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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 -四个方面

 4、智能教育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辅助提升教学手段、方法，包括如何将人
工智能技术用于人工智能教学本身。

 1、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所有专业学生的人
工智能基础概念和知识的教育教学。

 3、人工智能专业及技术教育。各大学、高职院
校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培养专业技能人才。

 2、人工智能导论教育。面向理工农经医等非社
会类专业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引导性教育教学。



人工智能教育--共性问题

 1.深度学习为核心的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技术等同于人工智能。
 2.人工智能等同于其他传统理工学科，偏重技能型人才培养。
 3.人工智能导论或通识教育等同于人工智能技术教育。     

人工智能简化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简化为算法。
忽略了人工智能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及意义。

4.师资匮乏。
5.教材、课程内容同质化。
6.商业化的人工智能、科学与教育的人工智能混为一谈。

人工智能导论（及通识课程）教育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大历史观

深度学习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它解决了多少实际工程问题



 理论系统   知识系统   技术系统 产业系统   伦理系统

   基础性 
    综合技术   应用型智能系统

   伦理原则规范

 哲学

 物理学

 复杂科学

 生命科学

 系统科学

进 化论
跨学科融合

    数  学

 数据科学

  神经科学

 工业、农业、
医学等领域的
知识

  算法和程序

  数据与信息处理

 图像与视频处理

 工业、农业、
医学的技术

 智能制造系统

 智能农业系统

 智能城市系统

 智能教育系统

 智能军事系统

   人机伦理关系

   人机伦理规范

 人工智能理论、知识、技术、应用、伦理系统化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大系统观



• 人工智能本身并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学科，它从一开始就是多个学科融合的结果，离开哲学、脑科学、

伦理学、数学等基础学科，它就不会成立。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 -大知识观



• 狭义的人工智能伦理是人工智能系统、智能机器及其使用所引发的、涉及人类

的伦理道德问题。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涉及伦理问题，也都是狭义

人工智能伦理应该考虑的问题。

• 人工智能伦理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关涉人与人工智

能系统、智能机器的伦理关系。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

智能性。因此，人工智能伦理与其他科技伦理相比较而言的特殊之处也在于此。

• 广义人工智能伦理是指人与人工智能系统、人与智能机器、人与智能社会之间

的伦理关系，以及超现实的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大伦理观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大教育观

• 人工智能教育要从宇宙大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使学生理解人工智能对

于国家和人类未来命运的意义。

• 人工智能教育应激发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热情和人机协同创新思维，使学生系

统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人机协同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 人工智能教育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多学科、多领域理论、知识交叉的优势，培

养学生多学科交叉思维和创新意识。 



 第四层次

 第五层次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五个认识层次



 学科基础  技术基础 重点方向或领域 行业应用   伦理法律

 数学

发展史

 哲学

 脑科学

 人工神经网络

 机器学习

 计算智能

 大数据
 认知智能

 行为智能

 语言智能

 混合智能

类脑智能

 群体智能

 感知智能

智能制造

智慧农业

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

智慧养老

智慧交通

人工智能伦理

人工智能法律

  计算机

  算法分析
 生物学

 物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

  控制技术

  信息技术

   ....... .......   ........
.......

系统、全面、整体
性认识和理解人工
智能内涵。              

人工智能五个认识观点——五维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导论教育共性问题-教材为例

• 过去的20多年有许多优秀的人工智能导论类教材，但其共性是多以传统人工智
能符号主义（知识表示、逻辑推理、专家系统等）、联结主义理论、方法（人
工神经网络）、原理介绍，以及传统机器学习为主。

• 在知识、章节结构上以知识、理论、方法或原理的叠加为主。

缺少系统化、整体
性、全面、深入的
知识体系、结构、
脉络。



• 2005-2011年，第七学期选修课   《人工智能导论》

• 2012-2015年，新一轮大纲修订中更名为《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

• 2015年，申请为校创新创业课程《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创新方法》 

• 2019年，《人工智能导论》重新设置为专业选修课

• 2019年1月，《人工智能导论》慕课开始建设。 

• 2020年3月，《人工智能导论》慕课上线“智慧树”平台。

• 2021年5月，《人工智能导论》慕课获评省级一流线上课程。

• 2023年4月，《人工智能导论》慕课获评第二批国家级级一流线上课程。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建设历史



学科与
概念基础

  技术基础 重点方向或领
域（机器智能） 行业应用 伦理与法律

发展史

 哲学

 脑科学

人工神
经网络

   机器学习

认知智能

 行为智能

 语言智能

 混合智能

类脑智能

 感知智能 智能制造

智能医疗

智能军事

人工智能伦理
与法律

    大数据

  教材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AI实验室         

产学合作         

虚拟仿真         

虚拟教研室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五维知识体系

将导论课程教学上升到导论教育的高度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
eHome/1000009025/111702/17#teachT
eam

五大部分

60个知识点

600分钟视频

单元测试、期中、期末考试题440道

各章相关论文、视频、图片、PPT课
件、程序、辅助教材等多种形式的教
学资源600余份

与线下课程结合，开展混合式教学。
要求学生课后学习慕课并参加线上每章
节测试、期末测试。
计入平时成绩20%。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慕课建设



2021年6月获得首届“智慧树杯”课程思政示范案例教学大赛卓越奖。
2021年春夏学期智慧树一流学科建设精品课程
2021秋冬学期智慧树网“混合式精品专业课程TOP100”
2022春夏学期智慧树网混合式直播专业精品课
2022秋冬学期智慧树网双一流高校精品课程（专业课）
2023春夏学期智慧树精品课。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慕课建设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慕课建设



华人历史 机器学习

类脑计算

人工智能伦理

 机器人

中国社会发展

中国人工智
能发展历史

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法律

大历史观人
工智能

四大模块十二大知识点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思政体系



 发展历史  机器学习 类脑计算 伦理法律

华人和国内人
工智能专家的
历史贡献。

华人科学家的学术
成就和贡献。

国家在月
球、火星
探测等地
外无人智
能系统方
面的发展
成就。

人工
智能
发展
的稳
定社
会政
治、
经济
环境

  机器人 社会发展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思政体系



• 多维度的知识体系与
结构。

• 重视基础概念和方法
的引导、认知、理解
，而不仅仅是技术和
算法的掌握。

• 相较于以技术为核心
的课程内容教学，从
源头激发学生原始创
新、创造能力，真正
培养创新思维。

• 避免千篇一律、大同
小异、单调枯燥。

模块化的架构灵活组织教学内容

      第三部分
  重点方向或领
域
     

     

 第1章 绪
论

   第2章
人工智能
哲学基础

   第3章 
脑与认知
科学基础

 第4章  机器学
习

      第5章
 人工神经网络

第6章感知智能

第7章认知智能

第8章行为智能

第9章语言智能

第10章混合智能

第11章类脑智能

         

选修

 第一部分
 学科基础

 第二部分 
 技术基础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多元化教学方法



• 教学形式多样化：课堂讨论、分组设计、论文导读、电影视频、
实验演示、竞赛、论文翻译、行业应用案例解读等等。

• 考核形式灵活：撰写小论文、翻译、慕课学习、平时成绩、笔试
等等。

启发    想象    
热情    思辨      
实践    责任

• 自觉提升自身知识水
平、升级知识结构，
提升AI素养。

• 组建课程教学小组、
虚拟教研室。

•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
究特长方向确定相应
教学内容。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多元化教学方法



 第一部分
学科基础

    第二部分 
    技术基础

         第三部分
    重点方向或领域
      （机器智能）

     

  第1章
   绪论

  第2章
人工智能
哲学基础

   第3章 
脑与认知
科学基础

 第4章  机器学
习

第5章 人工神经网络

第6章感知智能

第7章认知智能

第8章行为智能

第9章语言智能

 第10章混合智能

 第11章类脑智能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系列教材--《人工智能导论》

面向所有理工科学习者、爱好者、从业者

               



     第一部分
      学科基础

    第二部分 

      技术基础

         第三部分
    重点方向或领域
      （机器智能）

     

第1章绪论

  第2章

人工智能
哲学基础

   第3章 
脑与认知
科学基础

     第4章
  机器学习

      第5章
 人工神经网
络

第6章感知智能

第7章认知智能

第8章行为智能

第9章语言智能

第10章混合智能

第11章类脑智能

          

 第四部分
 行业应用

智能制造

智能医疗

智能军事

系统、全面、整体学习和认识人工智能方法、技术、应用、伦理。

面向所有理工科学习者、爱好者、从业者

               

 申请2023年工信部十四五出版基金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体系建设--教材--《人工智能导论》



第2章人工智能历史
第3章人工智能哲学基础
第4章人工智能伦理基础

第5章人工智能学科基础

第6章人工智能技术基础
第7章机器智能

 历史起源

第8章机器博弈与机器创造

第9章人工智能行业应用
第10章超现实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的全面阐述
               

智能进化、理性主义、机械
论、控制论、联结主义、计
算机起源与发展

面向所有学习者、爱好者、从业者

               
系统、全面、整体性认识和理解人工智能内涵
               

 哲学思想

 知识体系 

 伦理体系

 机器智能

 行业应用

  超现实 科幻领域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本体论、人工智能方法
论、人工智能认识论

学科基础、技术基础、重点
方向与领域（机器智能）、
行业应用、伦理法律

人工智能伦理体系、
人工智能伦理学
感知、认知、语言、行为、类脑、
混合、博弈、创造
制造、农业、教育、医疗、军事

第1章绪论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人工智能通论》



第2章脑结构与组成

第3章脑神经系统

第4章感觉与运动
第5章学习与记忆
第6章注意与决策

第7章 语言

第1章绪论

第8章 情绪

第9章 心智

第10章 意识

第11章 从脑科学到人工智能

 从脑启发人工智能的角度阐述脑功能、机制。            

一、大脑与智能机制关系的阐述。
二、多方面的脑科学新发现。
三、意识的科学理论。
四、脑科学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启发。 

特           色

面向所有人工智能学习者、爱好者、从业者

             

2022年工信部十四五出版基金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脑科学导论》



第2章数据伦理

第3章算法伦理

第4章机器伦理

第5章机器人伦理

第6章自动驾驶汽车伦理

第1章绪论

第8章人机混合智能伦理
第9章人工智能设计伦理

第13章超现实人工智能伦理

第10章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第12章人工智能法律

 面向所有学习者、爱好者、从业者          

一、构建了人工智能伦理体系。
二、系统性阐述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三、全面探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伦理、机器伦理、
机器人伦理、应用伦理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四、提出完整的人工智能伦理及人工智能伦理学概
念及研究体系。
五、人工智能应用伦理：数据伦理、算法论、机器
人伦理、自动驾驶伦理以及行业应用。
六、提出了人工智能设计伦理、人机混合伦理、人
工智能全球伦理、人工智能宇宙伦理及超现实人工
智能伦理等新概念。 

特           色

国内首部系统阐述人工智能伦理导论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人工智能伦理导论》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人工智能伦理导论》



第2章 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第3章  脑及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
第4章 人工神经网络原理与方法

 第5章 机器学习原理与方法

第6章 机器感知智能原理与方法

第1章绪论

 第7章 机器认知智能原理与方法
 第8章 机器语言智能原理与方法
  第9章 机器行为智能原理与方法

  第10章 机器类脑智能原理与方法
第11章人机混合智能原理与方法  

第12章人工智能行业应用 
第13章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 

一、机器智能的内涵和机制。
二、机器模拟智能的经典、前沿理论与方法。
三、机器博弈与机器创造内在机制。
四、产业系统的构建与方法。
五、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原则与基础。

系统、全面、整体、深入学习和掌握人工
（机器）智能技术、方法、应用及伦理原则

面向工科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及学习者、爱好者、从业者        

特           色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人工智能原理与方法》



对应知识体系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资助情况 学习对象

技术基础 深度学习 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20.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传统理工科及新工科专业

技术基础 人工智能算法
分析

 电子工业出版
社  2023 工信部十四五出

版基金 传统理工科及新工科专业

技术基础 语音识别技术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2023 无 传统理工科及新工科专业

行为智能 无人智能系统 人民邮电出版
社 待出版 arm资助 传统理工科及新工科专业

行为智能 移动机器人
SLAM技术

电子工业出版
社 2023 无 传统理工科及新工科专业

行业应用 智能医疗影像
技术

电子工业出版
社 2023 无 理工科专业

智能医疗、医学等新工科及传统学科专业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系列教材--



•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引领文明升级的手段和桥梁。

• 人工智能教育教学需要建立全新的教育理念。

•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承载着人工智能教育的基本使命。

• 《人工智能导论》应成为各理工科专业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基础课。

• 我们的课程构建了教材、线上慕课、线下课程、思政、多元化资源
等组成的体系。

• 人工智能五维知识体系能够灵活适应和满足专业建设、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需求。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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