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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算法》困惑

为什么要学算法？

学不学程序（编
程）？

算法学哪些内容？





算法的重要性

    算法是计算思维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人工智能得以普遍应用的三大支柱（大数据、算
法和算力）之一。——《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

计算思维 人工智能

大数据

算法

算力

算法



《课程标准》对本模块的定位以及整体要求

了解利用算法求解简单问题的基本方式

培养学生初步运用算法思维的习惯

通过实践形成设计与分析简单算法的能力



《课程标准》对本模块的定位以及整体要求

熟悉 一些常用的算法描述风格与方式

理解

描述

辨析

算法执行的流程

求解简单问题的算法

算法的正确性与执行效率





    借助学习与生活中的实例，体验身
边的算法，理解算法是通过明确的、
可执行的操作步骤描述的问题求解方
案，能用自然语言、流程图等方式描
述算法。

课标内容要求解读

 能够借助信息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实例，体
验身边的算法。

 通过实例分析，理解算法是通过明确的、
可执行的操作步骤描述的问题求解方案。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采用自然语言、
流程图等方式描述算法。

 能够结合学习与生活中的算法案例，了解
算法的特征。



l 结合生活案例，了解算法的顺序、
分支和循环三种基本控制结构。

课标内容要求解读

    结合生活中的实例，了解
算法的顺序、分支和循环三
种基本控制结构，能分析简
单算法的执行过程与结果。

• 借助简单算法实例，能够分析出
算法的执行过程与结果。

• 能够运用三种基本控制结构及其组合，
正确描述问题求解过程。



    通过真实案例，知道算法步骤的执行次数与问题的规模有关，观察并
体验采用不同算法解决同一问题时在时间效率上的差别。

l 结合算法实例，通过分析算法的执行过程，计算出算法中某些步骤执行的次数。

l 通过真实案例分析，知道算法步骤的执行次数与问题规模有关。

l 通过观察和体验不同算法，能够判断不同算法解决问题时可能存在时间效率上
的差别。

l 能够利用算法解决简单生活问题，提高效率。

课标内容要求解读



课标内容要求解读

针对简单问题，尝试
设计求解算法，并通
过程序进行验证。

能够将解决问题的任务分解成一系列的
实施步骤，形成算法，并进行描述。

根据实际需要，尝试使用计算机程序验
证算法。

在设计求解算法的创作过程中，尝试对算
法进行迭代和优化。



课标内容要求解读

 能够借助信息社会日常活动中的算法实例，
讨论算法的价值与局限，以及算法对生活
的指导意义。

 能够借助具体案例，讨论算法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作用。

 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算法自主可控对于保
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以信息社会日常活动中蕴含
的算法为例，讨论在线生活中
算法的价值与局限（包括算法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等），
及算法对生活的指导意义。





教学建议

     “身边的算法”模块教学时要结合学生学习和生活真实情境和案例，将算法

学习的要点贯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了解利用算法解决简单问题的基

本方式，培养学生运用算法思维解决问题的习惯，提高学生通过分析思考、实践

求证、优化迭代等活动形成分析与设计简单算法的能力。



教学建议

    根据学情以及具体的教学内容
合理选择算法学习的方式。

读流程图方式理解算法

阅读并运行程序的方式验证算法

编写简单程序实现算法

虽然“身边的算法”模块要求学生体验计算机程序，但并不要求每个算法问题都由学生编
程实现，阅读理解、修改运行等也都是有意义的体验。



学习生活

教学建议

  为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教师要避免用空洞的概念

理解进行教学，避免案例的选择

与学生实际生活经验脱节。

猜数字 投票选举

旅游背包

快递路径

……

智能应用

智能家居

智慧交通
智能玩具

……

古代典籍
九章算术 孙子算经

……



案例《生活处处有算法》

活动一：体验
小程序

活动二：帮小
明解决问题

活动三：说算
法

活动四：好瓜
还是坏瓜

概括

概括

建构

生活处处有算法

算法作用大

归纳

归纳

描述的问题求解方案

明确的、可执行的操作步骤

算法：通过明确
的、可执行的操
作步骤描述的问
题求解方案。

补充

补充



教学建议

用自然语言或流程图等方式描述算
法时，要体现出解决问题过程的完
整性。

让学生经历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设计问题
求解方案，最终形成算法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

在算法描述过程中，无论使用哪种算法描述方
式，都需要简洁、正确描述算法解决问题的步
骤，这种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计算思维。

在算法描述时，规范使用符号也是培养学生从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方式之一。



问题：五次“嫦娥”探月有什么不同呢？

活动一：自然
语言描述

活动二：流程图
描述

梳理脉络

建立算法

准确描述

提炼关键词

案例《描述“嫦娥”探月》

问题

解决问题

分析

本案例为校本项目《鸾娃探月》其中一课。



教学建议

结合学生生活，引导学生寻找身边含三种
基本控制结构的实例

01 02

在初步了解三种基本控制结构的基础上，
分析算法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03

运用三种基本控制结构以及
其组合解决简单问题。

算法三种基本控制结构的教学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层层递进展开。



教学建议

在算法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一题多解”，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算法的描述”部分，对同一
个问题的求解方案，学生的不同
理解，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算法。
借助自然语言和流程图描述算法，
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A

在“算法的执行”部分，计算机
执行与非计算机执行有各自的特
点。根据具体问题，引导学生从
不同执行者的角度思考算法，并
能基于自己的理解优化算法。

对于“算法的效率”部分，可以
围绕时间效率进行“多解”，如
“同一算法的时间效率”“解决
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算法的时间效
率”等，帮助学生理解算法效率。

B C



教学建议

      针对简单问题尝试设计求解算法时，
要设置“真”问题，并能通过程序验证
算法。

     选择合适的问题很重要，甄别问题

难易时注意两点：

一要适合5年级学生; 

二要能够用程序来验证算法。



教学建议

     “真”问题可以从学生身边入手，

选择他们熟悉的场景找问题。例如:超

市里货物收银，银行里账目查询、校

园生活里的投票、抽样、加减分等问

题，都适合5年级学生来设计求解算

法。

     用计算机实现数学问题的自动求解

类的算法时，可以选择经典数学问题，

如“百钱买百鸡”、高斯算法、斐波

那契数列等。引导学生先运用数学知

识尝试解决问题，讨论形成求解方案，

再设计算法，最后使用程序验证算法。

培养学生问题探究、知识迁移应用等数字素养。



      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辩论形式，促使学生
多方面去考虑问题，进行思维碰撞，形成观点；
并有意识引导学生明晰算法使用和设计过程中
需遵循的价值观念、道德责任和行为准则。

讨论算法的价值与局限可以从个人、社会和
国家层面多维度展开。

      在评价时，不应简单从算法的“好、坏”的
角度简单评价。除了对算法的正确性和执行效率
进行评价外，还需要关注算法使用对象、使用环
境等因素。评价标准要多元化，着重对算法的价
值、局限性的理解，更应强调算法对我们生活产
生的积极影响。

      通过讨论，帮助学生初步形成算法保护个
人及他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同时能
够感受到算法自主可控对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
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2

3 4

1

教学建议



教学建议

   “身边的算法”模块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时，要引导学生关注问题
解决背后的思维过程。如“取火柴”的游戏以及“汉诺塔”游戏，
都是从要解决的问题出发，通过分解或变换，转化为一系列较简单
的子问题，再通过对子问题的求解实现对原问题的求解。在跨学科
主题学习活动体验过程中，通过生活经验关联，让学生感受算法的
魅力，并将算法迁移应用到其他生活场景方面。



跨学科案例《古算今解》

        该跨学科主题将语文的古诗词、数
学的等比方法和信息科技中的算法和编
程相关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学生在学
习中经历了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到抽
象出解决问题的算法模型再到泛化到一
般问题的解决的过程后，在潜意识里就
很自然的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计算思
维能力得到了提升。

        结合《九章算法》中的古诗词《浮屠增
级》，首先引导学生通过诵读，在理解和感
受古诗文之美的同时发现藏在古诗文中的算
题，接着通过逐层计算的方式，用数学中列
算式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加大问题的
难度，让学生发现这样的问题可以依据一定
的算法来解决，在此基础上进行算法模型的
抽象，最后将抽象出来的算法模型通过编程
转换为具体的程序，通过执行程序验证算法，
找到解题答案。在拓展环节，通过改编古诗
文对这一过程进行巩固，举一反三，从而让
学生感受到这一算法模型是可以应用到其他
一系列相类似的问题中的。

远看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倍;
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尖头几盏灯。



《身边的算法》困惑解答

培养思维，帮助学生
解决复杂问题，并将
此能力迁移到更广的
学习或实际生活中。

不以编程为主。如
果预设要让计算机
自动化完成任务，

才需要编程。

通过课标理解算
法内容。

多种形式学算法

多种形式学算法



    过去，信息技术课程内容过于

强调操作，有些地区是讲文字录入，

有些地区是讲办公软件的学习和办

公软件的操作，也有一些地区讲一

点编程。其实，文字录入、办公软

件操作，乃至于编程，都不是信息

科技素养教育的核心，与科学无关，

而是在训练信息技术熟悉程度。这

次将课程定名为“信息科技”，把

“科学”放进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信息科技本身就是一门科

学，而不仅仅是操作，录入、办公

软件操作和编程的熟练不能够培养

出学生的信息素养，会打字、会操

作、会编程不表示会利用信息科学

与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上升

到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层面。

——义教信息科技课标组组长熊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