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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学设计 

学校:东川区第一中学 教师:徐凡 联系电话:15912401416 

 

一、教材分析 

本节《3.1 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必修一《数据

与计算》的第三章第 1 节。主要分为两个知识点：一是人工解

决问题的过程，二是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学习第 2 节《3.2

算法及其描述》、第 3 节《3.3 计算机程序与程序设计语言》的

基础知识与技能准备。本节通过通过“设计 A 市到 C 市耗时

最少的旅行路线方案”项目范例，引导学生以人工和计算机两

种方式解决问题，以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初步认识

Python 语言，体验程序设计的魅力。（说明：为了更符合学生

记忆特点，教材中 A 市经 B1 市或 B2 市到达 B 市，修改为 A

市经 B1 市或 B2 市到达 C 市。） 

本节以培养信息素养为目标，以知识技能为载体，以项目

学习活动为途径，开展自主、协作、探究学习，让学生理解计

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为后续学习做好基础知识与技能准备。 

一、学情分析 

学生经过前面两章的学习，对项目式学习的过程和方法有

所了解，具有一定的数字化学习能力、一定的信息加工处理能

力和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然而，对于编写计算机程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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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多，全体同学处于零起点状态。结合新课程

内容标准，在教学中要紧紧围绕学科核心素养，以项目方式整

合课堂教学，重构教学组织方式，充分利用教材和数字化环境、

资源，引导学生在数字化学习的过程中，领悟数字化环境对个

人发展的影响，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三、教学目标与核心素养 

1.通过引导学生开展 A 市经 B1 市或 B2 市到达 C 市的项目

学习，针对给定的任务进行需求分析，明确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寻找耗时最短的联运班次，体验人工解决问题的过程。（计

算思维） 

2.掌握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能根据需要选用合适的数

字化工具学习，并利用软件工具或平台对数据进行整理、组织、

计算与呈现。初步认识 Python 语言，体验程序设计的魅力。（信

息社会责任和计算思维）。 

3.通过项目案例学习，体会人工解决问题与计算机解决问

题的异同及优缺点。（信息意识） 

4.创设情境，通过自主、协作、探究学习，依据特定任务

需求，甄别不同信息获取方法的优劣，并能利用适当途径甄别

信息。（信息意识） 

5.针对特定的学习任务，运用一定的数字化学习策略管理

学习过程与资源，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任务，创作作品。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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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重点 

1.运用计算思维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设计解决方案。 

2.计算机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 

五、教学难点 

1.计算机解决问题的算法设计。 

六、教学方法和策略 

创设基于生活需求的活动情境，采用任务驱动，通过项目

的自主、协作、探究学习，组织学生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体验人工解决问题与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七、教学环境 

计算机教室。Python3.8.0（32 位）及其自带的 IDLE 编译

环境。 

八、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激发兴趣，引出课题 

教师活动：播放歌曲《成都》的“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

走”片段。 

提出问题：从东川出发，如果我们想用最短的时间去成都

的街头走一走，该如何设计最佳的出行路线？ 

学生活动：带着情境及问题思考。 

设计目的：引出本课课题—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二）任务驱动与知识讲授 

项目范例情境介绍，明确需解决的问题：设计从 A 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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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市或 B2 市到 C 市耗时最少的旅行路线方案。 

分析解题思路：找出所有能中转的联运班次。分别计算各

联运班次耗时；找到耗时最少的路线。按照思路逐一进行： 

1.人工解决问题的过程。给出从 A 市经 B1 市到 C 市的交

通情况以及从 A 市经 B2 市到 C 市的交通情况。 

（1）任务 1：分别找出 A—>B1—>C 以及 A—>B2—>C

的联运班次。 

 

 

A—>B1—>C 的联运班次：7×9=63（班） 

 

 

A—>B2—>C 的联运班次：12×9=108（班） 

故：A 市经 B1 市或 B2 市中转到达 C 市的联运班次：

7×9+12×9=171（班） 

（2）任务 2：找出耗时最少的路线。A 市经 B1 市中转到

达 C 市理论上需要计算 63 个班次的耗时，但根据经验知识推

理判断仅需计算 3 条线路。 

A—>B1—>C：           A—>B2—>C： 

（3）总结人工解决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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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分析：事实上，从 A 市到 C 市中转的城市有 k 个，且分

别有不同的交通工具及班次。 

 

 

 

 

 

则组合班次有 S=M1 ×N1+M2 ×N2+…… +Mk ×Nk 

当数据量很大，人工处理效率很低时，我们可以借助计算

机工具，通过编制计算机程序来解决问题。 

（1）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2）分析问题。 

 

 

 

 

 

 

（3）设计算法。问题分析清楚后，需要给出问题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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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步骤，这一过程称为设计算法。 

①分别找出能够中转且中转等待时间不小于 1h 的从 A 市

经过 B1，B2，…Bk 到达 C 市的联运班次，并计算所用的时

间。 

②分别找到能够中转的从 A 市经过 B1，B2，…Bk 到达 C

市的联运班次中耗时最少的联运班次，共 K 条线路。 

③取 k 条线路中耗时最少的联运班次为最佳旅行路线图。 

（4）编写程序。 

该部分只要求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能大概读懂程序即可。 

（5）调试运行程序。 

使用 Python 自带的 IDLE 编译器打开“程序 3-1.py”，运

行，检查运行结果。 

 

 

出发时间及运行时间显示错误。 

调试：修改程序。 

将原程序： 

for l in range (5): 

    sheet.write(0,l, table_1.cell(0,l).value) 

    sheet.write(1,l, table_1.cell(ra[ms1],l).value) 

    sheet.write(2,l, table_2.cell(rb[ms1],l).value) 

wbk.save('./data/最优路线.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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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 

for l in range (5): 

    sheet.write(0,l, table_1.cell(0,l).value) 

    if l == 2 or l == 4: 

        style = xlwt.XFStyle() 

        style.num_format_str = 'h:mm' 

        sheet.write(1, l, table_1.cell(ra[ms1], l).value, style) 

        sheet.write(2, l, table_2.cell(rb[ms1], l).value, style) 

    else: 

        sheet.write(1,l, table_1.cell(ra[ms1],l).value) 

        sheet.write(2,l, table_2.cell(rb[ms1],l).value) 

wbk.save('./data/最优路线（调试后）.xls') 

运行对比： 

 

 

 

 

3.总结归纳人工与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异同。 

4.课堂小结。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5.课后任务。 

呼应导入时“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的情境，设计东川经

昆明或曲靖到成都（不考虑飞机）耗时最少的旅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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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请结合本课所学，利用正规渠道公布的信息，选择合适的

数字化工具整理收集数据。 

设计东川经昆明或曲靖中转到成都耗时最短的最佳路线，

并形成可视化报告。 

九、板书 

3.1 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人工解决问题的过程：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课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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