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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生活指数是气象部门根据对气象预测数据的分析得出

的居民生活出行参考数据。这些贴心的建议是如何给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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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环节一：收集数据请将今日气象生活指数等级及生活建议填入表中。



        感冒指数是由当地24小时降温幅度、气温日较
差、相对湿度、气压对感冒指数的贡献值（表1.1.2）
相加而得。
24 小时降温幅度一般指前一天最低气温和当天的最
低气温的差。气温日较差是一天中气温最高值与最
低值的差。
假设某日：昨日18-30℃ 今天20-28℃ 相对湿度
82% 气压1006hpa 
气温日较差：28-20=8  24小时降温幅度：20-18=2
查表可得感冒指数：0+5+0+0=5  少发



活动环节二：计算今日的感冒指数，请上网查找当地天气数据，依据课本表2和表3

求出今日的感冒指数等级，并将结果填写在横线上。

昨日最低气温           今日最高气温         

今日最低气温           今日相对湿度          

今日气压                  感冒指数等级            

将求得的感冒指数与表1.1.1相应结果比较，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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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信息



我们身边的数据

25
9787504127655

林小明

性别 男 肺活量 5598毫升

年龄 16 50米 7.1秒
体重 61kg 1000米 4‘0
身高 1.75

m
引体向
上

9



数字、文字、图形、图像、声音、视频



数据



符号记录

24

90%

赋予一定的情景
    进行处理

数据的内涵

今日的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

相对温度是90%



以天气预报为例

该信息不能独立存在，需要依附于
一定的载体，它可以显示在网页上
，也可以显示在报纸上。

载体≠信息

载体依附性

价值性

时效性

共享性

信息



以天气预报为例

人们可以利用天气预报作为穿衣
或出行的参考

载体依附性

价值性

时效性

共享性

信息



以天气预报为例

只是预报了未来某一特定时段的
天气状况，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变化。 载体依附性

价值性

时效性

共享性

信息



以天气预报为例

作为一种资源，天气预报往往可
以被多个信息接收者接收并且多
次使用。 载体依附性

价值性

时效性

共享性

信息



信息数据

知识

对事物属性的客观记录 经过组织的有结构的数据

经过人的思维整理过的信息、
数据、形象、价值标准以及社
会的其他符号化产物



按照获取数据的渠道，可以将数据分为两类：

分类 概念 举例 收集方法

直接数据

间接数据

统计调查或科学
实验得到的原始
数据

(一手数据)

通过查阅资料获得
的数据或他人对原
始数据处理过的数
据

(二手数据)

用温度计实际
测量得到的气
温值

从网上搜索得
到的气温

调查法、访谈法、观
察法、实验法

查阅文献资料、关注
媒体资源、浏览权威
网站、从相关数据公
司购买





各小组根据本组的研究性学习主题，在课后设计收集研究主
题所需数据，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并形成结论。

设计的数据调查问卷、数据分析情况、结论做成一份word文
件，提交到教学助手中的“课后练习”。
每个小组提交一份。



章 节 学 习 评 价

智能手环通过传感器来收集你的行走步数，步数是（   ）。
A.数据
B.信息
C.知识
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的数据是(   )。
A.不变的数据
B.变化的数据
C.随机的数据



章 节 学 习 评 价

最近班级的学习活动搞得风风火火,大家互相交换自己的学习方法,各抒已见,互
补不足。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很大,班主任高兴地说:“你有一种思想,我有种思想,
彼此交换,我们就有了两种思想,甚至更多……”这句话表达了信息的哪个非常基
本的特点?(     )
A.载体依附性
B.价值性
C.时效性
D.共享性
“减灶退兵”“空城计”均反映了信息的什么特征?(     )
A.价值性
B.共享性
C.真伪性
D.时效性



章 节 学 习 评 价

有“成年人清晨安静状态下的口腔正常温度在36.3-37.2度、“38”和“叶达的
口腔温度是38度”三种描述，这三种描述分别是【          】、【          】和
【        】（填写数据、信息和知识）。

智能穿戴的概念近几年变得非常流行,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产品纷
纷出现。以智能手环为例,它通过【        】传感器来收集你的行走步数。



章 节 学 习 小 结

数据：
       对客观事物的记录；
       形式：数字、文字 、图形、图像、声音和视频等
信息：
       经过组织的有结构的数据，是数据的内涵。
       数据处理就是把原始数据转换成有用信息的过程。
        过程：采集，加工，传输，存储，检索和输出
        信息特征：载体依附性，价值性，时效性，共享性，真伪性等

知识：
        经过人的思维整理过的信息、数据、形象、价值标准以及社会的其他符号化产物。
知识是认识世界的结果，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依据。
        三者可以看作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感知的三个不同阶段。



章 节 学 习 小 结

分类 概念 举例 收集方法

直接数据

间接数据

统计调查或科学
实验得到的原始
数据

(一手数据)

通过查阅资料获得
的数据或他人对原
始数据处理过的数
据

(二手数据)

用温度计实际
测量得到的气
温值

从网上搜索得
到的气温

调查法、访谈法、观
察法、实验法

查阅文献资料、关注
媒体资源、浏览权威
网站、从相关数据公
司购买

 数据来源及收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