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计算思维目前成为信息社会学生解析问题的一
种普适的基本能力。在高中信息技术课中培养学生的计算
思维，可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层次，可确
立信息技术课程的核心价值与核心内容，可使信息技术课
从实用性教育转变为基础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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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程背后所代表的思想是学习一门课程为之重要的

前提与核心， 这样才能在生活与学习中利用这种思想去解决

实际问题。 如同学习数学目的是为了养成一种数学思维来解

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反观以前传承下来的对信息技术课程

的认识主要是以学习一门技术为主， 每个模块的课程内容主

要代表还是该类技术的软件操作。 学生学会的也只是利用简

单的工具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或者熟练使用各种工具与方

法的组合解决相对复杂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达到一种创造应

用的层次， 违背了利用课程思想去创造出新的工具和新的方

法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学习目标。
一、计算机思维的概念

关于计算机思维的定义可以通俗解释为： 通过约简、嵌

入、转化和仿真等方法，把一个看来困难的问题重新阐释成一

个大众知道问题怎样解决的方法， 这是利用海量数据来加快

计算，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之间进行折

中的思维方法。
计算思维利用启发式推理来寻求解答， 就是在不确定情

况下的规划、学习和调度。 它就是搜索、搜索、再搜索。 计算思

维利用海量数据来加快计算，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处理能力

和存储容量之间进行权衡。
计算思维的普适性在其他学科中也有表现， 如机器学习

改变了统计学。就数学尺度和维数而言，统计学习用于各类问

题的规模仅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二、对计算思维素养的具体要求

如今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诸多知名企业，以及许多由

风险投资所支持的初创企业， 都在利用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人

工智能系统，从人脸识别到信息聊天机器人，都在积极运用计

算思维的方便性， 由此计算思维的教学在教育行业也是备受

关注。 而人工智能也在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中，展现了自身的重要性。
相互支持共同构建数字素养教育具体包括：
信息素养———学生能够获取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 分析

信息和数据，用批判性思维技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分享信息

进行协作。
计算思维———学生能够使用计算方法来定义问题和抽象

特征，构建模型和处理数据。目标是通过适当的算法来解决问

题，并建立可转移的技能。
数字学习与创新———学生可以利用数字资源和工具来管

理他们的学习过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解决学习任务，并建

立创新的作品。 他们必须建立独立学习、协作、知识共享和创

造的技能。
数字公民———学生必须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负责任

地行事，并且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和安全。 此外，
他们必须关心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和环境问题。

三、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创新选择

在教学体系中，高中信息课程是长期被忽视的。在升学考

试的高强度压力之下，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渐渐变为被动性学

科。 目前来说，学会使用一些计算机基础软件来处理数据，是

现代公民必备的技能。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创新选择是优先

建立信息社会的信息通识素养。
现在， 推动面向未来的教育， 不仅仅是现代化的课程内

容，而且也要求教学方式的转变，死记硬背或重复练习的学习

方式将成为过去。根据最新的教育标准，课程和评估设计被要

求必须具备基于现实世界项目式学习与创造性解决问题。 学

生应该利用技术和数据处理技能来解决问题， 包括他们自己

的学习或独立研究。
课程教材的内容应体现时代性，体现信息技术最新研究成

果和发展趋势，以及有独特价值的创新内容、应用和案例写入

教材，特别是能反映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发展新面貌的内容。
四、教师积极应对高中信息技术课程

教师应营造有利于学生主动创新的信息技术学习氛围，
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为出发点，设计

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相适应的信息文化环境。
教师应合理选用并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学习、

借鉴其他科目的成功经验， 吸收国内外信息技术教学的成功

经验，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改革，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

式。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基础水平和认知特点差异，鼓励学生个

人个性化发展。教师可以通过设立多级学习目标和多样的学习

方式，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到合适的内

容，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自主探索空间，鼓励不同意见和创造

性思路的迸发，鼓励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式和方法。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能力差异、水平差异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次教学。
教师应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发展的适应能力， 当前信息

技术发展速度快、知识更新周期短，光靠学校的有限学习是远

远不够的。以后探索争鸣不仅是学习的对象，更是信息时代公

民进行终身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和环境。 培养高中学生对不

断发展、变化的探索争鸣的适应能力，既是当前教学的需要，
也是培养信息时代公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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