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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友成 X 亚马逊“编程·创未来”公益项目是由友成基金会与亚马逊联合

开展、面向偏远乡村地区的编程教育普及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提供创未

来课程及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陪伴式成长教师培训体系培养乡村编程种

子教师，通过组织乡村编程种子老师在学校开设系统的编程课程培养乡村

学生编程素养及创造力，通过组织开展面向乡村学生的一系列趣味编程活

动激发学生们对编程的兴趣，打造编程教育特色学校，最终将通过打造乡

村编程教育示范校和乡村编程种子教师形成当地的编程教育资源中心，推

动当地编程教育可持续发展，实现县域在编程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发展

乡村孩子的编程素养及创造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迎接未来、创造未来。 

项目在 2021 年 7 月-2022 年 1 月期间，项目对云南省富宁县、江西

省石城县、湖北省竹溪县的 18 所乡村学校进行深度支持，共计开展了 2

场创未来之师培训营、8 堂线上直播课、3 场学生主题活动、1 场教师提

升活动。36 名项目老师在 2021 年 9 月-12 月期间，在校共计开设 322

堂编程课（平均每所学校>17 堂)，提交了 18 份教学计划表（1 份/校）、

104 份月度反馈表（平均每所学校>5 份）。 

同时项目面向全国乡村教师开展了“一日编程挑战营”活动，为河南

省受灾学校捐赠了硬件编程套材、线上编程课程资源及学生奖励物资等。 

项目在 2021 年 7 月-2022 年 1 月期间，通过开设编程课或捐赠教学

物资等方式直接惠及 36 名乡村教师、1800 多名乡村学生，通过开展编程

普及活动简接惠及 6000 多名乡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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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开展效果及影响 

（一）对教师的影响及改变 

项目通过培训营、直播课、日常开课跟踪支持等方式赋能项目老师在编程教

育理念、编程基础技能、编程教学能力、编程教学设计能力进行逐步提升。经过

半年时间的培训和实践，项目组通过问卷调查及项目文件资料分析的方式调查老

师们的能力成长情况。从下方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老师们在编程教育理念、编程

基础技能、编程教学能力和编程教学设计能力方面的自评分数的平均分都高于

4.5 分（满分 5 分），且在“参与项目培训后，我对编程教育的意义有了更深得

理解和认识。”、“参与项目培训后，我收获了更前沿的编程知识与理念，拓展

了视野与思维。”和“参与项目培训后，我在编程教学的组织能力上得到提升。”

这三个评分项中所有的老师都选择了符合选项，其他评分项上大部分的老师都选

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只有个别老师选择不确定。同时，所有的评分项都没有

老师选择不符合的项目。由此可见，老师们普遍认为参与项目对自身在编程教育

方面的理念、基础技能、教学授课、教学设计四个方面的提升有切实的帮助。 

表 4.2:项目老师编程能力提升自评表 

评估纬度 选项 平均分 

完全符合 

（5 分） 

比较符合（4

分） 

不确定 

（3 分） 

比较不符

合 

（2 分） 

完全不符

合 

（1 分） 

编程教育理念 

参与项目培训后，我对编程教育的意义

有了更深得理解和认识。 

4.74 25(73.53%) 9(26.47%) 0(0%) 0(0%) 0(0%) 

参与项目培训后，我收获了更前沿的编

程知识与理念，拓展了视野与思维。 

4.71 24(70.59%) 10(29.41%)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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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基础技能 

参与项目培训后，我掌握了更多的编程

技能，编程能力得到提升。 

4.65 23(67.65%) 10(29.41%) 1(2.94%) 0(0%) 0(0%) 

编程教学能力 

参与项目培训后，我在编程教学的组织

能力上得到提升。 

4.74 25(73.53%) 9(26.47%) 0(0%) 0(0%) 0(0%) 

我在本项目中学到的授课方法和授课

理念，也能使用到其他学科教学中。 

4.56 22(64.71%) 9(26.47%) 3(8.82%) 0(0%) 0(0%) 

编程教学设计能力 

参与项目培训后，我能够结合学生的特

点与兴趣，自主设计编程教学/活动。 

4.59 22(64.71%) 10(29.41%) 2(5.88%) 0(0%) 0(0%) 

除此以外，项目组结合项目开展的相关文件、老师们的日常分享和访谈总结

出以下几点对老师的改变和影响。 

1.1 增强项目老师对编程教育的重视程度 

行动之要，思想先行。要想让老师们能够积极地学习编程教育地相关知识，

就必须先让他们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从老师们地反馈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做到了。

从问卷调查中能够看出，所有项目老师在“参与项目培训后，我对编程教育的意

义有了更深得理解和认识。”这一选项上都选择了符合。且在培训营的小打卡感

悟分享中，老师们也表达出了自己对编程教育的看法。云南省富宁县田蓬中心小

学的仝老师表示“通过培训学习，让我对编程的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最深刻的

一句话是让孩子成为科技浪潮的驾驭者，成为合格的信息时代公民，成为人类文

明的新建设者。作为信息技术课教师瞬间有了使命和责任。”江西省石城县第三

小学的董老师也反馈道“从刘老师的讲解中，我了解到图形化编程有助于激发孩

子的创造力，锻炼逻辑思维，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项目组每月都安排了 1 次专家线上直播课，邀请专家进行主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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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让老师们获得更前沿的编程知识与理念，拓展视野与思维。如 11 月的《图

形化编程赛事介绍与解析》这堂直播课，很多老师就反馈自己听完这堂课后才了

解编程赛事的目的，了解到国内外图形化编程赛事的规则，知道了项目创作的评

审要求，也知道了组织比赛要考虑的一些问题，给他们点亮了前进的方向。 

1.2 提升教师的图形化编程基础知识与技能 

参与培训营（基础班）的 36 名项目老师都达成培训营结营标准，每位老师

都完成了 2 个完整的图形化编程基础作品，这 2 个作品包含了图形化编程平台

的各类基础指令模块的使用，可见老师们基本掌握了图形化编程基础操作指令的

使用。同时，项目组还会给老师们日常分享一些如何提升编程技能的资讯，并为

18 所学校配备了《创未来-创想编程课》教材及线上学习视频、micro：bit 硬件

套材及配套教材和学习视频，供项目老师回校后持续地学习、成长。 

1.3 锻炼教师的图形化编程授课能力 

项目老师回校后在所有的项目学校都通过常规课或兴趣课的方式开设了至

少 8 节编程课，且平均每所学校开设了 17 堂课程。从老师们日常开课的分享中，

就可以看到老师们在不断实践中摸索、改善、提升自己的授课能力。比如江西省

石城县第五小学的金老师就在教授孩子们《躲避陨石》这堂课的时候，发现孩子

们对坐标这一知识无法理解，因此孩子们也无法理解如何使用编程里坐标方面的

知识。因此金老师专门设计了编程与直角坐标系相结合的一节课程帮助孩子们进

行体会、理解坐标的概念，并在直播课上分享这堂课的授课思路及授课经验。再

如湖北省竹溪县密云小学的阮老师在学校开设编程课后将自己遇到的教学问题

进行总结为知识类问题、经验类问题和思维问题这三类问题，并思考出针对这三

类问题的应对策略。像金老师和阮老师这样的项目老师很多，在每月的“今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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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直播课上，项目组都会请 4 位项目老师分享自己在校开课的经验，通过分

享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知识共享，同时暴露出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由专家及

其他老师帮助指导解决。 

1.4 培养编程与项目式教学结合的教学设计能力 

开展青少年编程教育并非是为了让孩子们模仿老师掌握如何使用代码，更重

要的是希望能够通过编程这一手段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等核心素养。而项目式教学是实现这些教

学目标很好的方式。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是一种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在项目式学习过程中,学生会积极地收集信息、获取知

识、探讨方案,以此来解决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团队

合作能力、决策能力等等。 

因此，项目组在设计给老师们作为参考的《创未来-创想编程课》这一图形

化编程基础教案的时候就邀请项目式教学专家进行设计，并在培训营（基础班）

中教授老师们学习《创未来-创想编程课》的案例及教学理念，且 36 名项目老师

分成 18 组设计了 18 份自主设计的编程作品及对应的教学教案。同时，在直播

课中第一堂课便安排东南大学的叶兆宁教授开展《图形化编程中的项目式教学》

的主题演讲，让老师们初步了解项目式教学的基础知识。在老师们对项目式教学

有基础的了解，并在校有了初步的编程教学实践后，在培训营（进阶班）让老师

以工作坊的方式深度体验如何运用项目式教学开展编程作品的设计及教学设计，

36 名项目老师分成 9 个小组设计了 9 份编程主题作品及教学教案。 

老师们逐步熟悉了项目式教学的相关知识和理念，并在实际的教学设计、授

课教学中都有意识地去尝试。竹溪县思源实验学校的惠老师表示“通过培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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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式学习的主题选取思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开拓了我的视野，经过这次培

训中自己的动手实操，实实在在体验了项目完成的过程，为今后的教学拓展了方

式方法，收获良多！”，富宁县花甲乡中心小学的范老师分享道“在项目化学习

中，学习不是安静聆听和看老师演示，而是亲自发现、交流、设计、探究、质疑、

修改、总结，亲身经历学习过程。” 

1.5 引起教师对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关注 

 以往传统的教学中老师是“教”的角色，学生是“学的”的角色，而“编

程·创未来”项目主张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因此在培训的各个环节中都设计了让

老师体会如何以学生为主题、重视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培训内容。我们也欣喜

地看到，老师们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在逐渐地尝试运用，并发现学生们身上的想象

力、创造力及闪光点。像富宁县木央中心小学的冷老师所分享的课堂小故事，他

让兴趣课上的学生进行自由分组、分工、编写故事、画流程图，发现孩子们非常

喜欢这个课堂，且他们能够用画画和文字的方式去编写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石城县第一小学的黄老师在一次直播课上分享道，“编程教育不是为了让所

有的孩子都成为程序员，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有自己的创新能力，让中国制造成

为中国创造。每节课学生都能给我带来惊喜。他们的思维能力超乎了我的想象。

比如在教《神秘的宇宙——火箭发射》这节课的时候，当时我就问同学们如何

才能让火箭上升。学生给我的回答就是我们只要增加 y 轴的坐标，这样火箭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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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升了。当时我听到了我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一开始我的设想是设置运动负

90 度的方向，然后移动 100 步，让火箭升空。从这个回答中就可以比较出学生

的代码设计比老师的少了一个模块，与此同时也更容易理解。也进一步说明了学

生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创新能力。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力股，在某些方面

他们的思维可能要比我们更活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去引导他们，具体怎么样

能更有效的引导，这可能是我们今后值得思考的和探究的一个问题。” 

1.6 增强教师开展编程教育的信心与热情 

     在项目最开始招募调研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是怀着忐忑的心参加项目的，

项目组经常会听到一个问题，“这个事情难学吗？我这样没有基础的人能行

吗？”。经过半年的参与，老师们再没怀疑。同时，在项目组开展的问卷调查中，

在教学信心及热情方面的选项上评分均高于 4.5 分。且 88.24%的项目老师表示

在本项目结束后愿意继续开展编程教学，而剩下 11.76%选择不确定的项目老师

表示主要是因为自己同时还在校担任其他的教学及行政任务，时间和精力不允

许。 

 

表 4.3：参与项目对教师教学态度层面的改变情况表 

选项 平均分 

完全符合 

（5 分） 

比较符合 

（4 分） 

不确定 

（3 分） 

比较不符合 

（2 分） 

完全不符合 

（1 分） 

通过参与本项目，激发了我的工作积极性与热情。 4.68 

24(70.59%

) 

9(26.47%) 1(2.94%) 0(0%) 0(0%) 

参与本项目后，我对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编程教师

充满信心。 

4.62 

22(64.71%

) 

11(32.35%

) 

1(2.94%)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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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学过程中遇到问题会主动与其他老师开展讨

论与交流。 

4.5 

20(58.82%

) 

11(32.35%

) 

3(8.82%) 0(0%) 0(0%) 

参与项目后，我会更主动地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编程相

关的学习或探索。 

4.68 

23(67.65%

) 

11(32.35%

) 

0(0%) 0(0%) 0(0%) 

 

 

 

图 4.1:结束项目后项目老师继续开展编程教学意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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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学生的影响及改变 

项目通过参与培训后的项目老师在校组织开展编程课程及活动，让学生们接

触到编程知识，从而让学生受益。从老师的教学反馈及学生的访谈、问卷中，我

们总结出几点项目对学生的影响和改变。 

2.1 增强学生学习编程的兴趣和自信心 

我们通过问卷的方式让 355 名编程班的学生们进行自评，发现 91.98%的学

生都表示喜欢编程课，喜欢参与的原因主要是“想动手尝试编程、制作自己的编

程作品”及“想学习编程知识”。 

 

 

 

 

 

 

 

图 4.2 编程班学生对编程课的喜欢情况分布图   图 4.3 编程班学生喜欢编程课的原因分布

图 

且在与学期刚开始相比，在“对自己能够学会、学好编程更有信心”选项上

选择一般以上的学生占 93.52%，在“下学期还想继续上编程课”选项上选择一

般以上的学生占 92.39%，其他体现学生参与本学期的编程课后对编程的兴趣和

积极性增加的选项上，选择一般以上的学生均高于 85%。富宁县花甲乡中心校

的一位同学说道，“我以后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一名计算机老师，因为我很喜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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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它打开了我的想象力，第一次上编程课接触到电脑的时候我很激动，学习了

一段时间，我回家还跟我的妈妈和弟弟说了我在编程班制作的作品，他们都夸我

很厉害，不过比较遗憾他们现在还没体验过。” 

表 4.4 参与编程课对学生兴趣影响情况自评表 

题目\选项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和本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相比，我对自己能够学会、学好编程更有信心了。 6.48% 21.41% 72.11% 

下学期我还想继续上编程课 7.61% 15.49% 76.90% 

在编程学习中遇到不懂的，我会主动向老师、同学请教。 10.42% 18.31% 71.27% 

和本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相比，我更加喜欢编程课/活动了。 12.96% 17.46% 69.58% 

和本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相比，我对编程更加有兴趣了。 13.80% 15.49% 70.70% 

在编程课堂/活动上我总是积极回答老师问题、参与课堂讨论。 14.65% 20.85% 64.51% 

除了编程班的同学们以外，项目开展的面向全校学生的创未来编程集市活动

为未能上编程课的学生也带去了编程的神奇体验。富宁县花甲乡中心小学的黄老

师表示，“举办这个小集市太有意义了，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多对图形化编程感

兴趣的小伙伴，还看到其他学校优秀的作品，在集市上我们学校的几个孩子也是

非常给力的，活泼开朗，努力的邀请小朋友来要自己摊位上的游戏，然后和他们

要小星星，然后给体验的小朋友盖章，让来体验的小朋友在体验游戏的过程中感

受到图形化编程的神奇之处，并且在体验后还能获得精美的礼品，对于孩子们是

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不仅加深了他们对图形化编程的印象，更让他们有了不一样

的体验，相当于给他们的心里播下了一个种子，对于以后开展图形化编程教学又

进了一步。” 

2.2 引导学生掌握图形化编程的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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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老师回校开设编程课程对于编程班的学生来说，最明显的改变是引导学

生掌握编程的知识与技能，86.61%的学生在“与本学期刚开始相比，我现在了

解了更多关于编程的知识”和“能更熟练地操作计算机进行编程”这两个选项上

选择一般及符合。 

表 4.5:参与编程课对学生编程知识提升影响情况自评表 

题目\选项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和本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相比，我现在了解了更多关于编程的知识。 12.39% 17.75% 69.86% 

和本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相比，我现在能更熟练地操作计算机进行编程。 12.39% 15.77% 71.83% 

    并且在创未来编程探索课和创未来编程集市上，看到学生们设计的如躲避雨

滴、声音控制彩虹灯带、月兔摘星、雷霆战机等作品，更是学生对知识和技能掌

握的最好证明。 

2.3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项目老师在校开设编程课程除了能够增强学生对编程的兴趣、引导学生掌握

编程技能外，更能够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数学思维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等核心素养。并学生的自评问卷中可看出，在这四个维度方面评分都在

3.8 分以上，远高于 1 分（若没有变化，平均分则为 1 分）。 

表 4.6:参与编程课对学生核心素养影响情况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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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学校及地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改变 

项目在试点县域开展并非仅仅面向老师和学生，更重要的是帮助县域实现整

县编程教育水平实现可持续提升。 

其一，项目在试点县域的开展帮助当地培养出一批编程教育种子教师，参与

项目的项目教师们在学校开展编程课程和活动，能够让学校切实了解到编程教育

给学生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引起学校的重视。经调查，项目在试点学校开展后，

学校对编程教育的重视程度平均分从 5 分提供至 8.03 分（满分 10 分）。可见

项目的开展加深了学校对青少年编程教育价值的了解和重视，有利于当地更可持

续地推动编程教育的发展。 

表 4.7：参与项目前后学校对编程课重视程度影响情况表 

 

  其二，项目的开展为当地为该县筛选并培养出熟悉当地文化、学情的潜在

本土讲师团队。在接受半年的培训后，36 名项目老师中涌现出一批优秀项目老

师，如竹溪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刘老师、富宁县花甲乡中心小学的黄老师、石城县

第一小学的黄老师等，他们在日常教学、项目培训、教师示范课联合赛及教学设

计过程中表现出对编程教育的热情和能力，设计出了像《病毒感染模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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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狂欢》、《五彩缤纷的星星》、《打地鼠》、《键盘指法练习》等创新的

课程。这些老师有潜力成为当地的青少年编程教育讲师团队，但还需要项目对他

们进行进一步的支持、培训，获得更高水平的技能及成为讲师的素质。 

其三，项目的开展为试点县域的教育局提供了如何开展小学 4-6 年级编程教

育的思路。富宁县教育科技局、竹溪县教育局、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全程参与

项目在当地的落地，对项目组的教师培训方式、培训内容、课程落地校园的的形

式、编程课与项目式教学融合等的思路和方式有系统的了解和学习。富宁县教育

科技局的梁主任就表示“在‘编程·创未来’项目的引领下，该项目对我县五、

六年级的信息技术编程类学习推广起到启蒙的作用，用图形化的手段激发学生的

兴趣，降低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的难度，为下一步学生学习代码编程课奠定坚实

的基础。同时，也让我们对编程与各学科融合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极大地开

拓了我们在课程设置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