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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基本信

息

1.课程名称：初中信息技术（信息科技）七年级下册长春版第一单元 信
息安全与道德第一课 计算机的安全使用

2.教学年级和班级：初中七年级一班

3.授课时间：2022 年 3 月 22 日

4.教学时数：45 分钟

核

心

素

养

目

标

培养学生信息科技学科的核心素养，具体包括：

1. 信息意识：让学生了解计算机安全使用的重要性，提高对信息安全问题的警觉

性和识别能力。

2. 信息能力：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安全操作的基本技能，如密码设置、病毒防护

、数据备份等。

3. 信息道德：教育学生遵守信息法律法规，尊重他人隐私，不参与传播计算机病

毒等违法活动。

4. 信息文化：培养学生理解信息安全与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信息行为习惯，提

高信息安全自我保护意识。

重点难点及

解决办法

重点：

1. 计算机安全基础知识：理解计算机安全的重要性和相关的基本概念。

2. 信息安全操作技能：掌握密码设置、病毒防护、数据备份等基本安全

操作。

难点：

1. 信息安全意识的培养：学生可能缺乏对信息安全问题的认识和警觉性

。

2. 信息安全操作技能的掌握：学生可能对安全操作的具体步骤和技巧不

够熟悉。

解决办法：

1. 利用实际案例进行教学，通过讲解网络安全事件，提高学生的信息安

全意识。

2. 分步骤讲解和演示安全操作，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相关技能，如设置

复杂密码、使用杀毒软件等。

3. 设计互动环节，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让学生在参与中深入理解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4.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视频教程、在线模拟操作等，帮助学生巩固

安全操作技能。

教学资源准

备

1. 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有《初中信息技术（信息科技）七年级下册长

春版》第一单元 信息安全与道德第一课 计算机的安全使用的学习资料。

2.



 辅助材料：准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图表、案例分析等多媒体资源

，如计算机安全知识的宣传海报、信息安全事件的时间线图表、密码设

置复杂性的案例分析等。

3. 实验器材：准备计算机、投影仪、白板、教学软件等实验器材，确保

实验器材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4. 教室布置：根据教学需要，布置教室环境，设置分组讨论区和实验操

作台，确保学生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讨论和实践操作。

5. 在线资源：提前准备相关的在线资源，如视频教程、在线模拟操作、

信息安全相关的网站链接等，确保学生能够方便地访问和使用这些资源

。

6. 安全指南：制定课堂安全指南，包括使用计算机的正确姿势、避免接

触病毒源、不随意安装不明软件等，提醒学生注意个人和计算机的安全

。

7. 互动环节：设计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互动环节，准备相关的问题和

任务，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参与度。

8. 反馈问卷：准备学生反馈问卷，了解学生对计算机安全使用知识的掌

握程度和教学效果，为后续教学提供参考。

教学过程设

计

1. 导入环节（5 分钟）

情境创设：向学生展示一些常见的信息安全问题，如网络病毒、个人信

息泄露等，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兴趣。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提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即如何安全使用计算机。

2. 讲授新课（15 分钟）

讲解计算机安全基础知识：介绍计算机安全的重要性和相关的基本概念

，如密码保护、病毒防护等。

演示安全操作技巧：通过实际操作演示，讲解密码设置、病毒防护、数

据备份等基本安全操作步骤。

3. 巩固练习（5 分钟）

小组讨论：让学生分组讨论信息安全问题，思考并总结如何避免这些问

题，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实际操作练习：让学生亲自操作计算机，进行密码设置、病毒防护等安

全操作，巩固所学知识。

4. 课堂提问（5 分钟）

提问学生关于计算机安全使用的问题，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5. 师生互动环节（10 分钟）

情境模拟：设计一些信息安全的情境，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如网络黑

客、信息安全专家等，进行互动演练，提高学生的信息安全和自我保护

能力。

解决问题：针对不同情境，让学生提出解决方案，进行讨论和交流，培

养学生的信息能力和创新思维。

6. 总结与拓展（5 分钟）

总结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强调计算机安全使用的重要性。

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思考和分析一些实际的信息安全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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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反馈（5 分钟）

学生反馈：通过问卷调查或口头反馈，了解学生对计算机安全使用知识

的掌握程度和教学效果，为后续教学提供参考。

总计用时：45 分钟

教学过程设计中，注重师生互动和学生的实际操作，以解决实际问题为

导向，培养学生的信息安全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通过情境创设和课

堂提问等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学科核心

素养。

拓展与延伸

1. 提供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包括计算机安全基础知识、

信息安全操作技巧、信息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如《计算机安

全指南》、《信息安全操作手册》、《信息法律法规汇编》等。

2. 鼓励学生进行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究，引导学生深入研究信息安全领域

的相关知识，如密码学、网络防护技术、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

3. 推荐学生参观一些信息安全相关的展览或实践活动，如信息安全知识

竞赛、网络安全演示等，增强学生对信息安全的认识和实践操作能力。

4. 引导学生关注信息安全领域的最新动态，如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最

新的信息安全事件等，提高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5. 鼓励学生参与信息安全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加网络安全志愿者

活动、参与信息安全公益项目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信息道德。

6. 教学延伸：结合本节课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相关的信息

技术课程，如编程、网络技术等，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和创新思维。

作

业

布

置

与

反

馈

1. 作业布置

本节课的作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知识：要求学生复习本节课所学的计算机安全基础知识，包括密码保

护、病毒防护、数据备份等方面的内容，并做好笔记。

（2）实践操作：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的安全操作技巧，对自己的计算机进行一次

安全检查，包括设置复杂密码、安装杀毒软件、进行数据备份等操作。

（3）案例分析：要求学生选择一个信息安全案例，分析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 作业反馈

在学生提交作业后，要及时进行批改和反馈，以下是一些建议：

（1）理论知识：检查学生的笔记是否完整，对于重要的知识点，可以要求学生

进行简要的阐述，以检验其理解程度。

（2）实践操作：通过实际操作检验学生的安全检查是否到位，对于操作不规范

的地方，要及时给予指正。

（3）案例分析：对于学生的解决方案，要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合理的方案要

给予肯定，对于不完善的方案，要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改进。

课后作业



1. 案例分析：分析以下案例，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案例：小王在使用计算机时，无意间点击了一个陌生的链接，后来发现自己的电脑出

现了异常。

解决方案：建议小王立即断开网络连接，使用杀毒软件进行全面扫描，修改密码，并

定期备份重要数据。

2. 操作练习：根据所学内容，完成以下操作练习。

（1）设置一个复杂的密码，包括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

（2）安装杀毒软件，并开启实时保护。

（3）备份自己的重要数据，如文档、图片等。

3. 理论知识：复习本节课所学的计算机安全基础知识，并做好笔记。

重点复习内容：密码保护、病毒防护、数据备份等。

4. 讨论题：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如何提高计算机安全意识，并分享各自的见解。

5. 延伸阅读：阅读一篇关于信息安全方面的文章，了解最新的信息安全动态，并写下

阅读心得。

注意：作业的布置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可以适当增加或减少作业量，以

保证学生能够充分消化和吸收所学知识。同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作业的完成，提高

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板

书

设

计

① 重点知识点：计算机安全的重要性、密码保护、病毒防护、数据备份等。

② 关键词：密码、病毒、备份、安全意识、信息安全等。

③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句子：保护好密码，守护自己的信息安全；病毒入侵，

计算机也能生病；定期备份，数据丢失也不怕。

④ 艺术性和趣味性：可以使用图标、颜色标注、线条勾勒等方式，使板书更具

视觉冲击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用红色圈出“密码”一词，用蓝色线条连

接“病毒”和“防护”，用绿色框出“数据备份”等。

⑤ 板书布局：将重点知识点、关键词和激发兴趣的句子分布在板书的不同区域

，保持整体布局的整洁和有序。例如，将重点知识点放在板书的上方，关键词放

在中间，激发兴趣的句子放在下方。

⑥ 动态板书：在板书设计中，可以预留一些空格，让学生在课堂上逐步填写，

使板书动态生成，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例如，在“密码保护”下面留出空

格，让学生填写自己设定的复杂密码。

第一单元 信息安全与道德第二课 知识产权

科目 授课时间节次 --年—月—日（星期——）第—节

指导教师 授课班级、授课课时

授课题目
第一单元 信息安全与道德第二课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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