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县泉塘小学信息技术 2.0 听课评课记录单 

时间 2021年 11 月  4日 地点 长沙县泉塘小学 

课题 

拨开云雾见明月，火眼金

睛识信息——网络信息辨

真伪 

授课教师 刘配领 工作坊 数学工作坊 

参与听

评课成

员 

邹利娜、宋梅梅、赵楚 

教
学
内
容 

1、激情导入。 

师：同学们都认识图片上的人物吗？你们对谁的影响最深？他都有哪些本

领？ 

生可能回答七十二变、腾云驾雾、火眼金睛 

师：他有一种本领就是火眼金睛，在西天取经的道路上能够一眼就能把妖

魔鬼怪认出来了。 

在网络信息时代，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公民，打开新闻客户端、登录论坛、

打开微信、登录 QQ……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铺面而来。面对亦真亦假、泥沙俱

下的网络信息，当某些言论或者某种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

需要一双像孙悟空那样的眼睛火眼金睛，能很快的辨认出信息的真伪？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 

（板书设计：拨开云雾见明月，火眼金睛识信息——网络信息辨真伪） 

2、提出疑问，自主探究 

师：老师在前一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则消息，麦当劳最大食品丑闻曝光 

大家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恐怖呀。同学们喜不喜欢吃麦当劳呀，看到这样的

一则消息，你用什么方法去分辨它的真假了？ 

引导学生：上网查找信息的真假、想看看这条消息是谁发布的、去麦当劳

工厂去看一看、是否存在这种丑闻、丑闻图片。 

师：同学们刚刚找到了这么多的方法去验证这条消息的真假，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一起来验证一下这条消息的真假吧！查找出来以后，

我找同学来汇报。好现在开始。 

师：大家找到了吗？我们找同学分享你查找到的结果。你们查找到这条消

息是谁发布的吗？是官方或者是新闻媒体发布或者是权威人事说的吗？那这

条消息可能是假的。可能是网友发的，那么这条消息是不可靠的。 

刚刚同学们实例查找，充分证明了这条消息是假的。 

教师总结，分辨网络信息真伪的三个方面：信息来源是否具有权威性、信

息的要素是否真实可靠素、对信息进行考证（实地考证、网上搜索考证）。 

这是老师搜集到的网络上的一条信息，看到这条信息你有什么疑问？ 

3、任务驱动能力训练 

同学们，你们电脑桌面上有一个新闻大求真文件夹，接下来你们可以选择

你感兴趣的这些疑问，上网进行搜索，从而判断出这条信息的真假，小组内进

行交流，然后找同学来分享你的查询结果。 

四个案例：每四个同学分析同一个，进行展示交流，评价。 

1、打开一个新闻大求真，组内交流。 



学生打开新闻大求真， 快速分辨信息的真假，说出理由。 

一：14岁男孩被麻省理工录取； 

二：21名婴儿被产科医生贩卖，解救 3年后官方才为他们找爸妈； 

三：快递哥哭了； 

四：长沙县天气预报； 

（其中“天气预报”这条网络信息，拓展信息的时效性和价值取向知识点。 

2、汇报展示，得出结论，说明原因。同学们，老师给你们每组同学都准

备了一个新闻，哪组先解决问题就派代表到前面来展示，现在开始完成吧。 

4、文明上网 

师：同学们，看了这么多的案例，同学们一定也能感受到网络中的确实存

在着很多虚假信息，分辨虚假信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

频了解一下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有什么后果？ 

1.观看视频，了解传播网络谣言的后果。 

播放视频 

学生观看视频 

如果再网络上随意传播谣言，是要承受法律的制裁。 

2．学习《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同学们，今后我们在网络中，如果看到一些无法分别真假的网络信息，我

们不要轻易相信，要等待权威部门的验证，并且就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大

家能不能做到？早在 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在人民大学联合召开网上发布大会，

向社会正式发布《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下面有请班长带领我们一起宣

读。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 

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 

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 

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 

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 

学生宣读《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教师总结：我们今天一同探究了如何辨别网络信息的真假，还特别学习了

《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希望大家在网络生活和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拿

出一双“火眼金睛”，不仅要提高自身的防护意识，提高鉴别评价信息的能力。

我们还应该堵住源头，从我做起，规范自己的言行，不发布、不传播不良信息，

为净化网络环境做出努力。 

 

教学反

思 

一、重视情境的创设  

“教学源于生活”。课堂上再现了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从中自然地提出教学新

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教学紧密结合，使学生体会计算机与生活的联系，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便于学生积极调动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解决问

题。情境的创设也能促进学生对网络信息真伪的辨别。  

二、利用任务练习，促进学生感悟与理解辨别信息真伪 

的必要性。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初步体会，逐渐学会，学习思辨，掌握技能。  

三、突出重点，分清编辑功能  

学生刚学习浏览器使用时，对正确操作规范掌握不扎实，往往出现不能输入文

字现象，或者浏览器搜索栏定位不到，教学中重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辨别



信息真伪。在对例题进行信息甄别时，应对具体情况加以分析，熟练掌握辨别

信息真伪的方法是本课的重点，在选择过程中注重对比不同输入方式的特点和

应用范围。最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点强调操作步骤，对每一步的操作都要

求学生铭记在心，保证学生正确使用浏览器的同时辨别信息真伪。  

四、 不足与改进  

课堂上语言组织不佳，对课堂节奏把握不好，由于紧张导致说话有几处明显结

巴，语言啰嗦，不够精炼。并且学生也受到老师状态的感染，课堂表现有点蔫，

不够活跃，在结尾处失误明显。今后需多加练习与对比。 

教研组

意见 

坚持让学生在理解网络信息特点的同时，注重了学生思方式的转变，又让学生

明白要使用合理科学的方法辨别信息真伪，同时利用同类信息多次比较。注意

对同类问题的解决，通过比较归纳出辨别信息的真伪方法，有利于学生掌握本

节课的内容。希望加强语言组织，科学把握课堂节奏，争取在后面的教学中表

现更加优秀。 

 

教研组

听课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