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信息科技跨学科主题学习案例模板

跨学科主题

学习名称
《认识数字身份》 面向年级 三年级

主要学科 信息科技 融合学科 美术

任务分析及

设计依据

基于新课标，通过信息科技与美术的融合，提升学生 AI 创作能

力和审美素养，同时增强对网络数字身份的认识。

学情分析

三年级学生已具备基础的网络使用经验，如使用社交软件与家

人沟通、浏览网页信息、参与在线学习等，对网络世界有初步感知，

但对 “数字身份” 的概念缺乏系统性认知，多数学生仅将其理解

为 “账号密码”，未意识到数字身份是网络行为轨迹的集合。

跨的载体 AI 生成的蛋糕图片

教学准备

1. 硬件：平板 计算机

2. 软件：文心一言

3. 资源：图片 视频素材

跨学科主题

学习目标

1. 引导学生感知数字身份在网络环境中的存在形式，理解其对日常

学习生活的作用，形成主动识别、合理使用数字身份的意识。（信

息意识）

2. 引导学生感知数字身份在网络环境中的存在形式，理解其对日常

学习生活的作用，形成主动识别、合理使用数字身份的意识。（计

算思维）

3. 利用 Ai 工具（文心一言）创作美术作品。（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4.培养学生保护个人数字身份隐私、维护网络信用的责任意识，形

成正确的网络行为规范与社会担当。（信息社会责任）

问题链设计

驱动性问题：

核心问题：在网络环境中，如何理解数字身份的本质、价值及安全

规范，并将其合理应用于线上学习与生活？

子问题链：

1.以 “订蛋糕” 的实践任务为载体，让学生体验数字身份的注册、登

录及信用评价（如大众点评店铺评分），明确其在网络活动中的实

用价值（如身份验证、信用参考）。

2.在 “探究数字身份” 环节，学生通过分析店铺评价，理解 “信用价

值” 对网络决策的影响，解决 “数字身份如何影响线上生活” 的应用

问题。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实施规划

主题学习任务 学生实践任务
学科

融合点
课时

选题
根据城堡的主题设计蛋

糕图片

信息科技（AI 作品创作）、

美术（审美、色彩搭配）
1课时



规划 规划蛋糕图片的样式

实施 AI 提示词设计蛋糕

总结 分享评价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实践意图

一、引入数字身份

1、师：小朋友们，最近动物城堡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我们一起来看

看视频，究竟丢失了什么呢？

（播放视频）

师：兔子警官很快锁定了所有的嫌疑人，并请来鹿博士利用科学实

验找出了蛋糕盗窃者的脚印。

（出示脚印对比图）

师：你能帮兔子警官看看是谁偷了蛋糕吗？

（学生讨论）

师：回想一下，兔子警官是通过什么来找出蛋糕盗窃者的呢？

（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

我们也可以说是通过动物的足迹来分辨出小动物的身份，平常我

们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会有生活的轨迹，同样我们也生活在网络世界

中。

2、在网络世界中，有这样一个神秘人，就是你们的科任老师之一，你

能根据她在网络世界的在线行为猜猜她是谁吗？

（出示截图、图片等）

导入以兴趣为

切入点，以类比为

认知工具，以素养

培养为隐性目标，

让学生在轻松有趣

的氛围中，自然建

立对数字身份的初

步认知，并为后续

深入探究搭建思维

阶梯。

二、了解数字身份

1、你刚刚是怎么猜出来是老师的呢？

（学生分析）

教师总结：

老师在网络活动中留下了一些行为痕迹，这些其实就是我在网络

世界中的另外一个身份，它也被称为“数字身份”。

2、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进数字身份。

3、师：（出示网络情境图）这幅图给我们展示了网络生活的一些在线

活动，你能结合这幅图说说你或者你的家人在网络上开展过哪些在线

活动吗？

（可以跟你的伙伴讨论，说一说）

4、师：现在请小朋友拿出学习单，填写一下“活动一”的内容，你可

以用画画或者文字的形式，绘制一下你或者你的家人曾经留下的网络

足迹。

（学生完成“活动一”的绘制）

让学生通过自

主实践（绘制足迹、

小组讨论）而非被

动接受，理解数字

身份的本质与唯一

性，同时在实践中

培养信息意识、计

算思维，为后续学

习搭建从“认知概

念” 到 “应用概

念” 的思维桥梁。



5、师：请比较一下你在网上留下的信息与同伴的完全一样吗？ 你们

小组得出了什么结论？（学生讨论）

预设 1：网络足迹可能相同（浏览的时间可能不一样，登陆的平台不一

样）

预设 2：每个人的网上活动不一样

教师总结：

我们每个人的网络足迹不一样，就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网络活动留

存的记录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网络行为是有个人差异的，也就是说

我们的数字身份是唯一的。

三、拥有数字身份

过渡：

在小朋友的帮助下，兔子警官找到了小野猪，但贪吃的小野猪却把

蛋糕吃完了，派对没有蛋糕怎么办呢？

预设：买一个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订蛋糕的任务交给我们三 1 班的小朋友

1、师：老师帮小朋友们准备了两家，选哪一家呢？

（出示“大喜来”和“合和圆缘”对比图）

学生自由选（只有店铺图片，说服力不够）

2、师打开“大众点评”网，准备挑选，但是提醒老师需要登录，原来

我们的数字身份不是凭空的，需要注册才能获取数字身份，注册好需

要登录。

师：注册需要哪些信息呢？

学生回答（手机号码 账号 密码）

师总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创建一个数字身份进行网络在线活

动，这些信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紧密联系的。

3、其实老师早就已经在大众点评网站上注册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使用我们的数字身份了。

教师活动：APP 手机号码登录网页版的大众点评

预设 1：更安全

预设 2：保护自己的隐私

教师活动：你还知道哪些数字身份登录验证方式？在哪些场合见过

呢？

（学生讨论并回答）

预设 1：微信扫码登录

预设 2：账号密码

（人脸识别 指纹识别 验证码登录 眼睛虹膜识别）

师：为什么数字身份登录方式越来越多了？

学生活动：越来越安全了

也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方便快捷的背后也会有网络安全问题。

（是否播放利用人脸识别作案的案件视频？）

教师总结：这些登录方式可以更好地保证我们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

中身份是一致的，让我们的网络在线学习和生活更加安全可靠。

通过生活化案

例，让学生接触数

字身份验证的技术

多样性，渗透 “多

因素认证”的安全

思维，同时培养

“观察 — 归纳”

的逻辑能力，理解

技术手段对身份安

全的保障作用。



四、探究数字身份

过渡：老师已经成功登录到大众点评网，也找到了这两家蛋糕店，我

们来看看选择哪家蛋糕店下单？（出示两家店铺的评价截图）

师：我们来选一选？完成学习单上的“活动二”

（同桌两人讨论，写一写理由）

教师总结：

无论是从评分、环境、服务、口味来说，第一家商铺占优势，更

可靠，也就是说第一家商铺的信用价值更高。所以在网络世界中，我

们要维护好自己的信用价值，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

引导学生从

“评分、环境、服

务、口味” 等多个

维度对比店铺数

据，学习 “多因素

综合分析”的决策

方法，避免单一维

度判断，培养理性

思维与数据意识。

五、体验数字身份

过渡：

在小朋友的推荐下，我们决定在大喜来下单。对于蛋糕的图案，

我们可以用”文小言“中的图片创作功能设计一款蛋糕图案，你能试

一试吗？

1、出示活动三：用家长的数字身份账号密码登录“文小言”，并

用软件中的语音输入，你可以这样说：

请帮我设计一款__________（主题）的蛋糕图片。

（同桌讨论，写一写）

学生尝试创作

2、选出最满意的一款蛋糕图案下单。

通过“设计蛋

糕图案” 任务，将

美术学科的“主题

创作”“色彩搭配”

“图形设计”等能

力与数字身份应用

结合，让学生在

“文小言”软件中

使用语音输入、图

片编辑等功能，将

抽象的数字身份转

化为具象的创意作

品。

六、总结数字身份

1.通过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数字身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问卷来

看看小朋友这节课的掌握情况。

2.出示判问卷星小练习。

总结：

今天我们认识了数字身份，期待以后我们的小朋友能够运用数字

身份进行数字学习，开展数字生活。

作业设计
采访父母或家人，记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数字身份（如购

物 APP 账号、社交平台账号、学习软件账号），完成表格。

评价量表
１.作品设计的规范性（信息科技角度）

２. 作品创意与审美价值（美术角度）

特色与创新

在 “设计蛋糕图案” 环节，学生需结合美术课的色彩搭配、主题

构图知识，使用 “文小言” 软件的数字工具完成创作，实现 “审美表

达 + 技术操作” 的双维培养。例如，用 “动物脚印” 元素呼应引入

环节的童话主题，将美术创意转化为数字身份的应用场景。 
这样的设计打破学科壁垒，让数字身份的学习成为跨学科素养

的融合载体，使信息技术课从 “工具使用” 升维为 “创意表达媒介”，
落实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