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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课程是集知识和技能于一体、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技术更新非常快，时

代发展要求学生既要学好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实际操作技能，传统教学模式就会显得

有心无力。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主动学习，教师适时

引导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打破了传统教学方法中注重学习的循序渐进和积累的老套路，

不再按照教学内容的从易到难的顺序，而是以完成一个个任务作为驱动来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完成教学任务。

本研究运用了实验研究、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方法，在内蒙古偏远地区普通高

中信息技术课堂中进行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践研究，经过前测选取了笔者所在单位高

中一年级两个班级作为实验班与对照班，结合本校实际情况以《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

程标准》及学习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实验教学，考虑了与此相关的各方面

因素，从而进行了人为的控制，得到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科学

的统计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有良好的基础，但由于以往边远地区

信息技术教师对任务驱动教学法多数限于层面上的理解，导致课堂效果并不理想，笔

者总结相关经验进行教学实验后，课堂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说明任务驱动教学法在

边远地区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主题词：信息技术；教学法；任务驱动；任务；课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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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is a highly practical course combin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one．The technology updates very fa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both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but also master the practical skills，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would seem powerless to change things．The task—driven teaching

with the guidance of constructivist theory is a kind of active method that the students learn

a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s guide them，which break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focusing on a gradual learning and accumulation of old routines and no longer

makes the students leam the teaching content from the easy to the difficult，but teaching

tasks are complet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finishing the task one by one as a driver to carry

out teaching．

This study used the experimental study,questionnaires，and statistical methods．And

teaching practice for task．driven research was done in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ass in a remote area of Inner Mongolia．After pre-test the author selected two hi gh school

classes of grade one in my unit as the experimental classe and the control class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hool I conducted the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with the guidance of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learning theory．I better controled the various relevant factors taken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gain better real and effective data，and I analyzed the data from the angle of statistics and

science to draw conclusions．

Task．driv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method has a very good foundation in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but because teachers in remote areas the

teachers tea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derstood the surface of the task_driven

teaching methods mostly before，leading to an unsatisfied effe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class．After the author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s related to teaching experiment，

the class effect Was greatly improved，indicating the task—driv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method is feasible and necessary in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class in remote areas．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teaching method；task-driven，task：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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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现代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信息时代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遇，教育教学领域的观念和方

法也不断更新，人们不断探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学模式。在过去计算机教学中以

传统教学模式为主，因为那时计算机不普及，计算机教学主要是知识学习，而现在已

经转变为信息技术教学，计算机不是作为一门课程，而是作为一项技术来学习掌握，

如果再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势必会导致教学质量不尽人意，影响学生的各项能力发

展和信息素质的培养。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好多边远地区的信息技术教师由于接

受培训的机会少，观念更新慢等原因，多数在教育教学方法上选择了继承，但信息技

术这门学科同别的学科有明显不同，其发展速度是当今任何一门学科都未曾有过的。

“每18个月计算机芯片的性能价格比将提高一倍”是计算机工程师们普通公认的摩尔

定律哪。随着信息技术课的不断发展和更新，接之而来的就是教学方法、教学设备、教

学理念的更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策略的不断更新。如果继续以往的教学模式，

学生学习的方法趋向于学习外语程中的理论与实践也往往脱节，上机时仅仅是定位在

对命令验证的重复操作上，应用能力变成了第二种记忆，缺乏知识点之间的有机联接，

上机练习成了简单的模仿操作，会直接扼杀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我们信

息技术教师继承传统的教学方法时不能光想着继承，还必须要想着发展。彼得·克莱

恩在《每同天才》一书中说“当孩子们在帮助下自己去发现那些基本规则时，他们学

得最好”，我们能做的只是必须调整我们的教育方法，做到教育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在继承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新型的适应信息化趋势要求的教学模式。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未来的文盲不再

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那些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只有具备良好信息素养的人，才能有

效地利用信息进行学习，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的发展。教育部在2000已经把《信息技

术课程》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10年来，全国的中小学生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程度的

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执教信息技术教育十几年间见证了这一巨大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当前的信息技术课程的

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兴趣和良好的信息素养，使信息技术成为

学生今后终身学习的工具④，为更好地把信息技术课程作为一种培养学生信息素质的主

渠道，人们提出了“任务驱动’’教学法，从而去适应新的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

讪天涯问答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4d84476439f52 1 b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2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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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完成有意义的任务中学会掌握信息技术的技能与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培养

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国内外研究的进展与现状：

(一)课题在国外研究的情况

无论布鲁纳的发现学说，还是布朗(J．S．Bl'ovdn)等人的“情境化学习”，以及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等都为任务驱动教学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国外及港台地区，

比较有影响的是纽南，他认为“任务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法，具有结构性；1995年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技术系的伯尼·道奇博士和汤姆·马奇创建了“WebQuest'’(Web

是网络，Quest是探究和调查)影响也比较大，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

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特定的假想情景或者一项任务(通常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

项目)，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因特网资源，并要求他们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和综合来得出创

造性的解决方案。还有以约翰·布朗斯福特为代表的抛锚式教学法，是Vanderbilt大

学认知与技术小组提出来的，主要受建构主义影响，主要内容是将教学“锚接”

于复杂的、有意义的情境中，使各个“锚点”能够建构多课程的延伸。通过对问

题(任务)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求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另外还有基于项目和任务的单元学习_‘‘Intel未来教育”， 它是英特尔公司设

计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培训项目。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一位教师和他所教学生的双

驱动力，从而培养学生的自我发现问题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WebQuest、Intel未来教育等国外的研究成果对国内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信息技术教学影响更加深远，也为本课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本课题在国内研究的情况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中小学计算机教育者就计算机教学中出现的现

象及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各方面的探索，尤其是新课程改革以来，任务驱动教学法成

了如何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解题”途径之一。目前，

国内关于信息技术课中任务驱动的研究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了一些成功的教材、

论文及案例。1997年，清华大学教授吴文虎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编写了

“无老师电脑自学丛书”，在这套丛书中，他提出了“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及思路。

同年出版的《计算机教程Windows版》(人民教育出版)在前言中写道：“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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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设计一自主学习设计一协作学习环境设计一学习效果评价设计一强化练习”的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东北师大董玉琦教授“中小学信息教育的实证研究”课题的实验

研究，对信息技术课堂模式及目标提出了新的理解。南京师范大学李艺教授曾在《信

息技术教学方法：继承与创新》一书中对开放型任务驱动和封闭型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进

行了深度阐述，可见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实践中已由点及面。

三、我国高中信息技术教育的任务和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各类学校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的硬件和软件建

设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信息技术课程要求的标准也会有所

不同，但总目标是相同的：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包括：信息的获取、加

工、管理、呈现与交流的基本能力；对信息及信息活动的过程、方法、结果进行评价

的能力；流畅地发表观点、发表思想、开展合作并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

力；遵守道德与法律法规，形成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责任感；高中学生信息

素养提升具体体现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上。①

那么如何达到信息技术课较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正是广大

教师尤其是边远地区信息技术课程老师在新课实践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以往一线教师和一些学者对任务驱动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形成了

很多成功的经验，但由于一线教师缺乏系统理论层面上的提升，学者缺乏教学设计层

面的方法指导，导致在实施基于任务的课堂教学时出现很多误区和困惑。如任务的界

定不清导致任务的泛化，任务设计不合理导致教学目标片面化，教学评价简单化导致

挫伤学生学习情绪等问题，最终导致教学流于形式，教学目标难以完成。随着新课改

的推进，基于任务驱动的课堂教学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

四、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应用中常见的问题分析

2003年国家正式出台《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中，从“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层面对信息技术课程提出了具体的目标。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期间进行了多次的听课与学习，发现信息技术课堂上虽然

改变了以往的“一张嘴、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传统教学模式，但普遍会出

现的一些教学现象很难实现新课改的三个目标。主要是常态教学，教师任务设计随意，

出现程式化；教学过程中课堂纪律混乱和课堂任务时间分配不合理以及不恰当的内容

安排；无高考压力，信息技术课程经常被挤占；学生的层次差别很大等。

(一)常态教学，任务设计程式化

oj《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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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师在“公开课”的准备过程中，能注重新教育教学理念的应用，并围绕新

课改要求的三维目标去实施，为提高课掌教学效率而努力。但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

因为不是应考科目等原因，往往又恢复了常态，出现了延用老任务、老模式、老课件，

或者不管适合不适合教学内容，同一模式设计任务，不推敲，备课不充分，出现学生

不感兴趣、教学效率不高等现象。这种教学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从而出现的无效

教学行为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

(二)轻视学科，课堂纪律混乱

由于没有高考的压力，信息技术课堂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被挤占的现象发生，比

如说学科会考、劳动任务、团体活动等，信息技术课经常会被挤占，导致教师懈怠和

学生不重视现象发生。教师在授课时，由于授课内容学生不感兴趣，就会出现聊天、

吵闹、打游戏，睡觉等现象。比如在听一位老师讲Flash按钮，引入时给学生看了几

个动画，学生的确很感兴趣，可是一让他们自己做个按钮，他们就吵着说： “老师，

这不是必修部分，别浪费时间了!⋯’’。听到这里笔者都感觉心酸，老师精心准备的

一堂课就因为不是必修，导致有不少学生不认真听讲，在下面说话，还有4个同学甚

至在座位上打闹。不可否认的是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需要加强、教学设计不够合理的

情况，再有是学生不喜欢被控制屏幕，最重要的是学生兴趣不大，这其中也有一部分

是因为部分学生轻视本学科，还没有把观念转化过来。这些现象都需要我们信息技术

教师进行反思，并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去改变。

(三)观念陈旧，课堂时间分配不合理

一周一节的信息技术课，既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新知识，也要保证有充足的时

间来实践体验。有些教师感觉到课时太少，需要掌握内容太多，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

都强塞到学生的脑子里，满堂灌，讲解极其仔细，学生感觉累，自己感觉也很累，最

后到学生实践体验时剩下很少时间或者没有时间，导致课堂时间分配上的严重失调。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教师先在上面演示一遍，也不管学生是否理解，就让学生上机实

践，然后按教师的设计填几个空，结果最慢的学生也在几分钟内完成了，没有任何提

高任务，剩下的时间让学生自由上机。任务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学生学习积极

性不高。

(四)缺乏情境，教学内容无营养

有些老师任务设计生硬，与学生周遭生活没有交集，比如听一位教师在讲EXCEL

时，他让学生假想自己是个股市操盘手，对自己旗下的三只股票业绩进行季度分析，

结果感兴趣的学生都很少，多数学生注意力发生了转移。看起来任务设计细致全面，

而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结果花很长时间去弄懂这些任务的要求，而最后忽略了这节

课的主要内容，这种偏离教学重点的任务设计是常见的。

4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五)语言平淡，课堂讲授如“白开水”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

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在我们的教学中，有的老师“闭门造车”，一成不变地沿用老

的教学方式，不去学习新的知识，不更新教学观，总是曲解狄更斯那句话：“重复是学

习之母”，讲课时不断地重复，总是不放心学生的理解能力，唠唠叨叨，学生听得云罩

雾罩。有的老师说话“一马平川”，语调平淡，表情呆板，学生听得昏昏欲睡。这样的

课堂即使有任务设计，那么也无驱动而言。

(六)不解学情，教学目标一体化

由于我校是我市唯一一所高中，学生来自不同的学习环境，在市区的学校多数都

在小学三年级就开设了信息技术课，而有些乡镇则是初中才开设，更有办学条件差的

林场学校根本都不开设这门课程。所以有的学生计算机能力非常强，有些方面比信息

技术教师还要强许多，但还有个别同学根本都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看着计算机都无从

下手，学生们的信息技术水平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但我们个别信息教师忽视

对学生主体的分析和了解，进行统一的任务发放，结果有些学生没有几分钟就完成了

任务，然后百无聊赖地坐着等待教师评价，或者干脆就游戏或聊天去了，有些学生焦

头烂额却又无法理解任务，枯坐在那里。不考虑学生主体的层次性最终也会导致任务

驱动教学的失败。

这些课堂上出现的现象都会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失败或流于形

式，导致课程教学的无效行为。

五、研究本课题的目标和意义

(一)研究目标：笔者执教的学校地处内蒙古呼伦贝尔林区，大兴安岭北麓，长

冬无夏，春秋相连，基本上无工业与农业，是一个非常偏远而落后的地方，再加上办

学条件差等各方面原因，从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才开始实施新课程改革，一些

教师的思想观念和教学方法都比较落后，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希望能促进本组教师乃

至全体教师教学观念有所转变，加深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提高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

力和水平。同时使教师认识到自己的角色要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管理者变成组织者，

由传授者变成参与者，由教书匠变为研究者；学会撰写教学实验，会用教学实验，多

用教学实验，积极开展探究教学，重新建立自己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

要，使我们的教师与新课程同行。使学生跳出沉闷的课堂氛围，在享受学习知识乐趣

的同时获取知识，自主学习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对学习产生兴趣。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也使我校的教研活动更具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与时俱进，从而促使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二)研究意义：《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中指出：“要从教学实际出发，

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内容、对象和条件等，灵活、恰当地选用教学方法，并善于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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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方法和模式的选择和使用，都应该建立在深入理

解其内涵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发展，信息技术课的基础性越来越凸显，它作为学习者

的工具，要求信息技术教师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去对学生进行单纯的计算机知

识与训练操作技能的填授，而应注重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因此信息技术教师必须深入

理解新课程的内涵，改变思想观念，变“讲堂"为“学堂”，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引

导学生去积极主动的学习，去独立自主的思考，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审美，提高信息素养。但我校许多教师受传授的传

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不注重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只注重教师的教，把学生当作接受

知识的容器，把升学率当作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砝码，从而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

力、个性特长的培养。尤其信息技术是一门知识性与技能性相结合的新学科，我校的

教师无论从队伍建设、年龄结构，还是教学经验都显得稚嫩和不足，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都感到难以驾驭，无从下手，同时又无参考。为了使这门学科能迅速地适应新形

式的要求，为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学生，笔者决定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采用新的教学

模式进行实验研究，总结自己和他人的信息技术教学经验，探索信息技术教学新路子，

以求与其它学科共同发展，提高学生信息素养，提高自身教学能力。本课题旨在研究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偏僻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的应用效果，从而指导信息技术教

学实践，促进本校乃至本市的信息技术教育发展，因此本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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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任务驱动教学法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是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

维果斯基都是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我国何克抗教授也对建构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并

有多篇论文对之阐述。

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

新的见解，主要有：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从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

通过学习者的合作使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

经验，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知识的“填灌”，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

识经验中生长新的知识经验；教师不单是知识的呈现者，而更应该是学生学习的

引导者，课程的设计者和开发者，重视学生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的

看法，引导学生；提倡情境性教学，使学生置身其中，提高学习兴趣，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建构主义认为，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协作、交流

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④；教学应使学习在与现实情境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以解

决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目标；在教学进程的设计上，建构主义者提出

要呈现整体性的任务，让学生尝试进行问题的解决。

(二)成就动机理论

本世纪30年代默里提出了成就动机说，又称学习的动力，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

活动的内在原冈，是激励、指引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他认为人格的中心是由一系

列需要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成就需要。40年代末期，麦克利兰等人用主题统觉

来对成就进行了测验，并撰写了《成就动机》(1953年)一书。

成就动机认为人格中重稳定的特质就是“动机”，是引起和维持个体的学习行为

以满足学习需要的心理倾向，它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力。当个体头脑记钇中有

与之相关的快乐情境时，就能激发人的成就欲望，引起人的愉快体验，这种体验能使

人控制自己充分利用有效时间，不受外界影响去完成某项任务或目标。成就动机还认

为具有三大因素：成功诱因值、成功可能性及成就需要，只有这三个因素同时具备，

相互影响，才能使个人接近成功的目标。而人们在接近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克服困难，

这会让人能正视失败，培养自身的韧性，追求自身价值，高标准地要求自己，最终转

∞西度知道http：／／baike．baidu．com／view／6309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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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成功目标的动机。如：具有这种动机因素的学生，就能刻苦努力，战胜学习中的

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优良成绩。

(三)加涅的学习层级理论

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学习论相结合的代表被公认为是加涅。他认为学习过程是信

息的接受和使用的过程，学习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的先前的学习导致

个体的智慧日益发展。”因此，他在教学上主张给学生最充分地指导，使学生能够沿

着仔细规定的学习程序，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

加涅认为，外部事件可以使用激化、维持、促进或者增强学习的内在过程的种种

方式加以计划和执行。这个过程就是教学过程。加涅根据学习情境由简单到复杂、学

习水平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把学习分成八类：信号学习，刺激一反应学习，连锁学

习，言语连结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规则或原理学习，解决问题学习。加涅后

来在八类学习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五种学习结果，并把它们看作五种学习类型：智

慧技能，认知策略，言语信息，动作技能，态度。他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强化主宰

着人类的学习，因为学习动机阶段所建立的预期，此刻在反馈阶段得到了证实。”哪

(四)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与他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密切相关。他强调指出学习过程

是一种积极的认知过程。认为学习的实质在于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布鲁纳曾经指出：

“学习一门学科，看来包含着三个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过程。”他强调的是学科整合，

不能单一的去对待知识。同时他又强调说： “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

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他非常重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已有学习经验的作用，重视

学习的内在动机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倡知识的发现学习。他说： “发现不限于

那种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之行为，正确地说，发现包括着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

知识的一切形式或方法。’’他认为发现学习具有以下一些优点I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

力；有利于加强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有助于学生学会学习；有利于知识的保持与提

取。

(五)罗杰斯人本主义心理学

罗杰斯认为教育教学应着重研究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教师应当以学习者为

中心，应信任学生，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快乐、创造性地学习。

他提倡给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创造良好学习氛围。他认为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大量的

学习资料，不提倡只是讲解、考试，在他看来，简单地理解教学过程为单一的获取某

一学科知识的过程是一种误区。他提出了“同伴教学”、“分组学习”、“交朋友小

①呜荚娜： 《教学设计》，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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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探究训练”等方法。他认为应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教学情

景中感到自信、轻松和安全，这是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的前提。构建真实的问

题情境，提倡从做中学，鼓励学生自由探索。他极力提倡学生学习方法是从做中学，

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学习过程不仅是学习者

获得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学习方法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过程。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

何克抗教授给任务驱动的定义是：所谓“任务驱动”就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

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

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

同时，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习实践活动。∞它要求“任务"具有真实情境性和目

标指向性，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来获得成就感，更

大程度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形成一个学习者独立探索、勇于开拓进取的自

学能力良性循环过程。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师“填灌’’的对象，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受到相当程度的“扼杀”。随着素质教育的全民推进和深化，新的教学方法越

来越多地走进课堂，其中“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各学科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将再现

式教学转变为探究式学习，每一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理解，运用共

有的知识和自己特有的经验提出方案、解决问题。近年来，任务驱动教学法已经

在很多课程中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任务明确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

会更加积极主动，学习的效果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比如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英语学科

采用任务驱动的任务型学习，认为有效的语言学习不是传授性的，而是经历性的，在

“用语言做事"中让学习者获得丰富的目的语体验，自我建构起对目的语语言系统的

认识等，从而大大提高了英语课堂的学习效率。再如资阳市内燃机车车辆厂中学与资

阳市教科所联合开展的语文教学任务驱动型课堂教学探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学

效果明显提高，青年教师迅速成长。广东省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任

务驱动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也反映了这种教学模式的丰硕成果。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基本特征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三

者之间互动的一种教学模式。(如下图)

∞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论与方法》，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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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任务驱动基本特征

它将以往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理念，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

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理念，把学生看成知识建构的参与者，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设置

合适的任务，引导学生去探索，通过独立、小组协作等方式，讨论、自主思考，遇到

疑问向教师、同学置疑而完成任务，进而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

及各方面的素质，其核心是教师科学地设计任务，学生自主去探究、分析、实践，任

务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师生间在课堂上围绕“任务”互动，最终以完成任务为标志。

教师在创设情境、提出任务后不用急于讲解，最好先让学生先讨论分析任务，然后

引导学生去探索解决任务的方法与途径，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学生

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通过协作学习等方式去努力完成任务。师生、生

生对某些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与沟通，把自己的想法体现在创作中，从而利于培养学

生的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三、解读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

(一)课程的性质

信息技术既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又是所有学科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因信息

交流需要而产生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教育、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引自教育部的《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在普通高中设

立信息技术科目，为培养适应信息社会的未来公民奠定基础。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主要有基础性、综合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信息技术是各个学科

乃至全部教育活动的基础，是学生在未来社会中自我发展的基础；既包括信息技术的

技能，也包括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以及相关的权利

律法规等；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既表现出基本的工具价值又表现

强化了人文精神。

思路和模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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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素养日益成为信息社会公民素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信息技术教育已不再是单纯的计算机知识和程序训练阶段。因此，高中信息技术

课程的设计体现如下三个特点：第一，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人文素养培养相融合的课

程目标；第二，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需求的课程内容；第三，有利于所有学生全面发展

与个性发展的课程结构形式∞。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共六个模块，每个模块2学分，其中有包括必修与选修，必修

2学分，科目内选修2学分，共计4学分，还有跨领域选修X学分。 “信息技术基础”

是唯一一个必修模块，计2学分，是信息素养培养的基础，是选修模块的前提。选修

部分包括“算法与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技术应用’’、“数据管

理技术"和“人工智能初步”共五个模块，每个模块2学分，这部分注重技术能力与

人文素养双重的建构。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适应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

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2001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

作会议先后提出了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任务。

2001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在全国38个县、区进

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国家级实验，分层推进。到2008年，全国初中已实行

了一轮，2010年将全部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省也已扩展到25个省份，2009

年我校也开始了新课程改革。

李艺关于新课程改革答记者问时谈到：信息技术课程的理念、内容必将随着时间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李建平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阐明：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

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

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

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教师与学生都要与时俱进，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信息技术课

程教学中实施新课改广泛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从学习者的角度说，“任务驱动”教学

法是一种学习方法，适用于学习操作类的知识和技能，尤其适用于学习信息技术应用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它能使学习目标十分明确，适合学生特点，使教与学有机地结合

起来。既注重方法和知识体系，还能融进信息技术的基础性、文化性及综合性，渗透

其他学科知识。所以说任务驱动教学在能较好地完成新课改下信息技术的教学目标，

它将以新的教学方式去引导学生掌握信息技术，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马厶鹏： 《教育学一培养人的科学‘j艺术》，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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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模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

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

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高中信息技术的根

本目的是提高学习者的信息素养，使学生掌握信息技术作为工具的基本技能，并且运

用这一工具进行学习、工作，建立正确的信息观、价值观，从而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一、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基于文献阅读与自身的教学实践，笔者有了对任务驱动在信息教学过程的一些粗

浅看法，从而立足本校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任务驱动教学方法，模式流程图如下：

图3—1任务驱动流程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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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合适的情境、引出任务目标

信息技术教育中，情境的创设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情境的一个最为精髓的

作用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接触、处理、应用等多种经验的

获得比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更有效。任务的提出应该说是任务驱动教学模

式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而创设情境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决定任务是否会引发学生去

主动做的兴趣，爱迪生曾说过：“兴趣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有了兴趣才能激发学生

求知创新的欲望，从而决定任务实施的有效度，最终任务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教学目

标的能否实现。所以任务的设置应在一定的情境中提出，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自然而

然地引发学生去完成的愿望，从而形成清晰、真实的任务目标，会让学生积极主动地

了解其背景知识，收集相关素材，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使学生在完成任务时实现最初学习的外驱动力转化为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

习内驱动力。

(二)自主分析任务、鼓励探究操作

《杜郎口风暴》一书给了笔者强烈的冲击，对以往教学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认识到了教师应该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教学任务的设计者和课掌教学的组织

者。一定要给学生充分展示的机会，体现他们学习的主体作用，所以当任务给出后，

教师不要急于讲解，应该先给学生讨论、分析任务的时间，然后学生自己或在老师的

引导下分析任务，鼓励他们进行合作讨论，让他们逐步理清问题，教师要学生找出哪

些是学过的，自己已经会做了，哪些是新的知识，自己还不懂。师生共同讨论完成这

个任务的方案，将任务分解成多个子任务，制定出操作的步骤，在操作中难免会出现

误操作，导致系统损坏等问题，虽然会给教师工作带来不便，但还应鼓励学生放开手

脚去大胆实践，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经验，找到问题的关键，不要因出现问题而去责

难学生，使学生失去探究的欲望。学生通过自我思考或相互讨论，会发现并提出自己

的问题，当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应该向学生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例如需要

搜集那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信息资料等)，耐心积极地引导，注意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探究和协作的能力，而不是心急地直接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让学生

自己去发现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完成任务、发现自我、欣赏别人

完成任务是整个教学模式中的核心和重点，《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

行)》中指出：“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

信息的能力”。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无论足独立思考或者协同合作，都会遇到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当学生在做集体中的任务时，依据教材内容、学习能力、先备知识、

动机、任务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决定组别数量及各组人数，小组的人数一般在七人以下，

协作的效果会比较理想，通过组内合作、组际竞争去激发学生完成任务的主动性和协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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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如果一切JIl页,N，则成功完成任务，如果遇到困难时，可以向老师请教，通过师

生、生生双向交流与讨论，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高中学生的特点就是个体差异

性比较大，自我意识比较强，如果以同一模式的学习任务来要求学生、评价学生，势

必会挫伤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根据教学内容，针对不同学生分层分类注意设

计学生个别化学习任务，充分挖掘学生的个性的潜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

的能力，如果完成任务，学生会充分体验到成功喜悦、自我的价值，如果遇到问题，

可以向老师、同学、书本、软件中的帮助请教，从而培养获取信息、鉴别信息、处理

信息的能力，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施展才能。

完成任务的过程，是激励学生发现自我、欣赏别人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要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体现出学生的首创精神，学生通过驱动

自己学习的动力机制去积极主动地建构知识，自己实践去体验成功与失败，正确评价

自己和同伴的认知活动。在任务完成阶段，要注意观察学生，发现他们出现和可能的

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多给学生以赏识

和鼓励，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地、大胆地去完成任务。任务驱动的教学思想，是将新

知识分解到一些任务中，不像传统教学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性，所以知识在学

生头脑中还是零散的，这样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总结运用，并建

立起新、旧知识间的联系，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完成真正意义的知识建

构和能力获取。

(四)作品展示、经验交流

展示交流既是展示学生聪明才智、完善探究方法的过程，又是思维火花相互碰撞、

创新灵感不断激发的过程，所以学生在完成任务后，教师可以在小组之问、班级之间、

年级之间乃至学校间让学生进行学生任务作品的展示，结合自评、生评、师评等综合

评估方式选出好的作品，让作者边播放自己的作品，边讲解自己的创作思路，然后集

体讨论交流、评价所展示的作品，为学生提供发挥创新思维的情境和展示自己创新结

果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到延伸与发展。学生通过对比、

分析、判断、猜想、假设、抽象、概括之后，会很自然地交流到成功的经验，对自己

的作品有一个反思，发现自身的不足，增加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学会

自己梳理知识，增强自学能力。经过学生作品的展示、交流，教师再不必硬性地把知

识结论“塞”给学生，相反，学生会“水到渠成”地自己得出结论，学会与他人的合

作以及提高自我表现、欣赏他人作品、评价他人作品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

就动机的有效过程。

生共评、总结

任务后，应该对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予及时的评价，改变以往的传统

新课程提出“以学论教”作为课堂评价的主要方式，从以往的关注“教”

的“学”，重视学生完成任务中运用知识的过程。评价时注意要面向全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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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看是否全员参与，是否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做任务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学生

的情绪状态、注意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以及生成状态，这些状态的好坏直接决

定完成任务的质量，在评价的过程中一方面检验了学生“学”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检

验了教师“教”的成败，评价学生的同时也要注意学生给教师的评价，根据这些评价

教师也要进行随时的反思，从而改进“教”的思路和方式。注重学生在完成任务中的

过程性评价，利用电子档案袋记录学生在完成任务中的点滴进步，给予学生及时的评

价和反馈。改变过去由教师单一评价的方式，关注学生之间的评价和学生自我的评价，

鼓励学生自己、家长、同学参与到评价中来，如学生把作品展示出来，然后进行互评、

自评，找出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同时与教师和家长评价结合，给学生提供反思自

省的机会和发展自我的能力。注重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评价，鼓励学生首创意识，发

展求异思维的能力，把学生的潜在能力挖掘出来。评价过程中还要把非学业能力评价

考虑进来，尤其是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其他能力不一定差，每个学生都有其优势和

弱势品质，评价要关注学生整体、全面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注意发

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信心，充分肯定其优点，争取利用评价

让每一个学生都体验到成功和学习的乐趣。

二、在信息技术课程中任务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学生基础差异

在设计“任务"时，要注意学生的信息技术起点与知识接受能力的差异，充分考

虑学生的现有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兴趣等。依据学生实际水平，确定教学内容，设

计不同层次的任务进行组织教学。现在多数地区从小学就开设信息技术课，经过小学

和初中的学习，学生对于计算机基础知识和一些应用软件已经有所掌握，俱备了一定

的信息素养。进入高中后，如果教师沿用不变的教学形式来教授差不多的内容，学生

势必感觉上课没意思。所以教师要通过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实际情况来确定教学内容

和教学形式。另外学生在信息技术学科上的层次差异性也很大。比如2009--2010学年

度笔者所带的高一学生中，有11名学生己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有32名学生是

乡镇考录过的，由于学校办学条件较差从未接触过计算机，这就导致他们接受信息技

术知识的能力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教师进行任务设计时，必须对学生各方面情况进行

分析，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知识结构、年龄、兴趣等方面的特点，并且要考虑学生年龄

段特点去精心设计任务，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来设计不同层次的任务，同时大任务下

设计出不同的“子任务”。

(二)要注意进行需求分析

任务设计的需要分析主要指在任务设计时要考虑其情境，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地位，所以任务设计时要具有一定的真

实性、实用性，那样爿‘会驱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的思维活动是建立在浓厚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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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情感基础上的，如果唤起学生的学习探索需求，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们吸引到

学习并掌握这门课程中来。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要与一定的“情境”相联系的，

所以，讲授新知时，创设一个真实的、有实用价值的情境，使学生很自然地关注本节

课的学习内容。有时候，老师精心设计了任务，但学生多数都不感兴趣，这就需要教

师们进行反思，不要一味的抱怨，要多思考、勤动脑，把一些贴近学生生活事件考虑

到任务设计中来，引发学生潜在的学习动机，因为只有源于生活和符合学生个体需要

的任务才能真正地吸引学生。当然，在考虑情境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牵强附会，生拉

硬扯，那么会引起学生本能的反感。

(--)要注意学科的整合

著名学者何克抗是这样定义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

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

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

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

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落到实

处”。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不能再按部就班的把信息技术当作知

识再认“二次记忆”，而是应把信息技术当作一种工具、媒介和方法融入到教学的各

个层面中去，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其他学科知识的整合，通过与各学科

的有机结合，包括教学准备、课程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涉及语文、数学、外语、历

史、地理、音乐、美术等各学科知识，丰富教学内容，通过学生个别、协作等方式去

探究不同领域的知识，使学生自主地融会各学科知识，体验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终身使

用的学习工具的重要性。但切忌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那

种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堂课都要为使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而使用信息技术，课掌仿佛

变成了“大杂烩”，所以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学科整合的原则。

(四)要注意协作学习、个别学习的有机结合

美国教育学者嘎斯基认为协作学习是一种教学形式，它要求学生在一些由2-6

人组成的异质一起从事学习活动，共同完成教师分配的学习任务①。在每个小组中，学

生们通常从事于各种需要合作和互助的学习活动。具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在协作中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由于不是灌输性的学习，更有利于学生进入学习状

态，提高学习效果；小组成员间互相协作、互相依赖，更有利于消除学生的焦虑、提

高责任心等。虽然协作学习有许多的优点，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说学生在协

作学习的过程中，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容易产生依赖心理，会抑制个性化思想及思路；

小组内由于分工不同，一些积极的学生一直承担主要任务，容易产生自满情绪，而另

一些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可能会产生学业成绩上的两极分化；也是由于分工不同，容

咄解月光： 《现代教育技术理论1j实践》，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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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学生一知半解，掌握知识不系统、不全面。所以我们教师必须要注意发挥协作学

习的优势，规避其劣势。这样就要把协作学习与个别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任

务”设计时要注意以适当的比例设计出适合个别学习和协作学习的“任务"。在协作

学习中教师必须给予适时的指导，在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时选择不同的分组方案，机

动灵活地进行调整，对学生完成“任务”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及时发现问题应该及时

处理。对于适合个别学习的教学内容，设计适合不同层次的“任务”，让不同层次学

生采用不同的方法、工具来独立完成，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对于适合协作学习

的教学内容则设计大“任务"的同时细化成不同的“子任务”(也可以先设计大任务

让学生自行设计小任务，教师进行调整)，要求由多个学生共同协作完成，使学生们

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增长知识，取长补短。当有些教学内容既适合个别学习同时又可以

协作学习时，尊重学生自己的想法，设计好相应的任务，让学生充分体验各种学习经

验。营造让学习者愿意参与的教学环境，建构能使学生充分发挥学习主体作用的教学

氛围，把传授知识和发展智能与素质培养统一起来。

(五)要注意对学生建立有效的评价

课程评价对教学有着指导、激励、诊断、调节的重要作用。在对学生的评价中，

注重对信息技术基础的评价，重视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理解及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

题的方法掌握，避免把学生引入片面记忆与机械模仿的误区，尽量给学生展示、说明

的机会、注意观察和指导学习结果的形成过程，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1；注重

对学生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的评价，看重学生收集信息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表

达与交流的发展。对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元化、开放性的评价标

准，如对“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教学内容，最好是通过随堂提问或是展示作品进行评

价；对需理解的基本概念、技能，可以通过测验的方法来进行评价；而针对于“过程

与方法’’方面的教学内容，可以在活动过程中观察其活动是否积极，与同学协作交流

的能力怎样等。通过态度的测定来进行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可以了解学

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全面合理的评价就建立在深入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倡导赏识教育，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

总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但要重视评价学生信息技术的基本能力、协

作能力与创新意识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要对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进行多元评价，

促进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转变。通过建立师生、

生生、自我等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建立电子档案袋，

通过前测把对学生诊断性的评价，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及完成“任务”后的总结

性评价，以个人为单位、以时间为线索保存起来，并定期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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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注意课外实践

信息技术课程的课外实践是对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延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求知欲

和学习兴趣。所以在设计课外“任务”时应注意与实际生活结合的切入点，让学生感

觉到学习的需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任务’’目标要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任务"设计的难易度要接近学生的能力，不能太高或太低。只有贴近学生生活的“任

务”才能使信息技术课堂“生动”起来，激起学生的创新意识；“任务"活动趣味化，

不仅表现在生动活泼的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兴趣，在活动的主题、动手操作、

策略灵活等方面，使“教"与“学”在生动有趣的活动中统一起来，教学效果会更明

显。

(七)要注意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素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笔者认为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品德是一个教师从业的

标准和前提，但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以“摩尔定律’’在更新，

如果教师不注意这一点，那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自己那点专业知识被更新完毕。尤

其是当今的高中学生，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自信心，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

解，并且有极强的逆反心理，他们不会盲从教师，如果他们发现教师无论知识方面还

是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欠缺，都会影响他们对教师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影响他们对本科

目的兴趣。如这届我带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对计算机特别感兴趣，对CPU、主板、显

卡等一些硬件的性能、型号、规格、价格了解得很是清楚，而且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前

沿，甚至还对黑客技术还有一些了解，他经常找我谈，让我感觉自己的知识明显老化

而且储备不足，于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不能把眼光只盯在书本上，不能低估学

生的学习能力，不能忽视对学生网络安全以及价值观等方向的教育，必须坚持专业知

识的学习与再提高，加强各方面的知识的汲取，提高人格魅力。

总之，信息技术课教师注意根据教材的内容而确定自己教学模式，进行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不能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运用科学的理念去指导自己的教学，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在现实生活中以信息为手段和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学校情况分析

2009年3月，林业四中归入我校(企业办社会部分)，高一年级增至16个教学

班，高二年级增至14个教学班，另2009--2010学年度我校开始实施新课改，开设了

通用技术，其中高一、高二各有1名信息技术教师改教通用技术课程，这样高一年级

16个班配备了2名信息技术教师，高二14个班各只配备了1名信息技术教师，每周

每班开设一节信息技术课，信息技术教师感觉课时任务重、压力大，而且本学科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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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如何在较少的课时中让学生掌握教学目标是个难题，就需要教

师科学的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去指导教学，引导学生去探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

惯与意识，尤其是课前需要安排一些针对性强的小任务作为预习新知，联系旧识的“锚

点"，让学生去思考、讨论，对于一些浅显易懂的知识点不必讲授，制作一些“自学

包”引导学生去自学，给学生介绍自主学习、查阅资料的方法，同时还注意与时俱进，

把一些新的信息资料和技术介绍给学生，培养学生追踪学习知识的能力。

(二)学生情况分析

由于地区的特殊性及各种客观因素导致我校学生学习成绩差异很大，信息技术水

平也参差不齐。在新学年开学初，我校会按中考成绩对学生进行小范围的分层组班，

对把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集中分成两个班(重点班)，其余的学生按学习成绩“蛇

形"分配给各个班级(普通班)，这样两个重点班的学生学习成绩总体差不多，从而

保证高考“出优、培优”。普通班学生的成绩总体水平也差不多。每个学年初，笔者

也针对自己的学科对各个班级通过问卷或者能力水平测试进行前测，通过分析结果发

现，重点班的学生信息技术水平整体差不太多，几乎没有特别突出或者特别低的，而

普通班则出现非常强的两极分化，有的学生是论坛版主、PS高手、网络游戏高手等，

但有的学生连开、关机的顺序都不知晓，学生们的信息技术水平高的高，低的低，所

以无论本学科还是其他学科教师均有同感，就是重点班教学活动开展得比较容易，而

普通班则相对要难。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针对这种学情，感

觉运用分组式任务驱动教学法效果好得多，所以笔者在分组的策略上进行了较深的思

考。在重点班的分组时考虑要少些，在普通班的分组时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了多

种分组方案。A方案是按就近的原则，针对相邻座位对学生进行的分组方案。如果在

课堂教学中遇到比较单一任务的时候，就采用这种分组方案；B方案是按学生掌握知

识的层次进行的分组方案。如果讲授新内容时，就采用这种分组方案，以便节省时间，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样学习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带动程度差的学生，帮助学习差的学

生共同进步。C方案根据优势互补原则(考虑到部分学生的气质类型、知识层次、年

龄结构等较多因素)的分组方案，当遇到的任务比较复杂时启动的分组方案，因为无

论是程度好的学生，还是不好的学生都有自己相对优势的地方，这种分组方案有利于

发现每个学生身上闪光的东西，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一直都在

告诉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优势的地方，学习程度好的别骄傲，学习程度不好的别气

馁，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样也防止在分组时，学习程度好的学生滋生

优越感，学习程度差的学生产生自卑感。当涉及到合作探究时，让学生自愿组合成学

习小组，在征得他们的意见后，教师再进行适度调整，这样既避免“一边倒”的组合，

同时也考虑到学生的自主权，让他们在自愿原则下组合成高效、团结、合作的团队，

培养学生协作能力、团队精神。D方案是按学生掌握信息技术水平层次划分，按不同

的层次进行不同层次的分组，这样在讲授选修的内容时，给不同组的学生设计难易不

同的任务，不会让程度好的学生“吃不饱”，程度差的学生无从下手。当然，这四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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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目标，笔者灵活运用适合的方案，

并适时进行调整，一般的时候都征求学生的意见，问他们想选哪种方案，如果不是特

别不适合时，都要采纳学生的意见，只是做一些临时的调整。使学生组内协作、组间

竞争，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缩短差距，达到每个学生都有所“学"、有所“得"，

提高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有效性。

(三)教师情况分析

我校共计有6位信息技术教师，高一设置了2位，其中有l位超过50岁(等待退休)

只教两个班，高二设置了1位，还有2位信息技术教师改教通用技术，另外l位教师专门

进行硬件管理和协作其他学科教师进行学科整合的课件制作。有5位教师本科毕业，l

位专科毕业，4位教师是计算机专业毕业，2位是物理专业的，年龄均已超过35周岁。

本校的办学条件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与同级同类学校相比落后很多， “走出去"的机

会比较少，多数教师传统教学观念比较强，教育质量观也相对落后。信息技术这门学

科知识内容更新得非常快。我们的教师除了1位老教师外，其余都是本科毕业，平时

不重视知识的更新，有一种“吃老本’’的现象，本次新课改在我市实施后，大家纷纷

着急起来，掀起了教研学习的新高潮。现在的信息教材也都包含文件及其类型、程序、

网络应用及PPT等常用工具软件的使用，我们的教学活动也必须围绕这些教学内容展

开，但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们懒散的治学态度，很难适应本学科发展的要求，这

样解放思想、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展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模式成了我校信息技术

教师的当务之急。在教学过程中，开动脑筋，勤于思考，深挖教材，但不应拘泥于教

材，合理设计教学任务，让要学生不仅知道“学什么”，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学”

的方法，培养学生学习本学科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改变以往课堂的“一

盘散沙"现象，让学生为求知而“动"起来，例如：指导学生在本校校园网络中的开

辟学习、交流版块，利用这一平台去讨论共享学习资料和交流学习体会，让学生轮流

当版主，对好的贴子加精，建立评价系统随机总结评价，并定期总结，包括教师总结

和学生总结等；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去解决日常学习中、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让学生不仅快速掌握不断更新的信息技术，同时还适应终身学习的发展要求。

(四)课堂情况分析

林业四中剥离企业办社会正式归入我校后，办学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2009年

6月笔者学校多媒体便进入每个教室，有些教师怕上机房耽误时间或者怕学生“不务

正业”，从而喜欢在教室上课，拿着课件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演示，忽略了学生的上

机实践的重要性。新课程标准要求：保证学生上机总课时数的不低于70％。信息技术

作为一种技能，必须进行大量的练习、实践，才能熟练运用并形成自动化。所以对于

操作性的知识一定要安排学生去机房上课，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发挥教师的主导、

学生的主体作用。苏联著名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曾说：“教育新人就是形成人与人之间的

新关系，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建立个人、集体和社会这利一实际联系和关系的体系，以保证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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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化。”冈此，为了适应本学科的发展要求，必须建立一种有内在联系的新型师生

关系，改变过去把学生看作知识的容器的做法，利用任务为主线把教师、学生的“双主体”

地位凸显出来。针对任务这条主线的发展情况、完成情况给予及时有效的课堂评价也非常

重要，评价可以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衡量教师所设计的任务操作性的强弱，对学生

完成的任务作晶中的创新构思应该提出表扬和一定形式的鼓励，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在做任

务过程巾的协作能力，并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提醒，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完成学习任务的成

功体验。

比如今年的“我爱家乡、我爱内蒙古”知识与能力大赛中就发现本届学生就与往届学

生有了很大的不同，原来笔者学校学生从来都没有在比赛中拿过名次，今年却有1个学生

拿到了二等奖，有6名学生获得了三等奖及鼓励奖，学生的动手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飞跃，

更加激发了学生学习本学科的积极性。

通过课堂教学策略与模式的改变，信息技术课堂较以往活跃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自主学习意识、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提高，组内教师撰写的3篇关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论文也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教研

室的奖励。教师、学生的成绩不仪代表着师生在本学科的教与学巾共同付出的努力，也代

表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我校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巾的运用卓有成效。

目前，“任务驱动”的教学思路已在我区的中、小学信息技术学科中被广泛应用，

我校也在实施新课程改革之前组织了系统的学习与观摩，但还缺乏实践经验，“任务

驱动”这一探究式的教学方法在我校刚刚起步，所以我们必须总结别人的经验，去粕

取精，从而使我校信息技术教学取得长足的进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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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实验

一、 《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一文件下载》课堂设计

【教材版本】

教育科学出版社《信息技术基础》

【设计思想】

教材是以介绍信息获得中的文件下载，多数学生对文件及文件的下载都不陌生，

但在下载文件中会遇到许多问题而会束手无策，比如说下载时文件是乱码或者发生断

点，还有在互络网这个浩瀚的信息海洋中不知道如何利用有效的途径去获取所需要的

网络文件，不知道如何合法地获取(下载)网络文件等问题，所以本节课内容虽然看

似简单，但却非常基础。信息技术课程本身的知识特点就是非线性的，所以在知识技

能的传授上选择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以完成典型“任务”为主，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情境问题自主动手。教学中，创造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平

台，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学习过程。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原则也强调：

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大的任务或问题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引导和维持学习者学习

的兴趣和动机[91。笔者借呼伦贝尔市“两个文明现场会”在我市召开为契机(我所教

的班级中有不少的青年志愿者)，让学生做一个呼伦贝尔旅游片展示自己的家乡，创

设了给远方的与会者介绍自己美丽家乡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的兴趣，引发学生

的热情，通过学生前期的收集所需要资料，达到理解并熟练掌握本节课的知

过任务作品的制作与完成，从而实现了信息技术教材各部分内容的融合以及

与其他学科的有效整合，在此过程中会发生教材的部分内容与现实教学过程

不一致的现象，主要也是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遵循学生按需学习的原则。

学过程中，通过现实的学生周遭即将发生的事件，去引发学生去实现“任务”，

成“任务”的决心，从而达到理解并掌握本节课的知识，并复习以往学习的

预习操练即将学习的新知识，最后通过学生任务作品与评比，引导学生正确

趣和创作激情，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材分析】

内容选自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技术基础(必修)》第2章第3节《文

》，包括“需求分析”和“尝试多途径下载文件”两部分， “下载文件’’已

息社会人们最“日常”的事情，是学生当前及以后学习生活必须掌握的知识

真实的情境，让学生带着探究的问题去实现对多途径“文件下载”方法的尝

生根据任务的需求去互联网寻找各类文件，了解怎样使用搜索引擎去高效查

通过各种“途径"的尝试拿到所需要的文件，并把握其属性进行有效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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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这里涉及很多学过的知识点，重要的是学生如何能够把学习过的知识点串起来，

并与新知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技能。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习者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由于我们的学生大多数在初中、小学都不

同程度地接触到了信息技术这门课程，因此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基

本掌握运用搜索引擎、Word、PowerPoint等常用信息技术工具技能，有的学生动手能

力还相当强。高中学生多数已经处于“后青春期”，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好胜心、

好奇心以及自我意识都非常强，他们希望通过完成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喜欢独立自

主地思考、解决问题，如果教师对学生进行了有效的引导，那么就会激发学生强烈的

求知欲望，去非常积极地探索、求证，所以任务驱动的教学法比较适合在高中年级的

信息技术教学。但是由于个人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周围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学

生在信息知识结构以及实际操作能力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故而在任务设计过程中要

注意到这一些，既要照顾到大部分学生，也要兼顾个别学生(包括能力水平强和能力水

平弱的学生)，力求每个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文件下载的多途径；让学生学会区别文

件的类型及文件保存的具体位置，通过操作掌握文件保存的位置，认识文件的重要属

性。

技能目标：通过对“任务”需求分析，高效使用搜索引擎，选用适当的合法途径

去获得自己需要的文件，并进行正确有效的管理。最终实现学生学习新知识，复习旧

知识，融会贯通，形成新的信息技能的目的。

情感目标：学生通过子任务的顺利完成，引发学生继续下面的任务的信心和决心，

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挫折不气馁不服输的韧力，通

过下载和使用网络文件，尊重知识产权，合法利用网络资源的好习惯，通过小组协作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在介绍展示自己作品中，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热爱家乡的

情感。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选用适当的途径有效的下载所需要文件、存储和管理文件资源。

教学难点：是给文件命名要注意的规则。

【环境与素材准备】

教学环境：多媒体网络教室、FTP下载工具CuteFTP、网际快车FlashGet、因特

网在线。

素材准备：制作好资料包放在校园网上，设置好学生上交作业的FTP文件夹。

【教法及课时】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

课时安丰IIE．1课时。

【教学过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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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师：上课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 生：知道(多数)， 以美妙的歌

呼伦贝尔市“两个文明现场会"什么时候召开 不知道(少数) 声引入课掌
教 吗? 主题，并从身
师
创 生：3名 边将要发生

设 师：那咱班有几名志愿者? 的大事中让
情 生：奇怪的表情， 学生感受到
景

师：那我们听首歌好不好? 感觉老师的思维也 家乡的美，培

激 太跳跃了，刚说现 养学生热爱
趣 场会的事儿，怎么 家乡的情感，
引 又要听音乐了?但 从心底罩愿
入

大家都一致鼓掌要 意把家乡介

听 绍给远方的

客人，自然而

生：答是《呼伦贝 然地激发了

尔美》 学生的学习

师：听出来了吗，这首歌曲的名字? 纷纷说咱呼伦贝 兴趣，诱发创

尔就是美。 作的冲动。

生：(有些似乎有

师：对，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怀着深厚的 些恍然，有些仍感

感情。那么，同学们对自己的家乡——呼伦贝 茫然)还行，或者

尔，又有多少了解呢? 挺了解。

生(志愿者)：(表

师：这样，让咱班志愿者来简单介绍下，好吗? 情扭捏)老师，现

也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

行培训呢，正在愁

收集资料呢。

师：放心吧，老师能帮你们。我们呼伦贝尔市

将要举行这么多有意义的活动，那么到时候， 生：(学生们都非

肯定有很多远方的客人会到我们这来，你们想 常激动)当然想!

不想用自己做的美丽家乡专题片让我们的志愿

者介绍给远方的客人呢?

师：好，那么大家有没有信心?

生：当然(鼓掌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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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老师这里正好有一个介绍家乡风景的PPT， 学生观看演示文 通过展示不

我们来欣赏一下。 稿。 完善的示范
学 PPT，引导学
生
分 (演示素材非常简单的“呼伦贝尔旅游。PPT”) 生讨论交流，

析 引出“文件下
任 师：看看老师做得怎么样?各位同学能超过老 生：我们愿意尝试， 载”，并通过
务

师吗?当然不限制软件，只要能表现出自己家 一定能超过老师， 学生的主动
发 乡的特色就行。 只是老师怎么样才 探究、合作交
现
问 能收集到素材呢。 流，对示范作

题 师：好，那么我们开工吧!不过选哪种分组方 (学生提出问题) 品进行再创

搜
案呢? 作，以完成文

集 (有学生说选B， 件下载的学

资 那少数服从多数，按C分组方案“组队”吧。 多数学生选C) 习。

料 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打开D盘上的自学课

件，然后根据组内的分工任务，去收集呼伦贝 (学生分组讨论并
主 尔在自然景观、人文特点、经济、气候等的方 尝试操作，老师巡
动

面资料通过网上邻居传给组长，看哪个小组搜 视，解答学生疑
探
索 集下载的资料最多，由组长汇总先做下简单介 问。)

绍。当然也允许个别同学偷懒(针对信息能力

低的学生)，老师的一个朋友已经帮助教师收集

了一部分素材，放在了咱们的校园网上。

师：巡视的过程中，老师发现有个别学生要求 (多数学生利用搜 学生在教师

自己独自完成这个专题作品，而且任务做得非 索引擎进行紧张的 的引导，鼓励
小 常顺利，鼓励通过；大部分同学各有各的分工， 查找，少数学生登 下，自主学
组
厶 分组协作非常紧张而快乐，只有小部分同学还 陆了校园网去看教 习、探究，解
口

作 有困难，但是通过下载校园网内的素材包也完 师的素材包) 决多种途径
学 成了任务。 下载文件的
习

方法。

个 师：另外，文件下载的途径有很多种，你会几 学生上来操作，以
别 种昵?下面我们请已经完成的同学上来示范， 做示范，要求学生
化 其他同学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也可以补充： 边演示，边解说。
学
习



r_5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四 针对学生演示和讲解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知识性 学生讲了自己的方 通过小组协

山 的补充和强调。(发现有个基础较差的学生意犹 法，想法很新，还 作、个别化学
兀 习完成了本
成 尽，在教师补充和强调时还在下载文件，充实 有意想不到的小技
任 节课的收集

务 素材。)于是鼓励他继续老师补充。 巧。 素材(文件的

下载)任务，

(进行了表扬，乘机说出“三人行，必有我师”， 并通过演示、

让学生体验到拥有知识的快乐，也让学生明白
解说，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的道理) 力、语言表达

能力、与人协

师：对文件及其类型进行了补充，强调文件的 作能力。通过

重要属性以及在网络文件的下载和使用中，尊
收集素材，学

生不但能够
重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健康地使用网络资源； 正确、熟练地

培养学生合理的信息资源管理习惯。 掌握在因特

网上搜索资

料、了解文件

的属性及下

载工具的使

用，而且还能

培养学生形

成自主学习

意识，提高动

手能力和信

息素养。老师

的表扬与评

价使学生对

本学科产生

浓厚的兴趣，

体验到了学

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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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师：充分肯定学生的成绩并进行赞叹! 学生操作，教

五 师个别指导，

评
虽然完成了本节课的课堂任务，但我们还没有 学生跃跃试试，充 尝试自己下

价 完成作品呢!我们来一个竞赛，按C方案分组 满期待。 载需要的图

(针对教材内容，选择灵活多样的分组方式， 文及音乐，让

一共有4种方案)看哪个小组专题片的最精彩! 完成本节课

一个月后我们进行评比，通过自评分+互评分+ 基本技能的

教师评分，分数最高优胜，将获得老师的神秘 学生，通过自

奖品!有信心吗?如果疑问可随时向教师提问， 己探索，再学

晚上休息时间除外哦!(布置课后作业) 会其它的操

作技能。这种

(然后把任务书(活动方案、建议)发布给学 形式本身就
生) 使他们怀着

给学生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课后作业，要求定期 学生认真记下 极高的兴趣

记录计划实施进度，定期向教师汇报进度，建 去完成，使学

立小组活动日志，小组成员自己分工。 习的内动力

这个专题需要太多的知识进行整合，和地理、 更强。

历史、美术、经济老师进行沟通，让他们把各

学科相关知识渗透到此次的专题任务中来，同

时还要照顾到基础相对差的学生的任务布置和

任务完成情况，随时给他们指导)。

将创作的电子文件以自己的名字重命名之后上

交到FTP。

【教学反思】：本节课是大任务下的一个小任务，这个小任务直接决定大任务的

成败，给学生营造了各学科知识以及新、旧知识整合的良好氛围。

1．本节课突出了信息技术作为工具的作用、网络环境下学生的合作探究及个性化学

习。学生通过准备素材，利用各种途径去网络下载各种文字、音频、视频文件，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很自然地完成了本节课教学的各项目标，并了解了文件及其类型，有些

学生还根据文件的属性对文件进行了相当科学的管理。

2．在搜集素材(下载文件)的过程中学生提出了很多问题，本学科的问题他们如

果在书本和自学包中仍查找不到答案，就积极向巡视中的笔者求助。其中还涉及到不

少其他学科的知识点，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还有争论，一时间课堂出现失

控的现象。笔者及时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课堂纪律也很快转入正常轨道。

3．利用自学软件，15分钟内各组学生均查找并下载到不同数量的所需要文字、图

片、音频及视频，笔者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PPT激发了他们的好胜心，结果各组

的学生收集到的素材远超过了笔者的意料，虽然只有个别的学生去校园网下载了现成

的素材包，但也完成了下载文件的任务，并按要求进行了文件素材的分类(文件管理)，

所有的学生都完成并超额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扩展了自己对相关资源的了解范

围，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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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做任务过程中，学生按C方案结组活动，让学生在小组内协作，自行协调分

工、自己制定详实的计划，教师只是给他们提出合理化建议供其参考，充分体现学生

的主体作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小组指导和个别化辅导，在鼓励水平高的学

生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水平低的学生的学习兴趣，尽量缩小他们之间的差

距。比如，有一个满归镇考录过来的学生在开学初连电脑都不敢摸(怕弄坏了)，在

本次课中收集到的素材最多，而且还提出了很好的创意。

5．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的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总想感到自己是发现

者、研究者和探索者。从任务的设置、完成、评价等各方面都注意到了学生的需要，

结果学生的热情非常高，下了课，不少的学生都不想离开机房，笔者被一群学生围着，

感受到学生空前的学习积极性，所以感觉到本次课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设计任务

时考虑到了学生的情感、思维方式和个体差异，在任务作品中能突出学生的自我创造

和评价，让学生们愿意置身其中，去真切地体验。

6．存在的困难

本节课的任务虽然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积极参与，但以后任务的跟踪推进会有很

大的困难，笔者一个人带了14个班级的课，在实施个别指导时的时间和精力会感觉到

有些力不从心。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每天晚上的七点至八点抽出一个小时在校园网给学

生提供在线辅导，学生如果有问题通过贴子或者语音的形式提出来，大家集中讨论，

教师并不一定进行答疑，如果有学生愿意回答就由学生解决，教师只是个组织者、决

策者，帮助学生排麦，安排学生发言，最后总结；再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把

相关的策略及网址发布在校园网共享区，保证学生享有充足的资源，以便顺利完成任

务。

还有就是小组内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积极参与，每个学生对任务的理解程度，每个

学生执行任务的情况反馈，涉及到知识的各个层面的指导等在操作起来都比较困难，

这就需要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多学习别人成功的地方，总结自己不足的地

方，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对比并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

任务。

【后记】： 《呼伦贝尔旅游》电子作品(由我校高一2班第三小组学生制作、全

班同学共同修改的PPT)获得了与会人员以及市领导的高度评价，现已收录市档案馆，

我校学生志愿者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在内蒙古自治区共青团网站上登载了

一篇名为《呼伦贝尔市两个文明现场会青年志愿者做出卓越贡献》(相关评价文章连

接http：／／www．nmyouth．org．cn／mern／2009．9／20099991938．htm)文章，引起了学生极大的

共鸣和极强的自豪感。

二、讲堂变学堂的实验研究

(一)研究设计

1．实验目的：验证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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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方法

(1)“单因素随机区组拉丁方”准实验法：准实验研究法提在无需随机安排被

测时，运用原始群体，在较为自然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处理的研究方法。单因素随

机区组指的是在实验中将实验对象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数个区组，使得区组内的

实验对象的个别差异尽可能小，既保证区组内的同质性，并使每个区组均接受所

有实验处理，且各个区组内每个处理仅有一次观测，其顺序是随机决定的。拉丁

方指的是实验中采用循环法平衡实验顺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就是实验顺序、被

试差异，都作为自变量因素来处理。能够抵消实验中的因实验顺序、被试差异等

所造成的无关变量效果。

(2)实验研究法：是指校范围内采取控制无关变量，进行实验对比，检验课题研究

成果的实效，以保证课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3)问卷调查法：在实验前后，对被试学生信息技术诸多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

为实验结果提供分析。本实验在前测、后测里均使用了此方法。

(4)数据统计分析法：是指实验与被测班级数据统计的原始记录，通过一定的

分析整理，计算出的结果，以此为依据制订活动方案。

(二)实验周期、步骤和预期成果

实验周期为10个月。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09年2月．2009年3月

查阅文献，确定选题方向，并了解把握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搜集整理并学习有

关资料，对有关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类，讨论课题研究的方案和计划，对任

务驱动教学理论进行重新建构，为第二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预期成果：建立校内课题专题网站，收集相应资料，开展网络交流讨论。

第二阶段： 2009年4月．2009年11月(实验阶段)

查阅整理文献资料，并通过网络交流对我校高一信息技术教材进行教学设计，在

校中选定实验班和对照班，同年级的其他班级作外部参照。实验班的教学主要以重新

构建的任务驱动教学为主，对不适合任务驱动教学的内容采用与对照班相同的常规教

学法，对照班用常规教学法进行第一阶段的行动研究，完善任务驱动教学理论。

期末根据测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对学生进行访问调查，总结调整实施的方法与

效果，对第一阶段进行评估，总结经验，得出初步结论。

第三阶段： 2009年12月．2010年1月

在前两个阶段的准备和方案指导下，实验教师利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实验班进行实

践研究，并做好实验班与对比班的实验数据，做好实验过程中的各项记录。

第四阶段：推广及结题 在前三阶段的基础上，以论文、报告、学生作品的形式

结题。整理各种资料形成研究成果，同时邀请教育领导部门和兄弟学校有关教研人员

进行评测、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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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方案

1．实验假设：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能够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改变学习态度，从而大面积提高学生信息技术课成绩。

2．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笔者学校的高一年级。实验前对被试班的学生信息技术知识学习成绩、

学习态度方面进行了前测，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见附录1)检测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

程的兴趣和态度；通过档案查找学生的年龄、男女比例及家庭情况。然后进行统计，

在高一年级16班级中通过前测，淘汰差异较大的班，选取两个各项指标较为接近的

班级作为实验对象，此两班中学生学业成绩、男女比例、年龄、家庭情况等基本相似。

通过统计分析决定选取高一(五)班为实验班，采用任务驱动为主的教学模式；高

(十二)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是教科版《高中信

息技术》。

表4-1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前测(成绩、态度、家庭情况)

类别 班级 高(人) 中(人) 低(人) 差异

实验班 1 3 38 9

成绩 P>0．05

对照班 12 39 9
—

实验班 33 22 6

态度 P>0．05

对照班 31 23 7

实验班 8 40 1 3

家庭收入 P>0．05

对照班 9 41 1 1

注：当P≤0．05时，表示差异显著；当P≤0．01时，表示差异非常显著；P>0．05时，

表示差异不显著。

从表4—1数据表明，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学习成绩、学习态度以及家庭情况方

面均相差不显著。

表4-2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前测(年龄情况)

班级 小于1 6岁 1 6岁 1 7岁 1 8岁 差异

实验班 5 38 1 5 3
P>0．05

对照班 3 39 16 3

注：当P≤0．05时，表示差异显著；当P≤0．01时，表示差异非常显著；P>O．05时，

表示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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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2可以看出，两个班的学生年龄都主要集中在16～17岁，这个年龄

的学生正是求知欲强，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年龄阶段。

表4．3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前测(性别组成情况)

班级 人数 男 女 比例 差异

实验班 61 31 30 51％49％ P>0．05

对照班 61 30 31 49％ 91％

注：当P≤0．05时，表示差异显著；当P≤0．01时，表示差异非常显著；P>0．05时，

表示差异不显著。

表4—3数据反应出两个班的人数相同，男、女学生比例组合相差无几。

通过前测可以发现两个被试班级的信息技术水平、学习态度、年龄及性别组成大

体一致，差异性较小，分化程度相近，可以作为实验、对照班级。五班61人，十二班

也是61人，总计122名被试。

3．实验变量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拉丁方’’准实验法，单因素为任务驱动法，随

机区组设计是根据分析结果把实验班和对照班各分成重复数一样多的区组，使区

组内非实验因素差异最小而区组间非实验因素差异最大，拉丁方能够抵消实验中

的因实验顺序、被试差异等所造成的无关变量效果(R=2)。

自变量：实验班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对照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材相同，

但准备两份教案。

因变量：为了检测任务驱动法教学对学生的影响，设计了三个方面的指标：学习

主动性、学习自信心、学习成绩。

变量控制：在实验过程中保证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的起点大体相同，教材、教学

内容、课时数、练习量、作业等都一致，尽量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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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流程

具体流程图如下

图4．1 实验流程图

1．前测：把2008--2009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考试内容为信息技术第一

册第五章以前内容)作为前测数据源。

表4-4实验与对照班的成绩(前测)

班级 N ●—— T
X

对照班 61 66．32 P>0．05

期末考试成绩
实验班 61 65．68 P>O．05

注：P>0．05时，表示差异不显著。

实验班与对照班人数相等，实验班的平均成绩略低于对照班级。

表4-5实验与对照班理论基础与动手能力(前测)

班级 N ●—— T

X

理论基础 61 35．22
对照班 P>0．05

实践操作 61 31．10

理论基础 61 36．36
实验班 P>O．05

实践操作 61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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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的理论基础要高于对照班，实践操作水平却低于对照班，说明实验班的学

生在动手能力方面要略低于对照班。

两组被试的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相伴概率大于显著水平，两组被试的各方

面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样会提高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

处理：确定实验班和对照班。

2．后测：以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信息技术考试成绩为数据源，并对本

学科的学习主动性、自信心、学习成绩方面进行测试。

表4-6实验与对照班的成绩(后测)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

班级 N ●——
T

X

对照班 61 76．77 P<．05

期末考试成绩
实验班 6l 85．89 P<．05

注：P<O．05时，表示差异比较显著。

‘

表4．7实验与对照班理论基础与动手能力(后测)

班级 N
●——

T
X

理论基础 61 38．26

对照班 P<0．05

实践操作 61 38．51

理论基础 61 38．16
实验班 P<O．05

实践操作 61 47．73

注： P<0．05时，表示差异比较显著。

由上两表可以看出实验班和对照班通过两个学期的学习测试，两组被试成绩均有

所提高，但实验班较对照班提高得多，实践操作方面(动手能力)比对照班要强很多，

两组被试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说明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提高学生信息技术成绩方面起了

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实验班的学生动手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3．问卷调查：

在实验结束后，笔者在整个高一年级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卷(见附录2)，学

习兴趣、喜欢的课堂模式和学习能力三方面进行了调查，同时在这个对卷的基础

上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问卷增加了自信心和学习主动性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本次发出问卷998份，收回问卷985份，有效问卷983份(其中对照班和

实验班发出122份，收回122份有效问卷)问卷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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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高一年级信息技术调查问卷分析表(后测)

年级 内容 学习兴趣 课堂模式 学习能力

选A 选B 选C 选A 选B 选C 选A 选B 选C
高一年级

6326 1 623 898 71 52 882 81 3 1 537 6278 1032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

200

100

学爿必趣 课堂模式 学列能力

圈

图4-2高一年级信息技术调育分析图

从分析结果来看多数学生比较喜欢信息技术这门课，比较喜欢自主学习的课

堂模式，不喜欢老师在课堂的滔滔不绝的讲授，在学习能力方面多数学生认为自

己学习信息技术能力还行，少部分学生认为自己非常强或者非常弱，事实上也是

信息技水平两个极端的学生比较少。从绝大多数学生的意愿上是比较接受以自主

探究学习形式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

表4-9实验班与对照班调查问卷对比表(后测)

学习兴趣 课堂模式 学习能力 自信心 动手能力

实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验 488 56 6 505 36 8 353 1 70 26 526 1 7 6 502 39 8

对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照 382 98 69 535 8 6 251 222 76 443 97 9 388 97 64

实验班与对照班对本学科的态度对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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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 ’‘般 不感兴趣

图4．3两组被试对本学科的态度

圈l●对照班Io■■■■■■●■■■■■●■_

由上图可以看出，和对照班相比，实验班的学生对本学科更加感兴趣。

实验班与对照班对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态度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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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 一般 很差

图4．5学习能力对比图

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学生的学习能力比对照班的学生要强出很多，与实验前发

生非常显著的变化。

实验班与对照班自信心对比如下：

J∥
比较高 一般 尢

图4．6自信心对比图

圈l■对照班l
o■■■■■●■■●●●■●●一

由图可知实验班的学生自信心比对照班的学生要强，在任务驱动的过程中，

通过做自主学习探索知识，独立完成任务，给了学生自信的体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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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与对照班动手能力对比如下：

非常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图4—7两组被测动手能力对比

百翮
l_时照班I
、●●____●●一

从上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实验班的学生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去实现学习目标，动手

能力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因为有了成功的体验，更加自信，从而有了下一次动手实践

的渴望，促进动手能力的发展，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问卷调查结论：以上图表能很直观地实验班的学生无论是学习成绩、学习积

极性、自信心、主动性还是动手能力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班。通过前测和后测以

及问卷调查等分析结果，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利于大面积地提高学生成绩，提高学生的

信息技术素养。

(五)实验结果分析

1．实验研究的信度、效度

本实验中的自变量是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因变量主要考察学生学习主动性、学习

自信心、学习成绩的前、后测对比结果，虽然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信息教师的分

工有所变化，但实验班与对照班级没有发生变化，学生也没有人员变动，所以实验结

果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笔试部分采用的是教师流水批卷，动手能力则是在线测试情

境题，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在实验过程中尽

可能地减少无关因子的干扰，所以本实验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2．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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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实验班与对照班两次考试成绩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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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得出，实验假设成立，在我校信息课堂中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

术成绩提高了，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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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

传统教学常常将初级学习阶段的教学策略不合理地推及到高级学习阶段的教学中

去，使得教学过于简单、呆板，容易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妨碍学生在真实的

情境中进行知识的迁移。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借

助他人的帮助和必要的学习资料，用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

本课题通过为期两个学期的跟踪研究，得出结论：任务驱动教学法非常适应偏远

地区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教学。

首先，课程本身的实践性和知识的非线性非常适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其次符合高

中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正是自我意识强烈、求证自己我、求知欲

强时期，任务驱动为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学习方式正好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再次，在偏

远地方，学生信息能力差异非常大，精心设计任务能实现不同层次学生的共同进步。

但在任务驱动教学法不是万能的，也有很多的误区，如果教师把握不好的话，很难实

现新课程的总目标。

在近两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以下几点在任务设计时需要注意：

1．对一些不适合任务驱动的知识点可以继续使用传统教学方法，如一些概念性的

知识点。对于传统的东西不能一味的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去精取粕，

在新的时代和技术发展的实际中寻求最好解决问题的途径。

2．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大的任务或问题(真实的情境)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

引发学习的兴趣和动机，让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去学习。不能对任务做过于简单化

的处理，使其远离现实的问题情境。

3．由于具体情境往往同时与多个概念理论相关，所以应该注意学科整合，弱

化学科界限，培养学生知识的拓展能力。所以主张把任务隐含于情境当中，不要

将教材内容直接灌给学生，而是在课堂上展示出与生活中解决问题类似的求解过

程，指导学生的探索。

4．学生必须拥有学习的主动权，教师应该设计与学生实际能力相差不大的任务来

不断地挑战和激励学生前进。在探究的过程中，学生会不断地获得成就感，激发起强

烈的好胜心，从而培养学生勇于开拓进取的自学能力。

5．注意给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源，不仅包括网络、书籍、实验设备等物质资源，而

且包括人力资源，改进资源结构，改善教学环节。

6．同时注意自身素质的提高，尽量避免教学内容设计上的失误，精心设计任务，

把课堂无效教学减少到最低。

7．培养学生正确的成就动机，明确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是直观的，及时肯定学生取得的成绩，帮助他们树立更高层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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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针对真实的情境也要采用适当的策略，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大”任务时并

按自己所需去发现“子”任务，从而完成各级任务所包含的知识技能，在做任务

的过程中，不必组成严格的直线型层级，因为知识是网状的，学生可以从这个网

络的任务部分进入或开始，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掌握知识技能。

本实验只是针对笔者学校的高中信息技术课展开的，实验结论是否适应其他学校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实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考虑不周和影响实验效果的小因

素在内，还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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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信息技术调查问卷(前测)

信息技术调查问卷调查

矗甾狮矗甾狮矗艺柚境矗甾桃
本问卷主要针对你们的信息技术起点水平、兴趣、态度的调查问卷，指导老师针对你们的情

况准备相应的教学策略，请认真填写。

班级：

1、您喜欢学习信息技术课吗?

A、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2、家里有计算机吗?

A、有 B、没有

3、从何时开始接触计算机?

A、 幼儿同 B、小学 C、初中D、高中

4、平时在哪里上网?

A、家里 B、学校、网吧 C不喜欢上网

5、平时上网做些什么呢?

A、辅助学习 B、玩游戏或娱乐(听歌、看影碟等) C、其他

6、信息技术课你喜欢哪种教学方式?

A、自己尝试、教师适时指导B、教师讲授 C、完全自学

7、评价一下目前您的计算机操作水平：

A、很棒 B、一般 C、没有接触过

选A的同学请说出自己的在优势力所在( )(如擅长的某方面或者是否通过相关方面的级别

测试等)

8、你会在网上搜索资料吗?

A、比较熟练 B、会一点 c、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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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一分钟人概可以输入多少个英文字母?

A、150以上 B、100一150 C、50以下

lO、你愿意进行小组学习或自主学习吗?

A、愿意 B、无所谓 C、不愿意

11、在信息技术课上，你如果有问题时想怎么办?

A、自主查资料或问老师、同学 B、不会就放过了，以后遇剑再说C、没有问题

12、除了课堂外，我认为参加实践、与人合作交流也是学习

A、是 B、可能是 C、不是，太耽误时间了

13、当你完成作品后，您最希望得到哪方面的评价：

A、教师评价 B、小组或自己评价 C、多种评价方式组合

14、你参加过中小学生计算机作品比赛吗?A、有(所获奖项名称——) B、 没有

15、谈谈你在计算机使用方面有哪些强项、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希望老师以什么方式授课，自己

需要哪种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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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学生信息技术情况调查问卷(后测)

学生信息技术情况调查问卷

同学们好，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学习，你对这本课程应该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看法，希望你

们能把自己对信息技术课学习的一些情况与真实想法说出来，也好指导老师今后的教学。这份表

请认真填写，可以匿名，谢谢你们的合作!

班级： 姓名：

兴趣态度+

1．与其它学科相比，你对信息技术课()

A、很感兴趣

B、说不清

C、不感兴趣

2、你认为学习信息技术()

A、很重要，应该学好

B、不太重要，可学可不学

C、不重要，可以不学

3、课后你与同学或朋友讨论有关信息技术课吗?

A、经常

B、偶尔

C、不

4．课堂上的内容你感到()

A、喜欢，正是自己想学的

B、不知道做什么用，但也能学进去

C、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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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是否在课外看有关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

A、经常

B、偶尔

C、不

5、你在信息技术课上的表现()

A、认真

B、一般

C、做课外动作(如聊天、游戏)

喜欢的课堂模式

(注：任务驱动教学就是在学习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一个共

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

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习实践活动)

1、你喜欢哪种教学模式( )

A、全由教师讲解

B、自己先学，不懂的由教师指导

C、全部自己学

2、你对任务驱动这种教学模式的看法()

A、非常满意

B、一般

C、不满意

3、通常在信息技术课堂上( )

A、大家很活跃，能按照老师要求学习

B、能按老师要求学习，但比较沉闷

C、大家比较混乱，各行其是

4、你觉得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下与信息技术教师的关系()

A、融洽

B、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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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好

5、对于信息课上的教学内容，你感到()

A、很容易，大部分已掌握不必再学

B、掌握一部分，需要老师讲授

C、基本不懂

6、上机课中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段里，你通常的做法是( )

A、自主学习

B、复习巩固

C、无所事事

学习能力

1、课堂上学习到的技能，在平时的学习、娱乐活动中你能主动使用么?( )

A、无意识中经常使用

B、偶尔会想起来用下

C、从未使用

2、对于信患课堂中所滨信息技术内容，能自己进行概括么?( )

A、完全能

B、基本能

C、完全不能

3、学习新知识过程中，你能和1日知识联系起来吗?()

A、能

B，有时能

C、根本不能

4、学习过新知识点后，你有自己的想法吗(如学习了网络后想建自己的网站)?( )

A、有

B、偶尔有

C、没有

5，每堂课后你的学习成果(如作品等)是怎样处理的?( )

A、每次都保存在一定的地方

B、一般不保存

C、随意丢弃，再也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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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针对目前的信息技术课堂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

本卷针对实验班与对照班的

自信心方面

1看到别的同学成绩好，我也要努力学习，像他们一样

A、是

B、有时是

C、不是

2、当遇到很难的问题和任务时，我一定要解决它

A、是

B、有时是

C、不是

3、对于不会的问题，我经常通过自主查资料或向教师、同学求助来解决

A、是

B、有时是

c、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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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学习的内容我一般能预习，当天学习的知识一般能及时复习

A、是

B、有时是

C、不是

2、没有教师督促也能及时完成任务

A、是

B、有时是

C、不是

3、信患技术课学习中，喜欢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

A、是

B、有时是

C、不是

4、小组学习中是否主动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创作思路

A，能

B、有时能

c、基本不能

5、希望教师用哪种教学方式授课

A、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

B、教师讲授为主

C、完全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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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经历了父亲的病

重，最后撒手人寰，悲伤忙碌中几度想颓废下去，但都是导师郑燕林引导我出了思想

的沉疴，让我面对生活，快乐生活!在这里谨向我的导师郑燕林副教授致上最诚挚的

谢意!

本论文从课题的选择到实验的最终完成，我的导师郑燕林都给予了悉心指导。她

不但是良师，还是益友，课堂上她是个严肃的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

作作风，不停地激励着我，课堂下她是个知心益友，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

深深地感染着我，当剀刨制斯捌施恻期切蝴髓青，有赋伊制技持和融啪铱羯黼了完
成论文自勺_侑皂。

同时，特别感谢彭立、孙宁、于冬、袁磊四位老师，是由于他们的教育和帮助，

我的教育教学理论才能更上一层楼，教育教学思路豁然开阔，帮助我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的困难和疑惑。感谢公共课的老师们，他们渊博的知识，高屋建瓴的见解对我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感谢系秘书杨玉娟老师，她带着病痛一直默默地为我们忙碌着。最

后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谐友爱地渡过了共同的学习生活。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收获的不止是一份学业，更收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友情!

≯皆．矗，p‰茹．．．，谚≯《．i鼻0_．，”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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