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核心素养的“场景分析-原理认知-应用迁移”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以《校园生活 向美而生——认识过程与控制的三个典型环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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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核心素养的培养

渐渐成为了教育的核心目标。在教育改革的

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成为了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在《义务教育信

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强调了

“场景分析-原理认知-应用迁移”教学模式

的探索，让我们从生活中的信息科技场景入

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已有

知识基础上分析、探究现象的机理，学习、

理解相应科学原理，尝试用所掌握的原理解

释相关现象或解决相关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探究，特选取了过程与控制单元第二课时的学习内容“输入、

计算与输出”，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帮助学生体验和认识身边的过程与控制现象，了解、分析、抽象出

其中的输入、计算和输出这三个典型环节。 

一、 场景分析，初步认知 

整节课从社会中上海“最美厕所”的评选活动引入，过渡到少代会提案，更能让学生们发现厕所问题

是一个民生问题，很多人都关注着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公共厕所以使用者的需求以及体验感作为改进美

化的目标，而学校的厕所，也以我们学生的需求作为优化的目标，以此提高学生对于厕所改造的兴趣点。

对于厕所改造这一场景来说，这里已经在对接下来正式的场景分析进行铺垫了。从社会现象，到学校生活

中发现的问题，一步步将学生引入到厕所改造这一场景中。新授的第一环节，将依托导入中涉及到的本节

课的任务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示三个能体现“智慧厕所”的方案。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用自

然语言描述这三个方案判断是否有人的流程，其实是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输入计算输出的初步印象。这个

时候，学生可能还不知道输入、计算和输出的概念，但他们描述的话语其实已经理清每个方案中过程与控

制的流程。 

在整个场景分析中，通过在导入环节中引入这些概念，教师能够引导学生逐渐进入学习状态，并为后

续的学习打下基础。在新授的第一环节中，教师进一步引入计算机的判断过程，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计

算与控制的概念。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并提高他们的理解

能力和应用能力。同时，这种教学方式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

习中来，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二、 原理认知，概念转换 

在分析场景之后，学生需要对这些概念有一个深入的认知。这里选择了用概念转换的形式进行教学。

通过将概念与实际场景相结合，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概念解

决问题。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核心素养。 

本节课中，通过场景分析，将输入、计算与输出转换成动作、判断与表现形式，帮助学生迅速找到不

同程序中对应的典型环节。例如在研究厕所隔间是否有人这一问题时，学生通过描述动作以及最终的表现

形式，找到程序中能够体现这些内容的具体编程语言，从而发现，这是对应的输入环节以及输出环节。学



生无法非常迅速的找到计算环节，但是可以从积木模块名称上进行探究，发现“控制”也可以作为一种“判

断”，从而找到程序中的计算环节。这样的概念转换的形式，在学生进行程序优化的时候能够特别明显的体

现。例如，输出从亮灯变成音乐播放，输入从按键变成触摸感应，通过几句编程语句的调整，能够快速地

检验学生对三个典型环节的掌握程度。 

三、 应用迁移，知识延伸 

经过上述环节的学习，学生们对于输入，计算与输出有着较深的理解。从自然语言描述，到对应三个

环节的具体展开，再到多种的输入与输出方式的体验，学生能够理解这三个典型环节的概念。但是这都局

限在“厕所隔间门改造”的这一场景中。生活中，充斥着过程与控制，有很多的设施，电器，系统都可以

对应地分解成输入、计算与输出三个典型环节。因此，学生需要具备知识迁移的能力。 

在新授的第三环节，设计了“关于输入、计算与输出，能体现过程与控制的案例”的讨论话题，希望

能够让学生用掌握的原理去解释其它类似的场景同时，也能够展示出之前环节学习的有效性以及掌握程度。

它旨在检验学生对输入、计算与输出原理的理解，并培养他们在实际场景中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通过讨

论具体的案例，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原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并且能够锻炼他们的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这样的讨论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提

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讨论和分享，学生还可以学习到其他同学的见解和观点，拓宽自己的视野

和思路。 

这种模式的教学理念强调的是通过场景分析来引导学生理解知识，通过原理认知来帮助学生深入学习

知识，最后通过应用迁移来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实际应用。这种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核心素养，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这种模式也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尝试这种教学模式，

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