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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深度剖析了如何在计算机教育中融入创造性思维的教学策略,目的为应对目前计算机教

学面临的挑战,例如传统教学方式对创造性思维的束缚、学生主动探索和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教学资源

的短缺问题。本文首先对创造性思维的定义及其在计算机教学领域的关键作用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对现

阶段计算机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剖析,明确了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以项目为导

向的教学法、学科间的整合,以及教学资源分配的优化等策略,以期唤起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他们的

独立探索和创新能力。文中还设计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利用反馈与反思机制、自我评价与同伴评

审等方法,以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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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how to integrate creative thinking into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comput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computer teaching, such as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on creative thinking, the lack of students' activ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its key role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teaching,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mputer teaching at 

this stage, and clarif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project-oriented 

pedagog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re proposed to arous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independentl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is also designed, using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mechanisms, self-evaluation and peer review to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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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ly 

 

引言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计算机教学课程中指向明晰的教学要

求,而在计算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培养更多指向学生的信息素

养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针对信息素养的概念不断丰富,国内

外众多专家学者分别从能力、情感意识、技能、道德与文化等

多个角度对信息素养进行研究。在学者研究中表明,信息素养不

仅包括利用信息工具和信息资源的能力,还有提取、识别、加工

处理、传递创造信息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计算机教学不仅要

培养学生具有操作计算机以及网络平台的技能,而且有更高的

教学追求及信息社会的信息素养培养,让学生能够不断追求更

高的解决问题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是以本文将从创造性培育

的视角切入,对电脑教学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力求提出一套切实

可行的教学计划,为计算机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创造性思维与计算机教学的理论基础 

1.1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概念 

创造性思维作为人类智慧的高级体现,其核心在于面对问

题解决时,跳出常规的思维模式,孕育出别具一格、原创性强且

具备实际价值的构思或解答。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仅涵盖逻辑推

理和批判性分析,更注重直觉、扩散性思考以及收敛性思考等多

元思维技巧的融合使用。它要求人们在遭遇繁杂难题时,能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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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切换思考角度,综合运用各类思维方法进行深入挖掘,进而发

掘新的机遇和解决途径。培育创造性思维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

步具有深远影响,它是促进科技革新、文化兴盛以及社会向前迈

进的关键推动力。 

1.2计算机教学中培养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 

在计算机教学过程中,培育创造性思维能力显得尤为关键。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计算机行业内的知识与技巧正以

惊人的速度迭代,这要求学生们不仅要打下坚实的基本功,更要

拥有突破常规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创造性思考能够

助力学子们打破传统思维的限制,从多维度、多层面去审视问题,

并提出独树一帜的解决策略。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创新无疑是推

进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拥有创新性思考能力的学

生更能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挖掘新的应用可能和解决途径,为

计算机科技的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创造性思考还能唤起学生

们的学习热情和探知欲望,促使他们更主动地参与到计算机学

科的学习中,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是故在

电脑学科的教学中重视对学生创新性思考能力的培育,对于造

就具备创新意识和实践技能的计算机领域人才具有极其深远的

影响。 

2 当前计算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传统教学模式限制创造性思维发展 

在计算机学科的教育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过分关

注理论基础的传授和技能的锻炼,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这种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模式使得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

状态,缺少主动思考和探究的空间。这样的教学氛围严重束缚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使他们难以培养出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传统的教学模式过于强调固定答案和绝对正确性,没有充分

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了

自主探索和创新的机会。这种教育手段不仅抑制了学生创造性

思维的发展,还影响了他们在面对实际问题时所应具备的应变

和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故传统的教育模式迫切需要革新,以迎

合新时代对计算机领域创新人才的需求。 

2.2学生缺乏自主探索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计算机教学领域,学生常常失去了培育自我探索和创新

能力的机会。传统的教学方法常常只是一味地传输知识要点,

却忽略了对学习者独立思考和动手操作的培养。学习者被限制

在规定的步骤和技巧中操作,很少有机会独立应对问题,这使得

他们的自我探索技能发展受阻。由于缺少创新技能的教育,学习

者在面对新情况和新挑战时,往往表现出缺乏适应性和创造性。

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依靠现成的知识和技巧,难以创造出别出心

裁的解决策略。这样的状况不只影响了学习者自身的成长,同

样也制约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所以提升学习者

自我探索和创新能力,已成为计算机教学中一个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2.3教学资源匮乏影响教学效果与创新能力提升 

目前,正遭遇着一个关键性的挑战,那就是计算机教育资源

的短缺。有些学校因为经费和硬件的限制,不能为学生配备足够

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工具,这种情况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

去了宝贵的实操机会,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高品

质的教育资源和教材十分难得,它们无法满足各个层次和不同

需求学生的学习需要。还有教师队伍的素质也呈现出不平衡的

状态,一些教师缺少创新意识和新颖的教学手段,这使得他们难

以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活力。以上种种问题极大地制约

了计算机教学的成效和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3 基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计算机教学策略 

3.1针对问题的计算机教学改进策略 

3.1.1项目驱动教学激发创造性思维发展 

项目驱动教学是一种将项目作为核心载体的教学策略,它

通过具体项目的实施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在计算机科学的教

学实践中,这种模式能够有效点燃学生的创新思维火花,提升他

们的创新与实践技能。学生通过投身于真实的项目活动中,不仅

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在项目实施的全

过程中,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发现、分析和处理问题,这极大地锻

炼了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在项目驱动的学习过程

中,学生必须自发组成团队,并完成从项目构思、设计、执行到

评价等一系列任务。这要求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计算机基础

知识,还要拥有团队合作和项目管理的综合素质。项目驱动的教

学法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以此激发他们的

创新潜能和创造力。学生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逐步掌握创新

思维的技巧,并形成个性化的创新风格。 

3.1.2跨学科融合增强学生自主探索能力 

计算机教育中,实现跨学科融合是提升学子自主探究精神

的关键策略。将计算领域与数学、物理、生物等多元学科相融

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版图,更点燃了他们对学习的热情与

探索的渴望。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模式促使学生从多维度审视问

题,锻炼了他们的综合分析与问题解决技巧。在计算机教学中,

跨学科融合可通过项目制学习、案例研究等多种形式展开。比

如,通过策划一个融合多学科知识的任务,让学生在解决现实问

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探索与革新。此法不仅增强

了学生的实操与创新能力,还锻炼了他们的团队协作与沟通技

巧。跨学科融合还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想象力,引导他们发

现新的机遇与解决方案。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与碰撞,学生能

够汲取更多灵感与启示,不断拓展新的领域与技术,助力计算机

科学的持续进步与创新。 

3.1.3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推动创造性思维培养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对激发计算机领域创新意识至关重要。

涉及的教学要素涵盖高端硬件设施、多功能软件应用、教学文

献以及师资队伍等。为使学生能最大化地运用这些要素进行创

新学习与实操,学校及教育单位需持续加大投入并优化资源配

置。在硬件与软件层面,学校需配备尖端、可靠的电脑设备及丰

富多样的软件资源,以适应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创意实践。

教学文献的挑选亦需强调时效性与实用性,确保学生接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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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始终处于行业前沿。在师资队伍上,学校需聘请具备创新意

识和实操经验的教师,他们不仅要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需激

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并指导其实践技能。通过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学校能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学习的环境,点燃学生的创新火花,

培育他们的创新技能和实践能力。这将助力学生在未来的职业

道路上更顺畅地适应并引领技术革新。 

3.2教学评估与创新能力提升反思 

3.2.1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促进创新思维发展 

为了推动教育进步,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评估机制至关重要。

该机制旨在深入考查学生对计算机学科的理解深度,同时更加

注重他们在实际问题处理、创造性操作以及集体合作等领域的

技能展现。一个综合性的评估机制应当涵盖知识理解、技术运

用、创造性思考、问题应对技巧、团队配合以及交流互动等多

个层面。通过制定具体明确的评估准则和参数,教师能够对学生

学习成效和创新行为进行全方位、公正地评估。此外,该机制强

调对学习过程的持续评价,关注学生在学习旅程中的成长轨迹

和进步幅度,以及他们在遭遇挑战时的反应和解决策略。在执行

这一评估机制时,教师可以运用多样化的手段,例如项目展览、

口头陈述、同伴评价、自我省思等。这些手段不仅有助于全面

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还能激励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参与热情。通

过完善全方位评估机制,学校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计算机教学中

创造性思维的培育,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3.2.2通过反馈和反思机制优化教学策略 

在计算机教育领域,打造高效的反馈与反思机制对于提升

教学手段具有决定性意义。该机制的目标是汇聚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反馈信息,以及教师对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展现出来的行

为和问题的观察,以此对教学手段进行有针对性地修正与提升。

实现反馈机制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课堂监视、书面调查、单独

谈话等。通过这些途径,教师能够搜集到涉及学生学习状况、兴

趣所在、遇到的难题等维度的资料,进而更精确地掌握学生的学

习要求。反思机制还要求教师在授课完毕后进行深刻的自我审

视,对教学成效、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反馈进行评估,为接下来

的教学活动提供改进的路径。在接纳反馈并经过反思之后,教师

应当主动更新教学策略,比如转换教学方式、强化实操环节、融

合跨学科知识等,旨在更有效地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性

思维。通过这一机制的持续循环和优化,教师能够不断提升教学

水平,推动学生全面成长。 

3.2.3通过自我评估和同伴互评促进创新 

计算机教学中,倡导学生自我评估与同伴互评,是培育其创

造性思维与自学技能的关键策略。自我评估需要学子对学习进

展、成效及创新表现进行公正评价,此过程有助于他们养成自我

审视与自我进步的习惯。在自我评估中,学子得以回顾学习轨迹,

剖析自身长处与短板,并确立改进方向,此种反思不仅激发创造

性思维,驱使他们探索新颖的学习途径与解决方案,亦能提升学

生自信与担当,让他们更热情地投身学习。同学互评则为学生提

供另一视角的反馈与指导。在互评中他们得以相互借鉴、启发,

挖掘彼此的创新之处。这种互动不仅加深学子间的友情与信任,

还营造班级创新氛围与团队向心力。通过自我评估和同伴互评

的并用,学生得以更加深入地洞察自身的创新潜能与成长空间,

为今后的学业与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石。 

4 结语 

本项研究深度剖析了以培养创造性思维为核心的计算机教

育方法,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方法与改进方案。这些建议

和方法不仅能够有效点燃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他们的独立探

索技能和革新意识,也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教学成

效。但计算机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漫长且繁杂的任务,它要

求我们持续地进行探索与尝试。未来应持续追踪计算机教学领

域的最新进展和潮流走向,并将这些趋势与实际教学需求相结

合,以持续改进和提升我们的教学策略。也热切盼望更多教育同

仁和研究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共同促进计算机教育革新

进步,为培育更多具备创新意识和实践技能的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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