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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计算思维培养的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 Arduino 程序设计课程为例

杨　森　张敬辉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珠海 519100）

摘要：计算思维是 21 世纪信息技术学科最重要思维方式，成为计算机从业者的职业思维，但传统结构化项目式学习在中职程序设计

课程应用中存在一些弊端。文章基于课题《面向计算思维培养的原型法项目式学习教学设计与研究》针对本校 2019 级、2020 级的信息技

术类专业学生致力于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的适切性调查与分析。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并以 Arduino 程序设计课程为例阐述基于原型

法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过程，为中职生计算思维的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计算思维；原型法；项目式学习

随着信息技术爆炸式裂变，原有学习信息技术课程的方法不

利于学生计算思维和应用领域拓展，具有计算思维的原型法项目

式学习更加注重过程性的分析与问题的实现上，聚焦于直观、方

法和逻辑思维过程，在技术迭代过程很好支持学生高阶能力发展，

已成为职业教育的普遍共识，并得到广泛重视。

为了加快“面向计算思维培养的原型法项目式学习”在中职

学校生根发芽，本课题研究以信息技术类专业进行现状调查与分

析，并以 Arduino 程序设计课程为例采用原型法对传统结构化项目

式过程进行优化重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提炼出培养学生计算思

维的有效策略。

一、原型法项目式学习

原型法项目式学习是利用原型法模型开展项目式学习，基本方

法是项目开始根据要求快速建立项目初始架构，在此基础上，学生

与用户不断磋商，对项目初始架构进行反复优化为依托，以问题解

决为抓手，学生不断获取信息形成计算思维为切入点探索最佳解决

方案，最终达到项目目标，解决用户问题的信息系统快速开发方法。

二、面向计算思维培养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的现状调查

随着信息技术迭代发展，数字化和虚拟智能化成为现代社会

的基本形态特征，要求信息技术类专业基于应用场景具备很强的

逻辑思维。为了适应新趋势，在实际教学中引入载有计算思维的

原型法项目式 Arduino 程序设计辅助工具，基于需求优化项目原型，

更加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对新旧方法的梯度对比，

具备了面向计算思维培养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的条件。

对于专业性很强的信息技术类应用专业，需要配备一定数量

的硬件和信息操作系统满足项目优化重构训练，在学习中还准备

了丰富多样的计算机编程工具和算法训练，拓展学生的抽象思维，

促进中职生职业能力发展，为面向计算思维培养原型法项目式学

习的现状调查提供支撑。

三、调查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研究对象

选用本校 2019 级、2020 级的信息技术类专业作为研究对象，

这些专业采用计算思维解决社会现实应用问题和情景具有代表性、

导引性，是编程类课程的重要价值。两个年级四个班共有180位同学，

发放调查问卷 1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72 份，有效率达 95.5%。

（二）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这是最常用最有效的调查方法，内容涉及四个

方面，分别是：学生在计算思维方面的认知、信息技术类专业编

程课学习的状况、采用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的态度、在学习信息技

术类专业课程最重要是什么？

访谈法。访谈了专业的部长（专业负责人）、部分专业教师

和部分学生。了解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设置情况、教

学改革思路及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课的教学情况。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问卷调查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借助 ExceL、问卷星工具基于学生计

算思维的发展认知、感受和倾向设计调查问卷，以期了解学生解

决问题时计算思维的能力现状，对调查问卷选项结果从非常同意

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记分：5、4、3、2、1。

调查时除了考虑性别和年级影响因素外，还剔除了连题目没

看清胡乱填写的问卷，使调查数据更贴近学生的真实想法与意图，

提高问卷的信效度。经过对问卷各题目分数统计结果及占总分比，

每个题目总分是 2580。

1. 学生在计算思维方面的认知 . 调查得知，如表 1，大部分同

学对计算思维认识不足，认识计算思维的占总分比 47.8%，认为计

算思维是必备学习方式占总分 51.3%，意味着学生不清楚计算思维

的重要性，在计算思维会成为人类主要思维方式占总分29.5%。可见，

很多学生对计算思维比较陌生，未意识到计算思维是信息学科的重

要思维，需要教师在日后学习中适当的引导和正确的训练。

2. 学生在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课学习状况。为了更清楚了解

学生在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课学习状况，通过三个维度分析其课

堂表现形态：对课程的兴趣、学习现状、对现行学习方式是否满意。

（1）学生对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的兴趣。调查数据显示，占

总分比达 80.1%，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对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

课感兴趣，为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和开展研究提供了土壤。深挖

数据背后的原因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计算化和数字化加快

了社会的前进步伐，各种信息技术应用层出不穷，朝着个性化、

简单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就业岗位供不应求，薪资始终处在高位，

深刻影响着学生的职业规划。

表 1 占总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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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在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课的学习现状。图表数据

显示，学生在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课的学习现状占总分比介于

25.7%-52.9% 之间，占总分比偏低，说明很多同学没有理清项目

内容的界限特征和缺乏项目需求的规划上，忽略了需求之间的关

联性，没有运用计算思维的行动核心要素构建系统形成对应的解

决方案，而进行碎片化学习，造成学生无所适从，最终形成千篇

一律的模仿作品，没有体现学生个性化发展。

（3）对现行课堂学习方式是否满意。学生在现行课堂教学方

式是否满意得分 460 分，分值很低，占总分 17.8%，说明大部分

同学不满意现在的教学方式，内容繁多，学习自由度低，加上基

础差，久而久之厌倦这种学习模式。用传统方法学习信息技术类

专业编程课效率得分 1004，占总分 38.9%，由此显示，利用传统

结构化项目式学习编程课时效果不尽如人意，过度注重形式化解

决问题，层次不分明，不能体现编程课应有的计算思维，忽视了

方法的获取，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3. 采用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的态度。数据显示，如表 3，两个

选项分值占总分均超过 85%，学生表示都愿意尝试新的学习方法。

可见，很多学生希望改变冗长乏味的现状，期待着引入新模式致

力于信息计算机算法、分界、抽象、评估、概括的实现上，理清

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为采用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的开展与实

践研究提供充分条件。

4. 在学习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课

程学习方式由你定，你倾向于哪种学习方式？”选择“教师先

讲，再由小组探究，最后教师总结”的人数达到 148，占总分比

86.1%；在“你认为学习信息技术课程最重要的是”，78.6% 以上

的同学选择这三个选项“自己动手实践、学习兴趣、思维方式”。

显而易见，很多同学愿意选择学习效率更高的自由开放学习方式。

即学习初期提出学生感兴趣的项目，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辅助工具，

获取编程必备技能，确定项目原型，再由学生探究和不断修改项

目原型直至达到最佳需求目标。如：提出学生感兴趣的声光控灯

项目，教师引导学生学习 Arduino，接着在 Arduino 系统开发设备

上通过声光传感器监测周围环境声光的强弱来控制灯泡亮灭，在

此基础上不断判断和优化项目原型，直至达成创意作品。

（二）访谈情况

教师反映课程内容和硬件设备跟现实应用有脱节，教法学法落

后，评价体系不科学，教学设计不合理，影响教学质量。值得注意

的是，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计算思维非常薄弱，在教学中较少涉及。

专业负责人表示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陈旧，教师的观念落后，

在未来的改革思路中，以市场为导向，创新教法学法，改进评价手段，

重点培养计算思维能力，提高从业者竞争力，用“蛙式两栖”方式

培养师资力量。学生表示程序课内容语法复杂，希望跳过编程语言

中太多的语法代码，可以运用形象的图形化编程工具，如 Arduino。

五、建议与对策

（一）基于原型法项目式学习进行教学设计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深入，颠覆性智能化技术层出不穷，

教师与学生思想观念要跟紧社会发展步伐，以优秀生为主的具有

边际效应递减传统教学设计已跟不上时代变迁，而拥有开放包容

性的原型法项目式学习教学设计更适切处于几何数级信息量增长

的计算机专业中职生，具体细化到每一次学生行为任务都有相对

应教师任务。通常以项目原型为蓝本，将具有计算思维元素的知

识点模块化符合学生认知规律进行教学设计，如表 2，或者内化

成易于学生理解的模拟现实游戏化情景来教学设计，通过学生学

习效果不断反馈和不同项目特点来优化教学设计，直至达成每个

学生学习目标。

表 2 原型法项目式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任务 学生任务 设计意图

课前准备

    借助学习平台，复习

旧知识，明确学习任务，

发布学习资料

学 生 课 前 通 过 学

习 平 台 了 解 学 习

内 容， 上 网 查 询

相关知识

转化学习手

段， 培 养 学

生自主学习

能力

明确任务

在声光控灯任务基础上

拓展其任务，应用到工

业控制项目上，播放声

光控制过程视频

   学生观察思考算

法、 语 言 和 设 计

流 程 图， 提 出 疑

问，观看视频

激发学生的

学 习 兴 趣，

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

获取信息

Arduino 的 学 习 引 导，

声 光 控 制 算 法 学 习 引

导，归纳知识点，形成

模块化工具库

观看、思考、动手

实践，总结知识点，

形成知识标签

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和归纳能力

实施任务

根据声光控灯项目原型

拓展到工业自动化应用

上，如：受精鸡蛋自动

筛选系统设计

项目特征分解，形

成知识标签，制定

流程图、算法等形

成解决方案，动手

操作形成作品

激发学生学

习 热 情， 提

高自主解决

问题的能力

检查控制

检查项目完成的效果、

规范性，过程的合理性

及运用计算思维情况

看 演 示 操 作， 反

思 自 己 的 作 品 情

况，总结反思

培养学生细

致工作态度，

体现做中教，

做中学

评价反馈

进行过程性评价，对小

组捆绑式评价，全面科

学评价每个学生

优 秀 学 生 展 示 作

品 制 作 过 程， 供

其他同学学习

鼓励学生创

作更好的作

品， 增 强 优

秀生荣誉感

（二）改进评价体系来有效评价计算思维

项目式为载体的信息计算机技术编程学习要改进评价体系引

导学生计算思维培养。以行动为导向，从学习前的预习、学习中

的探索与实践到学习后的巩固拓展全过程科学量化学生每个思想

要素，不断映射具有计算思维原型法项目式的学习过程，不断锤

炼计算概念及积累计算实践经验来逐步提升计算观念，从而使学

生逐渐形成鸟笼效应，实现计算思维的跃迁。

六、结语

传统结构化项目式学习信息技术类专业编程课的漫射性不适

合处于形象认知阶段的中职生，时代在变，学生在变，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学一直在对抗中前行，如何平衡两者关系是每个中职教

育者值得关注的问题，具有推理、演绎、可逆和补偿思维能力的

中职生更适合采用具有计算思维原型法项目式学习程序设计课程。

本课题的调查与研究，以信息技术类应用专业程序设计为硬件开

发平台，以优化项目原型为依托，学生通过分析、规划、设计、

制作、运行作品的真实过程掌握程序开发基础知识，致力于信息

技术学科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增强计算思维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穆肃，欧阳慧玲，张晗 . 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课题研究现

状调查与分析——以 2019 年度广东省示范课题为例 [J]. 教育信息

技术，2021（1）：7.

[2] 张菊芳，王海燕 . 初中生计算思维能力的现状调查及对策

研究 [J]. 数字教育，2018，004（006）：46-50.

[3] 张敬辉 . 基于原型法项目式学习促进中职生计算思维发展

的实践探究——以 Arduino 程序设计课程为例 [J]. 教育信息技术，

2021（12）：4.

[4]王旭卿.面向三维目标的国外中小学计算思维培养研究[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