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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课例；生命实践教育；语音识别；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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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开展了“传统节日知多少——初始语音识别”的教学课例。

一、案例选取与学情分析

（一）案例选取

2023 年，深圳市印发了《深圳市义务教育人工智能课程纲要》，使得人工智能课程的落地实践有章

可循。本节课例选自《纲要》第二学段（3-4 年级）的内容，其中机器感知模块中提出“了解视觉、听觉

传感器的基本工作过程”的要求，是对人工智能中机器感知的进一步理解。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感受自然

智能以理解人工智能 ；引导学生将生活经历带入实验过程，感知和体验人工智能。本节课例属于《纲要》

中“机器感知”模块的学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听觉的基本工作过程，以及能在常见智能设备上找出听

觉传感器并说出它的基本用途。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将对人工智能原理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为后续

学习人工智能技术打下基础。

（二）学情分析

在知识基础方面，学生能够在生活中接触人工智能应用，但未曾系统学习人工智能课程，对人工智

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等方面了解较少；第二，已经通过画图软件认识鼠标的操作方式，能够较为熟练

的使用复制、粘贴功能处理文字 ；第三，对于人的感知方式已有一定了解，有助于学生掌握本课重难点。

在性格特点方面，大部分学生习惯具象思维，具有强烈的分享欲，能够积极踊跃表达不同观点，但可能

在抽象思维方面能力不足。在校情方面，研究者所在学校学生初步系统学习人工智能课程，但人工智能

体验较少，且四年级学生如何利用在线协同工具与组员合作探究、协同共创仍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本

节课的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引导。

二、理念与目标

（一）课程设计理念

新课标积极推行跨学科整合教育理念，强调各学科间的知识交叉与融合，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与创新能力。在此背景下，本课程设计充分响应新课标要求，巧妙地将人工智能领域与对中国传统节

日文化的理解相结合，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

首先，我们充分利用 AI 实验平台这一现代化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直观且生动的学习环境。通过该

平台，学生能够亲手操作、实地体验，从实践中直接感知并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魅力及其在现实生活中

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我们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包括微课助学、自主探究以及在线协同创新等方式，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积极探索。微课助学使学生能够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自主学习，深化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自主探

究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锻炼其创新思维能力；在线协同创新则通过团队合作的形

式，培养学生共享资源、共同进步的合作精神。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将着重引导学生在中国传统节日与现代科技的交融场景中，逐步形成深刻

的人工智能人文观。他们不仅学会运用科技手段去解读和传承传统文化，更能从中领悟到人与科技和谐

共生的理念，进而树立起积极的价值倾向和生命关怀意识，深切认识到人工智能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

更应该充满人性温度和社会责任感 [4][5]。

最后，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我们旨在帮助学生在智能时代的大潮下，逐步养成基于人工智能的社

会性情感，形成敏锐的人工智能意识，锤炼出逻辑严谨、视野开阔的人工智能思维，从而成长为既具备

深厚文化底蕴，又掌握先进科技技能的新时代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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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历案评价卡的自评与互评

在“拓”阶段，教师提出生活中还见过哪些语音识别技术？帮助学生结合生活经验，认识身边的语

音识别技术应用案例，例如微信、天猫精灵、百度地图等。最后，教师布置课后作业，鼓励学生思考语

音识别还能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包括学生想应用的场景、设计名词以及实现功能。

图 7  课例的板书设计

四、结语

本节课在教学中组织学生亲历写传统节日、借 AI 平台说传统节日的过程，引导学生类比人类感知器

官来描述听觉传感器的主要用途；教学中借助在线协同工具促进学生协同创新创作，提升学生数字化学习

与创新能力 ；本课将传统节日与人工智能相结合，让学生了解传统节日的同时探索语音识别技术的奥秘，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多样的同时感悟科技发展带来的美好，帮助学生体验教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6]，增

强学习和探究人工智能新技术、新知识的积极性，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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