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教版信息科技六年级下册全册大单元教学设计

第一单元  控制系统中的反馈

【单元整体构想】
一、单元内容简介
本单元主要体现《课程标准》“过程与控制”模块内容要求的第

三条“通过分析具体案例,了解反馈是过程与控制中的重要手段,初步
了解反馈对系统优化的作用”。本单元从《义务教育教科书信息科技
五年级下》中的“控制系统”过渡到“自动控制系统”,引出计算机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分析自动控制系统的不同形态,
通过引入传感器形成反馈,实现对系统的控制。

有计算机参与的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反馈能实现精准、复杂的控
制。反馈是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理解反馈才能更好地理
解自动控制系统。本单元旨在让学生通过对身边真实案例的分析和项
目设计的实践,理解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手段,进一步认识过程与
控制系统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升对过程与控制系统认识。

二、单元设计的望远镜思维
《义务教育教科书信息科技五年级下》中第二单元“控制系统”

介绍了生活中常见的控制系统,厘清了控制系统“输入-计算-输出”
三个基本环节。本单元是对《义务教育教科书信息科技五年级下》第
二单元的承接,从“控制系统”过渡到“自动控制系统”,重点提出计
算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同时本单元也是《义务教育教科书信
息科技六年级上》第二单元“算法的实现”的延续。学生在动手实践、
编写程序实现控制系统中的反馈的同时,加深对算法实现的理解。此
外,本单元与《义务教育教科书信息科技六年级下》第二单元“控制
系统中的运算”和第三单元“扩音系统”想关联,利用计算机参与和
利用传感器实现的反馈,自然而然引出控制系统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
种类数据,以及如何通过数据的运算实现系统的控制,为小型控制系
统的设计和搭建提供知识基础。

本单元进一步聚焦在自动控制系统,从《义务教育教科书信息科
技五年级下》中对控制系统内容的认识,过渡到对计算机参与的自动
控制系统工作原理的理解,并在原理的认识上进一步加深。在素养上,
本单元在问题分解能力和学科实践能力方面提高了要求,侧重培养学
生综合应用控制与反馈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

三、单元设计的放大镜思维
本单元重点学习的大概念是“反馈是过程与控制中的重要环节,

是系统优化的关键要素”。本单元共有 4 课,每课之间环环相扣,逐步
递进。首先通过“你最想让生活中的哪个控制系统利用计算机实现自
动控制”和“如何改进定时烘手器”两个问题作为单元驱动性问题,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引发学生主动思考。第 1 课让学生带着问题发现
和认识生活中常见的自动控制系统,以及计算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 2 课通过列举不同的控制形态,引导学生发现其中的区别,进而引



出后一课内容。第 3 课重点带领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反馈的含义以及
对系统的控制作用,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第 4 课让学生在实例中体
会反馈的实现过程。4 课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概念逻辑线,引导学生像
工作钻井一样,最终探得控制系统的奥秘。在案例的选择上,通过列举
学生生活中常见的控制系统案例,如智慧农场自动灌溉、智慧灯光、
恒温水壶、空调、扫地机器人、烘干机等,引导学生了解控制系统中
的反馈。

本单元各课内容如下表所示。
课序 课题 主要内容
第 1
课

自动控制系
统

常见的自动控制系统以及计算机在其中的作
用。

第 2
课

控制的形态 控制的常见形态以及不同控制形态的区别。

第 3
课

反馈与控制 反馈的含义以及反馈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

第 4
课

反馈的实现
反馈的实现过程、对传感器的认识、输入量
和输出量的比较。

【单元目标设计】
素养目标

发现生活中的过程与控制场景,认识自动控制系统普遍存在于日常
生活中。了解常见的控制形态,理解反馈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
分析控制系统中反馈的实现过程。利用在线平台或其他工具,设计
用计算机实现过程与控制的方案,并通过编程等手段加以验证。
逻辑主

线
单元涉及的核心大概

念
单元目标描述

信息处
理

反馈是过程与控制中
的重要环节,是系统优
化的着急要素。

1．通过体验和分析,认识生活中
不同的自动控制系统。
2．通过分析具体案例,理解反馈
在系统中的作用。

本单元还涉及的其他相关大概念::
计算系统可以抽象为输入、计算和输出三个典型环节。

【单元评价设计】
本单元的评价应该侧重学生对生活中常见的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以及反馈实现过程的理解,因此建议教师可以采用过程性评价,评价
学生关于身边某一具体控制系统案例的分析或者设计方案。单元评价
任务可以与练习结合起来,将课时的练习作为过程性评价的环节,也
可综合几个课时的练习重新设计单元任务。

一、最终评价任务设计
让学生选择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图示绘制其工

作原理及反馈的实现过程。
二、评价量规设计

评价维
度

评价指标



完成度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非常完整,每个
环节都有描述,而
且描述详细。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缺少某个环节,
或者对环节的描
述过于简单。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不完整,缺少多
个环节。

准确度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中的每个环节
的描述和逻辑都
是正确的。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中的个别环节
的描述或逻辑存
在错误。

绘制绘制的工作
流程图中的大部
分环节的描述或
逻辑是错误的。

美观度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浅析而且美观,
线条清楚,书写规
范。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清晰。

绘制的工作流程
图线条杂乱,书写
不佳难以辨认。

总计

【单元过程设计】
一、单元问题设计
问题一::你最想让生活中的哪个控制系统利用计算机实现自动控

制？
设计意图::本题的设计旨在促使学生主动发现和思考生活中存在

的问题,为之后的的学习埋下伏笔。该问题驱动学生联系日常学习和
生活环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思考和小组讨论的的方式,探索
和认识常见的控制控制系统以及计算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学生回答的引导方向::发现家里、学校、公园等场所中存在的不
便利或都设计不合理的的控制系统,并思考哪些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改
进的、实现自动控制的系统。同时注意生活中的控制系统是比较复杂
的,不必纠结于深入了解整个系统,可以站在用户的的视角谈谈使用
感受,结合所学的的知识尝试提出提出改进策略。例如,让台灯能够根
据房间内的光线自动调节亮暗,让保温杯能够使杯子里的水保持恒定
的温度。

问题二::无论手是否被烘干,定时烘手器的单次工作时间到了就
停止工作。对此,你会如何改进呢？

设计意图::本题试图通过一个学生比较熟悉且比较常见的具体生
活案例,引发学生思考优化系统的方法,明白反馈在控制系统中的重
要作用及实现过程。

学生回答的引导方向::关于定时烘手器,学生是有实际体验的,但
不同的人群和使用场景,会产生不同的的需求。回答时,可以引导学生
站在不同用户的的角度思考如何满足不同的需求。例如,让定时烘手
器器能够根据手表面的湿度调整工作的时间,手干了就停止工作；手
还没有干就继续工作,直到烘干为止。

二、单元学习策略
建议教师融合科学实验的方法,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讨论、实验、

研究的步骤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比如,可以设计定时烘托器和
智能烘手器的对比实验,让学生观察和讨论两设备的区别,并通过实



验,记录两种烘手器工作时（烘干不不同湿度的手）产生的的一些数
据,理解自动控制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以及反馈的概念。使用这种教
学方法,教师需要准备电脑或平板电脑,开源硬件主板、传感器套件、
木质材料等硬件材料,以及开源编程平台（如 Scratch、Mind+、Python
开发环境或虚拟仿真平台）。另外,适合小组实验的开放场地也是必不
可少的。



课题 第 1课  自动控制系统

教学目标

1．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了解常见的自动控制系统

2．通过对自动控制系统特点的分析,理解计算机在自动控制系统

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 了解常见的自动控制系统

教学难点 理解自动控制系统中计算机发挥的作用

环境与素材

1．网路教室

2．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信息科技实践资源包活动器材、空调、

教学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探索

智慧农场为什么可以实现自动灌溉？

二、建构

生产生活中有很多自动控制系统,如地铁的自动运行、汽车的的无人驾驶

等,它们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1．认识自动控制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自动控制技术,它它能使系统朝着人们预期

的目标自动运行。如加了水位球的水箱能自动补足水位、加了感应器的干手机

能自动启动或停止。

随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参与的自动控制系统越来越普遍,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如空调的自动调节温度、汽车的定速巡航等都有有

计算机的参与。

计算机是自动控制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它可以实现快速、准确、可靠的

控制功能,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和精度。



2．计算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

计算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利用计算机

指令能实现更精准、更复杂的控制；其次,利用计算机指令能实现智能的控制

控制方式,使系统参数的调整更加方便。

例如,计算机可以控制机床自动运行,控制飞机完成复杂的任务。

例如,普通的农场灌溉系统能够实现定时自动灌溉,而智慧农场的灌溉系

统通过计算机指令,不仅能根据根据土壤的水分含量实现自动灌溉,还能根据

根据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实现分类灌溉。

计算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实时监控、数据传递等方面。

三、练习

制作一份电子小报,介绍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自动控制系统,说一说它它的

特点,并简单说明计算机在在其中的作用。

课后反思/评价标准

1．能通过网络和日常观察找到合适的自动控制系统,并能介绍其特点。

2．能分析计算机在此自动控制系统中起到的作用。



课题 第 2课  控制的形态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生活中的控制系统,了解常见的控制形态

2．通过对比生活中不同的控制系统,理解控制形态的区别

教学重点 了解常见的控制形态

教学难点 理解控制形态的区别

环境与素材

1．网路教室

2．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信息科技实践资源包活动器材、教学课

件

教学过程

一、探索

以下两种灯的控制形态有有什么区别？

  
二、建构

控制一般有有多种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控制的形态也发生了了变

化。

1．常见的控制形态

有些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指令依次执行,不受系统输

出的影响,如自动喷泉控制系统、校园铃声铃声播放系统等。

随着控制技术的的发展,控制系统能根据输出结果自动调整系统的运行,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例如,智能路灯能根据外部光线的明暗程度实现自

动亮灭,农场灌溉系统能根据土壤水分含量进行自动灌溉。

2．常见控制形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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