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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信息科技课程中培养学生信息意识的策略

闻　迪

北京市西城区康乐里小学　北京　100069

摘　要：2016年 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在北京发布，明确了信息科技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四项核心内容。信息意识作为核心素养之首，可谓是重中之重。何为信息意识、其中内

涵是什么、如何在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中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在本文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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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出版的《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中提到

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科技课程衔接学生生活中的数字化经

验，对接高中信息技术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发展信息素养。

课程具有基础性和实践性，引导学生在数字化生活中开展真

实性学习。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信息科技的基本概念，

初步学会数据和信息的视角来认识和描述社会现象，用计算

思维来分析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以数字化工具来增

强学习能力，形成相应的与智慧社会共生、共存、共享和协

调发展的数字化胜任力和社会责任。

信息科技课程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该课程学习而逐步

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义务教育阶段信

息科技课程核心素养有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信息社会责任四个核心要素组成，是信息科技学科育

人价值的集中体现。从核心素养的表述来看，信息意识首当

其冲，便可理解其重要性，在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中如何培养

学生的信息意识呢？

一、何为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指个体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对信息价值的判

断力。具备该素养的学生，具有敏锐的信息感知力，熟悉信

息及其呈现与传递方式，理解信息和载体的概念及其区别与

联系，善于利用信息技术交流和分享信息，开展协同创新；

能够根据问题，准确表达信息需求，评估信息来源，辨别信

息真伪、价值与时效性；具有寻找有效数字平台与资源解决

问题的意愿；能够有意识地保护个人与他人隐私信息。

二、信息意识的内涵

信息意识包括信息价值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信息道

德意识、信息共享意识、信息创新意识和信息交流意识等诸

多方面。

1. 信息价值意识

信息与材料、能源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三大支柱，

成为促使科技创新、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信息

的价值、作用与日俱增。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信

息获取、开发与利用的竞争，人们对信息的依赖性将会越来

越高。因此，在信息科技课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

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

2. 信息安全意识

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为人们的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

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同时也给信息安全增加了太多的隐

患，且不说网络黑客和计算机病毒这两种危害信息安全的大

敌，就是人们在从事信息活动中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发生信息

安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信息科技课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自

觉遵守他人知识产权，坚持合理使用原则；自觉尊重他人隐

私，保守单位和国家机密；不传播淫秽、迷信、谣言、欺诈

等方面不良信息和虚假信息。

3. 信息道德意识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存储、处理、传输信息的

行为已成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由于立法程序具有滞后性，

这就要求学生们能够运用信息道德规范来维持和发展信息

文明，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都具有良好的信息道德意识、自觉

遵守信息活动的规范与准则，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不良

信息行为。

4. 信息共享意识

信息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它本身就具有共享性，能

够被众多使用对象分享，且同一信息不会因使用对象的多少

而导致其信息量发生增减。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信息资源的

价值与作用，有效消除信息贫困，极大地满足人们的信息需

求，最终推动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5. 信息创新意识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创新，社会就会停滞

不前。在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在信

息化社会里，无论是从事物质、精神产品的生产，还社会关

系的构建都需要具有创新意识。为适应社会变革与发展，推

动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仅要有高度关注信息、充分利用信息

的意识，还要有不断创新信息的意识。

6. 信息交流意识

古往今来，人类的知识无不是通过传播才得以延续和

发展。知识只有得到传播之后，才能显示价值，发挥作用，

产生力量，得到更新，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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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要引导学生利用信息科技知识，掌握信息交流的方式，

充分认识到，知识、信息的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而绝不

是为了垄断信息、阻碍信息的正常传播。

三、小学信息科技课对信息意识的培养策略

信息意识是信息科技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中最为活跃的

素养要素，是引领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以促进学生学

会发现问题并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起始，以信息意识引领计

算思维、信息社会责任、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自觉化发展，是

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途径。

1. 小学低年级信息意识培养策略

（1）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主动使用数字设备的兴趣与

意识。知道数字设备应用过程中的基本规范。

（2）体验语音、图符、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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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图片、声音和文字。

（3）针对简单的问题，在成人指导下，明确信息需求，

手机所需信息。能选用贴切的数字化方式表达个人见闻和

想法。

例如：在教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遇到不认识的字，

可以使用“拍照识图”查字的读音、使用翻译器帮助中、外

文翻译，利用配音软件练习普通话。引导学生感受到信息技

术手段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发现生活中处处有信息科技的应

用，树立学习和使用科技信息的意识。

再如：观察大自然时，用拍照、录像、语音等方式记

录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想象，把见闻整理成小作品，通过班

级群、班级电子展台等途径分享给同伴；在分享过程中能主

动为好朋友的作品点赞、送花；在交流与分享过程中能用正

确的姿势使用数字设备，注意保护视力，关注好习惯、好行

为、好礼仪的养成。

2. 小学中年级信息意识培养策略

（1）了解信息的作用与价值。列举数字设备对社会发

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知道信息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在成人

帮助下能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有效判断。合理安排数字设备及

平台使用的时间。

（2）能区分信息与载体，知道数据编码的作用和意义，

理解数据编码是保持社会组织与秩序的科学基础。

（3）在网络应用过程中，合理使用数字身份。知道数

字身份对个人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作用与意义。合乎规范地

进行网络信息交流。

例如：在信息科技教学中，引导学生使用智能语音助手、

智能音箱等数字设备查天气预报，听中华传统美德故事；

在网上参观故宫博物院、敦煌莫高窟等数字博物馆，亲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说一说生活中的扫码点餐、刷脸

进门。通过语音输入、键盘输入等简单的交互方法，初步

体会信息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捷，增强进一步探究信息科

技的求知欲。

再如：教师可以通过小故事，联系真实生活情境，引

导学生了解在各种线上活动时，要警惕网络信息诈骗，注意

个人信息保护。通过“小兔子乖乖”的小故事，联系在手机

应用时，要具备辨别信息真伪的意识，避免网络信息诈骗；

通过“陌生人的糖果”的小故事，联系在线情境中，网络的

一些免费奖励活动就像“陌生人的糖果”。学生在类似的情

境中进行分析、判断，明白在线使用个人信息时要征得父母

或教师同意，并意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

3. 小学高年级信息意识培养策略

（1）体验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环境。感受

应用信息技术获取与处理信息的优势。

（2）选用合适的方式表达算法、过程与控制。根据生

活与学习需要，有意识地选用信息技术工具处理信息。

（3）针对简单问题，确定数据需求，主动获取、筛选、

分析数据，解决问题。

例如：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分析典型应用场景，从中

发现计算机和程序的作用，通过仿真软件或教学实验系统中

的编程验证。智能微波炉在机械式微波炉的基础上，使用计

算机芯片参与控制，使得控制的精度和控制的能力得到了极

大的提升，不仅使得控制的时间更精确，而且能够实现复杂

的分段火力控制，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烹饪。

再如：教学中，可以通过猜数字游戏，摩尔斯电码的

翻译，圆周率 π 的含义等，都是学生平时就很熟悉的内容，

从讨论这些问题开始引入算法，便会形成自然的认知关联。

教学通过学生能理解的身边的算法问题为载体，将教学内

容要求部分的要点串起来，让有关思维方式具体地显现在其

中，而不是抽象概念在先，然后用例子来解释，更不宜只是

用抽象的语言解释抽象的概念。

结束语

综上，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人类社会已经站到了信息社会的入口。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开

放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在小学信息科技教学中不仅要让

学生掌握信息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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