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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是《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中选择性必修 3《数据管理与分析》中的第 2 单元《数据的收集与整

理》。本单元主要围绕数据的收集、噪声数据的识别与处理、数据的结构化存储

展开，旨在培养学生的数据管理与分析能力，提升其信息素养。具体内容包括数

据的来源与收集方法、噪声数据的识别与处理、不同结构化程度数据的存储方式

等。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将掌握数据收集的基本方法，理解噪声数据对数据

分析的影响，学会识别和处理噪声数据，以及掌握不同结构化程度数据的存储方

法。这些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数据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和信

息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二）单元内容分析

数据的收集

教学内容：本部分主要介绍数据的来源和收集方法。学生将学习如何通过网

络、问卷调查、传感器等多种途径收集数据，并理解不同数据来源的特点和可靠

性。

教学目标：学生能够认识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掌握适当的数据收集方法与工

具，体会信息技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认识噪声数据

教学内容：本部分主要介绍噪声数据的定义、成因及其对数据分析的影响。

学生将学习如何识别噪声数据，并理解噪声数据的处理方法。

教学目标：学生能够认识噪声数据现象，了解噪声数据的成因，体会噪声数

据对数据分析的影响，学会识别和处理噪声数据。

数据的结构化

教学内容：本部分主要介绍不同结构化程度数据的定义及其存储方法。学生

将学习如何对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存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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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学生能够理解不同结构化程度数据的区别，掌握不同结构化程度

数据的存储方法，体验数据的结构化管理过程。

单元学习评价

教学内容：通过具体的评价任务，检验学生对本单元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

教学目标：学生能够根据评价标准，自我评估或同伴评估在本单元学习中的

表现，明确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为后续学习提供参考。

单元学习总结

教学内容：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进行总结回顾，梳理知识点，提炼学习方法。

教学目标：学生能够系统地回顾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巩固所学知识，提炼有

效的学习方法，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三）单元内容整合

本单元的内容整合围绕“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将数据的

收集、噪声数据的识别与处理、数据的结构化存储等知识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通过具体的学习活动和项目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数

据管理与分析的基本方法，提升其信息素养。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数据收集、噪声数据识别与处理、数据结构化

存储等知识点穿插进行，通过案例分析、项目实践、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其深度学习。注重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

题解决中，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分解

（一）信息意识

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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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信息

意识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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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的目的性作出合理判断；在合作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愿意与团队成员共享信息，实现信息的更大价值。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学生需要判断不同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选择恰当的数据

收集方法与工具，这体现了学生对信息来源的敏感度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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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别和处理噪声数据时，学生需要分析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等，这体现

了学生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

在数据结构化存储过程中，学生需要理解不同结构化程度数据的特点，选择

合适的存储方式，这体现了学生对信息处理方式的敏感度。

（二）计算思维

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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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计算思维的学生，在信息活动中能够

采用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方式界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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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学生需要设计数据收集方案，这体现了计算思维中的问

题界定和抽象特征能力。

在识别和处理噪声数据时，学生需要运用算法思想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

这体现了计算思维中的算法设计和数据分析能力。

在数据结构化存储过程中，学生需要建立数据模型，设计数据存储结构，这

体现了计算思维中的结构建模和组织数据能力。

（三）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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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学生，能够认识数字化学习环境的优

势和局限性，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养成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习惯；掌握数字化

学习系统、学习资源与学习工具的操作技能，用于开展自主学习、协同工作、知

识分享与创新创造，助力终身学习能力的提高。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学生需要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如网络爬虫、数据库管理系统等）进行数

据收集、处理和存储，这体现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中的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

在项目实践中，学生需要创造性地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案，解决实际问题，

这体现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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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9806011303400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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