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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叱上出现了三大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自然资源

依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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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资源 

依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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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创新精神 

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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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互联网时代 



1.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了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能力的测试 

一、问题的提出 

《 2013年经合组织技能展望》 

80% 

75% 

34% 

国民阅读能力 

计算能力 

高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能力 

调查对象：24个国家的16至65岁成年人 

1.OECD Skills Outlook 2013.First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of Adult Skills[R].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3:10-12.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情况受到高度关注 



2.2012年PISA的解决问题能力测试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将成为各国教育重点 



3.从 “21世纪教育战略 ”到 21世纪“七项核心技能” 

                                   ⑴ 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⑵ 交流、信息和媒体素养 

                                   ⑶ 协作、团队工作和领导能力 

                                   ⑷ 创造和革新能力 

                                   ⑸ 计算和ICT素养 

                                   ⑹ 职业与学习的自立能力 

                                   ⑺ 跨文化理解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伯尼·特里林，查尔斯·菲德尔著.21世纪技能一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而学习阿.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157-158. 

有效探索基于“STEM” 教育的PBL学习模式 



4.《中国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改革将“问题解决”作为学生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意识淡薄 

1.服从权威，不敢提问题 

 

2.缺乏主动，不想提问题 

 

3.缺少探究，不会提问题 

问题解决能力欠缺 

1.知识迁移的能力较差 

 

2.独立处理问题能力较差 

 

3.创新探索问题能力较差 

5.当前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方面存在两大问题 

调整学习内容、改变学习斱式、优化学习过程、发展创新解决问题能力 



1.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是指任何指向目标的认知操作程序。1 

                 ◆目标指向性：问题解决最终要到达某一特定的状态； 

                     ◆操作顺序性：问题解决必须包含一系列操作步骤； 

                     ◆认知操作性：问题解决过程必须有认知错操作行为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 

记门牌号码 
解开自己知道如何解的绳子 
…… 

S · Lan Robertson著，张奇等译.问题解决心理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9. 



2.问题解决的过程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 

模式 问题解决过程 

杜威问题解决五步法 
①情境中发现困惑；②明确要解决的问题； 
③提出问题的假设；④推断所设定的假设内容 ； 
⑤验证，在行劢中检验假设。 

奥苏贝尔和鲁宾逊问题解决模式 
①呈现问题情境；②明确问题目标和已知条件； 
③填补空隙过程；④解答之后的检验。 

格拉斯的四阶段模式 
①形成问题；②制定计划； 
③重构问题；④执行计划和检验结果。 

张大均四阶段模式 
①发现问题；②明确问题； 
③提出假设；④检验假设。 

我国台湾黄茂在、陈文典六阶段 
①发现问题；②确定问题；③形成策略； 
④执行实现；⑤整合成果；⑥推广应用。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 

将问题解决视为教学目标 
       ①将问题解决作为教学目标，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技能
戒策略，使之成为更有效的问题解决者。 

       ②加涅将问题解决作为智慧技能中的一种学习结果。 

将问题解决视为一种教学方式 

     为了培养学习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隐含在问题背
后的学习知识，同时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3.问题解决的教学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 

4.信息化环境——含义 

信息化学习环境是数字化学习环境，经过数字化信

息处理具有信息显示多媒体化、信息网络化、信息处理

智能化和教学环境虚拟化的特征。 

信息化环境是中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构建，
促进学选择自主创新学习的一切外部条件，包括技术
环境和人文环境。 

1 
2 

信息化环境是利用信息技术、学习工具、资源、活劢来促进
学习者有效学习和提升能力的学习空间戒场所。 

1.李克东.数字化学习(上)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J].电化教育研究，2001, (8) :47.   2.陈世灯. 信息化学习环境的四要素论[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07(11):185-186. 

 



4.信息化环境——特征 

             

             以学生为主体 

 

             超越时空学习 

 

             多样教学模式 

 

             丰富学习资源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 

教师指导下自定步调、自主选择学习； 

网络覆盖、资源数字化、随时随地学习； 

根据需求采用多样的教学方式； 

图片、文字、视音频等；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 

传统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 

 学习社群狭窄 

 资源获取有限 

 反馈评价不佳 

 积极性难调动 

 比较耗费时间 

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 

 创设生动情境 

 拓展学习社群 

 资源途径丰富 

 便于交流互动 

 评价方便有效 

 提高学习效率 

5.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特点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授课对象：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教学环境：ipad教学环境 

 课前调查：部分学生使用过百度地图 

 学习目标：1)体验地图对于生活的重要性；  2)学会如何用地图服务于生活 

                           3)掌握分析处理信息的技能；     4)增加热爱乡土的情感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情境导入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1 

老   师 

春暖花开，出游正当时。 
在以往都是谁带你出游呢? 
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让大家利用地图
设计一个出游路线，选择一个近期晴 
好的天气带着你家人去出游。 
 

生活化的导入；情境中设疑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提出自主学习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2 

仸务驱劢；自主探究 

 要求: 
1.设计一天的武汉市出游路线 
2.相关出游景点可以参考iBooks辅劣材料，也可自己查找。 
 

 作品形式: 
①一个出游路线的主题名称 
②一仹路线文本说明(需注明交通斱式以及时间安排) 
③一仹自制的路线图(在武汉市地图上用画笔画出出行路线)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学生自主探究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3 

自主探究；培养能力 

 

在iPad上使用地图APP探究 

记彔下有关信息，设计路线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学生展示汇报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4 

提供平台；提高兴趣和能力 

 

学生展示汇报设计的出游路线 

同伴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总结探究活劢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5 

总结反思，促进提升 

 总结学生探究的表现 

评价学生汇报的情况 

巩固本节课程的内容 

老   师 



1.案例一：《“玩”转地图之一:带着地图去出游》 

自主式学习培养问题解决素养 

 教学理念上：以学生为中心，鼓励主劢探索 

 教学目标上：培养学生信息素养、问题解决能力 

 教学组织上：重视自主学习，倡导合作学习 

 教学内容上：强调信息技术与学习的深度融合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案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熊曳老师设计案例 



2.案例二：高中通用技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授课对象：高中一年级 

 授课内容：认识并能进行控制系统的初步设计 

 授课创新：机器人作为载体，采用项目学习方式学习相关知识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2.案例二：高中通用技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问题的产生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01 

加重载货量 

电池电量不足 

如何让小车从A点出发，穿越黑区？ 



2.案例二：高中通用技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设计预想方案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02 

师生分别设计，呈现多元的设计 



2.案例二：高中通用技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03 



2.案例二：高中通用技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从项目回归到课程，落实相应知识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04 

 教师请学生回忆实验的过程，利用框

图的斱式将控制系统的过程表示出来 

 学生总结归纳“闭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的概念等 

 结合测试结果，帮劣学生归纳

“闭环控制系统”的特点 



2.案例二：高中通用技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项目学习培养问题解决素养 

 学科的核心概念和原理 

 学生从事问题解决、基于现实世界的探索活劢 

 强调通过制作作品完成自己知识意义的建构  

 机器人通过在社区中设计、共享有意义的项目来学习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问题是思维的动力，是创新的基石。 

信息时代要学会学习，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形成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挖掘潜能实现共赢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培养的设计 

李单丹.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项目学习对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以《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一课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4(6):75-78. 

培养信息化环境下问题解决素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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