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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未来世界

➢ 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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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是研究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
的技术科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工智能将是一个国家科技，教育，医疗，工业等方方面
面的核心

➢ 智能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先编排的
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它的任务是协助或取代人类工作的
工作

➢ 虚拟现实：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
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可使用户沉
浸到该环境中

➢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物联网就
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小到手表，大到冰箱空调洗衣机，再到汽车，各个建筑物之间互联等

➢ 智慧城市：也称为网络城市、数字化城市、信息城市。不但包括人脑智慧、电脑网络、物理
设备这些基本的要素，还会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

➢ 基因技术：基因由人体细胞核内的DNA组成，变幻莫测的基因排序决定了人类的遗传变异
特性

1.2热门科技



51.2我们的生活



62.1国内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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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课程的融合
 信息技术教学融合，翻转课堂
 语文教学融合，古诗词意境展示
 小学音乐课融合，音乐的可视化
 美术课融合，三维情景体验
 课外阅读课融合，改变看待世界的思维（《AI上智慧生活》）

➢ 增设相关课程
 设置完整编程基础课(英国中小学人工智能基础教育)

 引入STEAM教育理念设置课程

➢ 以课题做“药引”
 源自生活，如智能饮水机，人脸识别等
 启发式教学，设计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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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不足：
 多以“兴趣班”形式，规模较小
 在平台搭建以及资源利用上略显不足
 不能很好的进行知识的积累和重用
 未形成完善的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格局
 未能做到人工智能教育的实际落地
 师资力量不够
 课时量不足
 教材配套的教学资源不足
 教学环境不完善……

➢ 学校特色文化



102.3区域研究情况

➢ 2020年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1000个）：
1.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2. 南京市月华路小学
3. 南京市东山小学
4.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5.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6.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7.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 2021.10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以小学生参与“田园一号”卫星研制过程为
切入点，创建卫星融创班级，组建卫星研制
核心团队。文化等资源与中小学生科学素质
教育有效对接，激发了小学生的科学梦想和
爱国热情，推动我国航天科普教育事业发展



112.3实践研究分析

➢ 相关政策法令

 “当科学家是无数中国孩子的梦想，我们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
崇向往的职业，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让未来科
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习近平总书记《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

 “将中小学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知识的普及作为推动人工智能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迫切要求更加重视培养学生开展分析性、交互性任务等
能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 亟需工作：
 根据学情开展适合本土学生发展的人工智能课程
 提升人工智能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人工智能课程
 发挥资源聚合作用，推进人工智能在小学阶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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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课堂中的数字化工具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
 优化教学情景，促进学生学习
 适应改革，提高师生素质

2.4智慧课堂建设与相关竞赛调研

➢ 家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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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小学，初中，高中

➢ 2021年决赛主题：
我的祖国

【主题说明】：在危难之时祖国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不论你身处何处，祖国都不会轻
易放弃任何一个她的子民。我们应该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祖国，我们更应该用满腔的热血热
爱祖国。祖国的强大是广大人民艰苦奋斗赢来的！

请以我的祖国为主题，运用三维编程技术。制作三维创意作品，要有较强的交互性，
创新性，合理性。可以展望未来，可以回顾历史，作品形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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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小学，初中，高中

➢ 全国大赛：
（1）创意编程比赛（南京17人）

①Scratch比赛：分为初评（线上）、复评（

线上）和终评（线上）三个阶段；按年龄分为小
学I组（1-3年级）、小学II组(4-6年级）、初中组
三个组别

②Python比赛：分为初评（线上）、复评（线

上）和终评（线下）三个阶段；按年龄分为初中
组、高中组两个组别
（2）智能设计比赛

①Arduino比赛：分为初评（线上）和终评（
线下）两个阶段；按年龄分为小学组（4-6年级）
、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

②Micro:bit比赛：分为初评（线上）和终评（
线下）两个阶段；按年龄分为小学组（4-6年级）
、中学组(含中等职业学校)两个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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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 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小学，初中，高中

➢ 参赛方式
1.创意编程类：各地方组织单位组织参赛选手通

过 NOC 大赛网站 进行线上报名、选拔及全国决赛
。

2.创新创意类与智能竞技类：各地方组织单位根
据全国组委会限定 的决赛名额，按要求进行决赛
报送工作。

时间安排为：
1.2020 年 9 月，发布大赛通知。
2.2020 年 9 月-11 月初，各地组织初复赛。
3.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全国决赛报名。
4.2020 年 11 月底-12 月初（拟），全国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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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发明协会 小学，初中，高中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于2001年设立“宋庆龄少年儿童
发明奖”。该奖项是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的唯一以国家

领导人名字命名的青少年科技活动奖项，目前已成功
举办13届评选颁奖活动，得到全国青少年和相关机构
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参与中小学生超过100万人
次。

时间安排
2020年1月-2020年3月底 各组织单位遴选作品
2020年4月1日-4月30日 网上申报作品
2020年5月6日-5月15日 组织初评
2020年5月18日-5月31日 汇总入围名单
2020年6月3日-6月23日 进行网上公示
2020年7月 下发终评决赛通知
2020年8月 举办终评决赛和颁奖仪式



183.1少儿创意编程：Scratch

Scratch 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一款图形化编程

软件，能与硬件进行交互，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
其将晦涩难懂的程序编码转化成可爱的图形及卡通形
象，尤其有利于青少年的编程学习和创新，适于6-12

岁的儿童学习，同时训练动脑和动手能力。



193.2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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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可视化建模：XRmaker

➢ 编码功能

使用适合初学者的基础图形化编程指令“零”基础轻松入
门。或者使用Python语言，进行更高级的编码
➢ 创造三维场景
只需从现有的3D模型库中拖曳对象和角色，即可创建自己
的三维世界！您还可以上传自己的3D模型，图像，背景音

乐以个性化自己的作品。丰富的素材模型库，助你创造出
任意主题的作品
➢ VR虚拟现实
在沉浸式360°和3D虚拟环境中探索你的所有创作。
在VR中探索3D创作可以增强学习体验，因为它能使学生
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支持多种常见 VR 设备



224.2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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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机器人编程：Micro:bit

Micro: bit是一款由英国广播电视公司推出的专为青少年编程
教育设计的微型电脑开发板。2016年3月-6月， Micro: bit在英
国全线铺开，每一位7年级的在校学生（11-12岁）都能免费获
取一块Micro: bit开发板用于编程学习。BBC希望通过Micro:

bit驱动青少年参与到创造性的硬件制作和软件编程中去，而
不是每天沉浸在各式的娱乐和消费中。



255.2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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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实践情况

➢ 新冠肺炎呼吸器 ➢ 楼道智能消毒通风系统 ➢ 垃圾自动分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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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方式

⚫ 以培养学生创新创意设计能力为目标
⚫ 以培养实践能力为基础
⚫ 以“导师制（教练制）”为指导方式
⚫ 采用“做学一体”的人工智能教育模式

➢ 实验室与基地建设
⚫ 创意编程中心：

 Scratch编程（1-3年级）
 Python编程（4-6年级）

⚫ 可视化建模中心:

 三维可视化XRmaker软件
⚫ 机器人智能中心:

 Micro:bit

 Arduino

➢ 政府扶持
⚫ 国家、省部级教学项目申请
⚫ 国家、省部级特色单位申请
⚫ 人工智能试点学校等

6.1教育有利器，创新无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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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课题：
⚫ 原来隔空取物是真的——AI手势识别
⚫ 走进AI：什么是人工智能？
⚫ 智慧停车系统
⚫ 战“疫”中的智能机器人
⚫ 人工智能与北斗
⚫ 生活中的机器学习
⚫ 小爱音箱是人工智能产品吗
⚫ AI在汽车安全驾驶中的应用
⚫ 生活中的朋友DIY智能纸板机器人
⚫ 人工智能，到底是对手还是朋友？

➢ 实践项目：
⚫ 智能垃圾识别分类一体机
⚫ 行人闯红灯限行系统
⚫ 智能掌控及可穿戴安全系统
⚫ 儿童饮水机
⚫ 智能停车场
⚫ 智能教室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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