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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新信息科技四年级《第五单元数据表达我做主》

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2022 课标]

学校：dxyc2360 指导教师：张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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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第五单元《数据表达我做主》是小学四年级信息科技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单元的教学设计紧密围绕《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

核心要求，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

数据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科学决策

和精准管理的基础。本单元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深刻认识到

数据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并学会如何有效地收集、整理、分析和可视化呈现数

据。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数据处理的基本技能，还能培养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本单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如

家务劳动的数据统计、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的变化、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的分析

等，让学生亲身体验数据处理的整个过程。这些案例不仅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本单元还强调跨学科知识的融合与应用。例如，在绘制雷达图时，学生会接

触到数学中的多边形知识；在制作词云图时，又会涉及到语文中的文本分析。这

种跨学科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在具体的教学内容上，本单元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展现数量的关系、探寻趋

势与规律、挑战多角度比拼以及抽取文本汇词云。这四个部分层层递进，逐步深

入，既涵盖了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又拓展了学生的思维视野。

在“展现数量的关系”部分，学生将学习如何通过条形图和饼图等图表形式

直观地展示数据间的数量关系，理解不同图表类型的特点和适用场景。在“探寻

趋势与规律”部分，学生将进一步学习折线图的应用，通过观察和分析折线图中

的数据变化，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

“挑战多角度比拼”部分则引入了雷达图这一新型可视化工具，让学生学会

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价数据对象，培养他们的全面思考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抽

取文本汇词云”部分将数据处理扩展到文本领域，让学生掌握文本数据的分词、

词频统计和词云图制作等技能，提升他们的文本处理能力和数据可视化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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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数据表达我做主》的教学内容丰富多样，既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

又强调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学生将全面掌握数据

处理的基本技能和方法，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单元内容分析

第五单元《数据表达我做主》作为小学四年级信息科技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

通过精心设计的六课内容，系统地引导学生探索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表达方法，

全面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数据处理能力。

第 21 课 展现数量的关系：本课以家务劳动为切入点，让学生通过实际动手

收集家务劳动的数据，亲身体验数据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

了如何使用数字化工具组织和管理数据，还掌握了条形图和饼图等基本图表类型

的制作和应用。通过直观的图表展示，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各项家务活动的分布

情况，理解不同图表类型在展现数量关系时的特点和优势。

第 22 课 探寻趋势与规律：本课以中国近年来在高速铁路建设上的飞速发展

为背景，引导学生从权威渠道获取相关数据，并利用折线图进行数据可视化。通

过观察和分析折线图中的数据变化趋势，学生不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中国速度的

震撼，还能够培养起发现数据规律和预测未来趋势的能力。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

学生的数据分析技能，还激发了他们对国家发展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第 23 课 挑战多角度比拼：本课引入雷达图这一新型可视化工具，让学生在

掌握多角度分析数据的方法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雷达图的应用，学生学会了从

多个维度综合评价数据对象，理解了不同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并能够对比多个目

标对象在同一指标体系下的表现。这种全面而深入的数据分析方式，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 24 课 抽取文本汇词云：本课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为背景，通过词

云图这一创意十足的可视化形式，让学生探索文本数据的奥秘。学生不仅学会了

如何对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还掌握了词云图的制作方法。通过观察和

分析词云图，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文本中的关键词汇和热点话题，从而深入理解

文本的主旨和情感倾向。

第 25 课 知识图谱来帮忙：本课深入探索文本数据中实体与关系的复杂性，

引入知识图谱这一高级可视化工具。通过知识图谱的学习，学生理解了实体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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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构建复杂数据网络中的重要性，学会了用知识图谱表达和理解复杂的数据关

系。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

了有力的工具支持。

第 26 课 用数据支撑观点：作为本单元的总结和提升课，本课以塑料污染这

一社会热点问题为例，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数据可视化方法，从多个角度收集

和分析数据，用数据和图表支撑自己的观点。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加深了对

数据可视化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还培养了科学严谨的态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本课也让学生意识到数据处理和表达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三）单元内容整合

第五单元《数据表达我做主》在内容设计上展现出了高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通过一系列逻辑紧密、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数据收集、

分析与可视化表达的知识体系。

本单元从基础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入手，通过第 21 课《展现数量的关系》，

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理解数据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学

会了如何记录和分析数据，还初步掌握了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方法，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课程的深入，第 22 课《探寻趋势与规律》引导学生将视角从静态的数

据关系转向动态的数据变化趋势。通过从权威渠道获取数据并绘制折线图，学生

不仅学会了如何捕捉和展示数据中的细微变化，还培养了预测未来趋势的能力。

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学生的数据分析视野，也让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据背后

的力量和价值。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第 23 课《挑战多角度比拼》引入了

雷达图这一新的可视化工具。通过多角度分析数据，学生学会了从更全面、更立

体的视角看待问题，这对于培养他们的综合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对比不同目标对象在同一指标体系下的表现，学生也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自身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和不足。

除了数值型数据外，文本数据也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来源。第

24 课《抽取文本汇词云》通过词云图这一创意十足的可视化形式，让学生探索

了文本数据的可视化表达方法。通过分词、词频统计和词云图制作等步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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