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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目标设计作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是实施高校课堂教学的基础和前提。文章聚焦

于高中信息技术优质课程的教学目标分析，旨在探讨如何科学设定教学目标以提升教学质量。通过综述

当前教学现状，文章明确了优质课程应涵盖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责任等教学

目标。研究建议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并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文章旨在

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师提供实践指导，推动信息技术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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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design in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ing goal 
design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implementing classroom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of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iming to discuss how to scientifically set teaching objectives to im-
prove teaching quality. By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makes it clear 
that high-quality courses should cover teaching objectives such as information awareness, compu-
tational thinking,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responsibility.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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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perfecting teaching evalu-
ation system to promote students’ all-arou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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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第一，教学目标是课程改革的重要体现，2018 年 1 月《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正

式颁布，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学科大概念”并强调了培养高中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在最新的关于义

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强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和科技伦理 ，提升自身的自主可控意识，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数

字素养和技能[1]。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关键在于教师能设计出发挥引领作用

的教学目标。 
第二，教学目标是教学开展的关键起点[2]。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制定的好坏会直

接影响后续教学的组织与开展，进而影响教学的效果。对于信息技术课堂而言，想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需要教师在目标导向的基础上，明确设置教学目标，统筹发展，有效地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帮助学生更

好地吸收信息技术相关知识，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3]。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在 2017 年版 2020 修订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课程标准》中指出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目的

是一门旨在全面提高学生四大核心素养，树立正确的信息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感的基础课程[4]。而普通高

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实施离不开教学目标，关于教学目标如何设计一直受一线教师与研究者所热议，然而

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很少被一线高中信息技术教师所掌握和实施，试图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讨论如何编

制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目标，给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目标设计过程提出策略建议。 

1.2.2. 实践意义 
高中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活动都会围绕教学目标而展开，所以教学目标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一节

课的效果[5]。从教师的角度看，本次研究有助于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制定教学目标提供具

体和可操作的借鉴。从学生的角度看，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颁布的背景下对高中信息技术

的教学目标设计与实施进行研究，从立德树人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提高核心素养。 

2. 文献综述 

在新课程改革进程中，教学目标设计也逐渐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可以发现关于教学目标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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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教学目标的内涵、内容和功能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教学目标的内涵。杨雅雯[6]认为教学目标是根据课程标准制定的，是对旨在通过课堂教

学后学生预期达到的学习结果的具体阐述。许芯怡[7]将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设计期望特征界定为教学目

标的素养性、教学目标的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学生主体性、教学目标的可操作性以及教学目标的可操作

性五个方面。汤国平指出学习目标是学生通过学习活动要达到的预期的学习结果。第二，关于教学目标

的内容。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修订)中指出“各学科基于学科本质凝练了本学科的

核心素养，明确了学生学习该学科课程后应达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对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进行整合”[8]。信息技术课程的核心素养由信息意识、计算思维、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四个核心要素组成。它们是高中学生在接受信息技术教育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三维目标的综合表现[9]。四个核心要素相互支持，互相渗透。第三，关于教学目标的功能。许芯

怡[7]认为教学目标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和灵魂，是课堂教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具有导向、激励、调

控、评价等功能，同时规定、限制着课堂教学的运作。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样本选自选取 119 篇高中信息技术优质课程教学目标样本为研究对象，其中 86 篇来自“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国家资源服务平台，33 篇来自国家中小学网络智慧教育平台，利用质性研究法对所下

载整理的优质课程教学目标借助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文本分析，探讨优质课程教学目标设计的现状，

对其中关于教学目标的部分进行教学分析。本研究进行分析高中教学目标设计现状的研究对象来源共有

两处：一处来自“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国家资源服务平台，考虑教育部发布的 2017 年版《普通高

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目标设计在 2018 年以后正式从“三维目标”时代进入“核心

素养”时代，因此本研究从“一师一优课、一课名师”平台上选择的教学目标设计样本主要是 2019 年发

布的部级优课共 87 篇，版本涉及教科版、粤教版、沪科版等；一处来自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选择

2020 年以后收录的人教版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目标设计样本，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ample analysis of teaching goal design 
表 1. 教学目标设计样本分析 

网站来源 版本分布 数量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教科版 15 

粤教版 30 

浙教版 11 

沪科版 12 

华东师大版 9 

中图版 10 

国家中小学课程资源 人教版 33 

3.2.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利用中国知网、谷歌镜像、维普等数据库检索有关“信息技术教学目标”、“高中信息

技术教学目标”、“信息技术教学设计目标”等关键词的文献，下载并整理这些文献，然后通过文献计量

法对所整理的文献进行时空分布分析以及关键词聚类和突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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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法：以高中信息技术优质教学设计为研究载体，教学设计中所呈现的教学目标为研究对象，

借助 NVivo12 强大的编码统计功能，根据 119 篇高中信息技术优质课程教案中有关于教学目标的内容，

通过 NVivo 软件进行文本分析，从而获取“教学目标”的关键信息，了解分析后制成，了解高中信息技

术有关教学目标的现状问题。案例研究法：将高中信息技术优质教学目标设计作为研究高中信息技术教

学目标设计现状的案例，对其进行分析与归纳，深入总结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目标设计的普遍特征和存在

的问题。 

3.3. 数据处理 

利用 NVivo12 软件对 119 篇教学设计对关于教学目标的部分进行开放性编码，形成 NVivo12 软件的

多层次的编码节点。 

4. 数据分析 

4.1. 教学目标的内容 

本研究对 119 篇优质课程的教学设计进行分析，利用 NVivo 软件对教学设计进行开放性编码设计，

形成包括教学材料、教学模式、教学目标以及对教学目标的细分和信息素养五个节点，接着对这五个节

点进行再次编码，如图 1 所示。其中在 119 篇教学设计中，三维目标有 72 篇，占总频数的 60.5%，四维

目标占总频数的 29.4%。教育部发布的 2017 年版《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目

标设计在 2018 年以后正式从“三维目标”时代进入“核心素养”时代，由于平台没有及时更新，所以三

维目标占比较大。 
 

 
Figure 1. Content analysi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图 1. 教学目标内容分析 

4.2. 教学目标行为动词分析 

行为动词是指学生在经过一定学习后，用来描述学生学习结果的动词。行为动词是否可观测、可量

化以及它所指向的要求是否具体将会影响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鉴于此，本文在对“行为动词”

这一维度编码分析之前，利用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对 119 篇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目标样本的行为动词进行

词频查询，统计所选教学目标样本中的行为动词有十九种。根据布鲁姆认知层次理论的六个层次进行划

分，“记忆”、“理解”属于浅层学习低阶思维阶段，“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属于深

度学习高阶思维阶段。进行划分时将行为动词“辨别”、“初始”列为“记忆”层次；将“把握”、“感

受”、“了解”、“掌握”、“熟悉”、“理解”列为“理解”层次；将“使用”、“培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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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体验”列为“应用”层次；将“分析”、“体会”、“综合”列为“分析”层次；将“学会”、

“提高”列为“评价”层次；“创新”为最高层次“创造”。分析在教学设计中写教学目标时使用教学行

为动词的频率情况。在写信息技术教学设计的教学目标过程中，如图 2 所示，其中属于“理解”层次的

行为动词较多，占比为 62.47%，其中使用最多的行为动词是“了解”、“理解”；“应用”层面的行为

动词也较多，占比为 21.63%；但处在最高层次的“创造”使用较少，占比仅为 0.44%。所以如图 2 所示。

这说明，在教学设计撰写过程中，老师多注重学生“理解”层面的学习，也会注重“应用”层次的学习，

这也符合高中信息技术核心素养的要求，但对于“评价”和“创造”等更高层次思维的关注较少。会出现

行动动词的意思使用模糊，表达不清晰等方面的问题，发现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和实施教

学目标时存在问题。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存在依据分析不充分、设计结构不合理和目标表述不恰当的问

题；在实施教学目标时，存在目标实施片面化、目标评价不全面和目标实施反思少的问题。 
 

 
Figure 2. Behavior verb analysis diagram 
图 2. 行为动词分析图 

5. 讨论与建议 

5.1. 从内容来看，应更多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设定教学目标时，教师应明确将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信息

社会责任等核心素养作为核心目标。通过调查发现，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对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有待加强。

提高教师对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才能设计出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培养和评价学生的核心素

养，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10]。于教师自身而言，要加强自研，可以通过研读普通信息技术课程标准

及生物学学术期刊、阅读微信公众号里的教学设计及文章资讯等多种途径，加强对理论知识的重视。相

信通过以上种种方式的配合，教师对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认识会有所提升。在教学设计中融入案例分析、

讨论辩论等环节，鼓励学生对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培养批判性思维。设计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引导学

生通过团队合作、资料搜集、实验验证等方式解决问题，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评价

方面，除了传统的知识测试外，还应增加项目作业、口头报告、同伴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评价学

生的核心素养的发展。在教学目标中强调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网络伦理等内容，通过案例分析、角色

扮演等方式，增强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意识，让他们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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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从功能来看，应充分发挥教学目标设计在教学设计中的价值 

教学目标设计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还是连接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的重要纽带[11]。所以对于教师来说，设计好的教学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教学设计中，教学目标的设计不仅为教学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框架，还直接影响

到效果的评估和学生学习成果的达成。清晰的教学目标能够指导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估

手段，确保教学活动始终围绕既定的学习目标展开，避免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调查发现，在

教学目标设计中使用行为动词发现，对于例如“设计”、“开发”、“创新”、“创作”等动词使用情况

较少，缺乏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培养。对学生的学习目标也仅仅局限于类似理解和了解层面。针对

每个核心素养，进一步细化出具体的能力指标或技能点。例如，在计算思维方面，可以细化为“能够运

用算法思维解决实际问题”，“能够识别并分析问题中的关键信息”等具体目标。这样的细化有助于教

师更清晰地把握教学方向，也便于学生理解和达成学习目标。应该鼓励学生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引导学生探索多种解决方案，培养创新思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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