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步骤”教学策略在信息技术

教学课堂的实施
摘要：四步骤教学策略引入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

习激情，从而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本文根据教学实践，

将四步骤教学策略深度融入信息技术教学课堂中，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提出情

境创设，模仿探究，穿心时间，多维评价等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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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

这是我国课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课标中信息技术课程向信息科技课

程的转变，彰显了信息时代公民素养内涵的新变化，突显了素养导向的重要地位，

更强调了科学意识与科学思维的培养。

为了让课堂变得更加的灵活且具有创造力，那么教师便需要改变传统的侧重

于技能知识的教学。本文根据教学实践提出了“四步骤骤”的教学策略，期待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学到技能知识并提升综合素质。本文以“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灯语实验项目”一课为例，对课堂教学的“四步骤骤”策略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亦是如此。一旦学生对某事物产生了兴趣，便

会化被动为主动，将会全身心的去专研，热情的研究。创设情境不失为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的好方法。

（一）模拟情境，转角色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一课，理论知识居多，单纯的为学生讲述知识点，学生

会感觉无聊，课程伊始，老师向学生学生抛出一个惊喜，需要学生化身大侦探，

组长为探长，组员为探员，通过参与游戏的方式，层层解密线索，才可以获得惊

喜。学生眼里充满了期待，跃跃欲试的感觉很是强烈，热情高涨。

（二）线索解密，谈理解

通过线索一音频和视频的结合，同学能够正确的解密线索一，并根据教材知

识，知道了像线索一这样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持续变化的物理量，像这样的信

号就是模拟信号了，模拟信号是连续变化的信号，也可以说是连续信号，这种信

号的在生活中，也有很多，比如温度的变化。通过线索二的灯语信号，同学们参

照译码表，可以准确的翻译字母 CN，CN 在网络中的术语便是中国，一个强大的

祖国。无形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培养同学们的爱国意识。通过线索二的解读，

同学们也能准确的了解到如灯语这样由长亮和短亮构成的信号可称为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是离散的信号，往往由两种状态组成，比如灯的开与关。

二、模仿探究，初体验

模仿是学习探究的途径之一，学生可以通过模仿较快的掌握知识。学生可以

通过模仿后再加以尝试、改进，进而掌握相关技能知识。教师通过鼓励学生，让

学生勇敢的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并改进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对学

生的质疑提出肯定、指导，让学生的探究能够顺利进行。

（一）师生互动，尝试做

为了引导学生能够快速的进入项目尝试，教师可以在与学生交谈的过程中，

展示如何正确的运用手电筒展示灯语。教师先将灯语编码内容随机分配给小组同

学，探长掌握密码和手电筒，并通过展示灯语，让探员观察，对照译码表进行翻



译，反复核对结果。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尝试、师生互动把学生最初的想法呈现出

来。

（二）提出质疑，探究学

在模仿探究操作后，有些学生就会提出质疑，通过小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

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体验效率。如有学生提出：用一根手电筒打出长亮和短亮，

有时很难分辨，而且操作者和读取者都需要足够的默契；手电筒在操作的过程中，

常常会因为操作者的失误，导致最终信号的理解错误……针对以上的质疑，学生

提出：用两根手电筒，一根手电筒代表短亮，两根手电筒代表长亮，通过数字来

分辨长亮和短亮。也有学生提出：采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灯进行展示，比如红灯代

表长信号，路灯代表短信号。同学们提出的质疑和方法都很值得肯定，是否可行，

需要学生通过反复研究，测试，才能验证探究结果。同学们通过小组讨论，让学

生说想法，做测试，验证探究，最后确定最优方案。教师引导学生对问题提出质

疑，对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最后寻找出解决方法并验证测试，使得学生的思维能

力和创新探索意识得到有效的提升。

三、创新实践，丰富作品

模仿知识创新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的操作，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知识点，

学以致用，发散思维，创新设计作品才是最好的归宿。

（一）头脑风暴，齐出点

“是否可以采用不同颜色的灯光？”“是否可以增加手电筒的数量，让数量

来衡量？”“可否用衣袖遮住光……”经过一系列的头脑风暴后，学生的一个个

想法被提出来，创作欲望也高涨起来。

（二）互帮互助，敢尝试

学生们带着不同的想法和创意，相互帮助，互相尝试。这个时候往往是学生

求知欲望最强的时候，此时的学习效率和效果也是最好的。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

学生不仅能在尝试体验的过程，够感受成功带来的喜悦感和成就感，同时还能巩

固学生的知识技能，提升思维，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四、多维评价，取长补短

在成果展示环节，学生通过展示表达，让更多的同学了解作品和创意。在评

价环节，通过自评和互评，了解自己作品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一）成果展示，巅峰对决

通过改进组和原始组的巅峰对决，学生们敢于挑战并分享作品，教师要敢于

放手让学生大胆的展示。肯定学生是对学生最好的信任，当学生获得满足感时，

便会激发学生二次学习和创作的欲望。

（二）多维评价，取长补短

根据课程的重难点，制作相应的评价表，从创意、完整度、实现难易度等进

行多维度评价表，通过小组自评和互评的形式，对自己的创意进行改进和完善，

并将最终的成品展示出来。由于评价采用的是多维的评价方式，评价结果相对科

学公正，这样学生在展示过程中的积极性也比较高，能更好的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步骤”教学策略的实施，不仅能展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还能有效的激发

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兴趣，更好的让学生拥有饱满的热情参与到学习和

创作中，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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