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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AI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pecifically,	 it	 involves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s,	optimiz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with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o	promo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Based	on	activities,	
cultivate	AI	thinking,	enhance	the	AI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nhanc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through	“creating	
and	learning”;	Build	an	integrated	AI	curriculum	system	of	“teaching	learning	evaluation”,	stimulate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hance	their	core	literacy	and	AI	application	ability.	In	short,	many	measures	aim	to	enhance	the	relevant	literacy	and	
abiliti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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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围绕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及师生AI素养的提升策略展开探讨，具体涉及：完善管理制度，优化校本课程，联动家
校社整合资源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以活动为依托，培养AI思维，提升师生AI素养，并通过“创中学”提高学生科学素
养；构建“教-学-评”一体化的AI课程体系，激发师生学习兴趣，增强师生核心素养与AI应用能力。总之，诸多举措旨在
提升师生相关素养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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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要求实施全民智能教

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

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

的开发和推广。智能教育作为实现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逐渐普及到各级各类学校。为了进一步推进人工

智能教育的发展，中小学校应坚持科学素养导向，紧扣人工

智能学科大概念，构建结构化、可持续性、有梯度的学习内

容，通过“做中学”“用中学”和“创中学”的实践方式，

将知识与能力转化为核心素养。

2 健全课程实施与管理制度，校领导担任首
席信息官

在推动学校人工智能教育的过程中，倡导校领导担任

首席信息官（CIO），全面负责学校信息化规划与发展战略。

具体而言，校长要负责引进优质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建立

课程发展与管理制度，关注课程的实施、引进、开发、优化

及设备更新等工作。同时，校领导应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市、

省、国家级等人工智能教育线上、线下培训，确保教师具备

足够的技能。若有条件，校长还可以组织教师到北上广深等

沿海地区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了解最新技术及应用。此外，

校长还要高度重视 AI 课程的实施与校本课程的开发，结合

学校与地方工业实际，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课程。通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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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校长可更好地推动学校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提高学生

的人工智能素养和应用能力。

3 家校社协同联动，整合 AI 课程资源

借助社会力量，家校社协同联动整合资源，是推动学

校 AI 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与人工智能培训公司、科协单

位、科技馆、研究院等机构合作，学校可获得丰富的教学资

源，为学生提供全面、深入的学习体验。同时，借助其专业

知识、经验和设备，改进和优化课程内容，确保学生获得高

质量 AI 教育。此外，整合这些资源，不仅帮助学校解决经

费不足，无法开课问题，还为学生提供持续学习机会，为参

加各级科技创新大赛储备人才。

4 以“活动”为载体，绽放人工智能光彩

学校通过举办科技节、周、日等活动，邀请科技馆人

员与科普大篷车进校，提供丰富展品与精彩科技表演，展示

机器人模型和机械臂，让学生感受人工智能魅力。通过机器

人、可编程的机械臂、绘画书法机器人等，学生可了解到其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为更好地了解和体验，学校可组织系列

科普活动，如人脸识别游戏、人工智能绘画工具的使用、智

能机器人编程、趣味编程作品展示等。此外，还可邀请人工

智能专家或学生家长到校举办讲座，分享其领域的见解和经

验。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科技创新现场大赛和校联赛，如机

器人、无人机、趣味编程、科技小创意、发明等比赛，激发

兴趣，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的能力。总

之，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是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

有效途径。

5 以师为先，提升教师的 AI 素养

选拔优秀 AI 教师培训全校教师，内容涵盖论文写作、

课题研究，方案撰写、文章润色、短视频制作等技能（如图

1 所示）。助力教师运用AI解决各教学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语文教师可借用 AI 工具备课与批改作文。此外，可组织教

师与人工智能机构教师的合作交流会议，探讨应用 AI 技术

提升教学效果。这些措施提升教师队伍的 AI 素养，为教学

注入新活力。

图 1 教师人工智能的运用

6 以点带面，组社开班

学校重视开设 AI 相关课程，每周至少 2 课时。选拔热

爱钻研、动手能力强的教师参加培训，推选优秀教师授课。

此外，可组建机器人、编程无人机和图形化编程、python 编

程、乐高等小社团，选成绩优、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参与。学

生通过参与社团活动与周六兴趣班，学习 AI 课程的系统知

识。优秀的学生可在大型活动中展示，让更多学生了解其重

要性。条件较好的学生可通过听网课或参加线上线下讲座，

购买课程或书籍自主学习，实现更深层次的学习。表现较突

出的学员可参加省、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与展示大赛。

7 以思启智，着重培养学生的 AI 思维

在人工智能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智能化思维至关重要

（如图 2 所示）。这种思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

创新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算法思维和合作能力。想要运用

人工智能来解决问题，学生需要掌握智能环境下的方法与策

略，即具备智能化思维。以下是一些培养学生智能化思维的

方法。

7.1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与自主探究精神
通过学习编程、机器人和 STEAMS 等技能，帮助学生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并通过实

践验证这些方案的可行性。此外，我们还可教导学生探究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生活与学习的问题。在课堂上，

教师可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通过实际操作

和案例研究，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和方

法，从而培养其寻找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当超级轨迹赛

的机器人无法完成时空穿梭能量机的任务时，教师应该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调整修改程

序，最终完成任务。让学生在问题中学会探究，学会成长。

7.2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人工智

能教育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学

生可以接触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识，了解先进的技术和工

具，如开源软件、电机、传感器以及如何编写程序让机器人

执行命令等。这些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造力。

此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展示

自己想法和创意的机会。学习其课程后，学生可参加全国青

少年创新创意、小发明等比赛，为学校和教师获得更多的荣

誉。例如，在一个关于搭建仿真蜘蛛机器人的课程中，学生

了解到仿真蜘蛛机器人的作用和用途中国其功能和工作原

理。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思考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创设一款

属于自己的仿真机器人，并探索如何使用各种开源软件和传

感器等电子元件来实现自己的创意。于是有学生就设计了各

种多足机器人，如多足搬运机器人、多足携带机关枪战斗机

器人、送快递机器人、仿真蜘蛛侦测敌情小特工等。

7.3 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算法思维
人工智能教育让学生学习如何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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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数据规律和趋势，为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学生需要掌

握算法和数据结构等基础知识，设计高效的算法解决复杂问

题。通过让学生参与实际的数据分析项目来培养他们的数据

分析能力。例如，学生可以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来分析

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以了解学生的阅读偏好和趋势。他

们可以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来展示分析结果，并根据结果提

出改进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7.4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在机器人教学与比赛过程中，大部分需要多名学生一

组，一起共享与组建一台机器人，一起完成机器人的过关任

务。通过让学生参与团队项目，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让他

们学会分工合作、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这样的

实践能够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1]。

7.5 培养学生具备“人工智能 +”的能力
人工智能教育还应培养学生具备“人工智能 +”的能力，

即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路径和新模式的能力。这种能

力主要表现为：能根据问题特征，合理选择智能工具；结合

问题需求，使用人工智能创新解决问题；分析应用效果，评

估应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优势和潜在问题。为了培养这种能

力，学生应保持对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关注，并通过阅读最新

的人工智能书籍、文献，参加人工智能专家或科学家的在线

课程中国关注行业专家的博客等方式不断学习与更新知识 [2]。

8 学思践悟，在“创中学”中提升素养

创新实践是推动人工智能（AI）发展的核心动力，涵

盖了 AI 技术的创新和跨领域应用。因此，AI 教育的目标应

该是培养学生成为 AI 创新应用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基

于“创中学”的 AI 教育理念，可以通过创设复杂的主题情

境，引导学生运用 AI 技术来创造新方法。在“创中学”中，

学生被要求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敏锐地发现问题，并设计

出应用 AI 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案。他们需要评估方案的优势

和潜在问题，并进行优化和迭代。这种教育方式有助于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更好地应用 AI 技术来解决复杂问题。

例如，在中鸣超级轨迹赛“星际联盟”的比赛中，学

生不仅锻炼了动手搭建机器人的能力，还培养其思维能力、

反应能力、动手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学生需要学习编写程

序，并根据不同情景场地进行微调。如果机器人遇到问题无

法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学会思考、观察并找出问题所在，然

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再进行程序调整，以完成机器人比

赛所要求的任务 [3]。

9 以“教—学—评”一体化，构建 AI 课程体系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 AI 课程体系成为教育

领域的重要议题。目前，AI 课程设置尚未形成体系，内容

碎片化，缺系统与可持续性。学校应选优秀教师与专家、厂

家合作开发课程、整合资源，批量生产廉价学具，普及人

AI 教育。课程应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算法程序设计、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写程序、物理、电子元

件等跨学科知识贯穿在整个素养培养过程中。教—学—评一

体化是构建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的核心思想，强调教师、学

生和评价者紧密互动，促进学生学习发展。教师需具备相关

知识技能，设计和实施人工智能课程，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和

成果，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

应用。

AI教育不应停留在简单地学习编程游戏和机器人比赛，

更应该注重引导学生通过编程竞赛和机器挑战赛来促进对

人工智能的学习和理解，培养学生利用语文、数学、科学、

音乐、编程、美术、计算机等科目创造作品的能力中国用人

工智能思维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中高年级的学

生，更应该让他们学会利用人工智能的零件功能（如单片机、

开源硬件、电子技术、物联网）、创新思维、各种传感器的

作用和编程等知识，创造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机器人。

总之，人工智能全面融入人类各个领域，对生产生活

产生深刻影响。中小学应转变教育观念和方法，让学生通过

实践活动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培养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能

力。从小学习人工智能，学生能敏锐感知时代脉搏，增强

AI 意识，发展智能化思维和“人工智能 +”能力。教育目

标不仅是避免被 AI 淘汰，更是学会掌握运用 AI，成为解决

问题的成功者，自信、负责地在智慧社会生活，成为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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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工智能化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