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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信息科技融入核心素养培养策略解析
梁　标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广东 佛山 528313）

摘要：小学信息科技教育通过设计贴近生活的教学任务、强化计算思维培养、鼓励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以及加强信息社会责任教育

等策略，基于此本文将小学信息科技融入核心素养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敏锐信息意识、逻辑思维、创新能力和良好网络行为规范的新

时代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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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信息科技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小学阶段则是培养学生信息科技核心素

养的关键时期。信息科技核心素养不仅关乎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的

基本技能，更涉及到他们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以及信息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小学信息科

技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一套适合新课标下小学生的信息科

技核心素养培养策略。这些策略旨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信息科技

工具，提高他们的信息搜索与处理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

团队合作精神，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一、小学信息科技融入核心素养培养策略解析的意义

（一） 提升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处理能力

在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中融入核心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提

升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即信息意识。学生能

够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自觉、主动地寻求恰当方式获取信息与

处理信息。例如，在学习如何获取和保存文件时，学生不仅要掌

握基本的操作技能，还要学会评估信息的来源、内容的准确性和

目的性，从而培养起良好的信息筛选和鉴别能力。这种信息意识

和处理能力的提升，为学生未来在信息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二） 培养计算思维和数字化学习能力

计算思维是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

运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形成解决问题方案的过程。在小

学信息科技课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学习编程、算法设计等基础知

识，可以培养他们的计算思维，使他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将

其分解为可操作的步骤，并通过优化和简洁的方式解决问题。学

生通过信息科技课程，能够认识到数字化学习环境的优势和局限，

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养成数字化学习的习惯，并掌握相关的数

字化学习系统、学习资源与学习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三）强化信息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

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还要注重培养学

生的信息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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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健康

地使用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起信息安全意识，遵守信息

法律法规，信守信息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准则。这有助于学生在现

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尊重公共规范，既有效维护信息活动中的个

体合法权益，也积极维护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信息安全。

二、小学信息科技融入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

（一）创设和谐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教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算法的基本概念，体验算法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的应用，并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因此，教师以义务教育信息科技五年级“算法认识与体验”一课

的教学为例，首先与学生进行一个简单的猜数字游戏，游戏的规

则是计算机将随机生成一个 1-100 之间的数字，学生需要通过不

断猜测并接受计算机的反馈，例如：随机生成的数字是 49，学生

猜测是 18，计算机会反馈“太小了”，最终来猜到这个数字。教

师在学生猜数字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计算机是如何知

道我们猜的数字是太大还是太小呢？它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规律或

方法呢？”在教师的提问中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接下

来教师讲解算法的基本概念，它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明确步骤，

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准确地完成任务。教师看到学生的脸上还有

疑惑的表情，因此，又举了一个例子：制作一杯奶茶的过程（准

备材料茶叶、牛奶糖等、烧水、泡茶、加奶加糖最终搅拌），可

以看到每一步骤都是明确的、有序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法。在

学生初步了解算法的基本概念后，教师设计了一个从教学楼为起

点，图书馆为中点的几条不同路径让学生去寻找那个是最短路径，

并设计一个算法来找出从起点到终点的最短路径。在学生考虑之

后：有的学生说逐一尝试每条路径并比较长度；还有的学生说利

用地图上的比例尺进行估算。教师为学生找到了一个最优的方案。

学生们在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应用方法，这不

仅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还培养了对信息科技的

兴趣和热爱，更使学生深刻体会到了情境教学和实践活动在信息

技术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二）预设思考问题，启发学生思维活力

以义务教育信息科技五年级“算法应用在身边”的教学为例，

教师设计了很多教学活动，注重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

抽象问题，并尝试用算法的思想去解决问题。在课程一开使教师

进行讲解现如今，车辆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堵。那么大家有

思考过为什么会出现交通拥堵？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方法预测并

缓解交通拥堵呢？学生们的初步想法认为如使用交通信号灯来规

范交通流，是不是可以呢？教师说虽然直观且有一定道理，但显

然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说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叫“智能停车

算法”的游戏，游戏的第一阶段，教师让学生想象自己是一名司

机需要再停车场中找到一个空车位，学生依次检查每个车位，直

到找到空车位或确认所有车位都已占用。第二阶段是这个停车场

被划分为左右两个区域，并且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指示灯显示是否

还有空车位，这时候学生只需要选择一面检查，进入该区域在选

择一面检查，其中一个没有就选择另一面就可以找到了。学生通

过自己的操作体验到了遍历法与二分查找法，深刻体会到遍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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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车场规模较大时，效率比较低；二分法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能

将搜索范围缩小一半，从而大大加快了找到空车位的速度。学生

通过教师的引导不仅学会了二分法换个办理发，还将抽象的算法

概念融入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加深了他们对算法原理的理解，

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让他们学会了如何运用

所学知识去探索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三）增设小组合作，锻炼学生实操能力

以义务教育信息科技五年级数学运算讲方法——温度计量方

式的转化为例，教师通过生动的讲解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回顾了

摄氏度与华氏度这两种温度计量方式的基本概念及其转换公式。

摄氏度（° C）与华氏度（° F）之间的转换公式是：F = （9/5） 

* C + 32（摄氏度转华氏度）和 C = （5/9） * （F - 32）（华氏度

转摄氏度）。随后进行讲解怎么利用电子表格软件等工具的基本

操作以及实现怎么温度计量方式的快速转化，教师先将学生 4-6

人分成一小组，并布置了一个实践任务：利用所学知识和工具，

设计一个能够自动进行摄氏度与华氏度相互转化的程序或电子表

格。在这个过程中，各小组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通过查阅资料、集中讨论等方式，确定了程序的逻辑框架或电子

表格的设计方案。有的小组选择了使用 Python 编程语言来编写程

序，通过定义函数和输入输出来实现温度计量方式的快速转化；

有的小组则选择了使用 Excel 等电子表格软件，通过设置公式和条

件格式来简化温度计量方式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遇到

了很多困难如：使用电子表格软件时，对公式和条件格式的设置

不够熟练，导致转换结果不准确；写程序时遇到了语法错误或逻

辑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有的学生选择向教师进行提问，

有的学生则自己进行查阅相关资料与其他学生进行探讨去解决问

题。各小组派代表上台演示自己的程序或电子表格，并详细阐述

了设计思路、实现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在最后的讨

论中，学生们纷纷进行诉说他们在这次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感悟，

像学会了利用编程或电子表格软件等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加深

了对摄氏度与华氏度转换公式的理解。教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充

分的肯定和鼓励并指出他们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还给出了

进一步学习的建议，鼓励学生们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探索和实践，

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四）结合现实生活，提高社会责任感

以义务教育信息科技五年级“判断选择用分支——公园购

票的算法设计”为例，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根据不同

条件进行分支判断的方法，理解算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并通过对公园购票规则的学习，认识到遵守规则、尊重他人权益

的重要性。在课程开始时，教师说相信大家都去过公园，那在购

票时候会遇到哪些情况呢？学生纷纷举手进行发言，提到了儿童

票、成人票、团体票、优惠票，还有价格、数量、有效期等关键

因素。教师提出那如果运用计算机程序来自动计算购票费用，应

该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购票情况呢？这就是这节课的重点——判

断选择用分支。教师相对基本的条件判断语句进行介绍：如果购

票者的年龄小于 12 岁，则购买儿童票；否则，购买成人票（如

if...else...）。接下来教师将问题复杂化，如果儿童票和成人票的价

格不同；团体票（5 人以上）享有折扣；老年人、军人、残疾人

等享有优惠票；特定节假日可能有特别优惠那该怎么去算呢？设

计的算法包括下面的分支，如果购票者是儿童，则计算儿童票费用；

如果购票者是成人且人数超过 5 人，则计算团体票费用；如果购

票者是老年人或军人等享有优惠身份的人员，则计算优惠票费用；

否则，计算成人票费用。学生们不仅掌握了判断选择用分支的算

法设计方法，在教师的讲解下也学会了如何根据具体规则设计算

法步骤，用逻辑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认识到遵守规则、尊重他人

权益的重要性，享受信息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共同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信息社会环境。

（五）Python 基础实践，提升应用能力

以义务教育信息科技五年级算法验证与实现：探索 Python 中

的 input、int、float 和 print 用法为主题，教师说假设要计算两个数

的和，其中一个数是用户输入的整数，另一个数是用户输入的小数，

应该怎么编辑一个程序实现这个功能呢？他们先用 input 函数接受

用户输入的两个数（一个整数和一个小数），使用 int 函数将第一

个数转化成整数类型，并使用 float 函数将第二个数转换为小数类

型，再用加法运算符计算两个数的和，最后使用 print（）函数将

结果输入到屏幕上。具体如下所示：

# 提示用户输入第一个数（整数）  

num1_str = input（" 请输入第一个数（整数）："）  

# 将输入的字符串转换为整数  

num1 = int（num1_str）  

# 提示用户输入第二个数（小数）  

num2_str = input（" 请输入第二个数（小数）："）  

# 将输入的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  

num2 = float（num2_str）  

# 计算两个数的和  

sum_result = num1 + num2  

# 打印结果  

print（" 两个数的和是："，sum_result）

教师为检测学生程序的正确性，让学生互相交换程序，输入

不同的测试数据，观察输出的结果是否与预期一致，有些学生输

入提示信息不够明确、输出格式不规范。教师给学生进行讲解，

学生根据教师的程序重新编辑自己的程序。学生通过这次的学习

加深了对 Python 的理解，培养了自我反思和问题解决能力，体会

到了编程的乐趣，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束语

在小学信息科技的教学中，教师通过策略分析，引导他们认

识到信息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逻

辑思考能力，培育出更多具备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

与创新能力和良好信息社会责任的新时代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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