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想让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获，教师要多管齐下，深入研究

提高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

深挖教材，搭建 Moodle 教学平台，丰富教学形式，多给学生创

造自主学习的机会，以此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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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挖教材，联系生活，提高“任务驱动”的有效性

在信息技术课堂中，许多教师经常使用“任务驱动”的教

学模式，但如果任务设计不好，可能会出现任务不明确，任务

没有驱动力；臆造任务，任务来源不实际，学生不认同等现象，
整个的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任务驱动”实际发端于古老的“学以致用”以及陶行知先

生所倡导的“学中做，做中学”教育理念。任务必须源自学生的

生活和体验，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
其中使用“TrueType 造字程序”造字的实践任务，就有改

进的必要和空间。如果教师直接布置任务，让学生造手写字或

生僻字，会让学生没有目的性。 因为，学生基本上没有输入手

写体的需要，也很难有机会造生僻字。 试问：我们有几个人造

过生僻字？联系本课字型码的知识点和生活实际进行教学，可

以使学生更加容易地开展学习。
举例说明，“镕”字看起来比较特殊，学生纷纷开始探究，

有的对“镕”字尝试设置其他字体，观察变化；有的输入其他文

字，如自己的姓名，再设置不同字体，观察变化……最后，学生

基本能得出结论：“镕”字不是常用字，而有的字体的字库只包

含常用字，怎么办？这时，教师可利用“TrueType 造字程序”，介

绍使用偏旁部首法又快又好地造一个华文隶书的“镕”字。
解读：“TrueType 造字程序” 并非一定要用来造不存在的

字，用来补造一个非常用字的某个字体，更具有现实意义。 从

我们的上课反馈来看，比原课本任务效果好很多。
二、搭建 Moodle 教学平台，有效组织课堂教学

Moodle 是一款 基 于 建 构 主 义 和 人 本 主 义 设 计 思 想 的 开

源软件，其主要功能大致分为网站管理、课程管理、学习管理

三大部分。 其中，课程管理具有强大的课程开发功能，如教学

资源设计、教学活动设计、各类教学测验设计、教育统计等。其

丰富的课程 活 动 功 能 几 乎 囊 括 了 教 学 活 动 所 需 的 大 部 分 功

能，如论坛、测验、资源、投票、问卷调查、作业、聊天室、Blog、
Wiki、Webquest 等。 教师可以自主设计和管理课程， 在线备

课，发布课堂讲义，布置作业，在 线 测 评，与 学 生 实 现 互 动 交

流，答疑解惑。 在 Moodle 环境中，教师不仅可以使用资源，呈

现信息，还可以组织教学活动；学生也可以通过它实现在线学

习，上传作业，查看成绩，提出问题。
Moodle 平台的应用，较好地解决了信息技术课堂中遇到

的主要问题，如：教学资源的共享、课堂作业的收发以及学生

作品的评价和展示。真正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可以

更加自主地学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师可以更加有效地组

织课堂教学。
三、巧用“信息技术课堂提问之幸运号码”，有效督促学生

学习

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普遍存在一个现象： 学生在自主练习

时效率不高，同时，在教师讲课时学生也常常出现注意力不集

中的现象。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如果能让学生自觉“紧张”起来，

注意力集中起来，主动地投入学习中，无疑将大大提高课堂教

学的有效性。 我的做法是：巧用“信息技术课堂提问之幸运号

码”，在 PowerPoint 中使用 VBA 代码设计一个随机数的程序，
每次课堂提问或检查学生作业时，由程序产生随机号数。

这个方法简单有效，坚持每一节课根据教学重、难点设计

3 个以内的问题进行课堂提问，让学生不敢懈怠。 当然，我们

也要给学生适当的激励， 根据学生的回答或作业完成的质量

进行打分并做好记录，期末作为学分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同

时提交给各班主任，建议作为综合素质评定的参考依据。
有效的课堂提问和作业抽查手段督促学生时刻保持良好

的学习状态，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在上机作业的完

成质量上也精益求精，整个课堂秩序大为改观。
四、开展课前 5 分钟学生演示活动，有效补充教材，促进

课堂教学开展

信息技术内容广泛，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受教材编写周期

和课时限制，目前信息技术教材介绍的内容有限。如何有效补

充教材，又不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呢？为了提高学生的信息素

养，教师要对课本知识进行有效补充，开展“课前 5 分钟学生

演示活动”，由学生提前准备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小技巧，可以

是学生感兴趣的课外知识，也可以是课本知识的补充等。此举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也大大丰富了全班学生的计算

机知识，扩展了知识面。 在期末学习问卷调查中，81.43%的学

生对该项措施给予了“很好”的评定。
总之，提高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途径很多，提升的空

间也很大，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权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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