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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课程六条逻辑主线的潜在分布与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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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科技课程标准中的六条逻辑主线是服务于野素养表现冶的野学科逻辑冶袁是一线教师辨识与实施课堂教

学的组织依据遥 教师教学认知是对其头脑中学科知识结构各要素进行情境化尧个性化的调动与关联袁反映了教师的教学

逻辑与实践样态袁可以揭示课标应然与教学的实然差距遥 文章采用认知网络渊ENA冤分析 2022年全国初中信息技术 36

节优质课以反映现有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认知状态袁探寻六条逻辑主线的潜在分布与问题遥 研究发现院教师对于六条逻

辑主线的认知分布不均袁普遍停留在低阶层次袁纵向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曰算法与信息处理尧网络浅层构成课堂组织的基

线曰网络被浅化为课堂呈现的辅线曰信息处理被窄化为算法尧网络与数据主题活动的支撑条件曰数据与算法紧密衔接袁构

建了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曰人工智能缺乏数据尧算法尧算力共振的底层内容架构曰信息安全主线缺位遥 最后袁针对发现的

问题袁为信息科技课程教材内容设计尧教学方法优化尧教师培训转型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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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22年 3月袁教育部正式印发叶义务教育信息科
技课程标准曳袁将野信息科技冶独立设科袁依据核心素养
和学段目标袁按照学科大概念的逻辑关系和学生的认
知特征提炼六条逻辑主线袁以此作为课程结构的设计
依据遥 作为信息科技课程建设的主力军袁教师教学认
知的差异促使课堂教学实践千差万别袁成为教师教育
者或教师个人解读教师行为尧揭示复杂课堂规律的重
要切口遥全国初中信息技术优质课作为典型的课堂教
学案例袁 充分展现当前信息技术教师对学科概念尧内
容结构尧课程逻辑等方面的理解与实践袁是教师教学
认知与具体实践情境相互作用的现实表征遥从教师教
学认知出发袁对信息科技课程六条逻辑主线在课堂中

的潜在分布进行分析袁能够发现各主线的纵向发展与
横向关联等复杂脉络袁以此探讨其未来的变化趋势遥

二尧 研究概述

渊一冤信息科技课程的学科逻辑与现实基础
近年来袁 各国修订的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标准

主要从学科核心概念和学生实践表现的双重视角建

构学科体系结构袁关注学科的育人价值 [1]袁强调课程
内容依托学科逻辑袁促进学生的进阶式发展遥 例如袁
英国教育部 2013 年发布的计算机国家课程
野Computing Programmers of Study for Stages 1-4冶袁其
核心概念包括计算机科学尧信息技术和数字素养袁旨
在通过高质量的计算机教育提升中小学学生的计算

思维和创造力[2]遥2016年袁美国制定了 K-12计算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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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框架袁提出了五个核心概念袁分别是计算机系统尧网
络和互联网尧数据和分析尧算法和编程尧计算的影响[3]遥
每个核心概念都包含多个子概念袁提供了从幼儿园到
12年级的学习线索袁 重点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与数
字素养遥 可见袁各国在信息科技学科的课程结构设计
中都以信息科技的核心概念为基础袁建构学科逻辑并
组织课程内容袁从而实现学生素养能力的培养目标遥

2000年袁我国教育部正式颁布叶中小学信息技术
课程指导纲要渊试行冤曳袁将信息素养作为学生培养的
重要目标遥 2003年袁叶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曳将
信息的获取尧加工尧处理尧管理和分享作为学科主线[4]袁
但课程内容工具化野惯性冶突出袁局限于技术操作遥 新
兴科技的迭代升级与教育应用不断推动信息科技课

程理念和内容革新遥 2022年正式颁布叶义务教育信息
科技课程标准曳袁 课程内容注重信息科技在义教阶段
课程中的主要知识及其逻辑关联与层次梯度袁并以数
据尧算法尧网络尧信息处理尧信息安全尧人工智能六条逻
辑主线串联形成学科逻辑袁展开课程教学袁从而提升
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遥我国信息科技课程就此迈入新
的发展阶段袁教师如何理解与实施教学则是信息科技
课程发挥价值的关键一环遥

渊二冤信息技术教师的认知与课堂实践
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认知是指在具体的课堂情

境中袁根据教学目标或问题袁个性化地提取已有的学
科知识袁并与相关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和整合袁以指导
课堂实践的动态表达遥 其核心在于教师对知识提取
的有效性与逻辑链接的可靠性袁 前者强调教师根据
对教学实践情境的感知与辨别袁从野头脑中冶提取所需
知识[5]袁构成教学实践的内容基础曰后者突出教学目标
与教学手段间关系的建立袁从事实层面形塑了教师个
人的学科教学逻辑[5]袁决定课堂实践样态遥而课标是引
领尧指导教师教学的基础与目标袁是野应然冶所在袁教师
课堂实践是教师教学认知与具体教学情境互构的事

实表征袁是野实然冶袁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遥这种差距
的弱化或消解需要教师教学认知发挥作用袁即教师对
于课标的理解与把握程度袁以及提取相关知识并转化
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都制约课标应然向教学实然转

化的效果与水平遥
信息技术优质课中反映的教师认知与新课标背

景下实践转变的具体差距袁能够揭示教师教学认知存
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袁为促进新课标的教学落实提供依
据遥但已有研究侧重于新课标的内涵解读与教师学科
知识能力的剖析遥 例如院熊璋等人充分关注信息科技
教师培训袁旨在辅助其教学实践生成优质教学资源[6]遥

胡卫俊以野名师课堂冶教学实录作为引证袁深度挖掘信
息科技新课标的价值逻辑与内涵意蕴袁为教师提升育
人质量提供直观的理论支撑[7]遥 黄蔚等人则分析不同
教师群体对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内容模块的认知理解

差异[8]袁关注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9]遥 少有研究从
实体课堂出发袁从一线实践视角反观教师对信息技术
课程的已有认知袁 以及对后续教学转变的影响作用遥
现有研究主要以 TPACK框架为视角袁 剖析教师课堂
教学袁缺乏信息科技课程的学科属性遥基于此袁本研究
从教师教学认知角度出发袁深入挖掘优质课中六条逻
辑主线具体分布与发展情况袁 从以下问题展开研究院
渊1冤优质课中袁六条逻辑主线的整体分布如何袁教师教
学认知有何特征钥 渊2冤各逻辑主线的层次结构在课堂
中呈现何种表现钥 渊3冤各逻辑主线之间如何交织袁存在
哪些问题钥

三尧 全国初中信息技术优质课分析

为研讨新课标理念下初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策

略袁展示信息技术教师课堂教学袁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举办了 2022年初中信息技
术优质课展示交流活动袁各地区教师选其所长袁设计
课堂教学袁并由专家点评袁最终选取 36节优质课例遥
因此袁研究以这 36节课例进行数据分析袁具有一定典
型意义遥

渊一冤编码框架构建
新课标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课程内容的知

识梯度对每条逻辑主线纵向分为低尧中尧高三个层
次袁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基于认知发展规律的进
阶性尧阶梯式发展袁但各层次未有详细阐释袁对教师
的课程教学组织与逻辑推演等实践缺乏可操作性

指导遥研究在叶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渊2022年
版冤曳的基础上袁结合熊璋尧樊磊等教育专家对新课
标深入解读以及相关文献袁对六条逻辑主线的每个
维度进行概念界定袁 形成六条逻辑主线的编码框
架袁见表 1遥

渊二冤六条逻辑主线的潜在分布与表现特征分析
1. 教师教学认知中六条逻辑主线的整体分布
研究以教师姓名为分析单元袁根据课堂环节渊即

课程导入尧新知学习尧任务探究或项目实施尧交流展示
和课堂总结冤对课堂实录文本进行分节袁ENA根据文
本编码数据将认知网络质心与节点抽象投射在 X轴
渊SVD1袁28.1%冤与 Y 轴渊SVD2袁22.0%冤交叉形成的二
维空间中袁并由节点间的连线形成认知网络结构遥 经
过拟合优度计算后发现 袁X 轴的 Pearson 系数和

98



2023年第 11期渊总第 367期冤

表 1 六条逻辑主线的编码框架

逻辑主线 层 次 定 义

数据

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渊A1冤 收集和使用关于自己和世界的真实可信的不同类型的数据

数据的组织和呈现渊A2冤 网络中数据的编码尧传输和呈现袁有效利用互联网数据进行创新
数据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渊A3冤 数据对经济发展尧社会秩序尧国家治理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

算法

问题的步骤分解渊B1冤 根据实际要求袁将大的尧模糊的问题进行具体拆解

算法的描述尧执行与效率渊B2冤
结合具体问题学习算法的开发设计尧组合和分解袁以及对算法执
行效率的评估

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渊B3冤 三步走策略袁分析问题尧设计算法和编写程序

网络

网络搜索与辅助协作学习渊C1冤 通过不同类型的网络发送和接收信息帮助自己获取知识

数字化成果分享渊C2冤 将物理世界的量通过传感器变成数字世界的数据通过网络进行共享

万物互联的途径尧原理和意义渊C3冤 将人尧事物尧数据和互联网联系起来袁实现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信息处理

文字尧图片尧音频和视频等信息处理渊D1冤
计算机使用不同的编码来表示和存储数字尧文字尧声音尧图片和视
频信息

使用编码建立数据间内在联系的原则和方法渊D2冤
编码的唯一性尧可靠性尧易理解以及易扩展袁使用类别编码尧时间
编码尧地理编码和关联编码的方法进行设计

基于物联网生成尧处理数据的流程和特点渊D3冤
数据采集尧数据转换尧数据传输尧数据存储尧数据挖掘以及数据展示袁
这样具有实时性尧高效率尧可扩展并且可以保证数据安全的特点

信息安全

文明礼仪尧行为规范尧依法依规尧个人隐私保护渊E1冤
明确科技活动中遵守的价值观念尧道德准则尧行为规范袁保护他人
权益和公共利益袁保护自己和他人隐私

规避风险原则尧安全观渊E2冤 在处理问题时袁尽可能避免风险袁数字公民学会正确使用数字媒体

防范风险尧风险评估渊E3冤
采取措施来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袁对风险进行系统尧全面尧科学
的评估袁以便确定风险的来源尧特征尧影响和可能的控制手段

人工智能

应用系统体验渊F1冤 使用应用系统的整体感受

机器计算与人工计算的异同渊F2冤
通过电子计算机和软件与通过人类的智慧和技能来进行数据处

理和计算的区别

伦理与安全挑战渊F3冤 扬善避恶袁遵循人工科学领域的科技伦理规范

Spearman系数均为 0.98袁Y轴的 Pearson系数为 0.96袁
Spearman系数为 0.97袁所有系数值都接近于 1袁因此袁
六条逻辑主线相互联系构成的认知网络结构渊如图 1
所示冤具有较强的拟合优度遥

图 1 教师认知体系中六条逻辑主线的整体分布

由图 1可知袁 六条逻辑主线的整体分布不均袁算
法尧网络尧信息处理和数据的节点较强曰从元素的连接
来看袁数据要算法渊1.00冤尧算法要信息处理渊0.84冤尧算

法要网络渊0.82冤和网络要信息处理渊0.77冤都建立了较
强连线遥 这说明在课堂教学中袁教师对数据尧算法尧网
络尧信息处理的学科内容知识及其内在关联进行深入
思考和理解袁并能够在活动组织尧实施过程中充分展
现出来遥 而人工智能的节点较小袁与其他节点的联系
较弱袁 这说明教师对人工智能的内容架构理解不足袁
难以真正将其原理性知识渗透到教学过程中遥信息安
全这一节点则与其他逻辑主线野脱轨冶袁说明尽管信息
安全的重要性已成为社会共识袁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对此内容的把握仍然欠缺遥

2. 六条逻辑主线层次结构的纵向发展差异
六条逻辑主线具有低阶尧中阶尧高阶三大层次袁为

深入挖掘教师对其纵向发展的认知差异袁研究以各主
线的三个层次渊见表 1冤进行细化编码袁并统计其出现
频率渊如图 2所示冤遥出现频率指某一层次在该逻辑主
线的所有数据行中出现的比例袁取值范围为 0~100%遥
一条数据有可能符合不止一个层次的描述袁 因此袁在
统计分析时总和可能大于 10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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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六条逻辑主线各层次的频率占比

从整体上看袁除数据以外袁其他逻辑主线低阶层
次的频率占比最高袁说明教师普遍以六条逻辑主线的
概念解析尧理论讲授尧技能训练等低阶层次作为课堂
教学的主要内容袁对中高阶层次的认知较为薄弱遥 从
频率分布趋势来看院淤算法尧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层次
结构呈现明显的野低要中要高冶阶梯分布袁表明教师在
进行教学组织与实施时袁对于算法尧网络与信息安全
的内容架构有明确认知袁并能够按照逻辑性和层次性
进行循序渐进的教学遥于信息处理与人工智能的层次
结构出现中高阶发展衔接不足的问题袁说明教师对两
者的内在机制尧原则方法以及底层逻辑等内容缺乏原
理性尧系统性的理解袁难以在课堂教学中有效转化与
贯彻落实遥 盂数据表现出中低阶层次凸显袁高阶层次
弱化的现象袁说明教师对于数据的基础架构有相对稳
定的认知理解袁能够就中低阶层次渊即数据来源的可
靠性尧数据的组织和呈现冤实施教学袁提高学生的数据
获取与分析能力袁但高阶发展受阻袁难以将野数据对社
会的重要意义冶融于课堂袁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遥

3. 六条逻辑主线之间的横向交织分析
渊1冤主线内交织
六条逻辑主线内部的各层次之间是相互交织尧不

可割裂的遥然而袁在具体实践中袁教师如何理解与构建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关注的重点遥以各主线的三个
层次渊见表 1冤为代码列重新进行数据编码与认知网
络分析袁结果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六条逻辑主线各层次间的认知网络结构

图 3中袁各主线的三个层次之间建立不同程度的
连接遥 算法的 B1尧B2尧B3节点显著袁彼此之间的联系

较强袁形成了完整闭环袁且 B1-B2 的关联最为明显袁
系数值为 0.24遥 数据则只有 A1尧A2产生连线袁且联系
较弱渊0.07冤袁A3孤立存在遥 网络的 C1节点较为显著袁
和 C2构建连接袁与 C3脱离遥 信息处理的 D1尧D2尧D3
之间未有明显连线袁彼此之间的关联弱化遥 信息安全
的 E1尧E2尧E3之间彼此孤立遥 而人工智能则呈现 F1-
F2渊0.04冤的关联袁F3也处于分离状态遥由此可见袁在六
条逻辑主线内部袁只有算法的三个层次构建了完整衔
接袁彼此之间关系紧密袁层次结构较为稳定袁表明教师
已经具有完备的算法知识结构遥 其他主线仅在低尧中
层次建立较弱连接袁与高阶层次脱离袁说明教师对于
其他主线的内容认知基本停留在浅层袁未形成合理逻
辑关联遥同时袁信息安全三个层次散落在二维空间中袁
成为知识野孤岛冶袁反映了教师对于信息安全的忽视袁
缺乏系统认知遥

渊2冤主线外交织
六条逻辑主线的相互交织不仅体现在其内部层

次的连接袁更表现于外部间的勾连与交融袁共同在教
师课堂实践中发挥作用袁以丰富教学遥 研究在主线内
交织的基础上袁深入剖析六条逻辑主线各层次之间的
外部连接遥由图 3可知袁以算法为基点袁形成了 B1-C1
渊0.14冤尧B2-C1 渊0.10冤尧D1-B1 渊0.11冤尧A1-B1渊0.11冤尧
A1-B2渊0.09冤尧B1-A2渊0.09冤尧B2-A2渊0.09冤的较强连
线袁同时袁B1尧B2尧C1尧D1尧B3的节点比重大袁算法与网
络尧信息处理低阶层次的关联成为信息技术课堂组织
的基本架构遥 而信息安全孤立表征袁整体缺位遥

除去算法与信息安全袁以网络尧信息处理尧数据尧
人工智能为主导袁分别挖掘与其他主线层次之间的交
织样态渊如图 4所示冤遥图中线条的粗细程度表示节点
间的联系紧密程度遥

由图 4渊a冤可知袁信息处理的 D1节点比重大袁成
为连接 A1尧A2尧B1尧C1尧C2的主要节点袁 形成 D1-B1
渊0.11冤尧D1-C1渊0.11冤尧D1-A2渊0.05冤的较强连接袁而
D2尧D3的连线相对较少袁关联较弱袁说明教师普遍将
信息处理窄化为低阶的野文字尧图片尧音频和视频等信
息处理冶袁支撑算法尧网络尧数据的理解与实施遥 由图 4
渊b冤可知袁网络以 C1 节点为主袁构建与 D1尧D2尧D3尧
F1尧F2尧F3尧E1 的连线袁C1-D1渊0.11冤尧C1-C2渊0.10冤的
连接较强袁C3则缺乏与外部主线层次的连接袁表明教
师将网络浅化为野网络搜索与辅助协作学习冶的低阶
层次袁以此辅助信息处理尧人工智能尧信息安全的组织
教学遥 图 4渊c冤反映数据的 A1尧A2与 B1尧B2尧B3均建
立连线袁A1-B1渊0.11冤尧A1-B2渊0.09冤尧A2-B1渊0.09冤尧
A2-B2渊0.09冤的连接较强袁A3则处于孤立状态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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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a冤信息处理与算法尧网络尧数据

教师能够建立起数据与算法的低尧 中阶内容架构袁解
决教学问题袁而对于野数据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冶高阶内
容把握不足袁难以融于算法教学遥 图 4渊d冤表明袁人工
智能 F1的节点显著袁 与信息安全的 E1尧E2尧E3建立
连线袁 但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的总体关联程度较弱袁
F1-D2渊0.04冤尧F3-E1渊0.04冤相对较强袁其他的连线系
数值均为 0.01袁这表明教师对于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
的认识都较为表面袁缺乏深层的逻辑架构遥

渊b冤网络与信息处理尧
人工智能尧信息安全

渊c冤数据与算法 渊d冤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
图 4 不同逻辑主线层次的外部交织样态

四尧 研究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结论
1. 六条逻辑主线在课堂实践中分布不均袁教师认

知普遍反映在低阶层次袁且纵向发展差异性显著
综合图 1和图 2可知袁在 36节优质课中袁六条逻

辑主线的分布不均袁教师着重算法尧网络尧数据与信息
处理的理解与运用袁 能够结合具体内容细化知识要
点袁帮助学生理解并建立知识点间的逻辑关系曰而对
于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的认识与整合应用相对薄弱袁
主要以基础的应用体验组织课堂教学袁对于较深的原
理认识存在短板遥 进一步分析发现袁教师对于六条逻
辑主线的认知与实践多停留在基础概念理解尧简单应
用体验等低阶层次袁对于中高阶的原理解析尧逻辑关
联与问题解决等表现不足遥并且在各层次的纵向发展
趋势上存在显著差异院 算法尧 网络和信息安全具有
野低要中要高冶 阶层结构袁 且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趋
势曰信息处理与人工智能凸显低阶层次袁中高阶层次

发展弱化曰数据的低中阶层次表现显著袁但高阶发展
呈野断崖式冶下落遥

2. 算法以解决问题为内核袁与信息处理尧网络浅
层交织袁作为课程组织的基线

美国学者 Lawrence Snyder指出袁 算法是用于解
决问题袁产生特定结果的一种精确系统方法袁是处理
信息的关键[10]遥 在义务教育阶段多以编写程序与设计
算法作为核心实践展开教学袁 其具体内容包括算法
渊指具体算法袁如贪心算法等冤尧变量尧控制结构尧模块
化尧程序开发尧技术影响[11]遥 结合数据分析和课堂实录
发现袁 教师在课堂实践中通过创设复杂问题任务袁引
导学生进行模块化分解与处理袁借助网络搜索获取信
息尧数据袁帮助学生建立对数据概念和类型的认识袁理
解程序的运行逻辑袁并学习如何使用编码建立数据间
的内在联系袁进行具体的程序编写与开发遥 整个过程
既实现算法的渐进式发展袁又与数据尧网络尧信息处理
呈现出自然的横向交织袁 成为课程组织的基本逻辑遥
但这种交织主要以算法的纵向脉络为主导袁 具体与
野网络搜索与辅助协作学习冶野文字尧图片尧音频和视频
等信息处理冶野使用编码建立数据间内在联系的原则
和方法冶进行横向的浅层交织袁对于更为深入的素养
与思维提升缺乏衔接与贯通遥

3. 网络与其他主线的关联较弱袁被浅化为野网络
搜索与辅助协作学习冶袁成为课堂呈现的辅线

网络是一个由通信协议尧网络设备和数据传输等
技术构成的相互连接的系统遥在新课标中将其聚焦于
野网络搜索与辅助协作学习要数字化成果共享要万物
互联的途径尧原理和意义冶袁弱化了技术操作与原理解
析袁强调将基础尧具体的知识内容与现实生活相关联袁
促进学生生活体验尧应用体验和原理认知的进阶性发
展[12]遥从图 4渊b冤可知袁教师以野网络搜索与辅助协作学
习冶出发袁与信息处理尧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主线的低
阶层次建立关联袁但程度较弱遥 结合实录文本进行剖
析发现袁教师偏重于利用网络及其资源尧方法等辅助
野信息处理操作袁人工智能应用系统与信息安全案例冶
的简单呈现袁并在课程交流展示阶段支撑学生进行学
习成果分享袁对于如何将人尧事物尧数据和网络联系以
实现物联网的发展还有待深入遥 可见袁教师主要把网
络作为一种课堂呈现的辅助性手段与策略袁内容结构
过于浅薄遥

4. 信息处理被窄化为低阶操作袁成为算法尧网络
与数据主题活动的支撑条件

信息处理是指为实现特定目标袁对数字尧文本尧声
音尧图像等复杂数据类型进行加工尧操作提取有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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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袁并通过算法转换成简单的数据类型输出曰其涉及
编程语言尧算法尧数据库尧网络等内容袁是信息系统构
成的基础遥在新课标中袁具体指野文字尧图片尧音频和视
频等信息处理要使用编码建立数据间内在联系的原
则与方法要基于物联网生成尧处理数据的流程和特点冶
的递进式内容遥结合课例分析发现袁教师对该概念的理
解浮于表层袁主要围绕主题设置具体实例袁引导学生使
用在线平台获取文字尧图片尧音频与视频等资源袁并根
据问题进行加工与处理袁产生成果遥该过程忽略了使用
编码建立数据间的内在联系袁 以及与物联网相关原理
内容遥 可见袁教师在课堂实践中袁将信息处理的逻辑概
念窄化为对文字尧图片尧音频和视频等信息处理的低阶
操作技能袁以支撑算法尧网络与数据主题活动实施遥

5. 数据与算法紧密衔接袁 构建解决问题的逻辑
框架

数据是描述事物的符号记录袁包括图文尧音视频
等袁 其不仅是计算工具所处理的对象或信息的载体袁
更是人们获得信息尧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之
一[13]遥 数据通过编码的联系构成数字世界的秩序与框
架[12]遥 在信息科技课程教学中袁数据与编码尧过程与控
制等内容紧密联系袁 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与原理袁
解决实际问题遥 研究发现袁教师主要指向于真实问题
的数据获取尧处理渊可视化冤尧分析与运用袁以野数据来
源的可靠性冶野数据的组织和呈现冶 与算法紧密衔接袁
构建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遥 但教师缺乏野数据对社会
的重要意义冶的深入实践袁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字
素养和利用数据尧算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以及维
护个人隐私与社会数字安全的数字意识遥

6. 人工智能注重应用体验袁缺乏数据尧算法尧算力
共振的底层内容架构

人工智能是模拟尧 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尧
方法尧技术及应用系统[14]袁始于数据袁依赖云计算提供
的计算能力袁并通过机器学习作出判断[15]遥 在义务教
育阶段袁主要涉及智能感知尧表示推理尧机器学习尧人
机交互以及社会影响等内容遥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学习
相关知识主题袁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
渊数据尧算法尧算力冤的原理内容与底层逻辑遥深入剖析
课例发现袁教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较少涉及甚至缺
乏这部分内容的系统教学袁 主要教授人工智能的概
念尧基本特征尧发展历程尧典型应用与趋势袁或者将其
细化分解为复杂算法袁与网络尧信息安全相关联遥教师
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处理数据尧如何结合智能算法与模
型训练实现自动识别尧 迭代学习等深层内容缺乏理
解袁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不佳遥

7. 信息安全主线缺位袁与其他逻辑主线的横向关
照不足

信息安全问题一直是国家尧 社会关注的重点问
题袁是社会信息化状态和信息技术体系不受外来威胁
和侵害而展现出来的安全尧稳定的良好状态[16]遥任友群
等明确指出袁 信息安全在信息技术课程的高中与义教
课标都占据重要地位袁 并强调教学活动要结合情境和
案例袁引导学生建立安全意识袁提升安全策略与技能袁
内化正确的安全观[12]遥 研究发现袁实际课堂中袁信息安
全野缺位冶袁大多教师仅在课堂总结尧师生交互的环节简
单提及袁对于如何掌握防范策略等方面未有深入教学遥
可见袁教师难以辨识野信息安全冶的核心观念袁缺乏其与
另外逻辑主线之间的横向关联袁从而导致野信息安全冶
被凝练为笼统抽象的概念袁以野口头冶表述的单一呈现
形式进行教学袁缺乏详细说明和深层拓展遥

渊二冤建议
1. 教材围绕学科逻辑的纵向组织与横向关联袁系

统构建内容框架

教材内容是课程标准实施的载体袁是对课标各知
识点及要求的覆盖面与扩展性呈现袁 内容选取及组
织表现都必须遵循学习者认识事物和学习认知的规

律[17]遥 信息科技作为新开设的科目袁教材编写需重视
呈现方式袁以数字化教材为发展方向袁凸显信息科技
特点[6]遥研究结果表明袁六条逻辑主线纵向延伸差异性
显著袁算法尧网络和信息安全呈现阶梯式的螺旋上升袁
其他主线的纵向衔接性较差曰横向关联以算法为主进
行融通袁其他主线间的交织较弱遥因此袁在设计信息科
技课程的教材内容时袁需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强化遥 在
教材内容的纵向组织方面袁以算法尧网络和信息安全
的阶梯式分布为基础袁 设计具体内容知识与主题活
动袁持续强化这三条逻辑主线的层次结构曰对于数据尧
信息处理与人工智能则围绕具体任务袁从体验性内容
逐步深化为原理性内容袁丰富高阶内容架构遥 在教材
内容的横向关联方面袁以算法为基线袁结合具体案例袁
详细编排与数据尧信息处理尧网络相互交织的模块内
容遥网络尧信息处理尧信息安全则以人工智能中的智能
系统设计袁呈现简单的技术原理袁将这几条主线的基
本思想方法有机融合袁渗透到学习感知与体验中遥 最
终袁统筹纵横两个维度袁构建信息科技课程的教材内
容框架袁实现每条逻辑主线的渐进发展遥

2. 教法紧扣学科逻辑的交织样态袁结合具体教学
现场袁进行反馈优化

传统信息技术课程受工具理性影响袁被异化为技
能操作训练袁为突破这一教学困境袁刘向永等人指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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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必须借助中观的任务驱动或问题解决策略来组

织课堂活动袁以促使学生参与学习袁提高学习质量和
学生的效能[19]遥 在双线融合方面袁深化任务驱动式教
学遥 教师围绕数据与算法尧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的关
联逻辑袁 结合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与具体教学条件袁
设置任务活动袁引导学生在解析任务的过程中袁充分
调动相关知识内容与方法策略袁并抽象迁移构成相应
的思维方式袁以适应新的任务环节遥 教师可以利用智
能技术监控学生的学习过程袁 精准定位学习难题袁进
一步调整任务活动遥 在单线表征方面袁发展案例教学
法遥 一方面袁对于信息安全规范等概念内容以凝练的
典型案例为支撑袁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进行课堂
教学曰另一方面袁对于信息安全风险辨识尧预防尧评估尧

控制等复杂能力袁 可借助智能技术创设虚拟案例场
景袁让学生进行体验式学习袁强化感受与认知遥

3. 教师培训依托已有认知与实践优势袁重新构建
学科知能体系袁突出认知转变与理念渗透

教师是课程主要的研究者与执行者袁课程的实施
和改革与教师的素质尧教学理念尧课堂教学行为直接
相关[20]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教师对于六条逻辑主线的认
知普遍停留在低阶层次袁但各主线的层次结构之间有
显著差异遥 因此袁教师培训需要充分关照教师已有的
认知与实践水平袁实现野增长补短冶袁重构教师的学科
知能体系遥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袁教师具备六条逻辑主
线的低阶知识结构袁能够依据固有知识与经验开展教
学活动袁创设问题情境曰但原理认识尧技术与社会关系
等方面理解不足遥 因此袁在教师培训中可以借助数字
化手段袁以文章尧短视频等方式凝练各主线的复杂内
容袁明确教学重点袁设计培训方案袁帮助教师深化学科
认知遥教师对算法尧网络尧信息安全有着明确的认知层
次结构袁可以结合具体的实践活动袁支撑教师将这部
分学科认知在教学体验中进行渐进式转换与发展袁持
续改进教学遥教师对信息处理与人工智能呈现低阶认
知袁中高阶层次发展遇阻袁在培训内容上袁要着重增设
信息处理尧 人工智能相关的复杂知识板块与鲜活案
例袁在学习过程中增强教师的敏感意识袁促进教师对
这两者的认知建构曰 并将案例与自身经验进行衔接袁
实现认知转变遥 对于数据袁则要注重野数据与社会关
联冶的培训与教研袁增强教师的数据意识和数字素养
能力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辅助教学提升袁实现科学
创新袁从而保障新课标的有效落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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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ix Logical Mainline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要Analysis of National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sson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2022

WANG Fan, XING Yao, GAO Lu
(School of Smart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six logic lines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the
"logic of the discipline" that serves the "performance of literacy" and i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for first-
line teachers to identify and implement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ers' pedagogical cognition is a
contextualized and personalized mobiliz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knowledge
structure in their minds, which reflects their teaching logic and practice patterns, and can reveal the gap
between what is supposed to be in the standards and what is actually taught. This paper applies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ENA) to analyze 36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lesson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2022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teaching cognitive status of current IT teachers, an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ix logical mainlines.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cognition of the six logical
mainlines is unevenly distributed, generally staying at the lower level,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ertical development; algorithm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networks shallowly constitute the baseline
of classroom organization; networks are shallowly presented as the auxiliary line of classroom 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s narrowed down as a supporting condition for the thematic activities of algorithms,
networks, and data; data and algorithms are tightly connected to build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problem
sol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cks the underlying content architecture of data, algorithm, and arithmetic
resonance; and the main lin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missing. Finall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dentifie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ntent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in IT courses.

[Keywords]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Logical Mainlin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