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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课程的 时代性 、 科学性和 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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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发展计算机科 学教育 、 提升全 民信 息 素养 已 成 为 国 际趋势 ， 实现信息化

发展的 目 标需要变革人才培养策略建设 。 从时代性 角 度看 ， 义务教育阶段信息科技

课程 即是为 了 顺应 时代和 国 家发展的 需要 ， 落 实 立德树人和素质教育 。
从科 学性 角

度看 ， 信息科技具有科学 的 一般性质 ， 并有 自 己 的核心概念和 学科逻辑 ， 它 区 别 于

信息技术 ， 要求科 、 技并重 ， 课题设置体现大概念 、 主题式 、 综合化和体验化 。 从

育人价值 角 度看 ， 信息科技课程承载 育人重任 ， 强调 育人价值 ； 通过课程提升 学 生

的数字素养 ， 从而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 正确价值观 、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 ， 引

导 学生成为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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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务 教 育 信 息 科 技 课程标 准 （ ２ ０ ２ ２ 年

版 ） 》 （ 以下简称
“

新课标
”

）

［ １ ］

以提升全民全社

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为宗 旨 ， 明确 了义务教育阶段

信息科技课程的性质和理念 ， 提炼 了信息科技学

科核心素养和逻辑主线 ， 定位课程 目标 ， 确立课

程内容体系 ， 完善学业质量标准 。 新课标体现了

信息科技课程的时代性 、 科学性和育人价值 ， 引

领义务教育阶段信息科技课程走 向新的发展阶段 。

一

、 时代性 ： 建设信息科技课程是我 国数字

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２ １ 世纪是信息科技 的时代 ， 信息科技的发

展推动 了社会形态的变革 。 随着信息革命浪潮席

卷全球 ， 信息科技渗透到 自 然科学 、 经济 、 军事

等各个领域 ， 已成为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主战场

和前沿阵地 。 为此 ，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信息科技

发展 ，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战略举措下 ， 更要求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 。 因此 ， 普及信息科技教育 ， 尤

其是在义务教育 阶段建设信息科技课程 国 家标

准 ， 落实立德树人和素质教育 ， 是我 国数字化 、

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求 。

（
一

） 国 家层 面 高度重视在线社会形 态 下 的

信息科技发展

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 、 生产关系

发生全面变革 ， 推动社会形态发生颠覆性变化 ，

切实改变了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 的方式与模式 。

当前 ，

“

停课不停学
”

的在线教育 、 居家办公必

不可少的在线会议 、 在线购物 、 在线订餐 、 在线

支付等 ， 都表 明 当今社会 已 经呈现 出 在线社会

形态 。

正如 电力之于工业社会 ， 信息科技之于当今

的在线社会 ， 既是推动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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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 ， 也是未来发展必须重视的核心动力 。 在线

社会背景下 ， 数据 已成为 国家重要 的基础设施 、

生产资料 ， 数据安全甚至能够决定国家安全 。 同

样 ， 体现求解问题步骤的算法思想在我们的生活

中无处不在 ， 提供了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 ， 也需

要加以监管 ， 防止其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 因此 ，

人类只有对数据 、 算法这些重要的信息要素形成

科学的认识 ， 明确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和可能带来

的威胁 ， 才能与现在的社会和谐共存 、 共生 。

２ １ 世纪 以来 ， 中 国进人 了信息化高速发展

时期 ， 以 习 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

国信息科技发展 ， 作出多项重要战略决策 。

在 ２ ０ １ ８ 年 ４ 月 ２ ０ 日 至 ２ １ 日 召 开 的全 国 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 习 近亭总书记指

出 ： 信息化为 中华 民族带来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

为此 ， 国家提出 了一系列大力发展或依靠信息科

技的相关战略 。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

施 网络强 国战略 、 国家大数据战略 ， 以及与之密

切相关的
“

互联 网 ＋
”

行动计划 ； 党的十九大提

出建设网络强国 、 数字 中 国 、 智慧社会的战略部

署等 。
２ ０ ２ １ 年 ３ 月 通过 的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 ０ ３ ５ 年

远景 目标纲要 》 明确 了要加快数字化发展 ， 建设

数字中 国 ， 以迎接数字时代 ， 激活数据要素潜

能 ， 推进 网络强 国建设 ，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 、 数

字社会 、 数字政府 ，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

方式 、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 所有这些战略

都强调了信息科技的重要作用 ， 这些战略的实施

离不开信息科技的发展 ， 信息科技是时代的要求 。

（
二

） 数字 经济战略发展需要提升全 民全社

会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支撑和

活力源泉 。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 辐射范围之

广 、 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 正在成为重组全球

要素资源 、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 改变全球竞争格

局的关键力量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

经济 ， 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 ， 成就显著 。 《 中

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 ０ ２ ２ 》 显示 ，
２ ０ ２ １ 年 中 国数

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４ ５ ．５ 万亿元 ， 位居世界第二 。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 数字技术 、 数字

经济在支持抗击疫情 、 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 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成功 ， 离不开互联

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发展和支撑 。

同时 ， 数字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提升全民全

社会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
２ ０ ２ １ 年 １ ０ 月 ， 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四次集体学习 时

强调 ， 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 推动我

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 他明确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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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

。
２ ０ ２ １ 年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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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简称 《行动纲要 》 ） ， 对提升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作 出部署 ， 制定
“

构建终身数字学

习体 系
”

的任务 。
２ ０ ２ ２ 年 ３ 月 ， 中 央 网信办 、

教育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联合印发 《 ２ ０ ２ ２ 年提升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

作要点 》
［ ３ ］

， 明确要求到 ２ ０ ２ ２ 年底 ， 全民终身数

字学习体系初步构建 ，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

环境不断优化 ， 并部署了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

要求坚持 目标导 向 、 问题导向 、 结果导 向 ， 多措

并举 ，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

由此可见 ， 普及信息科技教育 ， 提升全民全

社会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 是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的时代性要求 。

（三 ） 把握 国 家发展战略和人 才 培养战略 ，

落 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中央 明确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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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

升全民全社会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是教育 的责任 ，

而遵从认知规律 ， 在义务教育阶段重视信息科技

教育 ， 把握信息素养教育的最佳时间窗 口 ， 是实

现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重 中之重 。 提升青

少年的数字素养和技能 ， 让青少年从小就树立正

确 的价值观和信息意识 ， 既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

求 ， 也是义务教育应有的责任担当 。 《行动纲要 》

明确要求 ， 将数字素养培育相关教育 内容纳人中

小学教育教学活动 ， 设立信息科技相关必修课程 ，

打造优质精品教材 ， 开展数字素养相关课外活动 。

这对我 国义务教育来说 ， 既是一次机遇 ， 也

是一次挑战 。 为此 ， 新课标站在国家局度定位义

务教育 ， 立足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按照
“

发展中 国特色 、 世

界先进水亭的优质教育
”

的要求 ， 全面贯彻党的

？１ ３ ５ ？



教育方针 ， 准确把握 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 ，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发展素质教育 。

新课标坚持 目标导向 ， 全面落实有理想 、 有

本领 、 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培养要求 ， 将国家重大

主题教育融人课程 ， 增强课程思想性 。 坚持问题

导 向 ， 加强一体化设置 ， 提升课程科学性和系统

性 ； 细化育人 目标 ， 明确实施要求 ， 增强课程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 。 坚持创新导向 ， 强化课程综合

性和实践性 ； 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 增强课程

适应性 ， 推动育人方式变革 。 课程整体设计摒弃

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 ， 以人才培养为 目标 ， 及时

把握 国家最新的战略发展理念 ， 充分体现信息科

技前沿及发展趋势 ， 以 凸显信息科技独具价值的

创新特点 。 通过信息科技教育 ， 让青少年正确认

识世界 ， 和世界和平共处 、 共同发展 ， 从而将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

二 、 科学性 ： 信 息科技课 程具有科学本质 ，

理应
“

科
” “

技
”

并重

信息科技本质是一门科学 ， 与传统科学具有

密不可分的联系 ， 具有科学的一般性质 ， 并有 自

己 的核心概念和学科逻辑 。 新课标强调信息科技

区别于信息技术 ， 要求
“

科
”“

技
”

并重 。

（

一

） 信息科技的科学性

信息科技本身具有毋庸置疑的科学性质 ， 主

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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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３ ？ 严谨性 ： 信息科学 的知识逻辑是 由 表及

里的 、 由浅人深的 、 由简人繁的 。

４ ？ 验证性 ： 信息科学 的理论 、 方法是可检

验的 ， 所获的结论是可重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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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 ， 信息科技与科学三大领域密不可分 ，

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传统科学三大领域包括 自 然科学 、 社会科学

和思维科学 ， 诺 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 司 马贺提 出

“

人工科学
”

的概念 ， 将经济学 、 思维心理学 、

学习科学 、 复杂性研究等领域贯穿起来 ， 拓宽 了

传统思维科学的范畴 。 用
“

人工科学
”

这一更符

合时代发展和认知 的概念来替代思维科学 ， 重新

审视科学三大领域 。 其中 ， 自然科学是以观察和

实验为基础 ， 对 自 然现象进行描述 、 理解和预测

的科学 ， 着重研究人和 自 然的关系 ； 社会科学是

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科学 ， 着重研究人与

社会的关系 ； 而人工科学则是研究人的思维过程 、

规律的科学 ， 着重研究人本身 、 人与机器的关系 。

研究人的 思维过程 、

规律的科学

研究人类社会现象

的科学

社会科学

研究人与 社会

图 １

人工科学

核心

发展信息重要

新 引 擎 科技支撑

研究人本身 、
人与机器

描述 、 理解和预测

自 然现象的科学

自 然科学

研究人与 自 然

信息科技与科学三大领域的关 系

信息科技与上述科学领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 （如图 １ 所示 ） 。 首先 ， 信息科技是人工科学

的核心 。 人工科学是研究人的思维的科学 ， 脑科

学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分支 ， 而人工智能正是对应

的研究用机器模拟人脑思维方式的学科 ； 计算机

科学 、 模式识别等同样是人工科学涉及的核心学

科 。 其次 ， 信息科技是 自 然科学重要 的支撑之

一

。 信息科技能够提供模拟仿真实验的技术支持

和数据科学理论 ， 无论是在天文发现 、 生物实验

还是药物研究等领域 ， 信息科技都是至关重要的

？１ ３ ６ ？



科学基础 。 以对新冠病毒的研究为例 ， 病毒和基

因 的研究 、 疫苗和药物的研制整个流程都离不开

信息科技的支持 。 最后 ， 信息科技是社会科学创

新发展的新引擎 。 用信息科技助力社会科学研究

有一个专 门 的研究分支叫计量社会学 ， 指的是在

社会科学 中采用计算机运算方法 ， 用 以建立模

型 ， 模拟 、 分析社会现象 。 例如 ， 社交媒体心理

战 、 社会精细化治理 （智慧交通 、 智慧城市 ） 等

领域的研究均需依托信息科技展开 。

由此可见 ， 信息科学本身就是科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是科学的分支之一 。

（二 ） 围 绕科学 的核心概念和 学科逻辑构 建

课程体 系

信息科技作为科学的分支 ， 蕴含着许多学科

大概念和很强的学科逻辑 ， 有学科的科学基础和

学科的知识关系 。 在新课标中 ， 学科逻辑体现的

是以
“

大概念
’ ’

为主题组织形成的逻辑主线 。

新课标吸纳 国 内外信息科技的前沿成果 ． 基

于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要求 ， 精心遴选课程内容 ，

具有更完善的科学性和更强的体系性 。 从信息科

技实践应用 出发 ， 精细梳理学科的科学基础 、 知

识关系 和 内 在逻辑 ， 确立 了数据 、 算法 、 网络 、

信息处理 、 信息安全 、 人工智能六条信息科技学

科逻辑主线 （如 图 ２ 所示 ） ， 构建逻辑关联的课程

体系 ， 注重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

弓 丨导学生认识信息科技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与挑战 ，

提升学生知识迁移能力 和学科思维水平 ， 贯通数

字素养与技能培育 目标 ， 体现
“

科
”“

技
”

并重 。

数据对现

代社会的

重要意 义

解决 问题

的策略或

方 法

万物互联的

途径 、 原理

和意义

基于物联 网 生成 、

处理数据的流程

和特点

防范措施 、 风险

评估

伦理 与 安

全挑战

数据的组

织 与 呈现

算 法的描

述 、 执行

与 效率

数字化成果

分享

使用 编码建立数

据 间 内在联 系 的

原 则 与 方法

规避风险原 则 、

安全观

机器计算

与人工计

算的异 同

数据来源

１

１ 问题的 步

的 可靠性 １

１

驟分析

网络搜索 与
’

１

１

文字 、 图 片 、 音

辅助协作
１

１

频和视频等信息

学 习
１

处理

文明礼仪、 行为

规范 、 依法依规 、

个人隐私保护

应 用 系统

体验

数据 算法 网络 信息处理 信息安全 人工智 能

图 ２ 课程 内容逻辑主线

（ 三 ） 课程设置体现大概念 、 主题式 、 综合

化 、 体验化

新课标 围绕
“

大概念
”

和逻辑主线 ， 采用
“

主题式
”

组织方式 ， 设计了循序渐进 、 螺旋式

发展的课程内容 ， 使得知识潜移在主题中 ， 素养

默化在主题中 。 中小学生能够通过信息科技课程

体系 的学习 ， 在六条逻辑主线上得到递进的 、 螺

旋式的提升 。 基于学科逻辑主线构建科学课程体

系 的过程 中 ， 新课标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 ， 科学

统筹安排各学段学习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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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课程 内容设置体现
“

综合化
”

， 注重
“

体验

化
”

， 秉持知识去 中 心化和协 同育人的理念 ， 从

过去的以知识为 中心转变成面对整体发展 目 标 ，

体现知识的综合 、 学科 的综合以及科学 、 技术 、

工程 、 艺术 、 数学 （ ＳＴＥＡＭ ） 多领域综合 的教

育理念 ； 强调 以学生为本 ， 注重创设真实情境 ，

使用学生身边 的 、 真实 的情境和案例帮助理解 ，

剔除空洞 、 虚无 、 不切实际的表述 。

新课标中 的课程内容 由 内容模块和跨学科主

题两部分组成 ， ３ ８ 年级单独开设课程 ， 其他

年级相关内容融人语文 、 道德与法治 、 数学 、 科

学 、 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 ， 通过跨学科主题形式

开展 。 综合化的课程 内容涵盖 了现代信息技术基

础及其前沿发展领域 ， 使信息科技课程体系得以

完备 ， 进一步落实学科核心素养 。

？１ ３ ７ ？



三 、 育 人价值 ： 信 息 科技课 程承载育 人 重

任 ， 强调育人价值

信息科技的时代性决定了信息科技课程承载

着育人重任 ， 必须强调其育人价值 。

根据习 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 四次集体学习讲

话的精神和 《行动纲要 》 的指导 ， 发展全民数字

素养 ， 提高大众数字技能是数字时代信息科技课

程的新任务 ａ 所谓数字素养 ， 就是指在数字环境

下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 ， 能够快速有

效地发现并获取信息 、 评价信息 、 整合信息 、 交

流信息的综合科学技能与文化素养 。

２ ０ ２ ０ 年国 际人工智 能与教育会议 中 ， 教育

部副部长郑富芝针对未来教育背景下如何定义和

培养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素养这一议题 ， 提出 了适

应个人终身发展和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价

值观 、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

一是信息素养 ， 培

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 计算思维 、 数字化学习能力

等 。 二是高阶素养 ， 包括独立思考 、 勇于探究与

创新 、 勤于反思的意ｉＲ和能力等 ， 有效应 未来

社会的不确定性 。 三是社会责任 ， 培养学生的 自

律 自强 、 团 队合作 、 责任担当等 良好品质 ， 让学

生养成对待技术 、 他人和社会的正确态度 、 价值

观 、 伦理准则 。

Ｍ 这一讲话的关注点正契合了信

息科技课程对应的核心素养 ， 即信息意识 、 计算

思维 、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和信息社会责任 。 这 四

个维度有各 自 的特征 ， 同时又互相支持 、 互相渗

透 ， 共同促进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 。 因此 ， 新

课标在育人价值方面的定位可以概括为 ： 中小学

生通过信息科技课程的学习 ， 提升信息意识 、 计

算思维 、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 信息社会责任为核

心的学科素养 ； 塑造他们在数字时代 的适应力 、

胜任力和创造力 ， 从而面对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能获得从容感 、 幸福感 ； 但又有一定 的危机感 ，

致力 于形成终身学习 的意识 ， 从而培养学生适应

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 、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

引导学生成为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

此外 ， 信息科技课程义不容辞地承载了我国

面对的 自 主可控 问题 。
２ ０２ ０ 年 印发 的 《 大 中小

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 中就科技安全这一重

点领域明确提出 ， 我 国面临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受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信息计算
１

意识思维
Ｉ

Ｉ核心素养

丨 数字化信息

丨 学 习 与社会

Ｉ 创新责任
适应力 胜任力

Ｉｆ ）

向

创造力提升 育人价值 内化

从容感 幸福感

危机感 使命感

图 ３ 信息科技育人价值

制于人 、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 维护科技安

全必须重视人才培养 、 突破关键技术 。 因此 ， 我

国在信息科技领域关于 自 主可控技术和 国家安全

的相关战略要求必须落实到人才培养 中去 。 义务

教育阶段是落实立德树人和素质教育 的重要阶

段 ， 对培养青少年科技伦理 、 提升青少年 自 主可

控意识具有基础性意义 。 新课标坚持信息科技课

程的担当 ， 深刻吸取
“

卡脖子
”

教训 ， 致力于从

小培养学生的探索理念 、 创新精神 ， 让他们认识

到原始创新的重要性 ，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 网

络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为未来国家 自 主

可控做好认识的准备 。

总体来说 ， 新课标的发布弥补了我 国义务教

育阶段信息科技课程标准的缺失 ， 实现了 巨大的

突破和进步 ， 充分落实 了 信息科技课程 的 时代

性 、 科学性和育人价值 。 首先 ， 我 国高度重视信

息科技发展 ， 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提升

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时代要求 。 新课标

响应时代需求 ， 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战

略 ，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其次 ， 信息科技本

身具有严格 的科学性 ， 与科学三大领域密不可

分 ， 具有科 学 的 核 心 概 念 和 学科逻 辑 ， 强 调
“

科
” “

技
”

并重 。 新课标紧扣科学本质 ， 构建逻

辑关联的课程体系 ， 体现
“

大概念
” “

主题式
”

“

综合化
” “

体验化
”

的设计理念 。 最后 ， 信息科

技课程的时代性 、 科学性决定了它承载着育人重

任 。 新课标强调信息科技课程数字素养导向 的育

人价值 ， 塑造青少年的数字适应力 、 胜任力 、 创

造力 ， 内 化他们在在线社会 中 的从容感 、 幸福

感 、 危机感 、 使命感 ， 坚持承担 自 主可控的课程

担当 ， 培养全 面发展 的 社会主义建设 者 和 接

班人 。

？１ ３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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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 ｅ ｉｎ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ａｎｄｔ 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ｃｕ 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ｃａ ｒ ｒ ｉ 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ｏ ｒ ｔａｎｔｔａ ｓｋｏ ｆｎｕ ｒ ｔ ｕｒｉｎｇｐｅｏｐ ｌ ｅａｎｄｅｍｐｈａ ｓ ｉ ｚｅｔｈｅｖａ ｌ ｕｅｏ ｆ

ｎｕ ｒ ｔｕ ｒ ｉ ｎｇｐｅｏｐ ｌ ｅ ．Ｂｙ ｉｍｐ ｒｏｖ ｉｎｇｓ ｔｕｄ ｅｎｔ ｓ

５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ｃｏｍｐｅ ｔ ｅｎｃｙ ， ｔｈｅ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ａｎｄｔ 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ｃ 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ａ ｉｍ ｓｔｏｃｕ ｌ ｔ ｉｖａｔ 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 ｓ

’

ｃｏ ｒ ｒ ｅ ｃ ｔｖａ ｌｕｅ ｓ
，
ｎ ｅ ｃｅ ｓ ｓａｒｙｃｈａ ｒａ ｃ ｔｅ ｒｓａｎｄｋｅｙ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ｔｏａｄａｐ ｔｔｏ

ｆｕ ｔｕ ｒ ｅ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ａｎｄｇｕ ｉｄｅ ｓｓ ｔｕｄ ｅｎ ｔ ｓｔｏｂ ｅ ｃｏｍ ｅｆｕ ｌ ｌ ｙ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ｅｄ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ｉ ｓ ｔｂ ｕ ｉ ｌｄ ｅ ｒ ｓａｎｄｓｕ ｃ ｃｅ ｓ ｓｏ ｒ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ａｎｄｔ 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ｖａ ｌ ｕｅ

；ｅｐｏ ｃｈａ ｌｃｈａ ｒａ ｃ ｔ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
；

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ｃｈａｒａ 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１ ３ 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