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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探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设计，特别是以“数据可视化”为教学案例

进行深入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如何在传授

技术知识的同时，有效融入思政教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课程思政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意义，以“数据可视化”为案例，详细分析了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该内容，并且提出了一系

列创新的教学设计思路，旨在实现技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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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teaching desig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 senio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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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pecially taking “data visualiza-
tion” as a teaching case for in-depth research.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has become increas-
ingly prominent. However,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im-
parting technical knowledge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This paper first 
comb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es 
“data visualization” as a case, analyzes in detail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design ideas, aiming at realiz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
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mor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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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高中生正处于对

世界有强烈的探知欲，但是认知能力、自控能力欠缺的年龄，一不小心就会被传输各种不良的思想。高

中生的思想教育刻不容缓，而大部分学校的现状是学科融合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只出现在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事情，其他学科中很少涉及。高中阶段正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因此，将信息技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信息技

术知识的同时，还能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课堂

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方法可以是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将德育与知识教学融于一体，借助知识点、数

学史、典故等，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做人做事做学问，助力学生全面发展[1]。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尤其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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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课程思政是指在各类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课程思政旨在通过各学科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包括但不限于对教学内

容的深度挖掘、教学方法的创新应用、教学评价的多元化构建以及教学环境的全面优化等。所以，我国

所有课程都必须承担立德树人的职责，但以往这个功能在各门课程的实施中被忽略了。大家更重视课程

本身的知识点，忽视了课程的育人意义。信息技术课程作为实施课程思政的有效载体之一，需要教师深

入研究如何发挥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并展开教育教学。 

2. “数据可视化”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 

教学内容本身蕴含哪些思政元素，对于教师来说，要把那些思政元素挖掘出来，授课时有机的、有

效地把思政元素融入到讲授内容中，做到润“人”细无声，达到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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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思维方法，就信息技术课程而言，需要从生活和教材中挖掘思政元

素，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三个方面为契合点，寻找隐藏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和资

源，从而设计课程不同模块的思政内容，并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

重构教学设计。如表 1 所示，探索课程思政教育融入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方法，在实践中渗透思政教

育。 
 

Table 1. Framework of ı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ıntegration in ı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visualization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表 1. 高中信息技术“数据可视化”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融入框架 

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 教学方法的创新应用 教学评价的多元化构建 教学环境的全面优化 

数据伦理

教育 
国家发展

成就展示 
社会热点

问题分析 
项目式学

习 
翻转 
课堂 

情境 
模拟 

过程性评

价 
成果性评

价 
同伴 
互评 

家校 
合作 

信息技

术支持 
校园文

化建设 

引入数

据隐私

保护、

数据安

全等伦

理问

题，引

导学生

树立正

确的数

据使用

观念，

培养其

数据伦

理意

识。 

通过展示

国家经济

数据、科

技发展成

果等可视

化图表，

让学生直

观感受国

家的发展

成就，激

发其爱国

情怀和社

会责任

感。 

利用数据

可视化技

术对社会

热点问题

进行分

析，如环

境污染、

人口老龄

化等，引

导学生关

注社会问

题，培养

其分析问

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

力。 

设计以数

据可视化

为主题的

项目，让

学生在完

成项目的

过程中，

不仅掌握

技术技

能，还能

深入了解

相关社会

背景和价

值观念。 

利用翻转

课堂模

式，让学

生在课前

自主学习

数据可视

化技术基

础，课堂

时间则用

于深入讨

论思政元

素和技术

应用的结

合点。 

创设贴近

学生生活

的思政情

境，让学

生在模拟

情境中运

用数据可

视化技术

解决实际

问题，增

强其社会

责任感和

使命感。 

关注学生

在学习过

程中的表

现，包括

参与度、

合作能

力、创新

思维等，

以全面反

映学生的

综合素

养。 

以学生的

项目作

品、研究

报告等为

评价依

据，考察

其技术掌

握程度和

思政元素

的融入效

果。 

鼓励学

生相互

评价，

培养其

批判性

思维和

团队协

作能

力。 

加强家

校沟通

与合

作，共

同营造

有利于

学生全

面发展

的思政

教育氛

围。 

充分利

用网络

平台、

虚拟现

实等信

息技术

手段，

丰富思

政教育

形式和

内容。 

将课程

思政融

入校园

文化建

设中，

通过举

办讲

座、展

览等活

动，营

造浓厚

的思政

教育氛

围。 

 
Table 2. Elements tab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ints in data visualization course 
表 2. 数据可视化课程思政融入点元素表 

教学模块 思政融入点 思政教育内容 

数据可视化概念： 
初识数据可视化 

融入点 1：将大数据战略：国家战略，引入前导

课程，让学生感受数据分析及可视化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融入点 2：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学习大

数据概念、特征及产生方式。 
融入点 3：结合网络安全与反间谍行动说明数据

原创式的产生方式。 
融入点 4：结合科技创新成果数据、GDP 报告等

与国家、人民息息相关的数据，展示数据可视化

的重要性及应用。 

1. 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2. 培养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家国意识。 
3. 维护国家信息安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人人有责。 
4. 增强学生国家使命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可视化方法： 
数据整理与可视化

图表 

融入点 1：以零售数据为数据源进行整理，并讲

授可视化图表类型、特征和作用，以此展现人民

生活质量，并挖掘人民消费潜力。 
融入点 2：以 1921 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员信息数

据为数据源探索数据整理与可视化方法。 

1. 加强学生对国情的认识，感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加深对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解，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共同报复。 
2. 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加强学生爱党

爱国情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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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不同可视化工具下

的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工具初探 

融入点 1：以 GDP 数据读历史，采用不同可视

化工具对 GDP 数据进行可视化，彰显国民经济

的突飞猛进。 
融入点 2：引入国产可视化工具，展现信创产业

高质量发展走出的新路子，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1. 感受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坚守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和维护党的方针政策，培养爱

国主义及民族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2. 增强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

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学生，让学生意

识到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使自己的国家

在关键技术上有自主权和话语权。 
3. 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学生不言放弃、精益专

注的工匠精神。 

综合训练：能力提

升 

融入点 1：采用科技创新数据，让学生进行数据

可视化与分析，提升学生可视化能力。 
融入点 2：采用近 10 年电影上映及播放信息数

据，对比红色电影播放量、上映数量等信息，引

入爱国情怀。 
融入点 3：采用团队合作方式完成上述实训内

容，增进学生团结合作意识。 

1. 从科技创新成果数据彰显数据及可视化力

量，激发学生对国产科技的民族自豪感，树立

科技创新意识。 
2. 增强学生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精神。 
3. 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国家荣辱观，同心同

德、迎刃而解。 

 
“数据可视化”是教育科学出版社高中信息技术必修一第五单元《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中的内容。

在数据可视化教学中，主要讲授可视化元素、数据可视化方法，并采用可视化工具完成数据可视化，以

此展现数据规律或呈现数据重要特征。课程内容可分为四大模块：(1) 数据可视化概念：初识数据可视化；

(2) 可视化方法：数据整理与可视化图表；(3) 不同可视化工具下的数据可视化：可视化工具初探；(4) 综
合训练：能力提升。本课程拟采用与国民相关的数据案例，如 GDP 数据、科技创新成果数据、零售数据

以及国家大数据战略等，从强化国家意识、历史使命感、创新思维等方面着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通过

深入梳理数据可视化技术课程的思政元素，下面列出课程重点知识点与思政融入点之间的映射关系，如

表 2 所示。 

3. “数据可视化”教学目标 

数据可视化这一节的学习主要是让学生懂得数据的特性及可视化的重要性、提高学生对数据的敏感

性，了解如何用数据讲故事，为后续学习可视化方法以及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展示与分析问题打下基础，

同时融入思政案例，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生的爱国精神。本案例教学目标分为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目标，如表 3 所示。引导学生实现认知、行为和情感三方面的认同，最终达

到思想引领、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相互促进[4]。 
 

Table 3. Teaching objectives 
表 3.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 理解大数据概念，掌握大数据的四

大特征； 
(2) 理解数据的产生方式； 
(3) 掌握数据可视化的目标与作用； 
(4) 理解数据可视化的重要性与应用。 

(1) 培养学生对数据的敏感性； 
(2) 培养学生具有“数据思维意识”

的能力； 
(3) 培养分析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 

(1) 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2)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增强爱国主

义精神； 
(3) 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4) 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本次课内容讲授重点是大数据的四大特征(数据量大、数据类型繁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简

称 4V)、大数据产生方式、可视化的目标与作用以及可视化的重要性与应用。通过深度挖掘和提炼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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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的思政渗透点，本案例融入的思政元素主要有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树立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观念，培养家国情怀，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坚定责任信念，维护国家信息

安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等。教学知识和思政目标对应关系。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eaching knowledge and ı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表 4. 教学知识和思政目标对应关系 

教学知识 思政知识 思政目标 

大数据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人口高达 14 亿，人口普查数据量繁

多，价值密度低，处理速度快。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数据产生方式 
方式一：运营所需产生的运营数据。 
方式二：个人自发创造的原创数据。 
方式三：传感器产生的感知数据。 

“每个人都是数据的接触者，也是数

据的创造者”，“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任重道远”。 

数据可视化的目标与作用 
数据可视化辅助人们理解事物概念和过程，

有效呈现数据中的重要特征，提高科研开发

效率。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数据可视化的重要性与应用 选取与国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

对比可视化前后效果。 培养学生历史使命感、家国情怀。 

4. “数据可视化”教学设计 

本节课的授课对象为高一学生。相较于初中生，高中学生的思维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具有更强的

抽象概括和辩证思维能力。通过前面章节的学习，高一年级学生已经认识到数据处理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知道了数据处理的一般过程，能通过数据处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掌握了数据采集与整理的基本方法，

能根据需求选择适当的工具采集与整理数据。因此本课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中心，坚持“传授”

专业知识为主体，思政教育嵌入专业知识，做到润物细无声，以增强学生国家意识。教师在设计教学设

计要注意的是，课程思政在课程内容与思政内容存在有机联系时灵活融入思政元素，以免牵强附会，如

此才能让二者深度融合[5]。 

4.1. 新课导入 

大数据战略：国家战略。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

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这表明中国已将大数据视作战略资源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启发式教学法(开宗明义式

课堂思政)以大数据国家战略引入课程。以此说明大数据及大数据可视化的重要性。让学生感受数据分析

及可视化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4.2. 任务驱动 

任务一：大数据的概念和特征。结合目前的国家事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进行分析。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

改革创新、科学设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依法实施确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反

映中国人口发展状况。 
教师提出问题：“第七次全国大数据的数据量大，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大数据？” 
学生通过案例分析、自主探究和合作互学进行学习：我国人口数量大，人口信息繁多，而如此海量

数据中有用信息占比少，让学生从该案例中自主探究大数据的 4V 特征，依据大数据的 4V 特征，让学生

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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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数据产生方式。教师引出第一个案例：网络安全与反间谍行动。案例讲述了 2020 年 10 月，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并实施了一项名为“守护者-2020”的专项行动，该行动旨在依法打击并揭露那些试图

破坏国家安全、窃取国家机密的不法分子。在此次行动中，数百起涉及间谍活动的案件被成功破获，一

批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员被依法抓获，有效打击了针对祖国大陆的间谍情报网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和利益。 
学生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学习：案例分析、自主探究和合作互学。他们了解到，这些不法分子通过精

心组织的活动，试图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各个角落和接触的人群中获取敏感信息。这一案例帮助

学生深入理解知识点“原创式数据产生方式”，即“每个人都是数据的接触者也是数据的创造者”。教师

引导学生认识到，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安全与保护至关重要，每个人都应承担起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

责任，因为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教师引出第二个案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亮点”。案例讲述了此次普查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

普查登记，探索使用智能手机采集数据。托云计算、大数据、安全等核心技术和能力，此次全国人口普

查应用了更加智能化、高效率的电子化普查登记方式。 
学生通过案例分析、自主探究和合作互学进行学习：此次普查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探

索使用智能手机采集数据。依托云计算、大数据、安全等核心技术和能力，此次全国人口普查应用了更

加智能化、高效率的电子化普查登记方式。以此理解知识点“感知式数据产生方式”。第二次结合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案例进行解析，加深学生对于案例的印象，提升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度。 
任务三和任务四是数据可视化的目标与作用以及理解数据可视化的重要性与应用。通过案例：科技

创新成果数据。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数据、GDP 可视化结果并进行数据与可视化效果。学生进行分组讨论

数据可视化的目标和作用。激发学生对国产科技的民族自豪感，树立科技创新意识。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师提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意义价值所在？最后师生共同总结第三次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案例分析

大数据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让学生从大数据角度深入理解国家政策、方针、措施的制订意图。 

4.3. 拓展延伸 

请同学采用已会的可视化工具进行零售数据可视化，并进行可视化前后效果对比。知识复盘与巩固，

加深本次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并通过零售数据加强学生对国情的认识。 

5. 教学设计实施效果分析 

该教学设计案例在一个高一年级班级内进行实施，教师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引导学生

参与课堂互动。同时，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注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提升了学生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学生也表现出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能够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并主动参与课堂活动。课堂

氛围积极活跃，师生互动频繁。学生之间也能够相互讨论、分享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学习共同体。 

5.1.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 

5.1.1. 自然融入，增强共鸣 
在本节课中，思政元素如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家安全意识、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等并非生硬地强

加于教学内容之上，而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网络安全与反间谍行动、科技创新成

果数据)自然而然地融入。这种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思政内容的理解和认同，还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感受到思政教育的温度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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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深化理解，拓宽视野 
通过将思政元素与数据可视化教学内容相结合，学生不仅掌握了数据可视化的技术方法，还从更广

阔的视角审视了数据背后的社会意义和国家政策。例如，通过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案例，学生不仅理解了

大数据的 4V 特征，还深刻认识到大数据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从而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

野和思维深度。 

5.1.3. 情感共鸣，价值引领 
思政元素的融入还激发了学生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例如，在科技创新成果数据中，学生不仅看

到了数据的直观展示，更感受到了数据背后无数人的努力和付出，以及国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这种

情感共鸣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5.2. 教学互动的促进作用 

5.2.1. 激发学习兴趣 
通过任务驱动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学生被引导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自主探究。这种互动式教学模式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他们更加专注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思考。 

5.2.2. 促进知识内化 
在互动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思考和交流，这有助于他们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例如，

在分组讨论数据可视化的目标和作用时，学生需要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实践经验进行阐述和辩论，这种过

程促进了他们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 

5.2.3. 培养综合能力 
教学互动还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和沟通表达能力。在讨论和探究过程中，学生需要

学会倾听他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等，这些能力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

都具有重要意义。 

5.3. 学生反馈的启示 

5.3.1. 关注个体差异 
学生反馈显示，不同学生对于思政元素和数据可视化内容的接受程度和兴趣点存在差异。因此，教

师在教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需求，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满足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求。 

5.3.2. 强化实践环节 
学生普遍对实践环节表现出较高的兴趣和参与度。因此，在未来的教学设计中应进一步强化实践环

节的设置和实施，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5.3.3. 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 
学生反馈还为教师提供了持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方向和思路。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和建

议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和实施策略，以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科

前沿动态和社会发展变化，及时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该教学实施后对教师、学生和学校管理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根据访谈提纲进行提问，并灵活

调整问题以获取更多信息。 
(1) 教师访谈：主要围绕教学设计的制定过程、实施难点、学生反馈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展开。多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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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表示，在课程思政背景下设计“数据可视化”模块时，注重将时事热点、社会问题等思政元素融入教

学内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道德意识。然而，部分教师也反映，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教学资源

不足、时间分配紧张等问题。 
(2) 学生访谈：了解学生对“数据可视化”模块的学习兴趣、理解程度、实际应用能力及对课程思政

元素的感受。学生普遍表示对“数据可视化”模块的学习充满兴趣，认为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活动，不

仅掌握了数据可视化的基本技能，还增强了信息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增加实践

机会、丰富教学资源的建议。 
(3) 学校管理人员访谈：了解学校对课程思政工作的支持情况、教学资源配置及未来发展规划。学校

管理人员对课程思政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他们也表示将继续

加大对信息技术课程的支持力度，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6. 结论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的内涵，并将其有效融入高中信息技术“数据可视化”教学中，不仅能够提升学

生的信息素养和技术能力，还能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通过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本研究深

入了解了高中信息技术“数据可视化”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科学合理的思政教育融入框架，为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实践

更多创新性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在课程思政理念下，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紧跟时代步伐，更新观念，深入挖掘，以信息技术学

科知识为载体，发挥数学独特的育人价值，实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本案例教学设计充

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经过课程思政的实施，学生在素识和能力上面取得全方位发展，

对家国情怀与科技兴国的历史使命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激发民族自豪感，紧迫感、报效祖国、服务人

民的坚定信念。同时，如何将信息技术自然地融入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学习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与发展性学习的习惯，也是需要教师不断思考、勇于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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