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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策略研究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钟学均

摘要：课程思政是在各科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实现学科思政育人目的。课程思政是新

时代育人的必然要求，但在当前高中信息技术的教学中，普遍存在重视信息技术专业知识的

讲授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现象，如何在课程思政视角下进行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是摆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师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对高中信息

技术学科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性、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策略及其

基本原则进行了探讨，以期能给同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课程思政；高中信息技术

课程思政即在各科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国家观和文化价值观，增强学生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它是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课程思政教学不仅是新时代的育人要

求，也是深化学校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和举措，因此课程教师不但要有“课程思

政”意识，而且要拥有“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能力和思政教学能力。然而在当

前高中信息技术的教学中，普遍存在注重专业知识的讲授和技能的培养，而鲜有

有意识地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的现象，这与“新时代育人要求”和“深化学校课程

改革”存在较大差距。缘何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鲜有落实课程思政教学？

笔者认为，除高中信息技术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观念淡薄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缺乏课程思政元素提炼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如何有效地在课程思政视角下进行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是摆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师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高中信息技术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性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是“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这一新时代

育人理念的重要途径。2016年 12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要培养学生良好政治素

质、道德品质和健全人格，使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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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也指出：“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引

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政治认同”， “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有待增强”[3]。高中阶段是

人生中的重要时期，是学习知识的关键期，是学生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黄金期。

综上可知，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高中信息

技术学科教学中做好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二、高中信息技术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策略

（一）教育学生遵章守纪，增强学生的法纪意识。

现在的学生很多都由于家庭溺爱，养成了好逸恶劳、公共卫生和规矩意识淡

薄等不良习惯。在机房上课时，吃零食、乱扔果皮纸巾、随意走动、高声喧哗、

拔掉键盘鼠标和电源线，甚至抠键盘乱安按键、设置倒屏显示等现象屡见不鲜。

介于此，笔者在每个班的第一课，向学生明确机房上课的纪律要求和规章制度，

树立学生的规矩意识。对违反规章制度的学生按规定进行相应处理，做到违者必

究，以达到强化学生遵章守纪意识的目的。通过教育和制定规章制度，学生的纪

律和规矩意识明显加强，以往在机房上课的不良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上网是学生的经常性行为，不少学生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在网上做什

么都没有人会知道。针对学生这种错误的认识，笔者在每个班的第一次课，讲述

了发生在我校的一个真实案例：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高一一个学生利用信

息课上课的机会，在网上设立了一个谎称向汶川地震捐款账号。该账号设立不久

即被公安部网监部门发现，后来各级公安部门网监大队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这个

账号是由位于我校的 IP 地址设立的，最后经过排查确定了这个学生，最终这个

学生被公安部门带走，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不但很好地激

发了学生对高中学习内容的学习兴趣（为什么能锁定设立账号人的位置？），更

重要的是使学生意识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络上的违法行为同样会受到法律的

处罚。该案例对规范学生的上网行为起到了积极的警示作用，强化了学生法律意

识，此后学生上网再无违法乱纪行为发生。

（二）开展项目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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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社会合作意识、团队意识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团队意识。通过团队意识的培养，学生具有集体观念、合作

精神，以达到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培养学生的合作、团队意识可以

通过开展项目实践活动来实现，笔者在每章教学中都设计了一个项目实践活动。

如：在学习了网页制作后，让各个小组从班级网站、酒城泸州网站、龙城网站中

选择一个来设计制作。要完成这些网站的设计制作，小组内必须分工合作才能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学生通过综合实践活动不但综合运用了所学知识，而且他

们的团结合作意识、集体意识得到显著提高。如今，在小组合作学习环节，相互

分工、协作完成学习任务已经形成了学生的共识。

（三）挖掘教材思政元素，树立学生爱国意识。

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高中信息技术教材，深入挖掘分析，就会发现教材中蘊含

着大量的思政元素。

比如，在讲信息的特征时，笔者向学生展示 1964年某期《中国画报》封面

人物铁人王进喜的图片，问学生：同学们从这张图片可以得出什么信息？ 学生

一般只看出表面内容：人物年龄比较大、所处地方比较冷、有井架等。当笔者对

学生说：“这张图片正是当年被认为泄漏了大庆油田机密的照片”。学生听了感觉

不可思议，笔者顺势而言：当年日本人正是根据图片上的信息分析得出大庆油田

的大致位置、储量和产量，于是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

备。当我国向各个国家采购开采大庆油田的设备时，日本人一举中标。笔者接着

讲：庆幸的是当时日本只是向我国高价推销炼油设备，而不是用于军事战略意图

和搞破坏。这个案例让学生感到事件的可怕，笔者因势利导地说：“从这个例子

可以看出，在我们认为一张毫不起眼的图片，但在专业人员的眼中可以得出很多

的重要信息，这告诫我们不要在网上传播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军事设施、军事

单位等图片，否则可能由此危及国家安全！当然，为了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也不能在网上随意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课后与学生的交流时，同学们纷纷表

示：国家安全、国家机密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机

密，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职责，同时，在网络环境中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

信息。

再如，在讲了 IP 地址的类型后，笔者让学生在网站 http://ipblock.chacuo.net/

http://ipblock.chacu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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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查询美国、中国分配的 IP 地址数量及其类型，通过查询发现美国的 IP 地址占

全球 IP 地址的 44.34%且大部分是 A 类地址和 B 地址，而我国的 IP 地址数仅占

9.28%且大部分为 C类地址，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的实际需求，而美国的 IP 地址并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笔者告诉学生 IP 地址分配严重不均的原因，就是因为互联

网是美国人发明并在美国兴起的，他们在 IP 地址的分配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由此例，学生深刻地体会到我国在互联网领域核心技术的落后局面，激发学生的

民族危机感与紧迫感。随后，笔者向学生简述了美国打压华为的主要原因是华为

在 5G 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的威胁。这说明我们只要奋发

图强，也能后来居上，在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上实现弯道超车。这两个事例向学生

阐明一个道理：只有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激励学生潜心学习，在学生心中埋下为祖国

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和奋斗的种子，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实证明，在高中信息技术教材中隐含着许多思政教学元素，只要我们用心

深入挖掘，具有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就能够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从而实现信

息技术课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目的。

（四）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为课程思政教学奠定基础

根据党和国家的育人要求，各学科都要落实思政教育，以达到协同育人的目

的，最终解决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

中要系统、持久、有效地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建立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资

源库就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近两年对高中信息技术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挖掘，收集整理

了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课程思政元素，初步建立起了有文本、图片、视频等数字

化资源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思政元素教学资源库。如：与“数据及其特征”对应

的“《创新中国》系列纪录片”视频；与“数据编码”对应的“王永民与五笔字

型输入法”的故事；与“信息及其特征”对应的“1964 年《中国画报》封面人

物王进喜泄密事件”、2022 年 9 月，负责某国有军工企业保密检查工作的职工武

某泄露国家秘密事件；与“知识与智慧”对应的古今科学家的科学发现的故事；

“域名系统”对应的“俄罗斯断网演练”视频；与“文本处理”对应的“裘伯君

与 WPS”的故事等等。资源库的建立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一定

http://ipblock.chacu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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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支撑，为课程思政教学的落实奠定了物质基础，使课程思政教学实现系统、

持久地进行成为了可能。

三、高中信息技术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基本原则

教师在高中信息技术课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遵循以身作则原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教育学生遵规守纪，

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样才能让学生信服，才能使

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因此切忌教师言行不一。

第二、遵循无缝衔接原则。教师教学中，应注意课程思政教学元素与教学内

容深度融合，尽量做到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无缝衔接。不必每节课都要进行

课程思政教学，否则就会出现生搬硬套，为思政而思政的现象，如此不但起不到

课程思政的效果，反而让学生滋生抵触情绪，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第三、遵循收集、整理和开发原则。教师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要有意

识地收集、整理和开发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不断丰富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使课程思政教学能系统、持久地进行，从而达到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目的。

第四、遵循课程思政元素媒体形式的多样性原则。只有合理利用形式多样的

课程思政教学元素，才能给予学生灵活多样的感受，使教学方式更为充实丰富，

进而收到更好的思政教学效果。

总之，只有在各学科的教学中都融入思政教育，才能形成思政教育的合力，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家培养出知、情、意、行统一的，能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践行课程思政教育是时代赋予高

中信息技术教师的责任。作为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应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深入研

究，不断丰富和完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的资源和方法，进一步提高高中

信息技术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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