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技术教学的发展需要适应时

代潮流，培养学生更全面的素养。 项目

式学习作为一种强调实践和合作的教

学方法，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提供了新

的思路。 在本文中，将探讨项目式学习

的理念、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以及通过案例研究来展示其实际效果。

通过这一研究，有望发现项目式学习对

学生综合能力的促进作用，并为今后的

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一、项目式学习理念解析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实践和合作的教学方法。 其核心理

念源于构建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强调

通过实际项目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和创造力。 该理念主张学生在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仅仅获取知

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项目式学习注重跨学科的综合性，使学

生能够整合各 种 学 科 知 识 解 决 复 杂

问题。

二、案例分析：项目式学习在高中

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以黄山市徽州区第一中学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为例，将详细描述一个项目

式学习的实际案例。 该项目源自粤教版

高中信息技术必修 2 第五章《信息系统

的安全风险防范》，通过模拟真实情境，

使学生能够直观地理解并掌握知识，培

养学生在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防范领

域的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项目主题： 沉浸式体验新型 AI 换

脸诈骗

在这个项目中， 学生被分成小组，

以“沉浸式体验新型 AI 换脸诈骗案”这

个项目为依托，面对 AI 换脸诈骗案，它

的现状是信息系统安全系数不高，信息

系统防护盾较弱。 而同学们需要做的是

以自主思考与小组合作的方式对整个

诈骗事件进行模拟、探究、分析等从而

认识信息系统应用中的安全风险提高

信息系统安全，增强信息系统防护盾。

实施步骤：

团队组建与项目规划：

1.出示剧本《AI 换脸诈骗案》

2.提出驱动型问题：现在假设每个

小组都是一个警组，你作为一名受理此

案的警察，你该如何收集信息找出真正

嫌疑人呢？

3.成立项目探案小组，组内分工合

作解决问题（确定计时员 、文档整理员

（整理填写文档）及发言人等。 ）

理论学习与知识准备：在项目开始

前，学生将通过微课和自主学习，了解

AI 换脸与拟声和钓鱼网站的基础知识

和相关案例分析。

方案设计与实际操作：

教师介绍防范新型 AI 换脸电信网

络诈骗的重要性和意义 ，“为何总有人

被骗？ ”以互动的方式，与学生探讨引起

学生高度重视，对案件的解决产生浓厚

的兴趣，并提供项目活动支架。

学生分组按照活动支架，进行实际

操作和实践活动， 对 AI 换脸诈骗案这

起案件进行逐步破案。 学生先角色扮

演， 分组进行对 AI 换脸诈骗案案例的

调研，找出受骗人，锁定嫌疑人；分析每

个角色的行为和决策及对案件的影响；

分析 AI 换脸诈骗案中信息系统应用中

安全风险的来源因素分别是什么；最后

从每个人物出发，给其他青少年提一些

合适的建议。

团队协作与问题解决：在整个过程

中，小组成员需要密切协作，共同解决

遇到的各类问题。 这不仅培养了他们的

团队协作能力，还锻炼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成果展示与反馈：要求学生提交小

组案件调查报告和实践成果展示，根据

课堂各个环节中的表现，对自己和组内

同学进行自评与互评， 完成评价表，思

考并分享项目中的闪光点以及不足之

处，并根据本课所学，分享如何才能规

避风险。

效果与反馈：

通过学生的参与和反馈，得以验证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

可行性和效果。 首先，学生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将认识信息系统应用过程中存

在的风险，学会辨析日常信息活动中的

安全问题，初步了解信息安全风险与信

息道德规范关系。 同时，培养学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这个案例不仅丰富了高中信息技

术课程内容，也提升了信息课堂的趣味

性，激发了学生对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

防范领域的兴趣。 通过项目式学习，学

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更好

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 通

过这一案例，认识到项目式学习是高中

信息技术教学中一种富有活力且有效

的教学模式。

三、优势与挑战：项目式学习在高

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实践探讨

优势：

1. �实际应用与综合能力培养：项目

式学习通过实际应用的方式，使学生在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论知识得到

更深入的巩固 。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

中， 这意味着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编程、

数据库 、 网络等知识应用到真实项目

中，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

2. �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项目式学

习强调学生的主动性， 激发了创新意

识。 在团队合作的环境中，学生需要分

享和整合各自的思考，通过合作解决

问题。

3. �实践中的问题解决：在项目式学

习中，学生面对实际问题时需要提出并

实施解决方案。 这种实践中的问题解决

过程，使学生不仅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知

识，还能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挑战：

1. �时间管理与课程覆盖：项目式学

习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而高中信息技

术教学通常有严格的时间框架。 在项目

设计和实施中， 教师需要合理安排时

间，确保既能深入学习，又不影响其他

必要内容的覆盖。

2. �学生自主性和指导不足：项目式

学习要求学生更具自主性，但某些学生

可能在缺乏足够指导的情况下感到迷

失 。 教师需要在适当的程度上提供指

导，确保学生在项目中能够找到正确的

学习方向。

3. �评估的客观性：传统的考试和测

验形式可能难以全面评估学生在项目

式学习中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 教师需

要设计切实可行的评估方式，包括项目

报告、展示、同学评价等，以更全面地了

解学生的学习成果。

实践建议：

1. �灵活调整教学计划：在项目式学

习中，灵活调整教学计划是关键。 教师

可以结合课程的实际情况，适度延长或

缩短项目的时间，确保学生既有足够的

时间深入学习，又不至于影响到整个课

程的进行。

2. �提供适度的指导与反馈：在学生

进行项目时， 教师应提供适度的指导，

帮助他们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确保他

们走在正确的学习轨道上。

3. �多元化评估手段：除了传统的考

试形式，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手

段，如项目报告、实际操作展示、同学互

评等，以全面评估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

的表现。

通过对项目式学习在高中信息

技术教学中的 优 势 和 挑 战 进 行 深 入

分析，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 在解

决挑战的同时 ，充分发挥项目式学习

的优势 ， 将 其 融 入 高 中 信 息 技 术 教

学，有望培养更具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学生。

通过对项目式学习在高中信息技

术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综合性研究，得出

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项目式学习能够促

进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但也面临着一

些实施上的挑战 。 在今后的教育实践

中， 应该充分发挥项目式学习的优势，

同时关注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以推动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不断创新与进步。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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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全问题已经成

为家长最为关注的内容，近年来各种青

少年身体健康问题屡见不鲜，这也意味

着学校有责任将急救教育落实到实处，

重视急救教育的知识性和可操作性，确

保每个教职工都能掌握基本的急救技

能。 目前我国在校园急救教育中依然存

在许多问题，如何打造更安全健康的环

境已然成为校园急救教育的首要目标。

一、影响我国校园急救教育与急救

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

（一）教师缺乏急救的相关知识

随着我国对校园急救教育的不断

推进，各学校也在加紧布控急救体系的

建设，《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

将“安全应急与避险”作为重要的教育

内容之一，要求各学校将急救教育添加

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并且学校也都配备

了较为齐全的校医室，为急救体系建设

做出了大量工作。 但是从实际调查来

看，学校并没有专门针对教师开展有关

应急救援的相关知识，也没有开展大范

围的宣讲和教研工作，教师对于急救知

识非常匮乏，在学生遇到突发性的健康

问题时并不能做到有效判断，也无法在

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这一现象也影

响了学生的健康问题和家长的信任度。

（二）学校的应急处理能力较为

薄弱

学校是一个群居性场所，学生在运

动、学习、打闹等过程中难免发生磕碰，

学校不仅要做到教书育人，还应在安全

健康方面做好后续保障，能对一些突发

问题做到应急救援和管理。 但是学校对

于急救教育的认识程度各有差异，在进

行急救体系建设时无法做到统筹兼顾，

忽视了现阶段我国对于学生安全问题

的重视程度；并且有部分学校虽然开展

了急救教育但只是建立在口头告知的

阶段，并没有采用实践操作调动教师和

学生的重视，整体对于应急救援问题非

常懈怠； 有的学校过于重视教学成果，

会将更多的时间应用于教学活动中，这

也导致包括校领导在内的教师团队无

法第一时间应对突发问题，以至于失去

最佳的救援机会。

二、校园急救教育与急救体系建设

的实施方案

（一）完善校园急救教育体系

完善校园急救教育体系不光是为

学生的健康着想，更是校园建设和长期

发展的重要内容，体系的建立应涉及到

多个方面，确保学生能更安全的参加校

园的各项活动。 首先学校应从教学活动

入手：在编写教学计划和教材内容时应

加入急救教育的相关信息，教师的教学

活动也要多向学生宣讲安全教育，而教

学评价也应涉及到急救教育问题和学

生的掌握情况，将校园急救教育作为一

项常态化工作落实到教育教学中，提高

教师和学生的关注度；其次在《体育与

健康》的教学中渗透急救教育 ，教师本

身要具备较强 的 急 救 知 识 和 实 践 技

能， 可以带领学生完成有效的教育工

作， 也让学生能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

以保证自身或同学的健康 ， 每个阶段

的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不同， 要随着

学生的能力逐渐增加更多急救项目，提

高学生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另外可以专

门开设一节关于急救教育的选修课并

实施学分制，鼓励学生加入到对应急急

救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中，完善校园急

救教育体系。

（二）重视急救教育的配套设备

所谓“言传身教”就是在口头讲述

的同时还要亲身教育，让学生从实践中

领悟道理、学习技能。 从当前各学校对

于急救教育的成果来看，虽然教师知晓

出在遇到咽喉卡物时用海姆立克法进

行救援、在遇到心梗晕厥时要用心肺复

苏进行救援，但这些技能应如何运用教

师并不知晓 ，这也是我国传统教育“只

重外在，忽视实践”的一大弊端。 为保证

急救教育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校

应准备充足的配套设备以供教师实践

互动，重视对各种急救用具以及基本仪

器设备的使用技能掌握。 首先学校管理

部门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急救仪器设备

并将这项实践教学纳入到教学活动中，

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也要将实践技能作

为其中一项，引起教师和学生的高度重

视；其次急救仪器设备的专业人员要对

所有教职工做好使用培训，保证每个教

师都能掌握对设备的正确使用，真正落

实校园急救教育的全面性和效率性；当

然学校还用让家长了解本校对急救教

育的重视，获取家长的认可以便更好的

对学生进行急救教育。

（三）加强学校所有教师团队的急

救技能

在《纲要》中指出，教职工人员应最

大限度保证学生健康安全，掌握基本的

急救技能，确保学生的健康发展。 因此

学校也应积极落实对所有教师团队的

急救技能培训，将本校的安全教育办学

宗旨落实到实处。 首先学校要聘请专业

的急救人员作为学校校医，校医要对所

有教师团队实施循序渐进的急救技能

培训，比如咽喉卡物、心肺复苏、包扎止

血等等，这些也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安

全问题；在培训结束后校医需要让教师

逐个进行实践演绎，校领导需要对教师

的表现给予打分并纳入薪资奖励当中；

其次对于体育教师更要做到专业的技

能培训，体育教师必须具备更为细致的

急救救援手段，当学生在运动中出现擦

伤、呼吸不畅、晕厥、心梗等问题时要做

到第一时间实施急救救援，将危险系数

降到最低，以便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保证

学生的生命健康；此外为调动教师团队

对于急救技能的学习兴趣，学校可以专

门开展一次“急救技能比拼大赛”，所有

教职工都要参加，学校要对整场活动录

制视频上传到校园网上，让家长也感受

到学校对于急救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

有效提高教职工的急救技能，促使学校

的急救体系建设得到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 急救教育关系着学生的

身体健康和学校的长远化发展，是我国

教育事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我

国在实施《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中曾重点提出要全面落实急救教育，保

证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因此

各学校要认真反思在打造急救体系建

设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

提出解决方案， 从急救教育的有效开

展、 对于急救设备的引进和使用培训、

所有教职工的急救技能学习等角度完

善急救体系建设，保证每个教师都能掌

握基本的急救技能，提高家长和学生的

信任度，并将这些活动作为常态化落实

到教育和管理体系中。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学

技术与护理学院）

校园急救教育与急救体系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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