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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计算思维已成为一项重要教学目标,本文主要通过深入剖析计算思维的核心理念,结合

Python语言所展现的独特优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探究如何将计算思维融入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估、教

学目标设定及教学流程规划中。基于此,文章结合实际相关案例,创设特定情境以计算思维的创造力、算

法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协作学习五个维度作为计算思维培养目标。围绕计算思维的分

解、算法、抽象、评估和概括作为培养要素融入到教学设计的六个环节当中展开详细论述。案例教学

表明学生能快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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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aching goal.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ombined with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Python 

languag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to 

students' learning assessment, teaching goal setting, and teaching process planning. This article creates specific 

contexts based on practical problems to cultivat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five dimensions: creativity, 

algorithmic thinking, problem-solv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laborate on the 

integration of decomposition, algorithms, abstraction, evalua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s training elements into the six stag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Cas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tudents can quickly 

master problem-solving methods and improve thei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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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变革,教育领域

正面临着重大挑战。计算思维作为一种解决问题强有力的武器,

其为这一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具备计算思维的人才,能够更

好的应对未来社会技术快速变革与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2018

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该计划将增

强学生的信息素养置于核心位置,要求全面提升并强化学生在

信息技术领域的课内外知识掌握、技能习得及应用能力,同时注

重学生信息意识的觉醒与信息伦理的塑造[1]。随后,在2020年1

月,教育部进一步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课程标准》,

其中明确将计算思维确立为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核心素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将其视为中职学生的关键能力之一[2]。因此,计算

思维不仅是社会发展必备的能力,也是信息时代人才培养的迫

切需求。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是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的重要基

础课程,然而由于该课程的教学难度较高,学生的接受程度并不

理想,教学效果亟待提高。为了应对这一教学难题,基于学生的

现有知识基础和计算思维的培养需求力求将计算思维的培养融

入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以此来激发学生对Python编程的兴

趣,并从本质上提升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

决能力[3]。 

1 计算思维概述 

“计算思维”一词的率先提出应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杰

出学者西摩·帕尔特教授,而该概念的首次明确界定则是由美

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周以真教授在其著作《Comput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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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中提到的[4]。引的文献计算思维是一种利用计算机

科学的基本原理来进行问题求解、系统构建和理解人类行为方

式等,能让人们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加强对问题

的深层次理解,促进问题解决[5]。陈志兴作为我国这一方面的权

威学者,他认为对国内外计算思维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将计算思维视作一种思维技能[6]。2015年,美国的ISTE协会

解读计算思维是算法思维、创造力、协作学习、批判性思维、问

题解决能力的共同体现[7]。另一类则将计算思维视作一种思维

过程,2013年南安普敦大学的辛西娅.塞尔比(Cynthia Selby)

博士和约翰.伍拉德(John Woollard)博士从思维过程的角度出

发提出计算思维包括概括、分解、抽象、算法和评估思维五个

要素,并提出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计算思维的过程化培养[8]。而后

新课标中对计算思维的阐述和两位博士对计算思维的界定高度

一致,社会认同度也最高,之后便被许多学者、一线教师应用于

信息技术教学及研究。 

随着各国对计算思维研究的深入发展,许多学者对计算思

维概念的解读存在多样化的观点。但都认为计算思维是一种思

维活动,是一种问题解决的过程。因此,本研究以美国国际教育

技术协会(ISTE)的解读作为计算思维培养目标,围绕南安普顿

大学两位博士提出的观点,将计算思维的算法、抽象、分解、概

括和评估思维作为培养要素展开理论研究和教学设计,从而提

高中职学生的计算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2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与计算思维的关联性 

 

图1 程序设计与计算思维的关系 

Python语言因其语法简洁,简单易学的特点,可以有效规避

在程序编写过程中的语法规则错误便于学生理解和编写,也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以问题求解为核心的学习平台。这与计算思维

解决问题的特性高度一致；其次学习Python语言的核心在于引

导学生实现思维的转型,这一过程不仅在于掌握编程技能,更深

刻地体现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探索解决方案,并最终将现实世

界的问题转化为计算机可执行指令的能力上。这种转化实践,

自然而然地强化了学生在计算思维方面的核心要素。如程序设

计课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多个小问题、明确问

题后运用抽象思维将解决问题的条件转换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

语言、通过设计算法将程序执行步骤进行描述、编写程序解决

问题后对算法进行评估优化、概括和迁移等多个步骤,实现计算

思维的转换。因此,Python教学成为了培育计算思维的一个宝贵

契机。计算思维通过Python编程实践得以具体实现,而Python

程序则充当了计算思维的生动载体。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10]。两者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3 计算思维培养下中职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堂教

学设计 

本文聚焦于Python语言教学中选择结构及其嵌套结构的应

用,通过设计“商品折扣计算”这一贴近生活的实例作为教学案

例,将教学内容分化到具体问题中,旨在将计算思维的核心要素

——如抽象、分解、算法、评估、概括等融入Python程序设计

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之中,启发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分解,循序渐

进的进行学习,增强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者的思考与讨论。以此来

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计算思维水平。教学过程

设计如图： 

 

图2  教学过程设计 

3.1融合生活,呈现任务 

教师通过描述为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图书阅览环境,学校特

为学生购进一批书籍,教师现需要进行采购,书店现有活动优

惠：购买100本以下不打折,100本以上200本以下打八折,200本

以上打七折,请同学们一起用编程设计解决购买物资的问题。教

师通过根据教学目标、既定的教学内容以及充分参考学习者的

知识储备和理解水平,设计合适的问题情境,使学生能够在适当

的挑战下发挥自己的潜力,不仅能调动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能联

系生活场景调动生活中的知识从而实现有效的学习。 

3.2有效抽象,分解任务 

学生自身先对教师提出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实现对

任务的分解,根据题目的需求和已知条件,联系所学的知识想解

决问题所对应的程序知识,并将分析问题的结果与对应解决的

知识点写在任务单上发现学生分解存在困难的地方进行启发引

导,这个环节当中可借助思维可视工具即思维导图将学生头脑

中隐形的分解过程直观形象的展现出来,不仅可以让学生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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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问题进行分解降低问题解决的难度,还能够让学生联系所学

形成知识导图加强知识间的联系,课中听讲也更会有目的性提

高课堂效率[9]。 

3.3设计算法,建立模型 

学生们通过对自己分解的小任务进行思考,教师对所涉及

的新的知识点进行详细的讲解。然后推动学生进行探究建模、设

计算法。在这个环节当中,采用自然语言和流程图结合、自主探

究和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可以自己首先思考如何设计

算法,形成初步方案之后,组内成员再共同探讨,沟通交流之后

确定最终问题解决方案,并形成问题解决结构模型。小组派代表

进行分享然后再完善自己的流程图。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都

是辅助者和推进者,给学生提供即时的资源支持和技术支持。通

过流程图的绘制,可以了解问题解决的思路,教师和学生也都可

以根据解题思路进行修改和优化,整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会得

到重新塑造,有利于促进学生算法思维的形成。 

3.4编写程序,解决任务 

学生们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经沟通交流后确定的最

终问题解决方案所建立的解决结构模型进行代码的编写和调

试程序。在试错中综合利用本节课所学知识评估问题解决方

案是否合适,在判断、分析的实践中找到问题的最优解。在这

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教师应让学生边编写边调试,每写好一个

子问题的程序就点击运行测试,而不是写完一个完整的程序

进行测试,这样可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另一方面教师应

该在平时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常见的错误提示语能够根据

提示语进行修改。教师在此过程中监控课堂为学生提供各种

指导和学习资源,让小组成员记录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也要为进度慢的学生整理思路、捋清脉

络,让学生之间互相答疑解惑,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够在师生帮助

下获得新知、解决问题。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相辅相成,从而使

学生在问题解决能力上得到深入的发展从而能更好的培养学生

的计算思维。 

3.5交流展示,评价修改 

学生完成某个学习活动后要养成总结概括的思维习惯,包

括对知识点的总结、对优缺点的总结、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总

结,然后将提炼出来的内化知识结构迁移到其他问题中去、进

行思维活动以解决新的问题。学生在这个环节中以小组的形

式向同学们展示学习成果,采用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10]。在自评时详细讲述如何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

简单化,是否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这样学生对

问题解决过程进行了再次梳理、总结和提炼,学生在互评时更

是对思维能力的一种迁移提升,学生要用更高的标准去解读

同伴的作品,发现同伴作品的优缺点提出改进创新的建议,在

这一过程中训练了学生的概括迁移思维能力,也会激发小组

的集体荣誉感。 

3.6问题总结,拓展迁移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总结解决前一个问题的经验,再次借助

学习工具(如思维导图等)归纳整理相关知识点,能够将知识迁

移到新问题中。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做出评价,指出问题解决中大

家出现的问题,让学生记录归纳,同时在旧问题基础上提出新问

题如解决生活中的个税查询问题,使学生进一步强化、巩固计算

思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完成知识的拓展迁移提高问题解决能力

和计算思维的发展[11]。 

4 总结与反思 

由于Python简洁的语法、易于操作和快速掌握的特性,其在

各中等职业学校中备受青睐,成为学生主要学习的编程语言。计

算思维作为一种前卫的思维方式、作为一大未来竞争力,是每一

位中职学生、每一位学生乃至未来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需的一

种能力,更需重视其培养,作为地基的中职教育,则是更要看重

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和

提炼生活中具有程序特征的问题,通过引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激发学生对问题解决的兴趣,让他们体验到解决问题后的成就

感；其次,教师在课堂中要引导、鼓励学生大胆分析、勇于表述

分享自己的观点,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应改变通过对习题—

知识点—习题的循环巩固的传统教学模式,将所学知识之间进

行整合,在教师引导基础案例后以自主探索和合作探索的方式

来解答全新的高阶案例；最后,计算思维由五个方面构成,这也

意味着教师在进行评价时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这不仅使

其对学生的计算思维水平能够更准确地进行评估,还可以鼓励

学生在问题解决和实践中,能够不断地尝试使用新思路、新方法,

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落实核心素养的

培养以及学生自身的各方面完善都具有重大意义。教授Python

语言的计算思维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探索

和调整教学方法与策略。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提高自己的计算思

维能力符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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