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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以“教”为中心和眦“学”为中心教育模砖的特点。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学设计

和教学组织应围绕以“学”为中心进行．让学生自主地、创造性地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能力，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创造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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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modes of“teaching’’as centre and

“learning”B．S centre are analyzed．To setup a mode for computeT knowledge

education whh“learning”as center，the following items need tO be considered，

changing of role of teachers，providing of learning information and loo[s，interfacc

learning，creation of situation concern with learning subjects The aim，subject，and

modality of the education need to be designed in lhe basis of“learning”aS centre tO

creal o a democratic，freedom and innovative climate tO the student for learning．

Key words computer．basic knowledge education．edUCaliona【mode

1 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与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思想

传统的教学思想是重教师，轻学生，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多年来由于受这种传统

教育思想的影响．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从计算机文化基础课，到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应用，甚

砸到一些选修课程如网络实用技术等等，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以教师为主角，学生为配角；以教

为芒，学为辅，学生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在应用了计算机和多媒体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

教学中，这种现象也没有真正改变。这种教育思想及其相应的教学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教师的知

识水平、教育思想、教学风格、教学方式以及对学生的要求等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学生。一般

情况卜，由下课时分配、教学进度等方面的考虑，教师往往是以“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

将教村的内容传递给学生，完成教学计划，却无暇顾及学生的反应以及教学效果的信息反馈，

更不会考虑如何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及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这种束缚性的教育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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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只能跟着教师的指挥棒转，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有限的知识，并不利于学生自主地学习、

有兴趣地学习和创造眭地学习，不利于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潜能和创新思维Li=、

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思想认为教育应当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设计、教学环境、教学方式等

方面都应当围绕着如何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体作用去考虑。由此建立起来的以

“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的角度去考虑、设计和

组织教学，让学生有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充分的时间和空问，形成一种以“学”为_丰

的教学形式。在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中，若能采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活动，那

幺这种开放性、发散性、宽松随意、大胆刨新的教育模式，可以营造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氛围．诱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鼓励学生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及想象的空间，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心理品质¨J。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能培养学牛的学jJ

能力和创新能力，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创造型”人才的需求，是H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

要方向。

2创建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础教学环境

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十分重要。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模式，主

要体现在“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形式及教学环境上，创建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

础教学环境，就是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能自主学习、自由探索的空间，营造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氛

围。这种教学环境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2．1教师角色的转变

目前，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由于基本采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学生学习的自{性、创造

性逐步地显现，教师的角色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教师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出

现．而应当是作为一个教学设计者、学习引导者以及咨询者的角色，精心设计好教学环境，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高教率的学习。

2．2学习资源的提供

学习资源包括学习中各种必须的信息资源及学习工具。

2．2 1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当教师成为学习的设计者及引导者后，不再经常以授课的方式给学生传播知识，而是为学

生提供必需的、有价值的和丰富的学习资料及信息，如精心挑选的教科书、文字或罔表柑料、多

媒体课件内容及视听媒体材料等等。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从网上查询基于www的信息资料

库．以获取更多更新的信息，了解新的科技动态，了解计算机软、硬件应用技术发展的趋势。教

师在直接或间接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资源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指导学生进行有效

的学习。

2．2．2提供丰富的学习工具

这是一些帮助学生学习的认知工具，比如各种工具书、工具软件、计算机、网络及各种多媒

体设备。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交流信息，在一种自由、自主的环境中进行

学习和研究。

2．3交互式的学习

交互式的学习，包括人机交互学习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

人机交互是指学生在学习中使用计算机、网络及各种多媒体设备，进行人与机器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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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流学习。人机交互学习，要求教师考虑学生的学习环境，提供所需的硬件设备、软件设备

(如(：AI、MCAI课件等)、学习内容、需解决的问题等等。这样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通过与机

器的交流如问答、测试、评价等方式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是研讨式学习、协作式学习、问题解决类学习等交流方式。学生之间

对课堂上教师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协商，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通过相互交流，发现问

题，获得信息和知识，使问题和难点得到解答和析疑。这种学习方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并且在一种自由、民主、轻松、愉快的学习

环境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当然，这种学习方式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对学习的内容、探讨

的主题以及预期达到的教学目标等作精心的考虑和研究。

2．4创设接近真实形象的情境

生动、形象，直观、真实的膊境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和联想，强化记忆，并且对学习的内容

有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尽可能地为学生创设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境，例如利

用多媒体设备建立接近实际的情境，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所见所闻有深刻的体

验，因而可以加强理解，有效吸收，提高教学的效率。

3 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础教学设计

3．1教学目标的设计

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础教学目标的设计，要明确学生应达到的学习要求以及学习目

标，才有利于对学生提出适当的教学要求，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对于每一门课程，在设计总的

教学目标时，应考虑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应掌握什么内容、方法及技能，达到什么样的程

度。对于每一教学环节、知识点或主题，也应当作出具体的教学要求及应达到的子目标。进行

教学目标的设计时，应充分体现以“学”为中心的特点，例如，考虑的角度、范围及方式都应与以

“教”为中心的设计有区别。另外，要根据不同性质及类型的学习对象，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例

如，普通的本科、专科学生与高职学生存在着基础、接受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在设计

教学目标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另外，还应该考虑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及个性差异等

因素。

3 2教学内容的设计

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应该体现出如何“学”，而不是如何“教”。因此，教师

在设计教学内容时，要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认知心理及接受能力等情况，结合学生的好奇心、

兴趣、注意力、个性等特点，将应讲授的教学内容、应强调的重点、难点内容与学生的各种因素

整合在一起考虑，才能设计出既符合数学目标又能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方案。例如，在给

学生作电子表格软件Excel的各种函数的使用，以及数据库的应用中对数据表的操作的教学

设计时，可以结合学生自己所熟悉的情况、感兴趣的内容以及希望得到的结果作为学习的内

容，让学生在学习中解决一些如统计成绩、排列名次等特定的问题，完成如本班级的成绩表的

制作等实际的任务，那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克服困难，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完成任

务。这样的设计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3．3教学形式的设计

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教学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例如“启发式”教学、“演练式”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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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会思考、学会应用，更应学会探索、学会实践、学会创造，克服因循守旧的单向的灌输式、

被动式、应试式的教学方法，实行新型的双向互动的启发式、探索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教学相长中体念学习的乐趣，获得新知，加

强素质，提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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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式”教学、“支架式”教学、“随机进入式”教学等。作者曾作过一些尝试。例如，在给学生上

字处理软件课程时，结合学生的兴趣及特点，在对字处理软件的有关编辑、排版、图形、表格的

格式化等方法作了必要的交待后，采用“启发式”、“支架式”以及“任务驱动式”相结台的教学

方式，要求学生运用所掌握的字处理的有关知识，自己设计一则广告，内容、形式等都不给予限

定．可以自由地发挥，要求30 rain后完成，并将自己的作品通过网络和投影仪发送到大屏幕

．E，让大家欣赏。结果，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积极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

们开始逐一学习或进一步熟悉所需要的有关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复习了视窗操作系统的

有荧知沮，进一步掌握了文字输入、编辑、排版等操作方法，学会了如何使用网络；更重要的是，

他们学会丁如何去学习，训练了自己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另外，如“讨论式”、“头脑风暴”、“开放式提问”、“创设情景”、“活动导向型”实验、“分析与

设计”等教学方法及教学形式，也可以诱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鼓励学生自主地、创造性地

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及学习潜能“]。

4结束语

建立以“学”为中心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模式，需要改变旧的教育观念，改革旧的教学模式，

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创建一种民主、自由、创新的教学环境。这种教育改革．需要一

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磨合，需要教师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可以相信，一个适应信息

社会发展需求的、面向世界和未米的科学、先进的教育体系将建立起来，并将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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