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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ath	and	method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s	 in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ortance	of	AI	educ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ject learning and mixed learning in AI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teaching cases of many middle sch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ystematic AI curriculum design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but 
also	find	and	cultivate	potential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early	stage.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suggestion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AI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educa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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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在中学阶段，通过人工智能课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路径和方法。论文首先阐述了人工智能教育的理论基础和
重要性，然后结合多个中学的实际教学案例，分析了项目式学习、混合式学习等教学模式在人工智能教育中的应用效果。研
究结果表明，系统化的人工智能课程设计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能够在早期阶段发现和培养具有
潜质的创新人才。最后，论文提出了针对中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建议和政策支持，以期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课程；拔尖创新人才；中学教育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小学人工智能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

2023YQJK120）。

【作者简介】李貌（1981-），男，中国湖北天门人，本

科，中学高级教师，从事人工智能教育研究。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核心，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还对教育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以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

拔尖创新人才 [1]。

1.2 研究意义

在中学阶段通过人工智能课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系统化的人工智能教育，可以早期发现和培

养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储备优秀人才。

人工智能课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

地探讨了中学阶段通过人工智能课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路径和方法。一方面，通过查阅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了

解当前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梳理出有效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另一方面，结合多个中学实际教学案例，分析

不同教学模式在人工智能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总结出最佳实

践经验 [2]。



8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10 期·2024 年 09 月

2 人工智能课程设计

2.1 课程内容

2.1.1 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部分是学生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

这部分内容应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核心技术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课程中可以引入简单的机器学习算法，如线性回

归、逻辑回归、K- 近邻算法，帮助学生理解机器学习的基

本概念和工作原理等。

2.1.2 数据科学与编程基础
数据科学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和数据

可视化等环节。课程应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工具和技术处理和

分析数据，如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2.1.3 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分析
课程中应包含丰富的应用案例分析。例如，通过实际

项目，如智能聊天机器人、智能推荐系统等，让学生在实践

中学习和应用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

2.2 教学模式
2.2.1 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通过实

际项目任务的完成，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在 PBL 模

式下，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项目任务，

例如开发一个智能家居系统、设计一个人脸识别应用。PBL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能力。学生在完

成项目的过程中，需要分工协作，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仅

能够提高他们的合作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领导力和组织

能力。

2.2.2 混合式学习
混合式学习是一种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资源的教学模

式，旨在发挥两者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在线上教学部分，

教师可以利用各种在线教育平台和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学习材料和在线课程。在线下教学部分，教师可以通过课堂

讲授、实验操作、项目指导等方式，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进行实践操作。

3 教学案例分析

3.1 初级阶段：智能意识的培养
在初级阶段，人工智能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智能

意识，使他们对人工智能技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通

过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项目，如智能聊天机器人，学生能够

初步体验和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应用。

案例：智能聊天机器人。

智能聊天机器人是一个理想的初级项目，因为它可以

通过简单的编程和逻辑设计实现，同时具有较高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在这个项目中，学生将学习如何设计和实现一个能

够与用户进行简单对话的机器人 [3]。

项目目标：学生能够设计一个简单的聊天机器人，理

解基本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对话系统的工作原理。

项目步骤：

①需求分析：确定聊天机器人的功能需求。

②技术选型：选择合适的编程语言和工具。

③实现与测试：编写代码，实现基本功能，并进行测

试和调试。

④结果展示：展示聊天机器人，与同学互动，分享项

目经验和收获。

3.2 中级阶段：智能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在中级阶段，课程的重点是提升学生的智能思维和问

题解决能力。通过设计和实现更复杂的人工智能项目，如图

像识别系统和语音识别系统，学生能够掌握更高级的人工智

能技术和应用方法。

3.2.1 案例：图像识别系统
图像识别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通过这个

项目，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处理和分析图像数据，实现目标检

测和分类等功能。

项目目标：学生能够设计和实现一个简单的图像识别

系统，理解基本的图像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

项目步骤：

①需求分析：确定图像识别系统的功能需求。

②数据准备：收集和准备用于训练和测试的图像数

据集。

③模型选择与训练：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模型，进行

模型训练和优化。

④实现与测试：实现核心功能，进行测试和调试。

⑤结果展示：展示图像识别系统，分享项目过程中的

经验和挑战。

3.2.2 案例：语音识别系统
语音识别是另一个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这

个项目，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处理和分析语音数据，实现语音

到文本的转换功能。

项目目标：学生能够设计和实现一个简单的语音识别

系统，理解基本的语音处理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

项目步骤：

①需求分析：确定语音识别系统的功能需求。

②数据准备：收集和准备用于训练和测试的语音数

据集。

③模型选择与训练：选择合适的深度学习模型，进行

模型训练和优化。

④实现与测试：实现核心功能，进行测试和调试。

⑤结果展示：展示语音识别系统，分享项目过程中的

经验和挑战。

3.3 高级阶段：智能应用与创新项目的实施
在高级阶段，课程的重点是让学生实际参与人工智能

应用项目，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设

计和实现复杂的人工智能应用项目，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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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培养他们的项目管理和团队

合作能力。

3.3.1 案例：智能交通系统
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人工智能应用项目，涉及

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系统设计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个项目，

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交通流量、减少交

通事故、提高交通效率。

项目目标：学生能够设计和实现一个智能交通系统，

理解智能交通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

项目步骤：

①需求分析：确定智能交通系统的功能需求。

②数据收集与分析：收集和分析交通数据。

③模型选择与训练：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模型，进行模型训练和优化。

④系统设计与实现：设计和实现智能交通系统的各个

模块。

⑤测试与评估：对系统进行测试和评估，分析系统的

性能和效果，提出改进建议。

⑥结果展示：展示智能交通系统，分享项目过程中的

经验和挑战。

3.3.2 案例：智能医疗系统
智能医疗系统是另一个复杂的人工智能应用项目，通

过这个项目，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疾病

预测、医疗诊断、健康管理等。

项目目标：学生能够设计和实现一个智能医疗系统，

理解智能医疗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

项目步骤：①需求分析：确定智能医疗系统的功能需 

求。②数据收集与分析：收集和分析医疗数据。③模型选择

与训练：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模型训

练和优化。④系统设计与实现：设计和实现智能医疗系统的

各个模块。⑤测试与评估：对系统进行测试和评估，分析系

统的性能和效果，提出改进建议。⑥结果展示：展示智能医

疗系统，分享项目过程中的经验和挑战。

通过这些案例，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图像处理、语音处理、

智能交通和智能医疗等技术，还能够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

4 教师角色与职业发展

4.1 人工智能时代中小学教师的新角色
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小学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转

变。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习的引导者和创新的

推动者。教师需要具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帮助学生

制定学习计划，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实施，解决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

4.2 教师专业技能的需求
在人工智能教育中，教师需要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首先，教师需要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包

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数据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以及常用

的编程语言和工具。其次，教师需要具备项目管理和指导能

力，能够帮助学生完成从项目选题、方案设计、实现到测试

和评估的全过程。

5 课程设计与评估

5.1 课程设计原则与框架
在设计人工智能课程时，需要遵循系统化和跨学科的

原则，以确保课程的全面性和实用性。

5.1.1 系统化设计原则
课程内容应全面覆盖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

确保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

5.1.2 跨学科课程设计框架
课程设计应注重跨学科的融合，将数学、计算机科学、

统计学等学科的知识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框架应包括基础课程模

块、应用课程模块和项目实践模块。

5.2 学习成果的评估方法
为了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需要采用多元化的评

估方式，包括项目评估、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

5.2.1 项目评估
项目评估是评估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方式。通过具体的项目任务，学生需要完成从需求分析到测

试评估的全过程。

5.2.2 过程性评估
过程性评估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进步情况，

包括课堂参与、作业完成情况、实验报告等。

5.2.3 终结性评估
终结性评估是对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的总结性评价，包

括期末考试、项目报告和综合评价等。通过项目评估、过程

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结合，能够全面、客观地评估学生的

学习成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6 结语

通过系统化和跨学科的课程设计，学生不仅能够掌握

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能，还能够培养创新思维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教育将在中学阶段发挥更大的作

用，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拔尖人才，为国家

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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