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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实行以

来，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与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相接轨，与技术领域课程理念相衔接的信息技术教育新体系正呼之欲

出。基于这一形势，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力邀南京师范大学技术教育专家顾建军

教授担任主编，集中一批具有丰富信息技术教学经验与教材编写经验的优秀教师

和教研员，以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为基本依据，以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技术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研制和编写了这

套全新的九年义务教育信息技术教材，以主动适应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最

新需求，并切实推动信息技术课程的高水平建设和信息技术教育的高质量实施，

努力实现信息技术教育价值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全套教材按“以信息为起点，以技术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以素养为主

线，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驱动”的思路编写。不仅注重学生在信息的获取、

加工、管理、表达与交流方面的能力培养，而且注重学生在信息与技术相互融合

理念下的技术理解、技术操作、技术设计、技术探究、技术决策等方面的能力培

养；不仅注重学生对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与基本操作技术的学习，而且注重学生对

信息技术的思想和方法的领悟与运用，注重学生对信息技术的人文因素的感悟与

理解，注重提高学生信息技术学习中的探究、试验、创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此同时还注重学生体验、制作、设计、试验、探究等多元学习方式的综合运用，

强调信息技术素养上的知识渗透、价值迁移和能力拓展的高度统一及有机结合。

全套教材覆盖九年义务教育3～9年级，每学期1册，共14册。小学阶段3～6

年级按每周1课时设计；初中阶段7～8年级按每周2课时设计，9年级按每周1课

时设计。

在教材内容上，全套书以全新的信息素养观念和现代技术理念为指导，改变

了原有的软件说明书式的模块内容组织体系，依据信息素养和技术素养的结构要

素进行信息技术课程内容的增减和重组，增设了信息基本原理与方法、信息技术

概论、计算机硬件、通信技术、程序设计、简易机器人等全新的内容，形成了非

线性的、螺旋上升式的模块结构体系。

在教材结构上，全套书打破了单纯以知识结构为主的结构体系，形成以能力

结构序列排列的结构体系。教材的每个主题有感知技术、探究技术、应用技术三

个层面的任务，感知技术、探究技术每个任务各1个课时，应用技术每个任务2个

课时。感知技术层面强调感悟性学习，是对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与方法的感悟与理

解；探究技术层面强调探究性学习，是在已有一定感悟与理解基础上的试验、探

究与创造；而应用技术层面强调应用性学习，强调运用所感知的知识与原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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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思想与方法来综合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在教材栏目上，全套书从学生的主体性知识与能力建构出发，设置了必学与

选学的若干栏目。“做中学”“马上行动”“案例分析”“技术提示”“探究”“技术

与社会”为必学栏目，“游戏”“阅读”“拓展”为选学栏目。每个栏目都基于一

定的教育理念，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如“案例分析”是一个针对重点、难点内

容，适时地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由丰富的感性走向深刻理性的栏目，该

栏目通过典型性、示范性、引导性的例子，让学生获得知识和经验，使其从中获

得启发，进行理性思考；“探究”栏目旨在强化“技术是一个可探究的对象，不

是一个单纯使用的器具”的理念，以破除学生对技术的神秘感，改变对技术的狭

隘认识，是过程与方法的统一，更多地体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整套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历时3年，由于工作量大，许多新的理念需要实践探

索，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广大师生通过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官网（http://www.

gxkjs.com）与我们交流，提出意见与建议，共同推进信息技术课程教材建设。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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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一 走进信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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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人们生活在一个多姿多彩的信息世界

里。信息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现象的美丽神奇；信息世界让我们领略到了社

会的精彩纷呈；信息世界让我们体验到了生活的千姿百态。让我们走进信息世

界，共同探索信息世界的奥秘吧。

任务一 穿越信息的时空

信的故事

信是远距离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工具。

最初，人们为了和远方的亲友通信，常常委托报信人传口信，通

过手势、语言直接传递信息。

为了避免遗忘和差错，人们逐步创造了一种“实物信”，即用各

种各样的实物作为交流的工具，如“贝壳信”或“结绳信”。实物

信，可以看作是人类最早的有形信件。后来人们在石片或树皮上刻画

各种各样的图画，以传递更为明确的信息。

在文字出现以后，文字信件也就应运而生了。古代的人们把文字

写在绢帛、木简、竹简上。但无论是绢帛信、木简信还是竹简信，它

们的制作和使用都有许多缺点和不便。当更理想的书写工具——纸发

明以后，这些不同形式的信就逐渐让位于纸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人

们可以通过电话、电报、传真、计算机网络等更快、更远、更准确地

传递信息了。

了解不同发展阶段信息活动的特征；能通过案例分析，对信息活动的发

展历史形成深刻的感悟。

人类从产生之初，就与信息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成

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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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信息

结合自己通信的经验和体会，比较以上几种形式的信的长处和不足。

在人类发展早期，人们往往从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中获得信息，通过手势、

声音、眼神、动作等表达、传递信息，并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利用着信息。

语言的使用，推动了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使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经

验、本领代代相传承袭下来；而文字的使用拓宽了人们信息活动的范围，文字作

为信息的载体，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信息准确、长期地保存下来。直到

今天，语言和文字仍然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最基本的工具。

工业革命之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技术产生了，它们在使信息活动

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形态的信息，如语音、图像、

视频等。

图1-1 “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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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一 走进信息世界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将更加深入，信息活动的内

容、形式和载体也将更加丰富。

因特网还帮你解决了生活中的哪些问题？

网上学校

当受雾霾天气影响，空气质量状况为重度污染时，许多城市的中

小学停课，学校决定利用网络实施远程教学。在学校的校园网上有在

线课堂、学生作业、课堂实录、同步练习、交作业等栏目，同学们在

家中登陆学校的网站，进入在线课堂后，找到自己的老师，在网上进

行远程学习，选择同步练习，完成练习，通过网络提交作业，老师则

在网上批改学生的作业，再将批改后的作业通过网络反馈给学生。

高速信息网

图1-3 高速信息网

随着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计算机网络成为了一个全方位的信息载

体。人们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进行信息的获取、储存、处理、传播、应用、共

享等活动。信息活动变得更加快捷和方便。

查阅资料，了解显微镜的来历及其发展史，并写出有哪些类型的显微镜。

显微镜的类型： 。

信息资源

家庭

个人通信

视频服务

信息用户

学校

工厂

3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Xinxi jishu

任务二 探究信息的特性

通过观察、比较、做实验等方法探究信息的特性，深化对信息的理

解；能对信息的特性进行开放性的思考，并初步形成运用信息特性的知识

分析信息现象的意识。

信息的含义非常广泛，比如电视上的重大新闻、报纸上的足球比赛结果，这

些是信息；人们对消息、情报、数据和信号等的认识、理解，也可以产生信息；

科研工作者分析的数据、处理的结果也都是信息。

各种各样的信息中蕴藏着一些共同的特性，把握信息的这些特性能让我们更

好地获取、处理、利用信息。

信息是普遍存在的

信息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自然界中的动

物、植物包含着信息，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物质成果中，如各种工具、房屋

也包含着信息，人类的交往和思维也会产生信息。

有人说：当计算机处于关机状态时，什么信息都没有了。你同意这样的

说法吗？为什么？

图1-4 生活中的信息

信息的含义

《辞海》（1999年版）对“信息”一词的解释是：“1.音讯、消息；

2.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通常必须通过处理和分析来提取。”

控制论的创始人 N.维纳在他的 《控制论》 中说：“信息就是信

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信息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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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走进信息世界

初一（2）班准备在周末举行一个主题活动，老师要将这一消息告诉全班

同学及其家长，你认为可以采用哪些方式发布信息？

填写表1-1中所列信息活动的信息载体。

信息活动

演讲

看电视

看报纸

在网上查资料

信息载体

信息是可传递的

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传输工具和载体进行传递，信息的传递扩大了信息存在

的范围。人们每天与别人交流、打电话，电视、广播的主持人每天的播音等种种

行为就是在实现信息的传递。

表1-1

文字、声音、图像以及视频等可以承载信息，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信息

的常见表现形态。

图1-5 信息依附于载体

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存在

信息只有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存在。例如，在古代利用烽火传递情

报，入侵的敌情是通过燃烧的烽火来传递的，因此，入侵的敌情这一信息，载体

是燃烧的烽火。同一信息可以依附不同的载体，如交通信息既可以通过信号灯来

表示，也可以通过交通警察的肢体语言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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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与电脑

人脑是最佳的信息加工处理器。人脑能进行决策、设计、研究、

写作、改进、发明和创造等多种信息加工处理活动。计算机也类似人

脑那样具备一定的信息处理功能，所以又被称为电脑。信息经过计算

机处理后，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新信息。

信息是可伪的

信息在传递和接收过程中，由于主观的原因和各种可能的干扰及失误，使人

们所理解的信息偏离事实真相，这就导致了人们获得的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甚

至是错误的，人们常常把信息的这种特性称为信息的可伪性，如“盲人摸象”。在

生活中，有时人们会利用信息的可伪性，故意制造假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

“空城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信息是具有时效的

一般来说，信息的价值与信息被人们利用的时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提供

越及时，其使用价值就越大。但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信息的时效性是

相对的。比如，多年前的气象资料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对

于气象科学家来说，也许是一份难得的研究资料。

昂贵的情报

朝鲜战争前，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推销一份秘密报告，其内容

是中国将援助朝鲜，要价50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认为那纯属敲诈，

不予理睬，结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

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国防部才想起那份报告，急忙以

2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这份已过时的报告。后来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

阿瑟将军看到这份报告之后感慨道：“我们最大的失策是怀疑咨询公

司的价值，舍不得为一条科学的结论付出不到一架战斗机的代价，结

果是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付出了830亿美元和10多万士兵的生命。”

美国国防部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购买这份信息？

信息是可以加工处理的

对于已获取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分析、概括、归纳、总结、比较和判断等

加工处理得到新的信息。新的信息往往更加符合人们的需要，具有更高的实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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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一 走进信息世界

观察图1-7的两组图形，它们中间的圆点哪个更大些？你从结论中得到

哪些启示？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种特性，信息还具备其他的一些特性，如信息是可存储

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是可以共享的，等等。

图1-7 圆点图

空城计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错用马谡，失去街亭后，只有2500军士

驻守在西城县。

忽然，哨兵飞马来报：司马懿正率

领15万大军往西城而来！

这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

有一班文官。众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个

个大惊失色。诸葛亮登上城头，只见尘

土冲天，魏军分几路往西城县杀来。

于是，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

都藏起来，士兵原地不动，如果有私自

外出以及大声喧哗的，立即斩首。又叫

士兵把4个城门打开，每个城门处派20名士兵扮成百姓模样，洒水扫

街。诸葛亮自己披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书童，带上

一张琴，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然后慢慢弹起琴来。

魏兵的前哨急忙将这个情况报告司马懿。司马懿立刻命令军队停

止前进，自己飞马向前观望。果然见诸葛亮在城楼上，笑容可掬，焚

香弹琴，左面一个少年，手捧宝剑，右面也有一个少年，手执麈尾。

城门内外，仅有20余名百姓，低头打扫，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后怀疑

城中有重兵，连忙指挥部队撤退。

图1-6 空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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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Xinxi jishu

信息常被称为“无形财富”和“特种资源”。扁鹊观望气色，得知蔡桓公病情

日增，不可救药；诸葛亮从容实施“空城计”化解危机；魏格纳从地图上发现大

西洋两岸轮廓“吻合”的现象，推测出“大陆漂移”论断；牛顿从苹果下落感悟

出“万有引力”；哈雷整理天文数据，推算出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信息具有各

种各样的用途，这就是信息的价值。

信息的价值不是单一的，有时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些重大新闻在使人

获得信息的同时，还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信息在促进

科技进步的同时，对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任务三 实现信息的价值

能根据信息的特性，采用一定的方法对信息的价值进行判断；初步形成

实现信息价值的意识，学会在实际应用中实现信息的价值。

用线将下列反映信息特性的句子与信息的特性连接起来。

一传十，十传百 信息的可传递性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信息的可共享性

名扬千里 信息的可伪性

时过境迁 信息的时效性

结绳记事 信息的可存储性

广告的价值

小迪闲暇时间喜欢看广告，他经常被那些富有创意的广告设计所

吸引，一些广告词也成了他的口头禅。

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则成人牙刷广告：该牙刷具有波浪

形刷毛，能有效清洁牙齿；弯角设计，弱力材质，吸收刷牙时的不当

力度，保护牙龈；由不同刷面组成，可同时对牙齿的不同层面进行刷

洗。小迪这才知道以后买牙刷的时候要选用波浪形、弱力材质的。

在看了这则广告后，小迪想：虽然现在市面上的儿童牙刷很多，

但是适合儿童使用的多面牙刷还是很少的，这让小迪产生了一种设计

一款独特儿童牙刷的想法。

下定决心后，他根据广告上提供的信息，再通过上网、调查等方

式了解牙刷设计的基本知识和要着重考虑的因素，以及儿童对牙刷的

需求，着手进行设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设计出一款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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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走进信息世界

对于信息的价值判断，首先应该结合自己的需要来进行。例如，生物学家关

注的是生物界的奥秘，史学家关注的历史事件对他来说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信息。

对于获得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人们常常要进行分析、比较和权衡，来判断信

息的价值。

这个案例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在生活中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说

出来和大家分享。

青霉素的发明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观察用泥土封闭培养的细菌时，

忽然发现离泥土较远的地方，细菌繁殖得很多，而在接近泥土的地方

细菌似乎被溶解了。他抓住这个现象深入研究，发现这些泥土里有一

种化合物，他从这种化合物中分离出能够抑制细菌生长的青霉素，成

为医学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并于1935年荣获了诺贝尔奖。在弗莱明

发现青霉素之后，斯科特等人都回忆说，他们事先都注意到了霉菌能

抑制葡萄球菌的现象，可是都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下去，还对这种现象

特别讨厌，认为它阻碍了他们要研究的细菌的生长。斯科特等人因为

缺乏对信息价值的敏锐判断力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音乐牙刷。这种牙刷可以同时刷几个齿面，具有清洁效率高的优点，

而且在儿童刷牙时，牙刷还能发出美妙的音乐，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增加他们刷牙时的乐趣。牙刷发明后，小迪在老师的帮助下，申请了

该牙刷的专利，他因此成了学校的“名人”。

在信息的海洋中，只有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的人，才能从平常的事物中获取

重要的信息，从旁人容易忽略的事件中获得有用的信息。

开学了，由于小迪家离学校较远，他决定购买一辆普通自行车上学，这

样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锻炼身体，为了存放方便，他打算购买一辆24寸

的小型自行车。下面是小迪的同学给他提供的一张关于自行车的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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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的特性对信息的价值进行判断也是很好的方法，如用信息的时效

性、共享性来判断上述案例中信息的价值。

要实现信息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它们，并利用它们去解决实际生活中

出现的问题。

请你判断上面的哪些信息对小迪来说是有价值的信息，并说明为什么。

杂交水稻之父

1960年，袁隆平从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

都已应用于生产，于是萌发了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的想法。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

作上都断言：“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因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

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1960 年 7 月，袁隆平在察看早稻试验田时，发现了“天然杂交

稻”，并且有明显的杂交优势，这更加坚定了他进行水稻杂交试验的

决心。袁隆平通过大量艰苦的科学试验，揭开了其中的奥秘，终于在

1975年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突破了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

从1976年至1999年，我国种植杂交水稻累计增产稻谷3 500亿千

克，基本解决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

粮食问题。袁隆平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学家之一，被称为

“杂交水稻之父”。

◆ 儿童水上自行车
国内首创产品，水深 0.35m即可使用。方便安全，进退自如 零售

价： 828元
——信息来源：网络
◆ 26寸学生电动自行车 零售价： 828元
——信息来源：网络
◆ 24寸学生自行车 零售价： 180元
——信息来源：网络
◆ 双人自行车 零售价： 900元左右
——信息来源：同学介绍
◆ 24寸学生山地自行车 零售价： 550元
——信息来源：同学介绍
◆ 20寸电动铝合金折叠自行车
零售价： 2550元 电池类型：铅酸电池 控制类型：智能脚动 最

高时速：35km/h
——信息来源：实地调查
◆ 24寸学生自行车 零售价： 150元
——信息来源：实地调查
◆ 24寸学生山地自行车 零售价： 650元
——信息来源：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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