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是一门培养和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帮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增强信息意识、发

展计算思维、形成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树立正确的信息

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感的基础性课程。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和《辽宁省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高中信息技术必修课程有 2 个模

块，共 54 学时，建议从高中一年级持续开设，每周 1—2 学

时；高中信息技术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有 8 个模块，每个

模块 36 学时，可结合需要在高中二年级选择开设，每周 1—

2 学时；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在 3～9 年级开设，每周 1 学

时。 

为规范教育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我省实

际，对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一、教学准备与设计 

1.精准把握课标和教材内容。深入钻研课程标准，明确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全面领会教材编写意图，

熟悉教材框架结构，把握教学内容在课程体系中所占的地

位、作用和内在联系，做好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段之间的衔

接。 



2.合理制定教学计划。依据课程标准要求，结合教学实

际制定学期教学计划和单元教学计划。计划内容要详实、阐

述清晰、符合逻辑、具有可操作性。学期教学计划包括指导

思想、学情分析、教材分析、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软

硬件条件、教学进度和活动安排等内容，要对学期教学工作

有指导价值。单元教学计划包括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

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软硬件条件、课时安排

等内容，要有效分解落实学期教学计划和指导单元教学。 

3.精心设计教学方案。教学方案要落实学期教学计划和

单元教学计划，内容详实、准确，设计合理，选用案例与学

生生活实际相联系，具有典型性、时代性，体现育人价值。

高中阶段要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义

务教育阶段要注重基础性和学生发散、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

与发展。教学方案应包括撰写人、撰写时间、课题、课型（理

论课/实践课，新授/复习）、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

方法、教学环境、教学过程、教学评价标准、板书和教学反

思等内容。教学过程应包括教学环节与时长、教师活动、学

生活动和设计意图。 

4.认真准备教学环境和资源。教学环境和资源应能满足

教学需要，有利于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提升。教学环境包括

软硬件环境，如相关工具软件、计算机、网络环境、触控一



体机（投影）和黑板等；教学资源包括教材、学案、课件、

微课、学生创作所需素材等。 

5.有效提供评价记录载体。根据过程性评价需要，提供

必要的记录载体，载体可以是纸质版、FTP 服务器、电子管

理平台等形式。载体用于记录学生班级、姓名、学号、上课

出勤、学习表现、提交的作品及质量水平、阶段学习成果等

级等信息。 

二、教学组织与实施 

6.有序组织教学。教学环节要完整，按照导入、学习新

知识与新技能、应用与创新、展示与评价、总结与提升来组

织教学。各环节时间分配合理、衔接自然、过渡顺畅。 

7.高效导入新课。根据不同学段学生心理特征和认知水

平，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生活实际创设具有真实性、挑战性

或趣味性的问题情境，充分激发学生学习欲望，有效揭示学

习主题。小学阶段侧重问题情境的趣味性和挑战性，初中和

高中阶段侧重问题情境的真实性和挑战性。 

8.准确讲解娴熟演示。讲解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准确

精练，体现核心知识，突出重点、难点；演示操作时机、时

长和方式恰当，步骤规范，操作熟练。 



9.有效激发学生思考。注重创设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具

有情境性、基础性、层次性或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

思考，开展深度学习，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和问题解决能力。 

10.全面观察指导。认真观察了解学生自主学习、合作

探究等学习过程，全面掌握学情，及时调控教学，善于发挥

学优生的帮、教、带作用，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指导和帮

助。 

11.恰当运用教学方法。结合教学内容和学情合理使用

讲解演示、项目教学、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教学方法。自

主学习内容难度适度，合作探究任务适当，项目学习具有真

实性、挑战性和价值性，切实促进学生产生深度思考和进行

深度学习。小学阶段注重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自主学习意

识，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初中阶段侧重培

养学生掌握适切的学习方法，提升学习效率；高中阶段注重

培养学生开放、互惠、合作、协商和注重证据的行动意识，

使学生积极参与到交互、真实的学习活动中。 

12.科学运用评价方式。评价标准明确、具体、合理、

可操作，有利于引导学生发展课程核心素养。合理运用自评、

互评和师评等教学评价方式，倡导实施多元评价。评价语言

规范、具有导向价值，采用载体记录和保存过程性评价依据

和结果。 



13.动态生成板书。板书字迹工整、内容准确无误、条

理清晰、提纲挈领、突出重点和难点。传统板书或电子板书

两种呈现方式均可，注重板书动态生成过程，发挥板书示范

和引导价值。 

14.注重总结强化。课堂总结有针对性，有利于帮助学

生梳理知识和进行学习反思。 

15.规范管理学生作品。学生作品文件名及存储位置要

既方便学生使用，又方便教师批改指导和进行过程性评价。 

三、教学评价与反馈 

16.合理布置作业。结合实际需要，布置有利于学生延

续学习和提升学习效果的作业。作业内容及要求应具体、明

确；作业形式可以是口头作业、书面作业或实践操作等；作

业量适当、难度适中。作业批改反馈及时，注重使用具有导

向价值的评语，共性问题全班讲评，个性问题组内解决或单

独指导。 

17.及时撰写教学反思。根据教学目标落实和教学任务

完成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总结方法和经验，优化

教学设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18.定期发布学生优秀学习成果。选取适合展示的学生

学习成果，以恰当方式分享给同学和家长，引领学生产生新

思考新创作，获得家长对学科教学的意见反馈和支持。 



19.适时评价学生单元学习成果。在单元教学结束后，

对学生阶段学习成果做出等级评价，作为过程性评价主要依

据。 

四、教学延伸与拓展 

20.积极开展社团或竞赛活动。结合国家批准的相关竞

赛项目和学校条件，组织开展校内社团活动，坚持自愿原则，

鼓励学生参加竞赛活动，关注学科前沿技术，在实践中应用

课堂学习成果，进一步提升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