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中数据的组织》点评
● 本课是新教材的忠实实现版，用实践证明了新教材的可实施性，本次课堂教学的顺利实施意味着

新课程的真正落地。

● 本课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1.本课学习目标是对单元学习目标的细化，它的叙写方式体现了新课程的要求，包含了知识技能、
关键能力、育人价值三个维度。

2.教学设计体现“科”与“技”并重，以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项目引导下，通过问题链的设计，让学生
带着问题开展学科实践活动，探索超文本的技术原理。

3.活动的设计既能让学生进行充分的体验，也能在问题的引导下明确探究的方向，最终验证了猜想，
建构了学科知识，形成了网页作品。

建议：进行分组活动时，多多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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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要求：

● 本单元对应的课标“内容要求”如下：

（3）了解常用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的构成，能够使用适当的数字化工具

对网页进行编辑和发布。

    本单元内容属于“互联网及其影响”部分，要求学生要“学会使

用网页编辑工具、在线写作工具等创建网络文档”。教师在教学中，

应让学生“尝试编辑加工所获取的网络信息，自主生成并共享有价值

的原创网络信息。”



教材编写思路

●“数据”是新课标的六条逻辑主线之一，从本单元起开始探讨互联网信息
的“数据”本质。七年级教材对“数据”的定位，特指“互联网应用中的
数据”，如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查找到的数据、聊天工具和电子邮件可以传
输的数据、移动终端的文件管理程序分类管理的数据等。

●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的构成有两层含义：一是常见的数据表现形式，二是这
些数据是如何呈现的。

●如何透过各种学生熟悉的互联网应用，了解常用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的构成，
是本单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合理组织第二单元已收集到的信息资源，
并采用合理的结构以网页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是本单元最终要解决的问
题。



项目化学习

●项目进程



教材分析
● 由于学生在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互联网应用的使用体验，所以他们对于互联网应用中的数

据构成已经有所了解，因此本单元的重点落在了“能够使用适当的数字化工具对网页进行
编辑和发布”上，这是基于“技术”层面的技能，主要包括HTML语言的运用和超链接技
术的实现，当然背后也隐含数据的组织和呈现原理。

● 本单元并不需要学生学习和掌握HTML语言，而是通过对简单网页源代码的识读和修改活
动设计，让学生从感性的角度认识到HTML代码有相对固定的结构，知道其中几个常用标
记的功能，进而发现网页的本质是用HTML语言描述的文档结构，使用各种标记进行文本、
图片、音视频数据的组织和呈现。

● 超链接是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组织的一种常见方法，合理的超链接设计能有效呈现网站内容
的逻辑结构，使后期的网页制作有章可循，真正体现超文本的优势。教师应从两个不同角
度出发，一方面帮助学生从已有的网站中抽象出网站结构图，理清网页内容的逻辑结构；
另一方面，要求学生能将自己规划的网页结构通过超链接技术得以实现。



● 为了让学生认识数据的组织和呈现原理，具备网页制作能力，本单元充分利用学生在《探寻中国
大运河的璀璨》项目中积累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再组织，完成《传播中国大运河文化》
项目的核心驱动问题“如何制作和发布有关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网页作品？”。这样，第二、三单
元共同完成了关于“中国大运河文化”主题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研究成果并在网上发布，将项目
研究落到了实处。

● 项目驱动问题：



单元设计
● 本单元通过《传播中国大运河文化》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以“数据的组织和呈现”为主要内容，

用5个课时让学生经历3个项目探索过程，从“知道要做什么”、“知道怎么做”到“亲自动手
做”，将收集的数据和小组形成的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制作成网页并发布。

● 建议本单元课时安排如下：



● 探索一主要认识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的构成，以体验和实践为主，通过引导学生观察不同
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的种类，从中发现数据的表现方式都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类
型，再通过比较不同形式数据的表达效果，进而思考本小组项目需要以哪些数据形式来
呈现，同时将有价值的资源遴选出来备用，这时自然会接触各种文件格式，教师可以补
充相关知识，帮助学生认识常用文件扩展名。

● 在汇总、存储和管理项目资源时，学生可能采取U盘、QQ群、网盘等各种方法进行，这
时了解数据的存储位置就显得非常必要，尤其是暂存在服务器端、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删
除的数据。教师要引导学生讨论互联网应用中数据存储位置的差异会给使用者带来哪些
影响，数据管理应注意什么问题，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数据备份习惯。



● 探索二以探究为主，不同互联网应用在呈现数据时，总是要对数据进行分类，按时间从
新到旧进行排列，以方便用户查询。不过不同互联网应用在呈现数据时也有不同之处。



● 虽然互联网中有海量的网页，但我们并未觉得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网页数据已经按
内在逻辑进行了分类，经过了有机组织和网页布局，虽然内容不在同一个页面，也具备清
晰的结构和体系。

● 为帮助学生理解互联网应用中数据的组织方法，教师可先组织学生分析某一个网站的栏目
和子栏目，从中抽象出网站结构图，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再思考本小组设计的中国大
运河文化内容需要分几个网页呈现、如何链接在一起共同表达主题，为后面的网页制作做
好准备工作。

抽象



探索三《网页的编辑和发布》主要定位于H5网页的在线制作，这样制作完就可以直接在平台
上发布网页，使用二维码分享网页地址。不同H5在线制作平台的操作方法大同小异，可选择
与主题契合的免费模板，修改文字、替换图片、设置外部链接等。常用的H5在线制作平台很
多，它们的功能较为强大，由于这些平台都要绑定手机号码，在课堂上无法实施，因此可以
让学生借助电子教材提供的H5在线制作功能，学会网页制作方法，发布并分享网页作品。



教学建议

●在三个项目探索过程中，教师可设计体验、实践、讨论或探究活动，在活

动中提供技术支撑，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科学原理，学习相关课程知识，掌

握相关技术技能。如数据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效果、数据的组织和存储、超

文本的原理和技术实现等。以上活动的设计最好能兼顾项目的实施，在项

目探索中能达到推进项目进程的效果。每一个活动的落脚点都应指向相应

的学科知识，活动结束后，学生能归纳出相关概念。单元项目实施后，能

自然形成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