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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能力培育的小学信息技术项目式学习实践

【摘     要】 在信息爆炸式增长促使教育信息化进入 2.0时代，为应对时代挑战，国家和学校要重视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通过引入项目

式学习教学实践，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兴趣，引导学生愿意参与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践，从而培育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同

时提升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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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创新性有待提高
当前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实质是为了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促进教育变革。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是学生在学校阶段初步接触信息化学习和设备的开始，对于学生思维创新性的启发和培育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的信息化发展也激发了课堂教学的改革，由传统教学手段向现代化信息化教学的转变，这无疑给广大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在信息化浪潮中都必须经历尝试、融合、创新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学习、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当前的信息化教学中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应用主要以 PPT 播放为主。当前电子设备更新换代升级很快，交互式功能日益完善，很多老师仅仅将多媒体设备当做板书的替代工具，课堂互动和学生创新思维训练等方面仍然采用传统方式，多媒体设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教育资源的应用能力有待提高。当前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有很多优质的教育公共资源及服务平台系统，老师可以从中吸取大量的营养，找到更多合适的素材，来用于信息技术的教学，用于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育。遗憾的是，很多老师仍然没有启用这些优质资源。最后，整合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虽然现在信息技术普遍提升，但是仍然个别老师的思想没能跟上时代步伐，对于教育信息化的大趋势认识不足，思想认识不到位必然影响其实际教学成效。同时，很多老师对于资源的应用习惯于拿来主义，缺乏再次整合加工能力，因此对于资源的挖掘深度不够，必然影响教学效果。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分析
1.和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关乎素质教育的成败众所周知，中国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实践效果显著。但也要意识到我国这种应试教育，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改变的问题。为此，早在上个世界末的一九九九年，中国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一纲领性文件。该文件指出，我国今后要全面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发展，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 [1]。诚然，素质教育注重学生主动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进程加快，社会需要强有力的创新和创造技术。实际上，创新能力的培育不仅关乎整个社会发展，还关乎学生自身的发展，这也需要学校和家长的配合。因此，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关乎素质教育的成效。

2.学生创新能力培育需要在信息技术教学中落实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来临，如何应对信息爆炸和信息激增成为当前的教育难题。
2018 年 4 月，我国教育部便颁布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随后，2019 年 2 月，国务院也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 )》和《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这些文件明确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强调了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的方法和提升教育的效果，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2]。新形势下信息技术教育要着重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由 " 学会 " 转向 " 会学 "，让学生能够快速适应和接受各种学习情景。因此，如何在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落实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至关重要。

三、小学信息技术项目式学习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
1.项目式学习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项目式学习强调“基于创造的学习”和“干中学”[3]。该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下学生被动学习的情形，响应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要求。在项目式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接收者，而是扮演着多重身份。其一，学生是项目选择者，学生会按照个人喜好选择学习项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会乐在其中。其二，学生是项目设计者，每个项目都由学生自己设计，项目中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因此具有更多的责任感和能动性，激发创造热情。再次，学生是项目实施者，在项目的设计完成后，学生需要自己操作和落实，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思想，并获得成就感。最后，学生是项目成果推荐者，学生不仅要进行项目设计，更想将设计成果成果推销出去，展示给别人并进行推介。由此看出，在整个项目学习过程中，“项目”中隐含了学生的心血，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和创造力，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项目式学习利于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和经验积累项目式学习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环节教与学的逻辑关系。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项目式学习倡导解决信息教育中的现实问题，着力培养学生对于信息的综合处理和探究能力，强调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项目式学习模式下的课堂完全是开放和自由的，学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开放思想，探讨问题，极大地改善课堂学习效果。因此，项目式学习有利于提升小学信息技术的教学质量。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地创新，创新能力也是人生存必备的技能之一。只有具备了主动创新能力，才能在信息爆炸时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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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对等组单因素前后测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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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跟进知识与技能更新迭代，从而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浮沉。对于起步阶段的小学生而言，主动创新能力的培育至关重要。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本身就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这与小学生的性格特征相契合，能够引起学生自身的共鸣。因此，将项目式学习引入到小学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不仅仅为了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还有利于一线教师教学实践的积累。
四、小学信息技术项目式学习实践

小学三年级学生开始接触信息技术课程，到了五年级已经学习了两年，基本具备了基本的电脑操作技能，同时学生的理解和学习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时采取项目式教学方式能够引起学生更强烈的兴趣爱好，启发学生的创造性。鉴于项目式学习对于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笔者亲自实践了该教学模式，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实验目的本实验目的比较明确，就是将基于创新能力培育的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应用于小学信息技术的课堂上，以验证其对于小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性。
2.实验对象本次实验选取本人所教的山东省滕州市姜屯镇庄里小学五年级 5 个班中的 1 班作为实验班，采取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 ;5班为对照班，采取传统教学模式。1 班和 5 班学生人数相同，男女比例大体一致。
3.实验变量
3.1 自变量 (X): 本实验定义教学模式为自变量 (X)，分为

X1 和 X2 两种水平，其中，X1 为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X2 为传统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
3.2 因变量 (Y): 本实验因变量 Y 是学生创新能力，能力得分通过学生接受的《小学生创新能力问卷调查表》来获得。
4.实验假设本实验设计的假设为 : 相比于传统的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通过本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模式在有效培育小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同时显著提高小学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质量。
5.实验模式本实验设计采取非对等组单因素前后测准模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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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1 为实验班学生创新能力的前测成绩，O3 为对照班学生创新能力的前测成绩，X1 为实验班实施项目式学习教学的实验处理，X2 为对照班实施传统任务驱动式教学的实验处理，
O2 为实验班学生创新能力的后测成绩，O4 为对照班学生创新能力的后测成绩。本次实验结束后，分别对不同实验组和对照组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验证假设。

6.实验结果分析本此实验得到的结论如下 :

6.1 实验班学生的创新能力后测总平均值明显要高于对照班学生，而且对照班和实验班学生创新能力后测数据具有显著性差异。
6.2 从实验班学生后侧成绩来看，实验班学生在学习动机激发与保持、学习内容和方法选择、学习时间安排及规划、学习环境适应、学习过程监控与调节等方面，均大大高于对照班学生的后测数据。
6.3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创新能力的后测总项平均值也明显高于前测总项平均值，同时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创新能力前测和后测总项数据显示出显著性差异特征。总体而言，通过对实验前测和后测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班学生创新能力水平显著提高 ; 同时，实验班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更优秀 ; 实验班学生的学习态度更加积极。也就是说，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小学生创新能力，提高信息技术的教学质量。

五、结语
通过实验结论可以看出，项目式学习切实有效地提升小学生信息技术课堂教学质量，有助于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通过一个学期的项目式学习的实验，笔者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其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提升创新能力。项目式学习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源于项目式学习内涵强调了要提升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创新能力。其二，重视教师的引导作用。尊重学生和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是教师的合理引导，包括项目的设计、执行和结果导向，这些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三，因材施教。每个学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人格，要关注学生的差异性，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打造属于他自己的创新空间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