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理解高中信息技术 

四大核心素养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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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界定背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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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意识的理解 

计算思维的理解 
内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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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理解 

5 信息社会责任的理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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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修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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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

团队，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整合型研究思

路，系统开展研究，历经三

年，完成了《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 

（一）依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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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的普及演化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 

新兴工具的快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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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教育的环境发展：新技术、新工具 

信息技术沿着以个人计算机为核心、到以互联网为核心、再到以数据为核心的发展脉络， 

逐步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 

催生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并存的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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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发达国家信息技术教育现状 

国际发展趋势：培养数据意识               发展计算思维，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信息社会责任。 

特征：强调程序方法，
发展计算思维，关注
信息社会责任。 
2014年 

美国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CSTA） 的
教育标准特征：计算思维、计算机和
交流工具、计算机实践与编程、信息
交流与合作、信息伦理道德. 
2012年 

特征：项目管理、设计思维、
系统思维、计算思维、数字技
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5年 

特征：信息获取，有效
交流、内容创新、数据
安全，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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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科 

实质内涵 

借鉴国际前沿
经验 

信息技术学科的核
心素养 

紧扣国家课程
方案 

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欧盟等

国家与地区相关核心素养研究成果 
紧扣国家课程方案 

应用国内最新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 

依据学科中特有的思维方式 

解决问题方法和社会需求特征 

综合思考：信息技术、人、社会的关系 

7 

   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直接指向
的是“人”的素养，人们在信息技
术方面的核心能力和必备品质。 
强调的是：人、技术、社会之间的
关系，通过这种素养，人们可以更
好地生存在信息社会中。 

（四）指向的是“人”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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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计算思维 

信息社会责任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 

计算思维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信息社会责任 

信息技术核心素养 

具备信息素养的人 

19 

（五）信息技术核心素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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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意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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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意识提高人们的信息社会生存力 

• 管理、表达、交流 

• 获取、加工 

信息应用 

• 发现 

• 预测 

• 创新 

数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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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每组例举一个数据改变 

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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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自觉、主动地寻求恰当的方式获

取与处理信息； 

能够敏锐感觉到信息的变化，分析数据中所承载的信息，采用有效策略

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内容的准确性、指向的目的性做出合理判断，对

信息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期分析，为解决问题提供参考； 
 

在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愿意与团队成员共享信息，实现

信息的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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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 定义 内涵 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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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自

觉、主动地寻求恰当的方式获取

与处理信息；敏锐感觉到信息的

变化，获取相关信息，采用有效

策略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内容

的准确性、指向的目的性做出合

理判断；在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愿意与团队成员共享信息，

实现信息的最大价值。 

 对信息的敏感度。 

 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 

4、核心素养的内涵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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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思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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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思维提高个人的数字化竞争力 

思考空间的挑战 
(全新的系统） 

一种全新的思维与行动 

信息系统与社会 

计算思维是指个体运用计

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

在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过

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思维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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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思维的内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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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每组例举一个计算思维改变 

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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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采用计算机领域的学科方法界定问题、抽象特征、建立

结构模型、合理组织数据； 

通过判断、分析与综合各种信息资源，运用合理的算法形成

解决问题的方案； 

总结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并迁移到与之相关

的其他问题解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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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是指个体

运用计算机科学领

域的思想方法，在

形成问题解决方案

的过程中产生的一

系列思维活动。 

能够采用计算机领域的学科

方法界定问题、抽象特征、建

立结构模型、合理组织数据；

通过判断、分析与综合各种信

息资源，运用合理的算法形成

解决问题的方案；总结利用计

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并迁移到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

解决中。 

解决问题过程中的： 

 形式化。 

 模型化。 

 自动化。 

 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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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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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时代学习挑战与机遇 

 现实 
学习空间 
（教室） 

 虚拟 
学习空间 
（网络） 

 数字化时代的学习 

 课堂资源 
 课堂活动 
 当面反馈 
 课堂反思 

 网络教学资源 
 网络学习活动 
 网络教学反馈 
 数据支持学习 

教学发展取向：混 合 式 学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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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指个体通过评估并选用常见的数字化资

源与工具，有效地管理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从而完成学习任务，形成创新作品的能力。 

（二）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内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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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每组例举一个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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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学习与

创新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指个体

通过评估并选用常见的数字

化资源与工具，有效地管理

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创造

性地解决问题，从而完成学

习任务，形成创新作品的能

力。 

能够认识数字化学习环境的优势和局限，

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养成相应的学习习

惯；掌握数字化学习系统、学习资源与学

习工具的操作技能，运用于开展自主学习、

协同工作、知识分享与创新创造。 

 数字化学习环

境的创设。 

 数学化学习资

源的收集与管

理。 

 数学化学习资

源应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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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信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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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 

（一）信息社会更需要负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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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责任是指信息社会中的个体在文化修养、

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应尽的责任。 

（二）信息社会责任的内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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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每组例举一个信息社会责任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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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社

会责任 

信息社会责任是指信息社会中

的个体在文化修养、道德规范

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应尽的责任。 

具有一定的信息安全意识与能力，遵守信息法

律法规，信守信息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在

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遵守公共规范，既能有

效维护信息活动中个人的合法权益，又能积极

维护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信息安全；关注信息

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与人文问题。对于

信息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新观念和新事物，具有

积极学习的态度、理性判断和负责行动的能力。 

 信息安全意识与

能力。 

 遵守信息法律法

规。 

 良好地信息道德

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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