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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 数字化生活与学习微项目 1 体验网络学习新时空

 

课题：

科目： 班级： 课时：计划 3 课时 

教师： 单位：       



一、设计意图

结合初中生信息技术学习的需求，本节课旨在让学生通过体验网络学习的新时空，

掌握数字化学习的基本方法，提高信息检索、处理和交流的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和合作学习的意识，为未来的数字化生活和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教学内容紧密围

绕泰山版《初中信息技术（信息科技）第 5册》第 1 单元，确保与课本高度关联，

符合教学实际需求。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信息意识：培养学生主动获取、评估和使用网络信息资源的能力，提高对数字化

学习环境的适应性和依赖性。

2. 信息处理能力：通过实践操作，提升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信息检索、筛选

、整合与展示的能力。

3. 信息伦理与安全：教育学生在网络学习中遵循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培

养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

4. 创新思维与合作能力：鼓励学生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发挥创新思维，通过小组合

作解决问题，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网络学习平台的操作方法：重点教授如何登录网络学习平台，查找课程资源，参

与在线讨论和提交作业等操作，例如使用泰山版《初中信息技术（信息科技）第 5

册》推荐的某一网络学习平台，确保学生能够熟练使用。

- 数字化学习工具的应用：强调数字化学习工具如搜索引擎、笔记软件、在线协作

工具的正确使用，例如教会学生如何使用搜索引擎高效检索信息，使用笔记软件整

理知识点。

- 网络学习资源的选择与评价：指导学生如何从众多网络资源中筛选出适合自己学

习的优质资源，并评价其可靠性，如通过展示如何评估教育网站和在线课程的质量

。

2. 教学难点

- 网络学习策略的制定：学生可能难以掌握如何根据个人学习需求制定有效的网络

学习计划，可以通过案例分享，如展示一个成功的学习计划模板，帮助学生理解如

何制定。

- 信息检索的准确性和深度：学生在使用网络学习时，可能难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所

需信息，可以通过模拟信息检索练习，指导学生如何使用关键词和高级搜索技巧。

- 网络学习中的自我管理和自律：学生在网络学习中可能会遇到分心或拖延的问题

，需要教授学生时间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方法，例如通过设置学习目标和定时任务来

提高学习效率。

四、教学资源

- 软硬件资源：计算机、投影仪、音响设备、网络连接

-



 课程平台：泰山版初中信息技术网络学习平台

- 信息化资源：数字化学习资料、在线教育视频、互动式学习软件

-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在线互动、案例教学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分钟）

- 激发兴趣：通过展示一个引人入胜的网络学习案例，如在线虚拟实验，激发学

生对网络学习的好奇心和兴趣。

- 回顾旧知：询问学生之前学习过的信息技术知识，如搜索引擎的使用、网络信

息的筛选，为学习新内容做好铺垫。

2. 新课呈现（约 30分钟）

- 讲解新知：详细介绍网络学习平台的功能，包括资源检索、在线讨论、作业提

交等。

- 举例说明：通过展示如何使用网络学习平台进行一次完整的在线学习过程，如

查找资料、做笔记、参与讨论等。

- 互动探究：将学生分组，让他们在平台上实际操作，体验网络学习的各个环节

，并讨论使用过程中的感受和遇到的问题。

3. 巩固练习（约 20分钟）

- 学生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网络学习平台进行实际操作练习，如搜

索特定主题的信息，使用协作工具进行小组讨论。

- 教师指导：在学生操作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解答学生的疑问，提供必要的

帮助，确保学生能够顺利完成练习。

4. 课堂小结（约 5分钟）

-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强调网络学习中的自我管理技巧和信息安全意识

。

- 学生分享在练习过程中的体验和收获，教师给予评价和反馈。

5. 作业布置（约 5分钟）

- 布置相关的网络学习任务，如使用网络学习平台完成一个主题研究报告，并要

求学生在下一次课堂上进行展示。

- 强调作业的提交方式和截止时间，确保学生能够按时完成作业。

6. 课后拓展（不计入课堂时间）

- 鼓励学生在课后探索更多的网络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教育博客等，并记录

下自己的学习心得。

- 教师提供一些拓展学习的建议，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六、学生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

1. 学生能够熟练登录网络学习平台，并利用平台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

2. 学生掌握了使用数字化学习工具的基本方法，能够高效地检索、整理和展示信息

。

3.



 学生能够根据个人学习需求，制定网络学习计划，并有效执行，提高了学习效率。

4. 学生在信息检索过程中，能够准确使用关键词，快速找到相关资料，提高了信息

获取的准确性。

5. 学生学会了评价网络学习资源的质量，能够从众多资源中筛选出适合自己学习的

优质内容。

6. 学生在网络学习过程中，逐渐培养了自我管理能力，能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避

免分心和拖延。

7. 学生通过参与在线讨论和互动，提高了沟通协作能力，增强了团队意识。

8.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遵循了网络伦理规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形成了良好的网

络行为习惯。

9. 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对数字化生活与学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适应未来数

字化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学生在学习后，能够将所学的网络学习技能应用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实现了

知识迁移和综合运用。

七、课后作业

1. 请描述如何使用网络学习平台进行一次有效的信息检索，并写出检索某一特定主

题的步骤。

答案：首先，打开网络学习平台，进入资源检索页面；其次，输入关键词，如“初

中物理力学”，点击搜索；然后，浏览搜索结果，选择相关度高的资料；接着，阅

读资料，做好笔记；最后，将检索到的信息整理成文档，以便复习。

2. 请列举三种数字化学习工具，并简述它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答案：三种数字化学习工具分别为搜索引擎、笔记软件和在线协作工具。搜索引擎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找到所需信息；笔记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和记录学习内容；在

线协作工具可以让我们与他人进行实时讨论和协作。

3. 请设计一个网络学习计划，包括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

答案：学习目标：掌握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的知识点；学习内容：二次函数的定义、

图像、性质、应用等；学习时间：为期两周，每天 1小时；学习方法：利用网络学

习平台观看教学视频，做课后练习，参与在线讨论。

4. 请分析以下网络学习资源，评价它们的优缺点。

答案：网络学习资源 1：优点：内容丰富，涵盖多个学科；缺点：广告较多，可能

干扰学习。网络学习资源 2：优点：界面简洁，易于操作；缺点：资源较少，更新

速度慢。

5. 请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谈谈如何在网络学习中提高自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答案：在网络学习中提高自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方法有：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

制定学习计划，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合理分配学习时间，避免拖延；保持学习环境

的整洁，减少干扰；定期总结学习成果，调整学习策略。



八、板书设计

1. 网络学习平台操作方法

① 平台登录与导航

② 资源搜索与选择

③ 作业提交与互动讨论

2. 数字化学习工具应用

① 搜索引擎使用技巧

② 笔记软件功能介绍

③ 在线协作工具操作

3. 网络学习资源选择与评价

① 识别优质学习资源

② 评价资源的相关性与可靠性

③ 学习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 1 单元 数字化生活与学习微项目 2 探究网络支付的奥秘

 

课题：

科目： 班级： 课时：计划 3 课时 

教师： 单位：       

一、设计思路

本节课旨在让学生了解网络支付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安全知识，结合《初中信息技

术（信息科技）第 5册泰山版（2018）》第 1 单元教学内容，通过以下步骤进行课

程设计：

1. 引入网络支付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激发学生兴趣。

2. 介绍网络支付的发展历程、种类及特点，让学生对网络支付有全面认识。

3. 通过案例分析，讲解网络支付的原理，如支付流程、支付方式等。

4. 分析网络支付的安全性，教授防范风险的措施，提高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

5. 结合课本内容，进行实践操作，让学生亲自体验网络支付的过程。

6. 总结课堂内容，布置课后作业，巩固所学知识。

二、核心素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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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055074021006134

https://d.book118.com/868055074021006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