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 ”信息社会

现今，走进商店购物，智能手机支付可以让你轻松付

款；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公共交通卡可以让你免去买票找

零或准备零钱的麻烦；出行游玩，智能导航可以准确地为

你规划路线并实时显示交通路况。我们还可以采用虚拟

现实技术，在高度仿真的虚拟世界进行学习、娱乐；通过

体感交互游戏，把家变为健身房、运动场；可以使用智能

扫地机器人，减轻家务劳动……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生

活场景，都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

当今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以各种信息活动为基础、现

实与虚拟交融的社会。人们使用各种信息技术解决各类

问题，使得学习、工作变得越来越便利、高效，生活也越

来越丰富多彩。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正进

入高度依赖信息技术的信息时代。在本单元中，我们将一

起走进信息社会，了解形形色色的信息系统，揭开“全新”

信息社会的神秘面纱。

 探讨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科技进 以及人  
生活、工 与学习的 。

 描述信息社会的 。

 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 。

 知 信息系统的 成要素。

 知 信息系统的 能。

 认识信息系统 社会 用 的 及 。

学习

的信息

系统

单元挑战
沪
科
教
版



项目一

人 社会在 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后， 今 进 以信息

技术为基 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

交织 1-1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 ，在 人们生活、工

作与学习方 的同时， 造 一种全新的生存与发展方 。 信息社

会 的 现于 20 70 代，此后， 多不同 的学者

、社会、网 、技术以及 化 多个 度 信息社会进行了

。 ， 是信息社会？ 目 发展 ？ 来

将 发展 ？

项目学习目标

在本项目中，我们将一起 信息社会的发展，深 了解信息

技术 社会发展的 以及信息技术的 来发展 ，为 一个合

格的数字公民 基 。

完成本项目学习， 以 问题

1.  信息社会 些

2. 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科技进 以及人 生活、 工 与学习

产生 些

3.  ，信息技术可能会向 些方向发展

1 1 信息

探讨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认识信息社会

沪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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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信息技术（I fo m tio  
ec o o ，I ）是指在信息

的获取、整理、加工、存储、

传递和利用过程中所采用的

技术和方法。

项目学习指引

1.  研信息 术的

以来，人 生存发展的 是不 动技术的进

步， 技术的发展 会 生人 更 生活的新 。

技术与人 的 种互动， 动 社会不 发展。信息技

术 生以来， 不 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 。

信息技术的高 发展，人们的 生活 个社会的

化， 发生了 大的 化。

是 的一种 行方 。可是你知道

吗？ 一个简单的行为， 信息技术的发

展 不 发生 化。 ， 用 方 1-2 ，

过 意。 不能 知道

， 能 过 方 。 应和 的信息

不能 地相互 ， 方增 运 成本， 方

时间， 个社会来 还 增 交 ， 能源。

后来 现了 方 ， 过 把用

知 公 度中心 方 ， 方 过 发

用 信息， 据 的 是

单 ， 方 把 单 的 和 的大

时间 过 发 的 。 方 让

和 了交 信息的 道，但 为 要 方

中 ， 提高 。

移动互联网、 系统 信息技术的发展，网

平台 简 网 平台 现了， 用

系统 和 的 信息。 使用智能

1-3 的 应用 ， 目的地，可以

移动互联网（ o i e 
I te et， I）是以手机等移

动设备为终端，用无线通信

技术实现相互通信的计算机

互联网络。

网约车平台是网约车经

营服务公司依托互联网技术

而构建的整合供需信息的服

务平台（由信息系统实现的

网约车调度中心）。

网约车功能的实现，不

仅需要依靠卫星定位系统的

实时定位功能和移动互联网

的移动联网功能，还需要信

息系统作为支撑。关于信息

系统，将从项目二开始学习

了解。

1 2 1 3 

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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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发 用 信息。 使用智能 的

应用，可以方 地获得 的用 信息，作 应 ，并

据 信息 。 过 的

，可以 地 的 、 时 信息，还能

时 信。网 应用 1-4 所 。

参见 P11 知识链接“信

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1 4 

网 平台 地 合了 方的信息，解决了 统

方 与 间的信息交 问题，提高了

的 成功 ， 了 空 ，提高了 的资源

使用 ， 、 都带来了 。不仅 此， 还

了 的 方 及 的 方 。 行业来

，网 平台带动了行业的 和提 增 ，

以 为 心的移动 行新模 、新业态。现在，借助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网 平台正 智能化的方 发

展， 过 用 的 数据进行 析，为用 更

高 更 的 规划 。

个 可以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逐

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行为习惯与思 方 。信息

技术 与 统 业深度融合， 人 社会的

各个方 ，成为社会发展、 技创新的 要 动力。

沪
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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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1. 网约车手机应用上看到的地图、车辆等都是

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数字世界）中的映射。你能说

说在用网约车平台预约出租车的过程中，现实和虚

拟如何交互来完成任务的吗？

2. 你知道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生活与社会生产方

式的哪些例子？这些例子中利用了哪些信息技术？

?思考与讨论
?

活 动

1.1 ，各 成 在公 工业生 业 业

技创新 中  1 2 个 ， 信息技术在 中的应用， 成 表。

后， 提交一 题为 信息技术 社会发展的 的 。

分

务

信息技术的 用 景
使用 能 实

知 达

用的信息技术和

工具

技术 系统、

动 网 3 4 i- i
工具 能 、 实

对社会发展的

生 务、

社会 理、 进

经 等

了 生 务，向

提供出行信息，

出行

对人 生活、工 与

学习的

方面

便于人 了解 实

，使出行更便

和 ，

等 若系统 障，

可能会 人 出行

沪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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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1. 你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使用了哪些数字化工

具？它们给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 你或亲友接触过哪些在线政府服务？在线政

府服务功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思考与讨论
?

参见 P12 知识链接“信

息社会的特征”

信息社会（i fo m tio  
societ ）指通过创造、分配、

使用、整合和处理信息进行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

的社会形态。其本质上是以

信息活动为基础的社会。

2.  探究信息社

今社会，与信息的获 、 、 理、应用、 相关

的活动 信息活动 不 人 的 、 、社会、

化、生活 各个 ，并逐步成为人 活动的 要形 。

数字化、智能化、网 化 成为人 生 、生活的 要特

征 1-5、 1-6、 1-7、 1-8 。可以 ，我们 步

了信息社会。 本 ，信息社会是以信息活动为基

的社会，社会 、 和 化活动都 信息的创造、

、使用、 合和 理来进行。信息社会的特征 要表现在

网 社会、数字生活、在 和信息 个方 。

1 5 1 6 

1 7 1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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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

…………

…… …… …… …… …… ……

                       

基本
信息技术

用

信息技术 用

，实 开

现

信息技术的

化

经 、社会

发生了

的 化

基本实现 容

的社会

面 问题
基 施

发展
通问题，

实用 问题
容 问题

进一 的技术

与

用

主要任务

基 施

，

，

提 认识

整 与

， 除发

展 利 素

，提

信息素养

进体
关 体，

实施 务

1-1 信息 分

活 动

1.2 以 为单 ， 以 个 实践活动中 一个开展 ，尝试 析、

你所在的地 信息社会的发展程度。

1  本地信息基 设 的 及 ， 带的 、 i- i 的
及程度，以及 地民 网 使用 格的 程度。

2  问 的亲 ，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们的 生活方 发生了

在 生活中使用 数字化工具， 、 理、 数字化 容

。

3  、体验本地的一个 公 ，或浏览本地的一个 网 ，

信息公开、在 、 民互动、网 问 、 学决 方 ， 讨 地 过信

息技术为民 的 及 。

4  本地 一 统 业， 信息技术在 业的应用及 作用 或者

依据发展 平的高 ，可以将信息社会划 为 备

和发展 。在信息社会的 备 ，信息技术 步应用

， 现实 。在信息社会的发展 ，信息技术

的 逐步深化， 社会各 都发生深 化。

划 ，还可以将信息社会划 为起步 、 、

、中 和高 个 ， 表 1-1 。

 《中 信息社会发展 2016》， 信息中心，2016 5 18 。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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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

异。平时关注、收集反映信

息技术最新发展、最新应用

的新闻，思考、分析其对未

来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

有助于更好更快地适应信息

社会的变化。

信息 ……单…… …… … …

网络社会

数字生活

信息经

地 ， 了解信息技术为本地 带来的新 、新 业、新业态或新

业模 。

合 ， 表 1-2：

3.  了解信息 术的

来，以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技术

为 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发展 1-9、 1-10、
1-11 ，在助力解决各行业现实 、 新 业态、形成

发展新动能方 了 实基 。 来，信息技术将与社

会生 生活深度融合，依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实现网

互联的移动化和 在化，为人、 、 融合 造 在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 进信息 的智能化和个

化，规模化的 会 来 及。 用云计算和大数据

技术，信息 理将实现 中化和大数据化。

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创新 过程中不可 的 动

力， 的发展 平将关系 一个 的创新能力和全

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将 深 地 社会的进一步发

展。 来人 的生活会 生 天 地的 化。

1 9 1 10 1 11 

1-2 信息

沪
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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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1. 生活中，已有哪些智能硬件产品连接物联

网？它们具有什么功能？你认为物联网技术未来

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2. 你了解到哪些运用大数据分析帮助科学决

策的例子？你认为使用大数据分析，还可以提供

哪些个性化服务？

3. 云计算将成为像国家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

使用云计算技术有哪些优势？

4. 市场上已有哪些 产品？未来

会在哪些领域中应用？它们会对这些领域产

生怎样的影响？

5.  目前已有哪些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未来人

工智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思考与讨论
?

4.  探 信息社 的挑战 对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 联网、新 社交 体 在交 、 融、 、公

多个 得 了 应用。 互联网 成为 、 、

社会生活中的新 力 ，将 理、 业 、社会互

动关系以及人们的 生活 带来各种新的挑战。

信息社会 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全 和可

发展，引起了全社会的 关 1-12、 1-13 。

，网 平台 使用 及 ，在交 安全、社会

理、平 公正 方 现了一 问题， 高

， 在行 中 使用 形成行 安

全 ，不 用信息技术工具的 民 。

问题，各地 台了一 规 ， 高

参见 P15 知识链接“信

息社会的基本内涵”

1 12 1 13 
人信息

数字化学习

通过网络了解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最新发

展。

沪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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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1. 网约车服务本身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

发展的信息社会基本要求？

2. 国家和地方出台了哪些法律和法规来监管网

约车经营服务行为？这些法律和法规是如何保障运

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

化出行需求的？

3. 网约车服务应如何改进以促进信息社会的开

放包容？

?思考与讨论
?

要成为适应信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数字公民，

你需要提高哪些能力和素养？

?思考与讨论
?

提 网 ，以 解 边 的

。

1 14 要

在现实 和数字 间 生存和发展， 是

在信息社会中每个公民 的 和挑战。由此，数字公民

成为全 关 的 。 技术 会提 数字

公民是 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能 相应规范 表现

适 的、 行为的人，还

并提 了数字公民 大要

1-14 。

作为信息社会的 与者、 来建

设者的我们要与时 进，关 新技术

带来的 与人 挑战，不

提 信息 养， 学会获 、

和 用信息，能 信息发 的

和安全 ， 于 人、信息、技术与

社会的和 关系， 认识信息技术

社会 生的 。

数字化学习

上网查阅资料，了解“数

字公民教育九大要素”的具

体含义和要求。

 i e i e. i it  Citi e s i  i  c oo s  i e eme ts  t e ts o  o 3  e . . I te tio  
ociet  fo  ec o o  i  c tio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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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知识链接

信息 术对社 的

，信息技术 人 社会各 ， 社会发展、 技进步以及人们生活、工

作与学习 生了深 的 。

1.  
信息技术的 应用， 大地 进了 统 业的 ，使得 动生 进一步提

高。 ，信息技术正在 造业、 业、能源、 业 融合， 现了 多新

模 、新业态 1-15、 1-16 。

1 15 

成多种信息技术的 人， 应用范 不 大， 人 可以使

进 更 、安全、智能的时代。 个 过程中， 人 在全 的

成 的 、 、 合、 、 程， 了以 要 和

工 的 ， 了 过程中 的风险， 了 时间，实现了更

的 。

信息技术还 民生 发 了 大作用。 来， 、交 民生 的信息技

术应用将会更 ， 过 合为人们提 更 公平、高 、 、 的

1-17 。

1 16 1 17 信息技术

智能

养 中心

和

助

智能 应

助

助

亲

人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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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  人

信息技术使人们可以 和高 的数字化生活， 学习、工作、生活的个 化、

，提高工作和学习 。 ，网 社交可以让人们 时 地交 、 信

息 网 让 者 不 心 的 移动支 可以让人们在 、

或 公交时 地支 项 程 让 们能 的 程

网 可以让大 时 地进行 化和个 化的学习

，信息技术的发展 生了数字 ，信息技术发 地 和不发 地 的发展

会 来 大。 ，人们过度使用智能 和网 社交 体， 会 多

网 身心 。

3.  技

信息技术可以助力各 的 技创新，

件和 ，不 提高 工作 ，提

创新 发能力。 天 一 发 成功

， 可 试 成功

高 发 一 大 技创新成 不

新 中 高度 。在 技创新的背后，虚

拟 、3  、大数据 析、人工智能 信息

技术为高 运算、 模拟、 存 、数据

、智能 、人 交互 提 了 力支撑

1-18 。

深 人 是全 大单

体 动化智能 1-19 ， 是全 合 动

化程度 高的 。 人 用了

联网 信息技术。 了 ，

统 的 ， 动 引 安

地 来 ， 道 在

后后地移动，将一个个 放

地 。 的 都 动化 程操 ，

道 全 是 动化， 的 道

实现了 动 。目 ，依 信息技术的

支撑，中 动化 的 造 平

地 。

信息社 的

信息社会 要 以 一 特征。

1.  
网 化是信息社会 为 的社会特征，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 业的运 ，

1 19 人

1 18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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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的 都 不开网 。高 、 在、 、 用的信息基 设 全 及是网 社会的基

本要 。网 同 一 ，是人们获得正 生活的基 支撑。

与过去 能 过台 计算 网不同，现在使用 i- i 或 4  网 可在学 、

、 、公 地方 时 网， 在 各 交 工具 公交 、地 、

时 可 网。 用 所不在的网 ，可以实现在 时间、地 ，同 人与 交

信息，以及为个人和社会提 所不 的信息 和应用。

来， 带网 、新一代移动 信网 5 和新一代互联网 IP 6 的 发

展，以及 联网、云计算 新 基 设 更 备，网 社会将为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的

深 融合 基 。

2.  
，信息技术 应用于 生活的方方 。人们的生活理 和思 方

发生深 化，具体体现在生活工具数字化、生活方 数字化和生活 容数字化 个方 。

人们借助平 、智能 、智能设备 数字化工具， 各种数字化 容。 ，

使用计算 或移动 智能 、平 、 书 在 、 、

书 使用移动 进行移动 公和 使用数 相 生活并在

亲 。人们还可 用数字化工具解决各种问题， 用社交网 平台 发

并 应 者。借助数字化工具，生活将更 适，工作更 化和 化，

身学习与 时 地学习 成为可能。在信息社会，人们的工作 容逐 为以创

造、 理和 信息为 ，数字化信息成为 要的生活 一。

3.  
信息社会的发展 的 能力和 平提 了新的要 ，同时 为 实现 体

系的现代化创造了 件。 用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 过网 平台实现 公开，为

民提 公 ，提 社会 理和公 的 平。 ，开发公 化数字 平台

化云 ， 时 地 人们的 化 过 、公 为 民提 。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 ，在 具 学决 、公开 、高 理、互动 与 方

的特征。公民可以 过网 时 地获 各 公开的 信息 过各种信息系统在

理业 过网 与 互动， 。

4.  信息

信息 是以现代信息技术 高 技为基 ，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 。

在信息 中，数据  信息成为新的生 要 ， 过信息的获 、 、 理、应用、 ，

解决 方信息不 的问题，提高 ， 进社会 的发展。

，人们 过网 学习平台 学习知识，使得知识更 获得，学习更 用

过 问 平台，可以 地 人为 解 过 平台 ，

能 时空 ，让 。

来，我 信息 信技术 业 大，互联网 发展，技术创新 得了

，应用 。我 移动 用 和移动互联网用 规模 一，网

规模 大。大数据相关 业不 大， 成为名 实的数据资源大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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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息和软件 业 增 ， 的大数据基 平台 问 ，创新 数据 不

进。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 、智能 、智能 、智能 ，我 业

， 技术 高 。

，我 正在 实 互联网 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不 进互联网、

人工智能创新成 与社会各 深度融合， 生 多新 业、新业态和新模 ，不仅

人们生活中各种各 的 ， 为实体 增 强 动力， 进了社会的发展。

信息 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不 是 信息技术 的一 支技术 成 、计算 、

信 的 ，更 要的是 信息技术的 体 和 业的 。20 80 代以

用的大 和简 的、功能 的计算 ， 认为是 一代信息技术平台。 20 
80 代中 21 ， 行的个人计算 和 过互联网 的 的

， 认为是 代信息技术平台。 10 来，以移动互联网、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 心的 代信息技术 正 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 现了网 互联的移动化和 在化、信息 理的 中化和

大数据化、信息 的智能化和个 化 。

1.  
得 于 信技术的 发展， 来可能 全实现 与 、 与人、 与计算 的

交互联系。 过 在网 形成人、 、 融合， 正开 互联时代。各种智能设

备 可 设备、智能 、智能 、智能 、 、智能 具、 人 ，将

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得力助 。

2.  信息

信息 理的 中化体现在云计算。云计算将 中在云计算中心，统一 计算

和存 资源，能高 地 多用 个 化的并发请 。云计算将作为 联网应用、大

数据 析的基 ， 用 提 强大的计算能力。同时， 联网、社交网 的

应用， 数据可以 知和 ， 用 行为数据、用 地理 数据、用 社交数据、

数据、道 交 数据 ，使得可 析的数据 发 增 。 大数据的

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 要方 。 过 数据进行智能 析，可为相关

提 数据的关联 和决 支 。

3.  信息

目 ，基于大数据和 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逐步 动 知、模 识 、

理解 理和计算 技术应用的发展。 智能 人、 人 、 助学习、

助 智能应用将 成 和 及。人工智能将会应用 各行各业，深 和 人

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信息技术 正在 新的、更大的 ， 造 全人 的方 高 发展，将带

人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 。

沪
科
教
版



15

一单元  走进“ ”信息社会

信息社 的

2003 ，信息社会 会正 提 ： 信息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具 包容 和

全 发展的社会。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 、使用和 信息与知识，个人、

社会和各 人民 能 发 各 的 力， 进实现可 发展并提高生活 。

1.  人 信息

信息社会发展 以人为本。人的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 本目的， 是社会发展

的 本动力。 社会发展 以人的全 发展为中心， 开了人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全

发展 法实现。

信息社会发展强 包容 。信息社会的 及每一个人， 人人可以创造、

获 、使用和 信息和知识。包容 还要 认多 以及 个 化的包容。

信息社会强 全 发展。信息社会的全 发展包 个方 ：一是个人的全 发展，

每个人的 力 能得 发 是社会的全 发展，包 社会 、 、 化、生

活 各个 的全 发展，人们的生活 不 提高 是 发展， 发 与发

展中 间、各 不同地 间的数字 ，实现信息社会全 发展。

2.  信息

在信息社会 ， 发展方 将 资源依赖 、实 资本 动 方 创新 动、

资源 、 、人与 和 相 的方 全 。 个 社会的运行，不仅能

代人 信息和知识、发 各 力的 要， 不会 后代人的全 发展

生 。

3.  信息 知识 信息 要

在信息社会，信息成为 为 要的资源。信息资源不仅 ，还可以同时为 多

人所 。信息可以多 使用，在使用中不仅不会 ， 可以增 ，使用的人 多

高，并 可以在使用过程中 生新的信息， 信息具 、 生 和 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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