提升项目式教学效果。

（四）项目实施，注重细节把控

项目式教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和自由性，所以，在实施的过

程中，我们也要注重细节的把控，特别是不能过多地干涉学生，

要在发挥好自身辅助者、引导者角色的同时，主动“退居二线”，

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让他们能够尽情展示自己才华，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潜力。例如，在“网页制作”这个项目教

学过程中，当我们布置任务是，我们可以引导各个小组成员去发

挥自己的力量，为集体贡献一份力，积极和其他学生进行合作探讨，

通过合作探究来完成任务。同时，我们也要维护课堂秩序，避免

学生在项目合作中出现玩闹等情况，有效保障课堂教学效果。此外，

我们也要走进学生的合作探究之中，给学生提供及时的点拨和指

引，保障他们能够高效完成项目任务。例如，某个小组的学生在“表

格属性”方面遇到问题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学会如何设置表格，

教会他们如何添加网页元素等等，必要时可以为学生进行一定的

示范，以此来强化他们的知识点认知，提升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

让项目式教学得以高效推进。

（五）项目展评，提升教学实效

教学评价作为信息技术教学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教学效

果。做好该环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进而实施有效的教学辅导和改革策略，提升教学效果，

而且还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学习道路，促进他

们良好学习兴趣、学习习惯以及核心素养培养。所以，在项目式

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项目展评的合理设计，从而有效保障

课程教学实效。还是以“网页设计”项目为例，当所有组都完成

了项目实践之后，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项目展评”环节，让各个

小组能够展示自己的项目成果。期间，可以让学生介绍自己的项

目设计理念、设计意图、设计步骤等内容，同时也让他们说一说

自己的实际心得，引导大家的交流和探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

以结合学生们的作品来对其中的闪光点进行捕捉评价，同时引导

大家思考其中的不足之处，给出针对性的建议。需要注意点是，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当多运用一些“赏识性”的评价。科学对

待学生的不足，要懂得“化食指为拇指”，更多地去夸赞和表扬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优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树立他们的信息技

术学习自信，培养他们良好的思维品质。其次，我们也要在传统

师评的基础上，积极将学生、小组等引入到教学中来，开辟自评、

互评、组评等多种评价模式，以此来促进学生思路的交流，提升

他们的学习效果。例如，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之间的评价，

以此来让他们更好地交流看法、教会思路，全面提升教学效果。

再者，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些竞赛游戏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例如，可以创设“最佳创意奖”“最佳团队”等奖项，并准备一

些小礼品，以此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项目实践热情，引领

信息技术项目式教学效果更上一层楼。

总的来说，在新时期，积极推进项目式教学改革工作已经成

为推进核心素养教育的重要举措。对此，广大教师应当深刻把握

该模式的内涵特点、价值意义，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教学

设计来打造基于项目式教学的信息技术教学新常态，从而在激发

学生兴趣，保证教学效果的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

推动他们信息技术素养的培养，助力他们在未来走得更远，飞得

更高。

参考文献：

[1] 李贝贝 . 新课标下高中信息技术项目化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研究 [J]. 中小学电教，2024（06）：85-87.

[2] 陆豹 .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J].

学周刊，2024（15）：73-75.

[3] 黄忠培 . 基于项目化教学的高中信息技术实践活动的设计 [J].

高考，2024（04）：120-122.

[4] 郭书艳 .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信息技术项目化教学研究 [J].

高考，2024（03）：105-107.

[5] 殷延凯 .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项目教学法的实践与探索 [J].

学周刊，2023（16）：5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