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科技学科教学指南解读

（第一学段）

南京   韩孟江

2 0 2 3 年 7 月 3 日



目  录

1

2

3

4

5

第一学段内容

学科核心素养

逻辑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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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质量



第一学段
（1—2年级）

内容模块 跨学科主题

第一学段内容



学科核心素养



      1.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主动使用数字设备的兴趣与意识。知道数字

设备使用的基本规范。合理安排数字设备的使用时间，养成数字设备

使用的好习惯。

       2.体验文字、图符、语音等多种输入方式的表达与交流效果，有

意识地使用数字设备处理文字、图片和声音。

    3.知道信息有真实与虚假之分。能选用恰当的数字化方式表达个

人见闻和想法，乐于与他人分享信息。

  信  息
  意  识

核心素养要求



        1.在教师指导下，体验使用数字设备解决问题的过程。知道信息

的多种表示方式。

        2.对于给定的简单任务，能识别任务实施的主要步骤，用图符的

方式进行表达。

        3.在实际应用中，能按照数字设备的操作流程使用数字设备，并

能说出操作步骤。

  计  算
  思  维

核心素养要求



       1.在教师指导下，尝试使用数字设备及数字资源开展学习活动，

丰富学习手段，改进学习方法。

       2.通过对数字设备的合理使用，了解数字设备的使用过程和方法，

激发对信息科技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产生对信息科技的求知欲。

       3.能利用数字设备，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记录自

己在学习与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将记录结果分类、保存，需要时进

行提取。能创建简单的数字作品。

数字化学习

与

创   新

核心素养要求



       1.自觉保护个人隐私，能在家长和教师的帮助下确定信息真伪。

       2.在浏览他人数字作品时，能友善地发表评论。在分享他人数字

作品时标注来源，尊重数字作品所有者的权益。

       3.在公共场合文明使用数字设备，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信息社会   
责  任

核心素养要求



   “信息交流与分享”模块教学中，让学生“认识新工具——掌握

新方法——体验新过程——激发动机——养成好习惯”，引导、帮助

学生认识信息交流与分享的内容、方式与方法的丰富性、便捷性和独

特性，并了解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

信息交流与分享  模块



信息

科技
信息处理

算法

人工智能

数据

信息安全

网络

了解步骤感受信息

使用网络 使用APP对信息
的简单处理

乐于分享 感受便利

逻 辑 主 线



u数据（信息）----感受信息

u算法----了解步骤

u网络----使用网络

u信息（数据）处理----使用APP对信息的简单处理

u信息安全----乐于分享

u人工智能----感受便利

逻 辑 主 线



 1．在使用数字设备和数字资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尝试与运用，
培养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使用数字设备与数字资源辅助完
成学习任务，让学生知道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的表示方式，并能列
举信息的传递方式，感受信息科技的优点及其带来的便利。指导学生在语言学习时，
使用数字设备与数字资源自主完成认识生字、阅读等任务，认识常见的数字设备，
知道其一般用途，熟悉数字设备的开机与关机的操作方法。引导学生尝试使用信息
科技手段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掌握数字设备与数字资源的基本使用方法，
体验生活中的信息科技应用。



        2．在学生体验、感受与数字设备的交互过程中，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知识

和经验，激发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借助可交互的数字设备，如学校、博物馆、

景点等公共场所的电子导览，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简单的设备使用规则，让学

生能便捷地参与社会活动；在与智能语音助手交互过程中，可以演示语音输入、

键盘输入等简单的交互方法，引导学生了解数字设备的使用过程和方法，并能

识别给定的任务的主要步骤，能按照数字设备的操作步骤使用数字设备，用图

符的方式进行表达，体验使用数字设备解决问题的过程。



        3．引导学生规范合理使用设备，利用数字设备记录自己的想法，能与老

师、家长及同伴进行交流分享。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在参加校园、社区的活动

时，能用拍照、录音、录像、语音输入等方式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想法，并分享

到数字展示平台。还可采用模拟推介会的方式，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发现与尝试

各种数字设备的好奇心，引导学生接触、尝试、熟悉数字设备；在学生体验与

比较之后，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向同伴推荐自己喜欢或新发现的数字设备，并

在交流分享中了解更多数字设备的用途。



       4．引导学生了解信息交流与分享的文明礼仪和行为规范，培养信息社会

责任意识。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能自觉保护个人隐私，并能在家长和老师的

帮助下确定信息的真伪。教学时组织学生与同伴进行交流时，让他们知道可以

面对面言语交流，也可以通过数字设备发送文字、图片、语音等进行交流。引

导学生在浏览他人数字作品时，能主动、真诚、友善地发表评论，可选择有关

的一个或一组表情符号、图形符号等进行情感表达，如“点赞”“笑脸”“五

星好评”等。



       5．在指导学生利用数字设备辅助学习、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中，激发学生

信息科技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情境，引

导学生使用数字设备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小问题，掌握数字设备带来的新的学

习方法；在数字化环境下交流与分享时，帮助学生养成正确使用数字设备的好

习惯，乐于与他人分享信息。

    在教学中，让学生能借助数字设备与数字资源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完成简

单的交流活动与辅助学习等，提高沟通与学习的效率；要让学生借助数字设备

交流、分享个人感受，发表想法，促进与培养学生学习和使用信息科技的兴趣，

保持与提升对信息科技的求知欲。



        6．引导学生用正确的姿势操作使用数字设备，形成好习惯。在教学中，

通过相关案例的列举与学生中生活中习惯相类比，引导学生规范使用数字设备，

养成爱护设备、节约能源的良好操作习惯。引导学生健康使用数字设备，要注

意使用正确的姿势、眼部、肩颈、手部保健等；提醒在交流与分享过程中知道

基本使用数字设备的规范，注意保护视力，关注好习惯、好行为、好礼仪的养

成。



   “信息隐私与安全”模块的学习，让学生“知道个人隐私——了解

保护信息隐私的重要性——具备保护信息隐私的常识——逐步养成的

良好道德”，关注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隐私与安全问题，阐明保护个人

信息的重要意义，遵守信息行为规范，引导学生健康使用数字设备，

形成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信息科技的态度和价值观。

信息隐私与安全  模块



信息

科技
信息处理

算法

人工智能

数据

信息安全

网络

逻 辑 主 线



信息

科技
信息处理

算法

人工智能

数据

信息安全

网络

巩固对执行步
骤的认识

信息分类

提升使用
网络熟练度

对信息的保存与
提取

行为规范 感受便利

逻 辑 主 线



u数据（信息）----信息分类

u算法----巩固对执行步骤的认识

u网络----提升使用网络熟练度

u信息（数据）处理----对信息的保存与提取

u信息安全----行为规范

u人工智能----感受便利

逻 辑 主 线



        1．在各种在线活动中，指导学生辨别信息真伪，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在教学中，通过小故事，联系真实生活情境，选择数字资源开展在线学习活动

时，引导学生在参加各种线上活动时，知道基本的信息保护方法，辨别信息的

真伪，警惕网络信息诈骗。在教学中，让学生在使用数字设备进行开机并登录

至各种平台中，逐步了解数字设备的权限功能，通过对密码的初步了解，认识

到重要信息需要进行保护，不能轻易将密码告诉他人。在学生了解信息隐私与

安全常识后，再引导学生实践，初步体验使用信息科技的方法妥善保管个人信

息的优势，认识信息隐私与安全的重要性，养成保护个人信息的好习惯，增强

保护个隐私的意识。



        2．引导学生能对数字设备记录的信息进行分类、保存与提取，以加强学
生管理信息的能力。在教学中，合理创设生活中的问题情境，采取体验、实践
的学习方式，可以从生活中书桌表面的整理入手，到数字设备中图片、音频、
视频等文件的整理，让学生通过活动形成新的意识与习惯。引导学生了解信息
管理的重要性，让学生有意识地对文件进行合理分类、妥善保存、快速提取，
培养学生成为信息管理的主动参与者，并能利用信息资源制作简单的数字作品。



        3．引导学生在分享别人数字作品时要标注来源，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意

识，培养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在各种在线活动中，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识到

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在分享别人数字作品时，能标注其来源，尊重数字作

品所有者的权益，如未经他人允许，不拷贝别人作品，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意

识等。



        4．引导学生能合理、健康使用数字设备，鼓励学生合理规划使用时间，

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与责任。在教学中，可通过使用数字设备时间的案例对比，

引导学生合理安排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和地点，能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健康、

安全地使用数字设备，养成数字设备使用的好习惯。

    有条件的学校，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衣物、智能纽

扣）、智能电子设备等，开阔学生视野，使之理解位置信息定位的价值与信息

安全的重要性。



        5．在线交流时，引导学生了解在网络空间也要遵守日常行为规范，以培
养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网络的发展为青少年带来了学习交流、信息传播和智
力开发的便利，但又给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教
学中，通过相关案例的分析与讨论，设计探究任务，引导学生了解网络礼仪和
网络道德规范，指导学生安全文明地使用互联网，能在网络空间与他人交流和
分享信息时，遵守信息行为规范，逐步形成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信息科技的态
度和价值观。



        本学段跨学科主题可采用“向伙伴推荐数字设备”“用符号表达

感情”“信息管理小助手”“信息安全小卫士”等内容，综合运用信

息科技、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等课程支持开展主题活动，激发学

生积极主动发现与尝试各种数字设备的好奇心，引导学生接触、尝试、

熟悉数字设备，让学生感受表达真实情感的不同方式，提升学生的网

络安全意识，信息意识和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能力。

跨 学 科 主 题 活 动







表5 义务教育学业质量标准

学段 学业质量描述

第一学段
（1～2年级）

    在日常学习与生活场景中，能在教师指导下，健康、

安全地利用常见数字设备获取学习资源（信息意识、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在完成学习与生活中的简单小任务时，

能描述任务实施步骤，使用数字设备对个人的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等信息进行合理分类，并妥善保存作品（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计算思维）；规范、文明地进行信息交流

与分享，并具有辨别信息真伪和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尊

重数字作品所有者的权益，遵守网络礼仪（信息意识、信

息社会责任）。



       迁移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真实世界中的

挑战，而不是仅满足于解决学校场景中

的学校问题，“教育工作者希望学生能

把学习从一门课中的一个问题迁移到另

一个问题，从一个学年迁移到另一个学

年，在学校与家庭之间以及从学校迁移

到现场”。



感 谢 聆 听

抽象主义的美学观念最早见于德国哲学家W.沃林格的著作《抽离与情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