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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新课程与教学》系按照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而编写的一本实用教程
。《信息技术新课程与教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概述，信息技术新课程的教学
目标和内容体系，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信息技术新课程的教学模式，信息技术新课程的教学设计，
信息技术新课程的素养与及培养，信息技术新课程评价，信息技术新课程的教学研究与论文撰写，信
息技术新课程教学技能及实训，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模块教学实例。《信息技术新课程与教学》是在总
结了多位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实践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编写的，内容丰富，针对性和实践性很强
。《信息技术新课程与教学》可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计算机教育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教育技
术学教育硕士的教学参考书和在职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用书，还可作为从事信息
技术教育研究人员和其他学科教研人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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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5 任务驱动教学法　　任务驱动教学法（Task Based Learning）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
上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一种具体应用。这种教学方法主张：教师将教学
内容隐含在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任务中，以完成任务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动机
驱动下，通过对任务进行分析、讨论，明确它大体涉及哪些知识，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并找出那些是
旧知识，哪些是新知识，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主动应用，在自主探索和互动协
作的学习过程中，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最后通过任务的完成实现意义的建构。简言之，信息技术教
学中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概括为，以任务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确定任务是核心
，怎样驱动是关键，信息素养是目的。　　（1）任务驱动法的类型　　1）封闭性任务驱动法　　封
闭性任务是每个学生都应自主完成的任务，它包含的主要是一些学生没有学过的新知识，新旧知识有
一定的联系，要求每位学生都能掌握。这类任务规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要求，一般需
要教师针对任务包含的重点问题引导学生作出比较清楚的分析，以明确重点，少走弯路，同时，也需
要学生在确定的任务主题内做出自己的特色。例如，插入一副图形并使文字协调地环绕在它的周围，
教师的角色就相当于“导演+演员”，而学生则是“观众+演员”。　　2）开放性任务驱动法　　开
放性任务指的是一个任务框架，允许学生根据个性特点和能力水平自主选择和设计任务类型和任务主
题。开发型任务一般需要由小组学生共同探讨完成，而任务完成的结果经常是一个电子信息产品。这
类任务相对较大，但考虑到任务完成上的连续性和教学实施上的可行性，应力图控制在两课时以内完
成教学任务，有条件的地方还可连堂排课。教师的作用是在于提出任务框架，提供任务设计和实施的
建议，提供有关信息的咨询，对学生进行评价和鼓励等，但不宜给予直接的示范和方法指导。例如，
在电子表格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能针对一份完整的数据，使用电子表格工具作一个统计分析报告。基
于此类任务的教学，教师的角色相当于“导演+顾问”，而学生则是“演员+导演”。　　（2）任务
驱动教学法的优点　　①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体现了“学生主体”的教学思想。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指导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师生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角色。学生在学习中起主体作用，是学习和完
成任务的主人，教师则在教学中起组织、引导、促进、评价、咨询的作用。　　②易于激发和保持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随着一个个任务的完成，一个个知识点的掌握，一个个目
标的实现，伴随着学生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就感的出现，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和自信就油然而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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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课程以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为课程目标，标志着课程形态从计算机教育到信息技术教育的转变
，标志着从课程理念、目标、内容到实施过程的全面更新，也标志着信息技术课程已成为中小学生信
息素养培养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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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学到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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