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应如何开展？ 

 

首先声明，作者不是教育领域的专家，本文仅是对一些中小学教师做有限调研后形成的粗浅

看法，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首先，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进程。

然而，不少一线教师还处于迷茫状态。从认识上，对人工智能的观感模糊，大多数将其等同

于机器人编程；从教育资源上，有若干教材面市，或者是机器人编程的培训教材，或者是商

用化技术的介绍（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 

 

这是我们的现状：国家需要，学校需要，学生需要，但供给不合格。这既是教育工作者面临

的困难，也是人工智能研究者需要贡献力量的地方。目前，人工智能学者参与到基础教学中

的例子还不多，可被青少年接受的基础知识点还没有被系充性地疏理出来。 

 

 

 

图 1：人工智能包括的知识五花八门[1]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状呢？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确目标，牢牢把握住“基础教育”这个关

键点，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受教育对象应该是普适的，是所有义务教育的受众，不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五线农村，



不论是富裕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应受到同样的教育。如果一门课只有有钱的学校才玩儿

的起，那这门课作为基础教育是失败的。基础课的目的是消除知识壁垒，而不是提高知识壁

垒。 

 

第二，教育内容应该是基础的。人工智能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发展非常快，真要画出个

全景图来确实不易。然而，作为一门科学，总有一些东西是基础的，根本的，经过历史洗礼

沉淀下来的。比如，模拟人类思维这一目标是一惯的，用计算去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思路也

是没有变的。在这一总纲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种基础方法，包括基于知识设计的方法，基于

学习的方法，其于相似性的方法等，这些基础方法也是没有变的。基础教育应该教这些最根

本的东西，即人工智能的基础思维。 

 

把握住“基础”这一关键点，有助于澄清很多误区，如： 

 

1. 编程能作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吗？显然不能，编程不论从受众还是从内容角度看，都不宜

作为基础教育内容，而应该作为差异化教育内容，让感兴趣的孩子去学。 

2. 机器人能作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吗？也不能，和编程一样，最好作为课外兴趣。特别是机

器人课成本高，普及起来也不现实。 

3.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时髦技术能作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吗？恐怕也

不行，基础的事情没讲通，根没扎下去，这些散点状的技术恐怕不足以支撑一门基础学问。 

 

 

 

图２：AI不等于机器人[2]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是“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而不是更大范畴的“人工智

能教育”或“人工智能普及”。事实上，不论是编程，还是机器人，还是时髦技术，都应该

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大力推广。然而，这些枝叶型的技术不能作为人工智能整体来理解，

更不该作为一门基础课的主体。最近，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王学男老师的一

篇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教育不应成为部分学生的特长、部分学校的增光项目、部分地区的

优先权，而应是面向所有学生的普及教育、扎根于日常课堂教学中的基本素养和必修学科”，

可谓一语中的。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更为关键：基于这样的现状，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应如何开展呢？可能还是

得动员更多人工智能专业学者参与进来，与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合作，形成有针对性的课程

体系。另外，应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并遴选优质方案进行推广。毕竟是个新事物，在确定大

方向的基础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最后，基础教育不能独立存在，应和课外实践、职业教育互为补充，并在全社会知识普及的

大背景下才更有效。因此，人工智能科普就非常重要了，这也是 AI100 问存在的价值之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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