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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数字时代，信息科技教育被赋予新的使命与责任。发展全民数字素养、提高全民数字技能，

成为数字时代信息科技教育的根本任务。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应帮助全体学生提升应用信息科技手段解

决学习与生活中问题的能力，理解信息科技给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对于信息社会发展

的重要意义，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科技课程研制，必须坚持时代

性和科学性，关注素养表现、学科逻辑、课程内容、情境案例、学业质量五个环节，充 分 实 现 迭 代 和 优 化，服 务

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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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发展对信息科技课程的新要求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 后 的

主要经济 形 态，是 以 数 据 资 源 为 关 键 要 素，以

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

合应用、全 要 素 数 字 化 转 型 为 重 要 推 动 力，促

进公平 与 效 率 更 加 统 一 的 新 经 济 形 态。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就 推 动 我 国 数 字 经 济 健 康 发 展 进 行 的

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全民全社

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

会基 础［１］。２０２１年１１月，中 央 网 络 安 全 和 信

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

动纲要》，其中具体指出，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

不断加速，数 字 技 术 深 刻 改 变 着 人 类 的 思 维、

生活、生产、学 习 方 式，推 动 世 界 政 治 格 局、经

济格局、科技格局、文化格局、安全格局深度变

革，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

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
战略性、先导性工作［２］。

在这一背景下，２０２２年４月，我国《义务教

育信息科技 课 程 标 准（２０２２年 版）》正 式 发 布。

针对义务 教 育 阶 段 全 体 学 生 的 新 的 信 息 科 技

课程，在全 民 数 字 素 养 与 技 能 提 升 工 程 中，无

疑是基础的基础、先导的先导。信息科技课程

标准适时回应了数字经济以及与之并行的在线

社会对提升全体学生数字胜任力的时代要求。
（一）提升数字胜任力，适应数字经济挑战

在个体层面，随着５Ｇ、超高清视频、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不断普及

和应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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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型数 字 生 活 场 景、体 验 数 字 生 活 服 务，而

中小学生 更 是 将 置 身 于 这 些 场 景 和 体 验 中 开

展家庭生活、日常学习以及社会交往。从数据

和信息的视角认识并描述自然与社会现象，用

计算思维去识别、分析和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

问题，用数 字 化 工 具 增 强 学 习 能 力，是 其 在 数

字 经 济 时 代 必 须 掌 握 的 生 存、学 习 和 发 展

能力。

在产 业 层 面，推 进 数 字 经 济 发 展，是 我 国

把握新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新 机 遇 的 战

略选择，是提升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经济

基础。包括 现 代 化 产 业 工 人、企 业 管 理 人 员、

农民、“互 联 网＋”新 业 态 职 业 群 体、领 导 干 部

和公务员 等 在 内 的 全 行 业 人 员 的 数 字 工 作 能

力是发展 数 字 经 济 的 人 力 资 源 基 础，因 此，从

义务教育 发 力，提 升 全 民 数 字 素 养 与 技 能，是

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

此外，相比培养具备数字素养与技能 的 个

体和产业大军，数字经济更高的追求在于自主

可控。２０１８年以来，我国相关企业的芯片来源

遭到前所未有的制约，我国相关高校的师生使

用商业数学与科学计算仿真软件也受到限制，

这提醒我们，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发

展，亟须建 立 自 主 可 控 的 技 术 体 系，让 自 主 原

创的信息 科 技 成 果 知 识 产 权 掌 握 在 我 们 自 己

手中，这是 我 国 数 字 经 济 健 康 发 展、从 各 个 领

域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由此，为培

养信息科技领域自主创新人才奠定基础，成为

信息科技 课 程 所 引 领 的 新 一 代 信 息 科 技 教 育

的又一重要使命。
（二）提升数字胜任力，适应在线社会的公

民素养要求

与数字经济并行的，是全球社会进入 了 一

个全 新 形 态———在 线 社 会。越 来 越 多 人 的 社

会行为通过在线完成，生产交易、商业运转、金

融管理对 在 线 平 台 的 依 赖 成 为 现 代 经 济 的 鲜

明特征，交 通 管 理、气 象 监 测、灾 害 预 警、医 疗

保障等与 民 生 息 息 相 关 的 社 会 生 活 领 域 也 正

在快速进入在线时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巨

大挑战。

在在线社会，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境 创 建

多元数字 身 份，参 与 各 种 在 线 事 务，如 何 从 法

制、伦理和道德层面对在线社会行为主体的在

线行为 进 行 规 范，已 成 为 当 代 社 会 的 重 要 课

题。在数字 化 赋 能 城 市 治 理、社 区 治 理、乡 村

治理的进 程 中，一 个 在 线 社 会 的 逐 步 形 成，使

得公民的 政 治 素 质、文 化 修 养、伦 理 道 德 具 有

了新的内涵。面对在线社会，培养学生的在线

社会责 任，是 提 升 学 生 数 字 胜 任 力 的 重 要 内

涵，也是当代基础教育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 培 养 人”等 重 大 问 题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设置信息 科 技 课 程 是 义 务 教 育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教育方针、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推 动 人 的

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提升数字胜任力，适应素养导向的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

制定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是 当 前

我国面向 核 心 素 养 的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的 有

机组成 部 分。信 息 科 技 课 程 面 对 数 字 经 济 对

个体能力提出的巨大挑战，衔接学生生活中已

有的数字化经验，助力全体中小学生提升数字

素养与技能，帮助城乡学生按照数字时代的知

识积累方 式 开 展 学 习 和 实 践，培 养 信 息 意 识、

提高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以计算思维来识

别、分析 和 解 决 真 实 情 境 中 的 生 活 和 学 习 问

题，为适应数字经济中各行各业的工作要求积

累必备知识和关键技能。

素养为本的信息科技课程，不仅要在 课 程

内容上与时俱进，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一，重塑

信息科 技 教 育 的 价 值 观，将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从

“工具学习”这 一 狭 隘 观 念，更 新 为“计 算 思 维

的培养、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交流对话的语言

和文化 的 培 养”；其 二，重 建 信 息 科 技 的 知 识

论，将原理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一同纳入学科

知识体系；其 三，重 塑 信 息 科 技 的 学 习 观 与 教

学观，通过社会生产生活中鲜活的信息科技情

境所承载的 学 习 项 目，使 学 生 在“做 事”或“问

题解决”中建构模型、锻造思维、体验责任。

素养为本的信息科技课程，还要促进 学 生

在数字时 代 和 数 字 世 界 树 立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观，学会 识 别 正 确 的 信 息 来 源，抵 制 网 络 不

良信息 和 不 法 行 为，合 理 使 用 数 字 产 品 和 服

务，维护健康的数字生态，增强在数字获取、制

作、使用、交 互、分 享、创 新 等 过 程 中 的 道 德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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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识，引 导 全 民 遵 守 数 字 社 会 规 则，形 成 良

好行为规范，逐步形成适应在线社会治理的合

格的数字公民身份认同。

　　二、义 务 教 育 阶 段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实 施

现状

　　（一）现有课程定位

信息科技课程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 一 个

文本更加 严 谨、内 容 更 为 丰 富 的 课 程 标 准，充

分体现二 十 多 年 来 我 国 基 础 教 育 理 念 的 不 断

更新以及课程设计的合理性与逻辑性，清晰呈

现课程定 位，便 于 课 程 研 究 者、学 科 教 师 理 解

教学理念、掌握教学目标、落实教学规划。

目前，我国信息科技课程所采用的课 程 标

准与国家 对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的 育 人 目 标 和 要 求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颁布于２０００年的《中小

学信息技 术 课 程 指 导 纲 要（试 行）》（以 下 简 称

《纲要》）指 出，课 程 要 培 养 学 生 对 信 息 技 术 的

兴趣和意识，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

技能，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对人类日

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使学生具有获

取信息、传 输 信 息、处 理 信 息 和 应 用 信 息 的 能

力，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

的文化、伦 理 和 社 会 等 问 题，负 责 任 地 使 用 信

息技术；培 养 学 生 良 好 的 信 息 素 养，把 信 息 技

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

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

础［３］。《纲要》未提及三维目标和 核 心 素 养，其

教育总目标 以“双 基”为 中 心，即“培 养 学 生 良

好的信息素养”，强调“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

理信息和 应 用 信 息 的 能 力”，但 从 教 学 目 标 与

教学内容分析可知，其较局限于对多媒体信息

的处理。２０１７年颁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综合实践活动》）则

将信息技 术 与 劳 动 技 术 合 并，统 称 为“设 计 制

作”，成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部分，

与“考察 探 究”“社 会 服 务”“职 业 体 验”三 个 模

块并列。《综 合 实 践 活 动》没 有 单 独 对 信 息 技

术课程提出针对性教学目标，仅提出通过考察

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等综合实

践活动，使 学 生“具 有 价 值 体 认、责 任 担 当、问

题解决、创 意 物 化 等 方 面 的 意 识 和 能 力”的 总

目标［４］，这与当下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 程 所 要

培养的 核 心 素 养———信 息 意 识、计 算 思 维、数

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 责 任———的 相 关 性

较弱。
（二）现有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不断融 入 社

会生活，同 时，时 代 的 发 展 与 科 技 的 进 步 也 对

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身处日新月

异的数字 时 代，全 民 充 满 了 紧 迫 感 与 危 机 感，

这种剧烈 的 冲 击 同 时 也 影 响 着 人 们 对 未 来 的

想象和期望，担心自己或孩子不及时学习新技

能会被时代所淘汰，因此在对课程产生更多认

同与喜 爱 的 同 时，也 对 课 程 寄 予 了 更 大 的 期

望。但近年来，多重因素使课程的实施和落实

并不尽如人意，不同地区学生的数字素养鸿沟

在不断扩大。

１．课程内容陈旧且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由于缺乏统一完整的义务教育 阶 段

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导致课程内容无法进行科

学合理的规划，也较难体现课程的时代性和科

学性。各 地 的 课 程 内 容 普 遍 为 计 算 机 操 作 系

统、办公软件应用、多媒体软件操作等，也有部

分地区教授编程、机器人等知识。信息科技课

程是提升 全 体 学 生 数 字 素 养 与 技 能 的 主 要 途

径，教材 则 是 课 程 教 学 质 量 的 保 障。但 目 前，

各地使用的教材版本众多，部分教材出版时间

较早，加之 课 程 内 容 偏 重 计 算 机 相 关 操 作，涉

及学科科学性的内容偏少，同时各地设施设备

差异度也较大，这些都影响了人们对课程的正

确认知，导致课程在各地的受重视程度差异极

大，课程 立 德 树 人 的 育 人 目 标 较 难 得 到 很 好

实现。

２．学科教师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教师是课程主要的研究者与执行者，课 程

的实施和 改 革 与 教 师 的 素 质、教 学 理 念、课 堂

教学行为直接相关。多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

信息科技 教 师 队 伍 整 体 专 业 化 水 平 落 后 于 其

他学科 教 师。具 体 表 现 为 具 有 计 算 机 学 科 专

业背景的教师比例不高，不少教师所学为教育

技术专业，甚至有一部分教师是来自其他学科

的兼职教 师。此 外，长 期 以 来，学 校 的 信 息 化

进程也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造 成 学 科 教 师 的 定 位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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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任务繁杂，甚至被迫成为多面手，其工作领

域涉及广播、录音、摄像、视频剪辑、校 园 网 络、

多媒体教学设备维护等，从而间接导致了学科

教师教研氛围缺乏、专业能力得不到提升等问

题的出现。

３．课程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

在整 个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中，课 程、教 学 和 评

价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缺一不可。要实现课

程规范实 施、核 心 素 养 培 育 有 效 落 地，最 佳 途

径就是围 绕 评 价 标 准，细 化 评 价 内 容、丰 富 评

价手段，实 施 科 学 的 评 价。目 前，部 分 地 区 已

经将课 程 纳 入 中 考，尝 试 建 立 科 学 的 测 评 体

系，由此，学 生 可 获 得 有 利 于 自 身 的 专 业 选 择

和职业规划，师资队伍也能得到较好地保障与

发展，对信息科技教育的落实将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但 更 多 的 省 市 并 没 有 明 确 课 程 的 评

价标准 和 评 价 内 容，如 课 程 一 般 没 有 期 末 测

试，即使一 些 地 区 有 测 试，学 生 的 成 绩 好 坏 往

往也不会影响学科教师的考核和发展，导致课

程实施被忽视、课程发展滞后。

４．课程教育主渠道作用没有得到彰显

学校 作 为 课 程 教 育 的 主 阵 地、主 渠 道，不

能把信息科技教育的责任推给社会，推给家庭

和商业 培 训 机 构。商 业 机 构 往 往 缺 少 师 资 和

场地，无法开展规范的课程教学。合理规划的

课程内容、高 质 量 的 课 程 教 材、科 学 的 评 价 手

段，本可以让学校彰显作为信息科技教育主渠

道的作用，但 现 实 中，课 程 的 评 价 手 段 极 为 缺

乏，导致各类计算机作品制作、创客、青少年信

息学（计 算 机）奥 林 匹 克 竞 赛 等 只 有 少 数 学 生

参与的比 赛 成 绩 成 为 判 定 地 区 或 学 校 信 息 科

技教学水平的主要依据。主渠道作用不彰，使

得一些商业机构乘虚而入。它们极力宣扬“不

学编 程，就 被 淘 汰”“先 人 一 步 学 编 程，我 们 让

孩子在未来伟大”“６岁学编程，８岁写程序，１４
岁用 人 工 智 能”，鼓 吹“未 来 的 世 界，不 会 编 程

就是新文盲，看不懂代码就会丧失基本的生存

能力”等观点，并抓住家长们的心理痛点，组织

各类竞赛，使过去的“英语热”“奥数热”演变为

如今的“编程热”，诱导家长的不理性教育消费

行为，给很多家长造成极大困扰。

　　三、义 务 教 育 阶 段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的 科

学性

　　义务 教 育 阶 段 的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必 须 坚 持

科学性。科学性主要从两个角度去解读：信息

科学的科学性和信息科技课程的科学性。
（一）信息科学的科学性

信息科学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其科学 性 表

现在如 下 方 面。（１）一 元 性：信 息 科 学 具 备 独

有的、确定 的 理 论 和 方 法，反 映 学 科 的 科 学 本

质；（２）严格性：信息科学的各种科学概念的表

述是 严 谨 的、无 歧 义 的；（３）严 谨 性：信 息 科 学

的知识逻 辑 是 由 表 及 里 的、由 浅 入 深 的、由 简

入繁 的；（４）验 证 性：信 息 科 学 的 理 论、方 法 是

可检验的，所获得的结论是可重复的；（５）严密

性：信息科学特别强调排除悖论和二义性；（６）

辩证性：信 息 科 学 是 一 个 发 展 非 常 快 速 的 领

域，其 变 化 和 发 展 有 规 律 可 循；（７）扩 张 性：信

息科学与信息技术相互促进，且不断助力其他

专业的发展。
（二）信息科技课程的科学性

信息科技课程的科学性有两个层次：一 是

信息科技课程设计的科学性，二是信息科技课

程呈现的科学性。

信息科 技 课 程 毫 无 疑 问 也 要 服 务 立 德 树

人根本 任 务 和 素 质 教 育。在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的

设计上，必 须 关 注 下 述 五 个 环 节 的 科 学 逻 辑，

充分实现迭代和优化。
“素养表现”是细化的培养目标，旨在详细

刻画第一 学 段（一 至 二 年 级）、第 二 学 段（三 至

四年级）、第 三 学 段（五 至 六 年 级）和 第 四 学 段

（七至 九 年 级），学 生 在 数 字 素 养 中 的 信 息 意

识、计算思 维、数 字 化 学 习 与 创 新 和 信 息 社 会

责任等四个维度上的表现，即在每个学段每一

维度上，学生完成课业后必须达到的素养表现

水平。
“学科逻 辑”是 指 根 据 学 生 的 素 养 表 现 要

求和认知 水 平，梳 理 本 学 科 的 核 心 逻 辑，搭 建

信息科技课程的学科逻辑。
“课程内 容”是 指 根 据 素 养 表 现 和 学 科 逻

辑，规划本课程的内容。课程内容是课程标准

的核 心，体 现“大 概 念”，同 时 还 要 符 合 素 养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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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要求和学科逻辑，包括学生的认知水平。
“情境案例”是指在课程内容的架构下，体

现“主题式”“综合化”和“体验性”抓手，要求在

情境和案例的选择上，必须照顾全国的适龄学

生，必须选择真实的、学生身边的情境和案例，

让学生能从身边的情境案例进入课程内容，学

习本学 科 的 知 识，并 内 化 和 实 质 性 提 升 数 字

素养。
“学业质 量”是 检 验 教 学 质 量 所 必 需 的 环

节。学业质 量 标 准 是 学 生 完 成 一 个 学 段 的 课

程学习后，是否达到该学段核心素养表现水平

的评价依据，学业质量是对学生学业成就表现

的总体描述。学业质量对教学活动、课程资源

建设等具有指导作用。

上述五个环节次第展开，但每个后续 环 节

又都可以反馈到前序环节，实现迭代和优化。

信息科 技 课 程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独 特 育 人

价值。本次公布了一至九年级的课程标准，有

条件的地方，应该全程独立开课。在一些条件

还不具备的地方，一年级、二年级、九年级可以

和语文、道 德 与 法 治、数 学、科 学、综 合 实 践 活

动等实行融合开课，三至八年级则应按照课程

标准要求独立开课。

　　四、义 务 教 育 阶 段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的 研

制方法

　　根 据《义 务 教 育 信 息 科 技 课 程 标 准（２０２２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义务教育信息科

技课程以数 据、算 法、网 络、信 息 处 理、信 息 安

全、人工智 能 为 逻 辑 主 线，按 照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统筹安排各学段学习内

容，促进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逐步提升。课程

要系统规 划 全 学 段 学 习 目 标：小 学 低 年 级，注

重生活体 验；小 学 中 高 年 级，初 步 学 习 基 本 概

念和基本原理，并体验其应用；初中阶段，深化

原理认识，探索利用信息科技手段解决问题的

过程和方法。根据此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信息

科技课程的研制，要以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为

基础，切忌 简 单 效 仿 高 等 教 育 的 教 学 内 容，更

不能照搬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要从“生

活体验”过渡到“应用体验”，再进阶为“解决问

题”，杜绝“揠苗助长”，促进“逐步提升”，实现循

序渐进和螺旋式地发展。
（一）遵循学习过程中的素养导向

信息科 技 课 程 要 培 养 的 核 心 素 养 主 要 包

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

息社会 责 任 四 个 方 面。这 四 个 方 面 并 非 相 互

割裂，而是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共同促进学生

数字素养 与 技 能 的 提 升，彼 此 之 间 不 存 在“边

界”，也没有必要 人 为 设 置“边 界”。因 此，在 课

程研制过 程 中，需 要 将 其 作 为 整 体 进 行 考 量，

以落实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为 目 标，将“知 识 教

育”转变 为“素 养 教 育”，着 力 增 强 学 生 数 字 化

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

以新课标中的“人工智能”逻辑主线为例。

虽然在第一学段的课程内容中，并没有明确指

出关于人工智能的教学要求，但是将其融入到

了身边的各种“应用系统体验”中，如对语音识

别输 入、“拍 照 识 图”的 体 验，以 帮 助 学 生 建 立

使用信息科技的意 识（信 息 意 识）。第 二 学 段，

通过人工智能实例，让学生感受在线社会对学

习和生活 的 影 响，启 发 学 生 自 主 观 察、发 现 问

题、分解并 描 述 问 题，进 而 开 始 在 教 师 的 指 导

下，利用 在 线 方 式 获 取 学 习 资 源 并 完 成 作 品

（信息 意 识、计 算 思 维、数 字 化 学 习 与 创 新）。

经过第三 学 段 对 算 法 设 计 以 及 过 程 与 控 制 实

验系统的验证体验，可以开始引导学生从学科

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求解效率，认识到算法的价

值和局限性，了解自主可控的系统在解决安全

问题时的重要性（信息意识、计算思维、信息社

会责任）。在 这 一 过 程 中，身 边 的 人 工 智 能 应

用系统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真实情境案例。

到了第四学段，先是通过简易物联系 统 的

设计与搭建，探索物联网中的数据采集、处理、

反馈控制 等 基 本 功 能，体 验 物 联 网、大 数 据 及

人工智能的关系，然后通过分析不同的人工智

能应用场 景，帮 助 学 生 了 解 数 据、算 法 和 算 力

三大技术 基 础 的 作 用 以 及 搜 索、推 理、预 测 和

机器学 习 等 常 见 的 人 工 智 能 实 现 方 式。学 生

逐渐理解机器计算 与人 工计 算的异 同（计算思

维），具有将创新理念融入自身学习、生活的意

识（信息意识），能积极主动地应用信息科技高

效地解决问题（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同时也反

思如何正 确 对 待 人 工 智 能 所 带 来 的 伦 理 与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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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挑战（信息社会责任）。
（二）关注学生个人经验与认知发展

信息科 技 课 程 的 研 制 需 要 根 据 学 生 的 认

知特点和课程的知识体系组织课程内容，其首

要前提是要基于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个人

经验和 学 习 基 础。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习 时 间 跨

度较大，各年龄段学生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教

学策略，即 使 是 教 学 重 难 点，亦 不 能 在 各 学 段

进行简单 重 复。因 此，在 课 程 设 计 上，不 应 过

分追求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而是要正确引导学

生的学习兴趣，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和获

得感，如 此 才 能 真 正 实 现 循 序 渐 进 和 螺 旋 式

发展。

以新课标中的“信息安全”逻辑主线为例。

隐私保护 是 信 息 安 全 主 线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组 成

部分，相关内容贯穿义务教育各个学段。第一

学段，学生 刚 刚 开 始 小 学 阶 段 的 学 习，要 注 重

文明礼仪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因此可以通过联

系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小故事，让学生意识到网

络应用中同样存在风险、重要信息需要进行保

护，明白在 线 使 用 个 人 信 息 时，同 样 需 要 征 得

父母或教师的同意。第二学段，开始引导学生

了解在线 社 会 的 伦 理 规 范、行 为 准 则、道 德 观

念和价值 取 向，结 合 在 线 社 会 中 的 应 用 实 例，

加强学生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提升在线社会

中自我管 理 的 能 力，逐 渐 树 立 正 确 的 安 全 观。

第三学段，帮助学生认识信息科技对于解决生

活和学习中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及自主可控技

术对保障安全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经过第

四学段的 学 习，使 学 生 能 够 利 用 用 户 标 识、密

码和身份验证等措施做好安全防护，知道数据

安全防护的常用方法和策略，保护个人隐私并

尊重他人隐私。
（三）倡导以科学原理指导实践应用

信息 科 技 课 程 标 准 要 求 体 现“教—学—

评”一 致 性，强 调 坚 持 以 评 促 教、以 评 促 学。
“评价”的目的是“促教”和“促学”，引导教学顺

应时代发 展、技 术 创 新 和 社 会 变 革，推 进 教 与

学方式改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课程实

施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习，其目的是以

科学 原 理 指 导 实 践 应 用。即：通 过“场 景 分

析—原理认 知—应 用 迁 移”，从 生 活 中 的 信 息

科技场景入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在已有知 识 基 础 上 分 析、探 究 现 象 的 机 理，学

习、理解相 应 科 学 原 理，尝 试 用 所 掌 握 的 原 理

解释相关现象或解决相关问题。

以新课 标 中 的“算 法”逻 辑 主 线 为 例。程

序设计（即编程）在以往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

被认为 是 计 算 思 维 培 养 的 起 点 和 抓 手。在 义

务教育阶段，“计算思维”是指个体运用计算机

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所涉

及的抽象、分 解、建 模、算 法 设 计 等 思 维 活 动。

程序设计则是指在上述思维活动之后，将算法

“翻译”成 计 算 机 能 够 执 行 的 程 序。在 信 息 科

技发展的过程中，程序设计语言经历了机器语

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等不同发展阶段，并仍

在快速地 向 着 更 加 简 明、高 效 的 方 向 演 进，希

望设计者 的 注 意 力 能 够 回 归 到 有 待 解 决 的 问

题本身，而非程序设计语言。信息科技课程的

研制不应局限于学 生对 现有 程序设 计语言（特

别是语法 规 则）的 掌 握，而 是 让 学 生 学 习 使 用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思维和实践方法。

从新课标的内容模块设计看，“算法”一词

最早 出 现 于 第 三 学 段 的“身 边 的 算 法”。但 在

此之前，第 一 学 段 已 经 开 始 涉 及“解 决 问 题 的

过程描述”，第 二 学 段 则 是 要 求 能 够 结 合 学 习

需要，将问 题 分 解，并 用 文 字 或 图 示 描 述 解 决

问题的顺序，体验协作带来的效率提升。第三

学段，学生 开 始 体 验 身 边 的 算 法，要 求 学 生 体

验计算 机 程 序，鼓 励 学 生 从 多 个 方 面 熟 悉 程

序，但不 要 求 每 个 算 法 问 题 都 由 学 生 编 程 实

现。可采 用 类 似 科 学 课 程 中 观 察 实 验 的 教 学

方法，配合阅读理解、修改运行，开展数字化学

习与创新 实 践，进 而 在 该 学 段 结 束 之 后，能 用

自然语言、流 程 图 等 方 式 描 述 算 法，同 时 能 够

通过生活 中 的 实 例，了 解 算 法 的 特 征 和 效 率，

以编程 验 证 特 定 任 务 的 实 施 过 程。有 了 前 面

的算法基 础，经 过 第 四 学 段 的 学 习，学 生 能 够

设计并搭建具有数据采集、实时传输和简单控

制功能 的 简 易 物 联 系 统。以 上 都 是 新 课 标 所

倡导的“做”“用”“创”中的“学”，凸显了学生的

主体性，旨在以真实问题或项目 驱动 引导学生

经历原理运用过程、计算思维过程和数字化工具

应用过程，从而建构知识，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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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０－１９）［２０２２－０４－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

ｃｎ／２０２１－１０／１９／ｃ＿１１２７９７３９７９．ｈｔｍ．

［２］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提升全民数字

素 养 与 技 能 行 动 纲 要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１－０５）

［２０２２－０４－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１１／０５／ｃ＿

１６３７７０８８６７７５４３０５．ｈｔｍ．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 部 关 于 印 发《中 小 学 信 息 技

术课程指导纲 要（试 行）》的 通 知［ＥＢ／ＯＬ］．（２０００－１１－１４）

［２０２２－０３－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０６／ｊｃｙｓ＿

ｌｅｆｔ／ｚｃ＿ｊｙｚｂ／２０１００１／ｔ２０１００１２８＿８２０８７．ｈｔｍｌ．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 部 关 于 印 发《中 小 学 综 合 实

践活 动 课 程 指 导 纲 要》的 通 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２０２２－０３－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２６／

ｓ８００１／２０１７１０／ｔ２０１７１０１７＿３１６６１６．ｈｔｍ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ＸＩ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１，２，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３，ＬＵ　Ｈａｉｆｅｎｇ４，ＯＵＹＡＮＧ　Ｙｕａｎｘｉ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３．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ｉ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ｉｎｉｎｇ３１４４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ｉｖｅｎ　ｎｅｗ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ａｓ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ｈ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ｙ，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ｍ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ｍｕｓｔ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ｌｏｇｉｃ，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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