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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程《人工智能基础》项目化教学的实践探索 
◆沙泊安 

（扬州大学  江苏省扬州市  225000） 

 
摘要：随着当今社会的日益发展，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方兴未艾，人们

正将目光汇集在这个全新的领域。而伴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以及创

新人才的重视，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高中
信息技术课程作为一门操作性和实践性兼具的课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模块，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

化教学以其“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中心”的核心思想，以及强调学生
动手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见长，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

些晦涩难懂的知识，学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并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持续优化完善，最终将知识融汇贯通，化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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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化教学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学生信息技术基础素养的培养非常重视，以英美两国

为代表很早就开始了相关课程的基础教育。早在 1999 年，人工
智能程已经作为选修课出现在中学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课
程中 。我国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人工智能课程起步较晚，正
式起步是在 2003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
准（实验）》，首次在信息技术科目中设立了“人工智能初步”选
修模块。就教学层面来看，总的来说国内对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
的应用做了一定量的研究，但从 2008 年之后，对高中人工智能
课程教学方面的论文却毫无涉及，且大部分的研究都停留在宏观
层面的探讨，对人工智能教学方面的实践研究还很不足。 

二、教学案例《别具慧眼：识图认物》 
1.知识探究 
环节 1：应用场景收集 
同学们分 8 人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收集能够实现图像识别

技术的具体产品以及图像识别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影视作品
中的应用。 

活动要求： 
（1）了解计算机是如何表示图像的 
（2）了解图像识别技术涉及到哪些领域的技术 
（3）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图像识别具体的应用场景及具体

的产品有哪些 
教师活动：教师能够正确讲解计算机是如何表示图像的，如

像素跟分辨率的基本概念，彩色图像三个通道的基本含义。 
图像识别中的模式识别，是利用计算机内的大量数据，依赖

于已有的认识基础和专家经验，利用计算机和数学领域的知识对
形状、模式、曲线和图形自动完成识别和评价的过程。可能有同
学善于思考能回答出正确的应用领域，如果课堂反应沉默，教师
要通过引导和启发的方式带领学生的思路向计算机和数学方面
延伸。 

在讲解完基础知识之后，老师要组织学生进行汇报，在学生
汇报每组所选产品的时候，要注意总结产品特点，作为课后评价
打分的标准。 

学生活动：学生应当积极投入课堂，聆听老师讲解，如果有
疑问的环节可以举手提问。在小组讨论环节，应当积极参与小组
讨论，勤于思考，尽可能找到比较有意思和功能全面的产品，同
时要注意总结产品的应用场景。汇报环节，注意语言的组织具有
逻辑性跟条理性，尽可能采用简短的语言阐述产品及应用场景便
于其他同学理解。 

2.实践环节 
以小组为单位，操作实现图像识别技术产品的功能（如百度

识图、智能图像识别等），能够通过对产品的演示跟操作，结合
前一环节所学的基础知识，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尝试解释产品功能
实现的基本原理。教师结合相关视频，利用开源框架，运用简单
的编程语言实现图像识别的功能，让学生能直观感受图像识别功
能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活动要求： 

（1）同学通过演示汇报产品，讲解产品应用场合及优缺点。 
教师活动：教师要组织学生按小组形式进行产品汇报，强调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根据学生汇报情况进行打分，作为最后
评价依据 

学生活动：能够正确演示产品，并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产品
的应用场合及优缺点。 

（2）结合之前所学知识，结合教材，上网搜集信息，讲解
功能实现的基本原理 

教师活动：在学生都能自主完成学习任务之后，进行原理的
讲解。图像识别的基本过程为通过传感器，将光或声音等信息转
化为电信息，然后通过计算机的预处理在模式识别中进行特征的
抽取和选择，最后通过分类器在特征空间中对被识别对象进行分
类。 

学生活动：学生在活动 1 的基础上，能够动手体验各种产品
的实现过程，通过上网搜集相关资料，结合课本内容，也可以通
过小组讨论的方式了解产品实现的基本原理。 

三、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在教学活动完成之后，教师要进行相关教学数据的整理以作

为教学评价的标准。在《牛刀小试：察异辨花》这一节中，教学
评价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课前作业，教师主要以学
生的课前作业完成情况作为评价的依据；第二个环节是学生的课
堂表现，老师在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之后，要注意观察学生的学
习情况，是否有心不在焉、态度消极的学生，或者是学习兴趣高
昂，积极完成每项任务的学生，以及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学生的
表现情况以此作为评价标准；第三个环节是课堂测试环节，这部
分包含的是学生的总体学习情况，例如学生是否能在坐标系中画
出不同品类鸢尾花的位置、是否能利用所学知识成功训练一个感
知器分类器以及得到分类器的准确率的高低等等。教师通过对学
生的成果进行分析，评价这节课的教学效果，为了最后统计数据
方便，教师打分的时候采用取整数的形式。 

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在 80 分至 90 分之间，少
数同学达到 90 分，只有一位同学低于 80 分，鉴于此课程的特殊
性，以及课前以及课堂表现的综合因素，我们认为只要学生分数
大于 80 分就算完成本节课的学习任务，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从结果来看大部分同学都能完成学习任务，教学目的达成。 

四、结束语 
笔者以 X 市 Y 中学为试点，在该校校长以及老师的支持下，

选取高一年级 Z 班共 40 人为教学实施对象，进行教学实践活动。
通过提前准备好的教学设计，拟定完整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活
动。本文仅选取其中的一节课程作为案例，通过搜集学生上课数
据，听取课后反馈，评价教学效果，对整个教学活动做了详实的
反思，也为今后更好的开展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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