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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化互联网教学
 

作者：武健 北京市丁香胡同小学 

  美国学者比尔来看，体现当前科学新动向的教学法应包括三个步骤：第一，讲完一般的背景后，接着进行本

门学科的训练；第二，运用本门学科的知识，解决这一领域的大量问题；第三，各门学科通过共同的问题，互相

联系起来。他称此为"三层塔"，即试图探索各门学科的相互关系，从而给课程确定一个简明的、系统的结构。 

  根据计算机本身的工具性，我认为比尔的三层塔教学法，适用于绝大部分的信息课教育，尤其是适用于互联

网部分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互联网的教学不仅仅是对窗口、界面、操作的教学，更是使用工具获取信息的教学；

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教学，还是过滤、处理、分析信息方法与手段的教学。它的教学方法是应当完成对本学科知识

的探究后，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相关学科知识的共同问题。 

  比尔同时认为，将会各门学科的教学对概念化的强调将有所减弱，甚至会调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对概念化的强

调将有所减弱，甚至会调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因此，互联网的教学的实际上应当是计算机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结合。对于计算机知识的认知过程应当是

从知识到应用；从课堂中是使用计算机知识获取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从学生来讲是学习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得

到各种信息、过滤分析处理各种信息的过程。 

  因此，信息课的教学，尤其是互联网的教学中，相当的一部分内容应当是在其他学科知识的背景下完成的。

这些学科的知识也就是一个个在互联网教学中的主题。 

  主题化互联网教学就是在相应的知识主题下，完成一个个主题带来的大量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计算机

知识的过程。这是计算机学科提供的工具性与其他学科的知识性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这是使学生掌握整个学习过

程的一种模式；也是培养学生使用合适的工具、利用合适的学习方法得到知识的一种模式。在主题化教学中重点

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学生对学习的方法、使用的学习工具探究与掌握。 

一、主题化网络教学模式 

  主题化互联网教学的课堂模式有四大步骤：设置情景--提出主题--完成主题--总结与成果展示交流。 

  设置情境 设置情境的主要作用是使学生了解知识主题的必要性，激发学生的兴趣，产生完成主题的动机。例

如：在互联网教学"用网络做研究--我们的环境"这个互联网主题教学中，首先要提出研究"环境"这个主题的必要

性，是人类的活动直接影响到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的环境如风沙、沙漠化等。这样，可以将学生引入

到要进行研究的主题之中。 

提出知识主题 提出学生研究主题的作用是使学生能够明确自己将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范围内、什么样的框架下

进行学习或者研究。提出主题后应当立刻构思完成主题的方法与手段。一般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或者对主题进行一

定的说明，或者对一些大型主题进行分解，分解成几个小的主题以便于学生们的分别专项研究。在此教师会揭示

一些新、旧知识之间的关系。 

  完成主题 完成主题是主题化互联网教学过程的重要过程，其中主要包括五个步骤。 

  ●首先，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使用计算机利用已

经提出的方法与手段获得相关的信息。当出现的可能的

方法不能达到得到需要信息的目的时，需要教师引导完

成。例如在"搜索网站--用IE看世界（首都北京）"主题

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学生们无法自主学习并使用搜索网



站的技巧时，教师引导、设问下一种可能完成任务的方

法或技巧。 

  ●根据信息课的特点，获取信息后，要利用或尝试

使用合适的方法对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过滤、分析、处

理，使学生对知识形成一定认识。例如，"搜索网站--用

IE看世界（首都北京）"主题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利用网

站搜索引擎找到众多的关于首都或者关于北京的网站信

息后，教师需要组织学生们或分头查寻，或共同学习，

保留有用的信息，去除无用的信息，得到大致结果。在

这个阶段，可以使用浏览、分析、讨论、交流等方法使

学生掌握处理信息的方法。如在前一主题的教学过程中

可以由学生分别过滤有用网站，然后再交流有用网址。

进行相关学习。 

  ●第三步是每个学生根据自己得到的不同信息初步

形成自己的、初步的学习体会或者研究成果。并且以论

文、电子投影片或者主页等形式将这种初步成果具体体

现出来。例如：使用新浪等网站的"纪念抗美援朝50

年"部分资料进行的"用IE看世界--我所认识的朝鲜战

争"主题。在学生们各自看到不同的网页，得到不同的知识点，形成不同的观点。这种初步的观点与成果，在小学

中低年级往往以一句话或者几个标题表现出来，在高年级的学生往往可以用小的论文表现出来。一些优秀的小学

生往往可以用相当长的一些文章来表现自己的观点，例如，六年级学生韩*所完成的"危及中国的朝鲜战争"一文就

是代表。这些观点虽然不完善，甚至不太正确。但是，这些学生将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完善、修改

自己的认识。而完成这个初步的认识与观点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使用信息的过程正是我们要教给学生的，

是现代信息技术课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四步，对形成的初步成果进行研讨。教师利用多种形式来完成对成果的研讨，或者编成群组、或者班级

内交流、或者利用远程交流等方法、手段对初步形成的成果进行合作的研究与讨论。教师身为组织者、引导者要

在讨论中设法把问题一步步引向深入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要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自己去纠

正和补充错误的或片面的认识。例如："用网络学习--海洋生物"主题教学中，原四年级三班的三名同学翟**、栾

**、吴*三人合作在初步研讨阶段仅使用Word列出12个标题（附2）。在经过1节课的研讨与课下一周时间的继续交

流、补充后。将初步研究后得到的只有12个标题的文字材料，扩展成具有20张投影片、有故事情节、有科学小知

识、有自我的观点的PowerPoint演示辅助材料（见附件文件：危险的海洋生物（吴、栾、翟）.ppt）。 

  ●第五步，经过充分的研究、讨论后，再根据收集到的新信息，完善自己的成果，形成最终的学习体会或者

研究成果。在此时，不再固定于一种信息来源。因此，学生此时得到的成果，往往不仅仅是由互联网网站上得到

的。有时还有从各种途径得到的，象电视、报纸、杂志、书籍、收音机、访问等等手段，验证自己的结论与成

果。例如前面提到的学生主题作品"危险的海洋生物（吴、栾、翟）"的参考资料有参考书籍，湖北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少儿动物百科》、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海洋生物趣闻》、小卡片等。参考网站有：

www.sporst.sina.com.cn等。我认为只有在众多的信息来源的使用对比中，学生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会到，互联

网的优点与缺点。 

  完成主题过程中的几个步骤，在教学活动中往往是在不断重复着的。无论是阶段性完成的主题，还是一个没

有完成的主题，都在不断地得到新的信息、不断地进行研讨、不断地完善、修整形成观点与成果。观点与成果也

将继续补充、继续研讨、继续完善……。这样，学生的观点与成果才不断地由错误走正确、由简单走向复杂、由

幼稚走向成熟逐步趋向完美。信息课、互联网的教学也从课堂扩展到了学生课外的学习活动。 

  成果的展示与交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形成观点与成果、修改观点与成果，完成了阶

段性的成果并不是主题化教学的结束。学生还会学会展示、推销自己的成果，对完成的主题可以利用各种形成进



行展示与交流。教师既可以指导与组织学生使用Email形式将自己的成果发送给自己的师长、友人；也可以将成果

打印出来形成小论文；可以将其做成主页的形式在网上发表；还可以制作成电子投影片在课堂中与同班同学交

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为了使学生展示和交流成果，我们尝试过几种形式：一种是将文章在学校内部橱窗内展

示；一种是利用电子投影片在课堂教学中向大家演讲交流。两种方法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相当一部分学生有了

充分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主题化互联网课堂教学中，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一般，学生要通过使用探索法、发现法去探索、发现相

关的信息与知识；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并分析有关信息，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把当前的学习内容尽量与自己知

道的事物相联系，并对其中的联系认真思考；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过程，协作学习达到高效率、高质量地

得到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不仅是在得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与研究的方法、过程与手段。形成

了自己的成果，在成果的展示中获得了成就感。主题化互联网教学实质上是建构主义在信息课教学中的一种具体

化。 

  在主题化网络课堂教学中，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教师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

机。然后，通过对主题的分析或者分解，帮助学生分析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与完成可能的途径。在学生的自我学

习过程中，教师组织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以帮助学生高效、高质地完成成果。 

  主题化的互联网教学是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课堂中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从中加以组织、指导。这种

教学是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学习工具，以网络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强调获取信息、过滤信息、分析信

息、处理信息的方法、强调学习的全过程和各种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为重要手段的一种教学模式。 

二、主题化教学区别于计算机课任务驱动式教学 

  主题化教学与任务驱动式虽然外表上很象，一个是以完成某一主题，一个是以完成某一任务。但是，两者在

本质上是不同的。 

  ●主题化教学基于认知学习理论，更加强调学生做为学习主体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在自主学习与协作学

习中学会方法、得到知识；强调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形成与完善知识。主题化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既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也是学生交流的组织者、还是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励者。而任务驱动式教学主要基于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在教学过后，完成练习任务，从而巩固教学效果。在任务驱动式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

的是教师的主导地位。 

  ●主题化教学的主旨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任务驱动式教学中重要的是对知识的教学。在主题化教学中，学

生掌握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得到信息、分析加工信息、形成成果的整个学习或者研究过程。也许在整个主题化教

学中学生形成的成果或观点有可能不完善，但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心在于利用相关学科知识学会学习方法、手

段，了解学习过程。而任务驱动的主要手段是设置练习任务。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教师所教的知识。

任务驱动式教学的核心主要是利用学习过程学会知识。主题化教学的核心不仅仅是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

掌握学习与研究的方法、手段与工具。 

  ●主题化教学是一种探究性的教学。它强调学习过程的学生主体性，它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自己不断探索新的学习或者研究内容、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不断尝试利用新的工具……。主题化教学将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遵循尝试--失败--总结经验--再尝试--直至成功研究与学习过程，是一种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教

育，是从知识个性到共性的一种教学过程。而任务驱动式教学强调教--练过程，再根据知识完成某一种任务，这

一种以教为主的教学活动。它在教的基础上进行个别化练习，是一个共性到个性的教学过程。 

  ●主题化教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以学为主，为了提高自学效率与质量，教师的将引导学生完成学习与研究，同

时组织学生进行协作学习。主题化网络教学的核心是完成某一主题。在完成主题的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引

导、组织。如果出现学生的学习困难时，学生也要经过自我研究、学生间协作学习或者研究后，教师再进行适当

的引导等过程全面促进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大力鼓励协作学习，尤其鼓励学生之间相互促进。而任

务驱动式教学的过程主要是先教会学生知识，然后在布置利用已有知识完成的任务，强调学生个体完成学习任务

即可。 



  ●为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效率与质量，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与协商成为重要手段。主题化教学中

将努力营造学生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主要既可以是学生之间交流与协商，也可以是师生之间的协商；既可以是

面对面的交流，也非常鼓励远程协作学习或者研究。而任务驱动式并没有特别强调协商学习与合作研究。 

主题化教学强调对学习结果或者研究成果的展示。在主题完成后，使学生学会如何展示自己，以获得更大的成就

感。主题化教学希望将成果的展示可以利用口头总结的意义、规律进行语言上的交流展示，也可以用Word、

PowerPoint或者制作成主页在互联网上进行展示。这样可能充分培养学生的完成学习或者研究成果后的成就感。

而任务驱动式教学中任务的完成只表示一部分学习内容的结束。 

主题化互联网教育与任务驱动式有很大不同。主题化互联网教育的将发展主体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学生之间、师生协作学习能力、教师指导学生群组学习，利用远程交流的手段与更多的学生共同研究、共同学

习，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它与任务驱动式教学有一定的差别。 

三、主题化教学与互联网课堂尝试与研究 

  根据主题化教学模式与思路将整个互联网教学分成几个部分进行教学尝试： 

  第一部分：初步认识网络。主题包括：我能上网了、我用IE看世界等等。 

  第二部分：在线交往： 

       1奇妙的鲤鱼溪。我想在网上发言（网上论坛）。 

       2我们的直接谈话--网上聊天室。 

       3在线交往的意义（讨论与研究）。 

  第三部分：丰富多彩的网上世界。 

       网络基本知识（网站、网页、地址、链接等知识）、 

       使用网站（以介绍政府、联合国、商业网站、新闻、体育等网站）为主题， 

           1了解网上联合国（学习网站与网页，网络的地址） 

           2我看电子图书、我看网络新闻等主题（内部链接与外部链接）。 

           3我是科普大学生（科普城网站）、我做小花脸（花脸道网站等有意思的交互式网站） 

           4在线考试（下一代网站） 

  第四部分：电子邮件。主题活动： 

            致网友的信：第一封信，我 

                  第二封，我的家庭 

                  第三封，我的学校 

                  第四封，我所在的城市。 

  第五部分：用网络来学习、研究 

       1搜索信息的方法 

       （搜索引擎，搜索专题主题： "搜索网站--用IE看世界之首都北京"、 

                "互联网与学习--奇妙的鲤鱼溪"、"网络研究--我们的环境"等主题。 

  第六部分：我来做主页。将原先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观点、论文做成简单的主页形式。 

  在主题化互联网教学过程中，每一个主题所占用的课时将是有长有短的。往往小的主题可以1至2课时完成，

象"了解网上联合国"这样的主题，而大的主题需要5至6节课甚至更多才能完成，象"网络与研究--我们的环

境"、"网络与研究--海洋生物"、"网络与研究--天文现象"等主题。根据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们所体现的特点

来看，当主题活动的时间过长时，学生兴趣与热情容易下降，不利于主题化教学活动。因此设好相关知识主题也

是重要研究内容。 

  在对主题化互联网教学进行分解后，在教学中尝试的方法是，先以4至6年级计算机小组（没有经过优选、共

16人，以男生为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教学尝试。在2、3个月的时间内学生形成自己的成果，利用互联网的研究

报告二十余篇（有合作完成）。当效果比较满意后，再将简单的教学主题加入信息课互联网课堂教学过程中，得

到良好效果，在2个月的教学过程中，全体学生均完成的成果有"致网友的一封信--我"、完成了"用IE看世界"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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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生的获取信息、过滤、分析、处理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在小组中进行的"决战朝鲜"游戏与朝鲜战

争的主题化活动：游戏、网络与学习--决战朝鲜与我所认识的抗美援朝。已得到成果数篇。 

  这种主题化互联网的教学开始实验阶段，使一部分其他学科的"差"生活跃起来，能够或合作或者单独完成学

习与研究。在试验与实践中说明，这种建构主义指导下的具体化的教学模式是完全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的。现代

信息技术课与其他学科的的主题化教学整合也将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附件一：小学六年级完成的主题研究成果：游戏、互联网与研究--危及中国的朝鲜战争。（见磁盘中附件） 

附件二：初步形成成果阶段的学生作品提纲（学生作品）： 

海洋生物   丁香小学四年级三班栾尚元、吴为、翟文渊。 

1鳗的外形  2繁殖方法  3生活习性  4小资料盒  5魟的外形  6生活习性 

7小资料盒  8水母外形  9捕捉食物  10小资料盒  11种类   12图片 

附件三：磁盘中的文件"危险的海洋生物（吴、栾、翟）.PPT"

http://www.being.org.cn/practice/topicnet.htm

回到首页 回到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