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信息技术（基础模块）（微

课版）》
适用学制 3 年

课程名称 信息技术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课程

专业代码
及名称

510201（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3（软件技术）
510206（云计算技术应用）
510205（大数据技术）

编 写
人员数

4人

著作权
所有者

莫兴福、阚钿玉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24年 9月

对应领域

(可多选)

其

“粤菜师傅”工程

“南粤家政”工程

乡村振兴战

双十产业集群

未来产业集群

略

他 (请注明）

特色项目

(可多选)

中高职一体化教材

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岗课赛证融通教材

现代学徒制试点配套教材

1+X 证书制度试点配套教材

国家和省级教学资源库配套教材

国家和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

套教材

高职本科一体化教材

其他 校企合作，“互联网+课程思

政”，微课教材 (请注明）

（分册）
册次

书 号 版 次
出版
时间

初版时间 印 数 累计发行量

1
978-7-577

0-1019-9
第1版第1次

2024
年6月 2024年 6月 10000 9923

教材
获奖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纳入
规划
教材
情况

时 间（年月）
认定单位和具体名称（如教育部，“十二五”职业
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二、教材简介

1.教材简介（含教材更新情况，600 字以内）

《信息技术（基础模块）（微课版）》第一版教材由莫兴福、阚钿玉当任主

编，陈雅清、陈洁灵当任副主编，陈裕雄当任主审。本书依据《信息技术课程

标准（2021 年版）》编写，以任务驱动的形式组织内容，全书共分为 6 章，包

括文档处理、电子表格处理、演示文稿制作、信息检索、新一代信息技术概述、

信息素养与社会责任等各种新技术及实用技术，深入浅出地介绍信息技术的核

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丰富的

任务驱动和任务实施，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知识。同时，我

们也关注信息技术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力求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全面的信

息技术资讯。

本教材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全面而系统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致力于帮助

读者们建立起对信息技术的全局性认识和基础性的理解。它不仅涵盖了信息技

术领域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还通过丰富的实例和案例分析，有效地拓宽了

学生的视野，为他们今后进一步深入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课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本书内容详实，结构清晰，非常适合用作高等职业院校计算机

基础课程和信息技术通识课程的教材。此外，它也适合作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NCRC）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CCT）的培训教材，帮助考生系

统地掌握考试所需的知识点。同时，本书还能够满足计算机爱好者以及相关从

业人员的自学需求，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希望提升自身技能的专业人士，都能从

中获得宝贵的知识和技能。



2.教材编写理念与内容设计（800 字以内）

一、编写理念

（1）立德树人，思政融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信息伦理、

网络安全、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融入知识体系，培养学生正确的信息价值观与

职业素养。

（2）任务驱动，能力为本。通过教学案例与项目任务，强化实践操作能

力，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3）知行合一，分层递进。从基础操作到综合应用，由浅入深构建知识

框架，兼顾技能训练与思维培养。

（4）与时俱进，前瞻创新。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紧跟技术发展趋势。

二、内容设计

（1）基础技能篇（第 1-3 章）：本部分主要聚焦于办公自动化的核心技能，

包括文档处理、电子表格以及演示文稿的制作与编辑。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任务和实践操作，旨在帮助学习者提升其在这些领域的操作能力，使他们能够

更加高效和专业地完成日常办公任务。

（2）技术拓展篇（第 4-5 章）：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

信息技术领域，内容涵盖了信息检索的方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概述。通过学

习这些知识，学习者不仅能够增强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还能对当前的前沿技

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理解，为未来可能的技术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3）综合素养篇（第 6 章）：本篇章着重于围绕信息素养与社会责任的讨

论，深入探讨了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科技伦理等重要议题。通过这些内容

的学习，旨在培养学习者的数字化公民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

字化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成为负责任的信息社会成员。

三、内容设计与课程思政落实

（1）思政元素隐性融入：在各章节的任务设计中巧妙地嵌入思政教育的

场景，例如，在“文件处理”任务中，鼓励学生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从

而增强他们对科技兴国重要性的认识。在“信息检索”任务中，注重强调知识

产权的保护，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尊重和保护他人的创新成果。

（2）社会责任与伦理教育：在第 6 章中特别设置了“信息伦理与社会责

任”这一模块，通过结合《网络安全法》的解读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案例，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并遵守技术规范，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意识。

（3）家国情怀与创新意识：通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应用”等案例，

向学生展示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情怀，同时鼓励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积极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



3.教材特色与创新（含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情况，800 字以内）

教材以“技能为基、素养为魂、创新为脉”为核心，构建了兼具实用价值

与育人功能的内容体系，助力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1）校企共建，任务驱动。以企业真实场景任务串联知识点，配套企业

导师微课视频，实现理实一体培养。

（2）“互联网+微课+课程思政”相融合。将二维码嵌入技术和课程思政隐

性融入案例与任务，如结合《网络安全法》解读，引导学生遵守技术规范。

（3）模块分层，前瞻拓展。构建“基础技能-技术拓展-综合素养”三级体

系，既夯实文档处理等办公技能，又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4）多元适配，辐射广泛。内容深度匹配高职学情，同时衔接 NCRC、CCT

等考试大纲，配套数字资源与微课，满足院校教学和社会培训等场景。

该教材落实课程思政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核心，通过多维度设计实现

专业教育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编写理念首提“思政融合”，将信息伦理、网

络安全、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系统融入知识体系，明确培养正确信息价值观与

职业素养的目标；内容设计注重“隐性渗透”，在“文件处理”“信息检索”等

任务中自然嵌入科技兴国意识、知识产权保护等场景，避免“两张皮”；专设

“信息伦理与社会责任”模块（第 6 章），结合《网络安全法》解读、个人信

息保护案例，强化技术规范与法律意识；通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应用”等

案例展现我国信息技术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依托“二维码+微课”等数字

资源，拓展线上线下思政学习场景。整体实现了“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落

实“素养为魂”的育人目标。



4.教材实践应用及效果（800 字以内）

教材以“任务导向、理实一体”作为其核心理念，致力于通过项目化的任

务设计，将信息技术的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进行深度融合。这种设计理念的

实践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材采用了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这意味着教材围绕实际问题设计

了一系列的项目任务，使得学生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结合“教学做

评”一体化的理念，强化实践操作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理

论知识，还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提升自己的技能。

其次，教材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配套的微课、

实训等，通过二维码嵌入知识点，支持“随扫随学”的学习方式。这种设计使

得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获取所需的知识点，从而形成以学生为

中心的自主学习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还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第三，教材注重思政与技能并重的育人效果。在技能训练的过程中，教材

有机地融入了信息社会责任、职业行为自律等内容，使得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

时，也能够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大国工匠精神。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学

生的专业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最后，教材内容与职业能力与证书衔接紧密。教材内容对接国家计算机等

级考试大纲，通过校企合作开发实训项目，从而提升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这

种设计不仅使学生能够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帮助他们在未来的

职业生涯中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本教材通过“任务导向、理实一体”的核心理念，结合项目化任务设计，

实现了信息技术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的深度融合。这种设计理念的实践应用，

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为他们

的未来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附录

1.全体教材编写和责任编辑人员政治审查表（逐人填

写）
4

2.教材编校质量自查情况表（必须提供）

3.申报教材著作权归属证明材料（必须提供）

4.教材获奖证明等其他材料（自选）

4 必须提供所有教材编写和责任编辑人员政治审查表，如不齐全，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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