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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实施至关重要。跨学科视角提升思政实效，通过信息技术解读时事政治、

社会伦理，培养学生跨学科思考能力。创新素养与社会责任同步培养，注重数字化创新与发展能力，强

调信息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科吸引力与学科自主性，将信息技术与国家价值观相结合，激发学生兴趣，

促使学科自主探索。但目前还存在思政目标过于理想化、学科吸引力不足等问题。解决之道在于融合跨

学科元素、强调创新与社会责任、提升学科吸引力、创新教学模式，这一系列措施有助于形成更有深度

和广度的信息技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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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
fectiveness, interprets current affairs, politics and social ethics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bility. Innovation literacy and social respo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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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ty synchronous training, pay attention to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emphas-
iz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autonomy 
of disciplines, we comb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national value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
est, and promote the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of disciplin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
lems, such as too idealis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and lack of discipline attraction. The so-
lution lies in integ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elements, emphasizing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
bility,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disciplines, and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s. This series of 
measures can help to form a more depth and breadth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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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教学早已不仅仅是知识传授，更是塑造学生思想、引导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在高中信

息技术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成为重要一环。如何将思政理念融入技术学科，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是

当前教育面临的课题。通过跨学科视角，关注创新与社会责任，提升学科吸引力，创新教学模式，可以

使思政教学更加深入人心，使学生在信息时代充分发展个体素养的同时，也具备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与责

任担当。这不仅是课程改革的需要，更是社会培养未来全方位人才的重要途径。 

2.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课程思政实施的必要性 

2.1. 关于课程思政 

早在 2020 年，远见卓识的习总书记就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来全新教育理念——课程

思程，这是育人本质为出发点强化的“以人为本”的教学方针。课程思政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是指将

思政教育全面贯穿到各科目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在可以接受到文化知识的同时，可以受到德育教育的熏

陶，教师也可以运用德育的教学思维，发挥课程的德育效能，真正做到立德树人[1]。 

2.2. 跨学科视角提升思政实效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实施，具备跨学科的独特优势。这一实践不仅使学生在信息技术领

域深耕，更通过跨学科的视角，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信息技术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与时

事政治、社会伦理紧密相连。通过在信息技术课堂上解读时事政治，教师可以将抽象的国家政策、社会

现象具象为具体的信息技术应用，激发学生对时事的关注和思考。 
跨学科思考的培养不仅令学生拥有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素养，更使其能够运用信息技术的视角去解

析、理解社会、政治现象，形成全面的学科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逐渐培养起跨学科思考的能力，

使他们能够将信息技术的知识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形成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结构。 
课程思政实施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学生更好地融入信息社会，增强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责任的认知。通

过深入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学生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与责任。这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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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仅仅停留在技术水平上，更涉及学生对信息技术背后所蕴含的伦理、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 

2.3. 创新素养与社会责任同步培养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在课程思政的引领下，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创新素养的培

养不仅令学生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工具，更注重培养他们的数字化创新与发展能力。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

式，学生在实际问题中运用信息技术解决方案，锻炼创新思维，培养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2]。 
同时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还应强调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使学生在技术发展中能够胜任并积极参与社会

责任。通过深入了解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引导学生思考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注重让学生认识到数

字化创新应当与社会责任相辅相成。课程中的案例设计可以涵盖信息技术在环境保护、医疗健康等社会

问题中的应用，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发展背后的社会影响，强调技术发展应当服务社会的价值观。 

2.4. 提升学科吸引力与学科自主性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在课程思政的引领下实现了学科吸引力的提升与学科自主性的突显。通过将信息

技术与国家价值观、社会责任相结合，课程思政使得学科不再是枯燥的技术堆砌，而是融入了时事政治、

社会伦理等元素，从而激发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浓厚兴趣。学生在课程中不仅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

价值观念的传承者和创新者。这种联系社会现实的方式使得信息技术在学生眼里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工具

性学科，而是关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升了学科的吸引力[3]。 
另一方面，课程思政的实施使得学科自主性更为凸显。通过引导学生思考信息技术在国家建设、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培养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科自主性在思政引导下得以

发挥，学生更主动地探索信息技术领域，不仅仅是机械地掌握知识和技能，更是在学科的发展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实现学科育人的目标。这种自主性的培养不仅使学生在学科学习中更具深度，更使其在

未来的职业道路上更具竞争力。 

3.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3.1. 思政目标过于理想化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存在着思政目标过于理想化的问题。思政目标过于理想化使得其脱离了实

际的教学需求，与信息技术的具体知识与技能难以有效结合。课程思政理念往往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等高层次素养，而在信息技术这一实用型学科中，理念的过度理想化使得教学目标缺

乏可操作性。学科性质的复杂性要求思政目标更具针对性，直接服务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而过于理

想化的目标难以贴合实际操作。其次过度理想化的思政目标使得学科教学容易偏离实际应用场景。信息

技术是一门注重实操的学科，强调技能的培养和应用能力的提升。然而过于理想化的思政目标容易使教

学偏离对实际应用的关注，导致学生在具体问题解决中的能力得不到充分锻炼。实际情境中，信息技术

往往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的，理念过于理想化可能使得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准确把握问题本质，

降低了教学的实效性。此外思政目标的过度理想化也可能引发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排斥心理。高中学生面

临升学和职业发展的压力，更加注重实用性和职业性的学科。当思政目标脱离实际，无法与学科知识有

效结合，学生可能对思政教育失去兴趣，难以产生积极的学习动力。这不仅影响了学科教学的效果，也

可能削弱了思政教育的实际影响力。 

3.2. 跨学科整合难度大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跨学科思政实施面临较大难度。首要问题在于信息技术教学与时事政治、

社会伦理的整合不够紧密，导致思政元素难以有机融入教学内容，从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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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时事政治和社会伦理更倾向于社会人文领域。两者在知识

结构和理念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异，跨学科整合面临认知层面的障碍。信息技术注重技能和操作，而时事

政治与社会伦理更强调理论和伦理意识，这使得在教学设计中很难找到一个既满足信息技术专业性又能

贴合思政目标的平衡点。同时时事政治和社会伦理的快速变化使得整合更为困难。信息技术更新迅速，

而时事政治的变化也相当迅猛，两者的融合需要及时更新和调整。这对教师来说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

为他们需要不断跟踪新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观念，以确保教学内容与时事保持一致。再者学科和思政的整

合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的教学能力。信息技术教学往往侧重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而思政教育需要教师

有深厚的人文素养。这要求教师具备既熟悉信息技术又了解时事政治和社会伦理的能力，而这样的跨学

科背景不是所有教师都能轻松具备的。 

3.3. 学科吸引力不足 

当前信息技术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未能有效提升学科吸引力，给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

困扰。首先表现在课程思政未能有效激发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浓厚兴趣，使得学科吸引力相对不足。 
信息技术是一门富有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学科，然而在思政目标的引导下，学科可能更侧重于思辨性

的内容，而较少关注实际技术操作的乐趣。这导致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时可能感受不到学科的魅力，对

实际技术操作产生兴趣缺失，学科吸引力不足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另外课程思政未能有效结合信息技

术的实际应用场景。信息技术通常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的，而课程思政过于强调思辨和伦理层面，

使得学科与实际应用场景的连接相对薄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看到信息技术在现实中的实际应用，

这使得学科显得抽象而缺乏吸引力。实际应用场景是引导学生兴趣的有效途径，而缺失了这一环节，学

科吸引力难以达到理想水平。最后缺乏与时俱进的案例和实例展示也是学科吸引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信

息技术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充满了创新和变革。但如果课程思政未能及时引入新颖、实用的案例

和实例，学生将难以感受到学科的前沿性和实用性，从而减弱对信息技术的学科吸引力。 

4.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4.1. 融合跨学科元素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融合跨学科元素是实现课程思政的重要策略。信息技术作为桥梁，能够借

助其独特的优势将时事政治、社会伦理等元素巧妙融入教学，旨在培养学生跨学科思考的能力，使其更

好地融入信息社会。 
例如在《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这节课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学生通

过分析当今社会的数据，了解政治决策的背后逻辑，培养对时事的敏感性和深刻理解，进而形成对社会

责任的认知。社会伦理的引入也可通过信息技术的实际案例得以体现。在教学中，可以结合信息技术的

应用场景，让学生思考数字化社会中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伦理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学生能够更好地

理解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培养道德责任感[4]。 

4.2. 强调创新与社会责任 

着眼于培养学生创新素养，特别是数字化创新与发展能力的同时，注重信息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旨

在使学生在技术发展中积极参与社会责任。 
例如在《信息安全风险和防范》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字化社会中信息泄露、网络

攻击等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潜在影响。学生在学习防范策略的同时，不仅提升了技术应对能力，更深刻

地体会到个体在信息社会中的责任。例如，教学中可以用互联网公司的真实案例分析数据泄露事件，让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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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考信息安全背后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二是强调数字化创新与发展能力的培养，可通过项目驱动的

教学方式实现。通过学生团队合作，设计并实施具有创新性的信息技术项目。在项目实践中，学生不仅

能够锻炼创新思维，还能体验到技术发展中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培养起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例如，学生

可以开展智能交通系统的设计，通过创新技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4.3. 提升学科吸引力 

在提升高中信息技术学科吸引力方面，结合国家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是关键策略。可以通过引入国家

价值观，将信息技术与国家发展战略相联系。例如，在讲解《防火墙》的内容时，可以强调信息安全对

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的重要性。通过深入了解防火墙的原理和应用，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信息

技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作用，从而引发对信息技术学科的浓厚兴趣。二是突出信息技术的社会责任，

使学生认识到技术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应用，更是对社会贡献的体现。以网络防火墙为例，教学可以强调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安全不仅关乎个体隐私，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学生通过学习信息技

术的同时，深刻体会到自己在信息社会中的责任，从而增强对学科的兴趣和投入。 

4.4. 创新教学模式 

采用创新的混合教学模式是高中信息技术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策略。通过结合线上自主学习和

线下协作学习，将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巧妙地融入教学模式改革中，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技术基础

课程思政教学建设。 
一是线上自主学习作为混合教学模式的一部分，为学生提供了更灵活的学习机会。通过使用 AR、

VR 等智能技术实现微课教学，学生能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信息技术的知识点，同时激发其

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方式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元化、个

性化的学习路径。二是线下协作学习注重任务驱动，通过“任务导入→跟随操作→分解操作→讨论交流

→复盘总结”等步骤，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

更是引导者和示范者[5]。学生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感受到了思政理念在团队协作中的应用，明白了信息

技术的实际应用是与社会互动紧密相关的。 

5. 结语 

综上所述，将课程思政融合进高中信息技术教学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教师可以将

技术发展纳入社会责任的框架，使学生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不忘初心，明晰技术发展应当服务人类

社会的根本宗旨。这种教育背景下培育出的学生不仅可以有强大的动手操作能力，同时还会富有深厚的

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教师都要自觉承担立德树人的职责，将课程思政

用到实处，为国家培育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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