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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新课标视角下算法的教学策略研究

刘晓楠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摘 要】 2022 年版新课标对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

（2022 年版）》中，算法作为贯穿全学段的六条逻辑主线之一，在学生问题解决能力、自主可

控意识、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上至关重要。从“算法是什么？”、“算法在新课标中有何种地

位？”、“教师如何教算法？”这三个问题入手，介绍了算法的来源及概念、新课标中的“算法”

以及提出了树立正确教学理念、明确教育教学目标、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和注重多元教学评价四

条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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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Standard (2022 edition)", algorithm, as one of the six logical lines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school sec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utonomous controllable consciousness,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From "What is an

algorithm?" "What is the role of algorithms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How do teachers

teach algorithms?" Starting with these three problems,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source and

concept of the algorithm, the "algorithm"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puts forward four

teaching strategies: setting up the correct teaching idea, clarifying the teaching goal,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multiple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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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 年版）》[1]，新课标将影响未来基础教

育的走向，对促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与之前的课标相比，2022 年版

义务教育新课标理论性较强，新概念和新提法较多，

同时新增了学业质量、评价建议、教学研究与培训

等内容，功能性明显增强[2]。其中将信息科技列为

独立科目，纳入义务教育国家课程，并发布相应的

《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教育科研创新 2023 第 1 卷 第 1 期 https://doi.org/10.55571/jykycx.2023091

- 2 -

简称新课标），将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如图 1 所示，课程内容是根据学生的认知特征

和信息科技课程的知识体系，围绕数据、算法、网

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六条逻辑主线

贯穿全学段，设置了 9 个内容模块组成内容体系，

设计 17 个跨学科主题强化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落

实，体现出循序渐进和螺旋式发展。相比于其他，

算法这条主线是在第三阶段（5—6 年级）——“身

边的算法”正式出现，也就是说从小学中高年级开

始逐步学习认识算法。那么针对“算法”这一条主

线，算法是什么？算法在新课标中有何种地位？教

师在教学中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呢？本文探讨

的就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图 1 信息科技内容模块与跨学科主题

2. 算法是什么

算法是什么? 其实追溯到中国古代，就已经有

算法的雏形——算术，即数值的算术运算。我国数

学专著《九章算术》中记载了求两个正整数最大公

约数的算法——更相减损术。书中是这样说，“可半

者半之，不可半者，副置分母、子之数，以少减多，

更相减损，求其等也。以等数约之。”白话文翻译过

来就是：任意给定两个正整数，判断它们是否都是

偶数，若是则用 2 进行约简，若不是则以较大的数

减较小的数，然后把所得的差与较小的数比较，并

以大数减小数，知道所得的减数和差相等为止。同

样的问题解法也在古代西方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

何原本》中提过，叫做“辗转相除法”，也称为欧几

里得算法，与更相减损术相比，是以除法为主。除

《九章算术》、《几何原本》外，还有其他关于算法

的著作，如《孙子算经》、《数书九章》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算法”的外延和内涵都

逐渐发生着变化。现代“算法”在英文单词中为

“Algorithm”，在《韦氏词典》中给出的解释为用

一台机器，尤其是一台计算机，为实现特定目标或

者解决问题需要让机器有序执行且遵循的一套规则。

而且算法不仅可以描述问题解决的步骤，还可以描

述计算机的数据运算，所以词典里有两重定义：一

是“在有限数量的步骤中解决数学问题（从找到最

大公约数开始）的过程，该步骤经常涉及重复操作”；

二是从广义说就是“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的一系列

步骤”[3]。在数学领域中，像《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对算法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在限定的步骤对一个问

题给出的答案或者解决一个问题方案的系统过程

[4]。

3. 新课标中的“算法”

算法是计算思维的核心要素，计算思维作为信

息科技课程要培养的四大核心素养之一，对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和科技伦理、数字素养与技能尤为重

要。新课标则提出具备计算思维的学生能对问题进

行抽象、分解、建模，并通过设计算法形成解决方

案，并将其迁移运用于解决其他问题。国内外很多

学者在定义计算思维的要素时，都对“算法”的重

要性进行了解释。国外，菲利兹（Filiz）在面向问

题解决过程的计算思维框架表界定在生成、选择与

规划解决方案这一环节时要进行的数学推理、构建

算法和程序[5]；ISTE & CSTA 在联合发布的计算机

思维操作性定义中把设计算法列为六要素之一，描

述为利用算法的思想来指定适合自动化解决的方案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ommon%20di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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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美拉和斯塔夫罗斯（Soumela & Stavros）

在使用教育机器人在中学进行计算思维实践时，评

估算法为五个关键计算思维要素之一，界定学生对

于算法这一要素进行学习时，要掌握能够明确说明

算法步骤、确定并找到给定问题的最有效算法的技

能[7]。国内罗海风学者也将算法列为一个维度，描

述为完成某个事项的以阻止零或一组规则[8]。无论

何种解释，都能看出算法在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过

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新课标中把算法作为六条逻辑主线之一，提出

小学中高年级开始逐渐接触算法，以问题的步骤分

解——算法的描述、执行与效率——解决问题的策

略与方法这条线展开教学，这也是与旧版课标不同

的地方。在旧版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中，是在小学、

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均设置了“算法与程序设计”

模块。义务教育阶段，“算法与程序设计”模块是由

“生活与程序”、“结构和算法”两个单元构成；高

中阶段，“算法与程序设计”模块是由“程序基础”、

“统计类问题”、“计算类问题”和“程序开发”四

个单元组成[9]。新课标的学科大概念下移，使得算

法更早融入基础教育的学习中，也凸显出算法学习

在信息科技课程中的重要。学生要能在典型的信息

科技中，识别信息系统的输入输出，能用自然语言、

流程图等方式正确进行算法描述，能针对不同的输

入数据规模，分析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算法在时间

效率上的高低，并能利用编程对设计的算法进行验

证，同时也要对算法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

4. 算法的教学策略

4.1 树立正确教学理念

反映正确育人方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四次集体学习之后有一个讲话，强调中国数字经济

的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指出，全民、

全社会要加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新课标也将

信息素养变为数字素养，数字素养与技能是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的一种必备素养和技能。所以，教师

在引导学生探索利用信息科技手段解决问题的过程

与方法时，也要提升学生的知识迁移力和学科思维

水平，体现“科”与“技”并重。

注重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和知识衔接性。新课标

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统筹安排各学段学习内容，

小学低年级注重生活体验；小学中高年级初步学习

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体验其应用；初中阶段深

化原理认识，探索利用信息科技手段解决问题的过

程和方法。算法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出现，这个时期

学生在小学低年级已经初步认识了信息交流、信息

隐私、在线学习和简单的数据编码，对认识学习算

法有一定的帮助。而步入初中阶段，学生开始接触

网络和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之

一为其学习也奠定了基础。所以教师在教学算法时

要注意知识的衔接性，随着学段的增加，教学方式

也要有变化，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开展教学活

动。

注重教学的生活性。在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

认知发展处于从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时期。

教学中应该把握这一阶段的特点，从学生生活体验

出发，使具象内容和抽象内容达到一个平衡。例如，

从《九章算术》中求两个整数的最大公约数这类数

学问题出发，将算法学习的要点贯穿问题求解的过

程，让学生在算法讨论中养成算法思维，避免空洞

地讲授抽象概念。

4.2 明确教育教学目标

新课标将四大核心素养的各学段目标具体化，

旨在指导教师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

上进行教学。义务教育阶段划分为四个学段，“六三”

学制按“2223”划分。“五四”学制按“2322”划分。

“六三”学制的学生在第三学段（5-6 年级）开始

接触算法学习，“五四”学制的学生则在第二学段

（3-5 年级）就要开始学习算法，其学段目标主要

参考“六三”学制的第三学段（5-6 年级）确定，

只是会适当降低要求。

信息意识方面，新课标要求学生能够具有创新

理念，并将其融入到自身学习中，针对简单问题，

能够确定解决问题的需求和数据源，主动获取、筛

选、分析数据。也就是说，要明确算法的概念，算

法就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步骤；计算思维方

面，新课标要求学生能用自然语言、流程图、伪代

码等描述算法，熟练使用顺序、分支、循环三种基

本控制结构去描述任务的实施过程以及通过简单的

编程验证该过程；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方面，新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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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通过身边的算法，体会算法的特征,并将其应用

于数字化学习过程中，适应在线学习环境，同时在

学习作品创作过程中，利用恰当的数字设备规划方

案、描述创作步骤。在反思与交流过程中，对学习

作品进行完善和迭代；信息社会责任方面，新课标

要求学生了解算法的优势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

认识到算法对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的重要性，

以及认识到自主可控技术对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

全的重要性。

教师应该熟读新课标中的第三学段目标，明确

算法的教育教学目标。学生能用符号和编码表示问

题求解所关心的对象，采用自然语言、流程图等方

式，运用三种基本控制解雇及其组合，正确进行问

题求解的算法描述；基于给定的算法，能针对不同

的输入数据规模，分别“输出”算法中某些步骤执

行的次数；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判断解决同一问

题的不同算法在时间效率上的高低；能基于对算法

的理解，设置和调整参数，观察相应程序的执行；

基于对算法价值和局限性的认识，初步具有知识产

权保护和应用安全意识。

4.3 创新教育教学方式

跨学科主题教学。新课标在课程内容上除了以

六条主线贯穿全学段，设置了 9 个内容模块外，还

设计了 17 个跨学科主题强化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在“身边的算法”这一内容模块中，所对应的跨学

科主题是游戏博弈中的策略和解密玩具汉诺塔。以

解密玩具汉诺塔为例，从学生们熟悉的玩具出发，

了解汉诺塔游戏的规则，根据目的规则去探究游戏

策略，掌握游戏思路，化难为易，从而渗透“递归”

的思想，这一活动涉及到信息科技、数学、心理、

艺术等学科知识。教师应有意识地从多个角度收集

资料，指导学生开展游戏探索，完成对汉诺塔的解

密，从而对算法有全新的认识。

真实的问题驱动教学。新课标倡导真实性学习，

以真实问题或项目驱动，引导学生经历原理运用过

程、计算思维和数字化工具应用过程，建构知识，

提升问题解决能力。注重创设真实情境，引入多元

化数字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支持学生在

数字化学习环境下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管理和自我

评价，鼓励“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凸现

学生的主体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算法”对于五六

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学生这

时期的认知发展处于从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

时期，所以教学中应该把握这一阶段的特点，从学

生生活体验出发。例如，在算法的概念时，以“无

人汽车是如何驾驶的？”、“智能交通环境下红绿灯

是如何控制的？”等离学生生活情境比较接近的问

题来驱动教学，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不会感觉到

空洞遥远。

以学生为主体的数字化与创新教学。新课标提

出学生要养成利用信息科技开展数字化学习与交流

的行为习惯，有效地管理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能

积极主动运用信息科技高效地解决问题，并进行创

新活动。教师进行算法教学时，要注重把握数字化

学习的特点，合理运用数字化平台、工具和资源，

运用线上实验、模拟、仿真等方式，让学生体验计

算机程序，鼓励学生从多个方面熟悉程序，不要求

每个算法问题都由学生编程实现，阅读理解、修改

运行程序代码也都是有意义的体验。教师也可采用

科学课程中观察实验的教学方法，这也是培养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的一种实践。例如，对于“一笔画”、

“最短路径”等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教师可以在

和学生一起讨论算法的基础上，展示由教师或第三

方实现的程序代码，让学生设置和调整参数、观察

讨论，最后执行验证，体现数字化学习。

4.4 注重多元教学评价

新课标强调评价育人，素养立意。坚持过程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加强学习结果的评估和

应用，服务教育教学质量管理。坚持基本知识考核

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综合运用纸笔测试，上级实践、

作品创作等方法，全面考查学生学习状况。坚持自

评和他评相结合，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评价主体多元化，要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主体地位，营造开放、宽松的评价氛围，采取老师、

同学、个人共同参与评价；评价方式多元化，要运

用观察、实验、模拟、仿真等方法，采用纸笔考试、

上级实践、作品创作等方式，借助电子档案袋、学

习系统等平台记录学生学习过程性学习数据；评价

内容多元化，要从考察知识和技能具体掌握情况入

手，注重分析学生能力表现、思维过程、情感态度

等发展状况。评价反馈多元化，评价结果反馈应尊

重学生，根据学生的差异灵活采用口头或书面、鼓

励或引导、个别或全体等方式，引导学生梳理信心、

积极反思、改进学习方法，发挥评价的促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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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对于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导

向作用，能够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效果，改变学生学

习方式，同时能使教师及时提供反馈，课堂中的反

馈信息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多元教学评价要遵

循真实性、适应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原则，评价

主体的多元化，评价方式的多元化，评价反馈多元

化也要能适应一体化改革的需要。

5. 结语

总之，新课标下采用课程主线替代高中信息技

术课程的学科大概念，算法作为六大主线之一，基

础教育的算法学习至关重要。从学科专业来讲，教

师要注重教学的生活性，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

培养学生学习算法的兴趣，以“跨学科主题”学习

为跳板，帮助学生形成逻辑思维，学会用算法思想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任务或项目驱动，引导学

生在任务或项目完成的过程中建构知识，提升问题

解决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础教育领域的科研人

员和一线教师需要转变理念，通过创新实践，让新

课标真正落地实施，实现课程育人的根本目的，切

实提高义务教育质量[2]。最终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和科技伦理，提升学生的自主可控意识，培育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学生的总体国家安全

观，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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