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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网络生活新体验第 1 节 即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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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旨在通过教授小学四年级学生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培养他们的信

息交流能力，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结合川教版《小学信息技术（信息科

技）》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网络生活新体验”第 1节“即时通讯聊创

意”内容，让学生了解即时通讯的基本功能，学会使用常见通讯软件进

行文字、图片、语音等信息的交流，同时提高学生在网络环境下的沟通

协作能力。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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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思维和安全意识

。通过学习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学生将提升获取、处理和传递信息的

能力，激发创新思维，学会在虚拟环境中有效沟通与协作。同时，注重

培养学生在网络交流中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能够识别并防范网络风险

，确保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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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重点

① 学会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的基本操作，包括注册账号、添加好友、发送

文字消息等。

② 掌握即时通讯软件中的图片、语音消息发送方法，以及基本的表情符

号使用。

2. 教学难点

① 理解并运用即时通讯工具进行创意交流的方法，如何有效组织语言和

内容。

② 培养学生在网络交流中的文明礼仪，包括礼貌用语、尊重他人观点等

。

③ 提高学生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意识，学会识别网络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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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设计 二次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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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提前发放川教版《小学信息技术（信息科技

）》四年级上册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有。

2. 辅助材料：准备即时通讯软件的使用教程视频、相

关功能的截图和示例对话文本。

3. 实验器材：无需特殊实验器材，确保每台电脑或平

板设备能够接入网络，并安装有即时通讯软件。

4. 教室布置：设置互动讨论区，便于学生分组进行即

时通讯实践操作和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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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入新课（5 分钟）

通过展示一组现实生活中的即时通讯交流场景图片，如朋友

间的微信聊天、工作中的在线会议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场

景中的通讯工具是如何工作的，从而引出本节课的主题“即时

通讯聊创意”。
2. 新课讲授（15 分钟）

① 介绍即时通讯工具的基本功能，包括文字消息、图片消息

、语音消息和视频消息的发送。通过软件界面截图，讲解各

功能的具体操作步骤。

② 通过实际操作演示，展示如何注册账号、添加好友、创建

群组以及进行消息发送。强调在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

账号信息的保护、文明交流等。

③ 分析即时通讯工具在网络生活中的应用案例，如远程学习

、团队协作等，让学生理解即时通讯工具在现代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

3. 实践活动（15 分钟）

① 学生分组，每组使用一台电脑或平板设备，尝试注册一个

即时通讯账号，并添加同组同学为好友。

② 在小组内进行文字消息交流，尝试使用表情符号和图片消

息，交流本节课学习的感受和心得。

③ 组织一个小组在线讨论活动，让学生通过即时通讯工具讨

论一个给定的话题，如“如何利用即时通讯工具提高学习效率

”。
4. 学生小组讨论（10 分钟）

① 学生讨论如何在使用即时通讯工具时保持礼貌和尊重，举

例回答如“在发送消息前思考是否合适，避免使用攻击性语言

”。
② 学生讨论在网络交流中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举例回答如“
不透露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
③ 学生讨论如何通过即时通讯工具进行有效的团队协作，举

例回答如“合理安排讨论时间，确保每个成员都能参与讨论”
。

5.



 总结回顾（5 分钟）

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回顾，强调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规则和

网络安全意识。总结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优点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正确地使用即时

通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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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拓展资源

本节课主要介绍了即时通讯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以下是一

些与本节课教学内容相关的拓展资源：

① 网络礼仪：介绍在网络交流中应遵守的基本礼仪，如文明

用语、尊重他人、不发布不当内容等，以培养学生的良好网

络素养。

② 信息安全：讲解在网络交流中如何保护个人信息，防止隐

私泄露，以及如何识别和防范网络诈骗、病毒等安全风险。

③ 网络沟通技巧：介绍在网络交流中如何有效表达自己的观

点，倾听他人意见，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线上团队合作。

④ 多媒体应用：介绍如何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中的多媒体功能

，如发送图片、语音、视频等，丰富交流内容和形式。

⑤ 网络文化：介绍网络流行语言、表情符号的起源和使用场

景，让学生了解网络文化的多样性。

2. 拓展建议

为了让学生在课后能够继续深化理解和实践本节课所学内容

，以下是一些建议：

① 组织线上主题讨论：鼓励学生在课后利用即时通讯工具，

就某一主题进行线上讨论，培养他们的信息搜索、整理和表

达能力。

② 制作多媒体作品：让学生尝试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中的多媒

体功能，制作一份有趣的消息内容，如用图片和表情符号讲

述一个故事。

③ 参与网络素养教育活动：推荐学生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

网络素养教育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和网络礼仪水平。

④ 阅读相关书籍：推荐学生阅读关于网络交流、信息安全等

方面的书籍，以增强他们的理论知识。

⑤ 观看教育视频：引导学生观看关于网络素养、网络安全的

教育视频，通过视听学习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板

书

设

计

① 即时通讯工具的基本功能

- 文字消息

- 图片消息

- 语音消息

② 即时通讯的操作步骤

- 注册账号

- 添加好友

- 发送消息

③ 网络交流的注意事项

- 文明用语

- 保护隐私

- 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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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布置：

1. 实践操作作业：

- 要求学生在家中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与至少一位家人或朋友进

行一次文字和图片消息的交流，记录交流内容和感受。

- 指导学生尝试创建一个讨论群，邀请同学加入，并在群内就

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

2. 理论学习作业：

- 让学生阅读教材中关于即时通讯工具使用的安全指南，并总

结出至少三条保护个人信息的方法。

- 要求学生撰写一篇短文，描述自己在网络交流中的经历，包

括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3. 创新性作业：

- 鼓励学生发挥创意，设计一个即时通讯工具的新功能，并说

明该功能的用途和操作流程。

- 要求学生制作一份多媒体报告，介绍即时通讯工具在生活中

的应用，可以使用图片、图表等元素。

作业反馈：

1. 实践操作作业反馈：

- 批改学生的交流记录，重点关注交流的礼貌性、有效性和安

全性。

- 对学生的讨论群创建和管理能力进行评价，提出改进意见，

如讨论主题的选择、讨论流程的组织等。

2. 理论学习作业反馈：

- 对学生总结的安全指南进行点评，指出其中的亮点和不足，

强调理论知识在实际操作中的重要性。

- 针对学生的短文，提供写作技巧和内容上的建议，鼓励学生

反思和提升自己的网络交流能力。

3. 创新性作业反馈：

- 对学生的创新设计进行评价，鼓励创新思维和想象力，同时

提出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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