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版义务教育（信息科

技）课程标准解读

本课程标准解读旨在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2024版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

程标准，并有效地将课程标准落实在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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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修订的背景和目标

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应用不断深化，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的课程标准旨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学生的信息素

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目标

强化信息科技核心素养培养，提升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加强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促进跨学科学习，培养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升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学生负责

任地使用信息技术。



核心素养培养的重点与要求

信息意识

了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培

养信息获取、处理和利用的

能力，树立信息安全意识。

计算思维

培养抽象、分解、模式识别、

算法设计等计算思维，解决

问题的能力。

数字化创新

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

创意设计、编程开发、数据

分析的能力。

信息社会责任

培养学生正确使用信息技术，

促进社会发展，负责任地使

用信息技术。



学段设置与学习目标

1

小学阶段

信息技术基础知识、数字化工具运用、信息安全意识

2

初中阶段

计算思维、编程思维、信息技术实践能力

3

高中阶段

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社会责任意识、信息安全素养

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将学段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学习目

标。 小学阶段主要侧重于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学习、数字化工具的运用以及信息安全意识的培养。初中阶段将重点培养学生的

计算思维、编程思维和信息技术实践能力。高中阶段则引导学生开展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并提升其社会责任意识和信息安全素

养。



内容体系的调整与优化

课程内容调整

2024 版课程标准将信息技术基础知识、数字化创新应用和计算思维与编程思维整合，构建更完整、更系统

的知识体系。

学习目标优化

新标准明确了不同学段的学习目标，并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以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新趋势。

教学内容衔接

课程内容衔接更加自然，学习过程更加流畅，注重知识之间的关联和应用，避免重复和割裂。



知识目标：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1
1. 计算机基础

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信

息安全等方面，帮助学生理解信息

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机制。

2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

和可视化等，帮助学生掌握信息处

理的基本技能和方法。

3
3. 信息技术与社会

包括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伦理问题、社会影响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信息

技术观，促进信息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



知识目标：数字化创新应用

数字技术应用

学生积极参与数字化创新应用项目，

利用技术工具解决问题，提升数字素

养。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学生学习数字化设计软件，运用数字

技术进行产品设计与制造，培养创新

意识。

数字技术驱动创新

学生学习运用数字技术分析数据、进

行可视化展示，提升解决问题和创新

能力。



知识目标：计算思维与编程思维

计算思维

抽象、分解、模式识别、算法设计等思维方式。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 问题分解

• 模式识别

• 抽象思维

• 算法设计

编程思维

运用编程语言，将计算思维转化为具体指令，实现程序设

计。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

思维能力。

• 程序设计

• 代码编写

• 调试优化

• 问题解决



过程与方法目标：信息技术工具运用

熟练运用

学生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工具

进行学习、创作和交流，提高学

习效率和质量。

工具选择

学生能够根据不同的学习任务选

择合适的工具，并掌握基本的操

作技能。

资源整合

学生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整合

各种信息资源，并进行有效地分

析和处理。



过程与方法目标：信息技术实践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学生能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工具运用

学生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完

成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和表达等任

务。

团队合作能力

学生能积极参与团队合作项目，发挥

个人优势，共同完成目标，提升团队

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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