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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教育事业当中对于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另
外，随着新课程教育理念的提出，中小学教育当中需要
用到更多的信息化技术来进行教学工作。因此，通过对
于中小学生进行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是有必要的，但是当
前我们的信息课教学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
于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教学进行多元化的改革，让信息
课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出高素质的
人才，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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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课程教育背景的含义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经济的发展模式已

经从人口密集型发展转向高素质人才发展型。知识经
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而进行经济发展的时代，因此对
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急需的。而且随着信息化技术
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更加依赖信息化技术，人才只有具
备良好的信息化素养才能够适应社会，并且在社会的发
展当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更加频繁，青少年能够更加方便地接
触到信息，这会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基于
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教育改革，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我国提出的新课程教育改革的措施主要是调整对于人
才的培养目标，改革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转变学生和
老师的理念，建立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在这样的教育
背景下，我们需要针对当前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存在的
问题进行改革。

2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教学的开展是我国针对21世

纪的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提出的一
门课程，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小学信息技术课
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的教
育效果关系到我们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这对于我国人
民的信息化素养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
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等原
因，我们的信息技术课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问题：

2.1　信息技术的资金投入较少，教师整体水平不高
信息技术课作为一门普及性的知识课程，在中小学

的教育体系当中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学校对于信
息技术教育的资金投入比较少，在硬件设备上条件普遍
比较差，很多学校甚至需要多个学生共用一台计算机来
学习，这对于信息技术课教学是极为不利的。同时，由
于缺乏相关专业，信息技术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信息化
素养都比较缺失，而且不同学校的信息技术课教师的交
流较少，不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这会导致教学工作难
以进行，学生很难在课堂上学习到足够的信息知识。

2.2　信息技术课相关教材的编写水平不够高
虽然信息技术课在我们的教学体制当中设立已经

有很多年，但是在目前学校的流通教材当中普遍存在着

知识较为浅显，不利于学生的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的问
题。同时有的教材当中内容重复度很高，而且还有一些
基本的错误。也有一些教材过分强调对于学生的理论
知识的普及而忽略了对于学生实际应用信息化技术的
培养，这些都导致我们的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效果达不到
预期。

2.3　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
当前进行信息化技术教学主要还是通过老师对于

学生进行基本的讲解，学生再按照老师讲解的步骤和教
材的教导进行实际的操作。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生只能
被动地学习到信息化知识，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导致教学的效果比较差。

3　针对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多元教学模式改革措施
3.1　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进行信息技术课的教学过程当中要注意因材施

教。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不同，因此信息技术的基础也
不同，教师针对一些信息技术基础较差的学生要从基础
开始进行教导，让学生逐渐认识信息化技术教学，进而
由浅到深，提高学生的信息化技术水平；对于一些基础
较好的学生，老师要鼓励他们进行信息化技术学习，针
对一些较难的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争取能够自己掌握
信息化知识。只有这样因材施教，才能强化信息技术课
的教学效果。

3.2　转变教育模式，激发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的学习
兴趣

想要完成对于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的多元化模式
教学就必须对于学生和老师的观念进行转变，将传统的
老师讲授转变为主动开展教学工作，将学生被动学习的
教育模式转变为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所以，我们要让
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课前进行信息化技术的学习，进
而掌握到学习当中的重点和难点，在课堂教学当中针对
难点进行学习。老师主要负责为学生答疑解惑，让学生
变为学习的主人，强化信息技术的教学效果。

4　结语
随着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

新课程教育改革也对学生的教育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还存在教
育资金较少，教师整体素质不够高等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我们提出转变教育模式，因材施教，完成信息技术课
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改革，让信息技术课有效提高学生的
信息技术素养，为祖国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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