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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小学阶段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已经成为了教育界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在小学生的功课任务较重，使得他们获得有关

科学素养学习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儿童对于世界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知欲望，在小学阶段是他们培养有关科学兴趣的良好时期，这将

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建立起科学的自然观，使他们的童年生活更加的丰富。人工智能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其能够有效的提升小学生

的“创造力、人文素养以及计算思维”等核心素养。因此很多小学现在都在积极开设相关的人工智能课程，以丰富小学生的日常学习，提升

其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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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广受人们的关注，以及广泛的融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行

业之中，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教育也在迅速

的发展，已经成立教育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国务院在 2017 年就曾提出

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的规划。在这一规划中鼓励小学开设人工智能相应的

课程，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教育工作中来。 

1 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 

在小学阶段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课程标准的问

题，因为很多学生的学习基础都是不一样的，各个学段都是有着的特点

的，针对这个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情就是组织研究出统一的人工智

能课程标准。根据课程标准来制定出课程教学的目标、内容以及相关条

件等。 

1.2 师资队伍不足 

对于人工智能教学而言，教师队伍是整个课程的基础。对于目前的

很多小学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专业老师来为学生传授人工智能的

知识。师范类的学校是小学教师培养的摇篮，但是目前这些高校都还没

有开设人工智能的专业与课程。一些开设了相关课程的高校集中输出的

人员也是远远不能够满足相关的市场需求，同时这些人才目前主要也是

集中与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成熟，一些经济收入并不发达地区

学校不能够找到合适的教师来满足相关的课程要求。师资力量的缺乏，

目前已经成为了小学如果智能教学课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 

2 小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的改进方法 

2.1 搭建合适的课程体系 

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较多，其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小学生的认知

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教学智能是帮助学生养成

良好的科学思维。在小学 1-3 年级阶段，学校应该选择开展一些入门的

人工智能课程，这个阶段的课程主要针对的就是让学生了解、体验人工

智能，这个阶段开设的课程应该就是进行人工智能知识类故事、游戏化

机器人体验、游戏化教学等。在学生达到 4-6 年级的阶段时，可以开展

一些具有技术性的课程了，这个时候可以让学生进行团队合作开发了，

为他们开设可视化编程、scratch 机器人编程、游戏化的 python 编程等

内容，在这个阶段可以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通过对简单专业知识的学

习可以帮助他们锻炼思维。在小学阶段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主要就是为

了帮助学生了解、亲近人工智能。根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来制定人工智

能的课程，帮助他们增强自己的科学素养和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2.2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师承担着整个人工智能教学的重任，是科学学习活动的设计者、

指导者与执行者，同时也是学生们进行学习的伙伴。要想能够很好的胜

任这个职位，就必须要有着较为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教学能力。能够从

学生的角度出发，帮助他们制定出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教学任务。为了

使教师能够满足教学所需要的相关要求，学校就应该主动的对教师进行

专业培训及人工智能知识的培养。现在专业的人工智能教师很少，不能

够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学校就应该主动的来承担培养人工智能教

师的任务。积极推进相关专业教师对于人工智能知识的再学习，让他们

能够满足相关的教学任务。 

2.3 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现阶段我国的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度并不是很高，各方面的经验也并

不成熟。因此就需要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其领导之下与

科研结构，高等院校一起来进行人工智能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帮助

各小学完成人工智能教学的初始建设工作，在相关学科的教学中投入更

多的精力与资金，高等院校也应该主动开设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

出色的师资力量、进行教学资源的开发、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开发新

型的技术平台等。借助地方部门的帮助，积极的引入外部资源和技术，

促进人工智能教育与互联网+的融合，提升整个教学质量的深度。 

3 结束语 

开展小学阶段的教学工作与其他的专业化教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性，小学阶段注重的是进行科普类教学，主要是帮助学生养成兴趣、科

学方法及科学精神。不能够以培养专业知识为目的给学生的学习造成太

大的负担。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教学在小学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课程

标准、师资力量等方面还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学校与教育部

门应该明确进行人工智能教学的目的和条件。积极推动小学人工智能课

程的建设，构建出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框架的课程体系，通过人工智能的

教学工作，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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