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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更应重视立德树人
文 |  熊 璋

前不久，韩国一名 13 岁围棋少女在比赛中利用人工智能作弊击败九段棋手的新闻引发了社会舆论。

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技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可以部分地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在某些领域甚至还

能超越人类大脑的极限。人工智能围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实战战绩来看，人类棋手与之对弈

已无胜机。但被用于作弊，并不能说是人工智能的过错，因为它还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类在开发和应

用人工智能时的价值观决定了其善恶。为此，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应着重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的核心是使用人工智能扬善除恶。世界各国都在高度关注青少年人工智能

教育，并制订了相关教育规划，以加强对数据、算法、算力等知识的普及，旨在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算法，

有能力编写出人工智能程序。人工智能的算法与程序固然非常重要，但这些内容通常是大学计算机专业的

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需要不少先修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机科学知识做基础。如果不考虑青少年的认知水平

和基础知识能力，就盲目把大学教授的知识下放到中小学，那么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把一些简单的逻辑

判断、分支语句的使用当作人工智能编程；二是学生只能死记硬背少数简单的算法。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

本任务，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更应当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导向，其核心在于教育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使用目的、

科学的使用方法和健康的使用生态，避免他们在使用人工智能时伤害自身、他人与社会。

其次，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的目标是与人工智能相得益彰。人工智能的普及对社会的改变是全面而

深刻的。2020 年，我国的精准防疫工作就借助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健康码、确诊病例行程分析、

密切接触者的定位和查找、复学复工安全性分析等都凸显了人工智能的极大价值。身边无处不在的人工

智能，对青少年的意识、思维和责任感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他们今后不仅要

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存，还要与人工智能长期共存。因此，从现在开始，他们就应该有与人工智能和

谐共存、相得益彰的准备，而信息素养的高低决定了他们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人类只有具备以下意

识与能力，才能与人工智能相得益彰：一是科学性，理解人与人工智能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异同；二是

积极性，主动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自身的学习与生活质量；三是正确性，理解人工智能对社会的作用是双

面性的，接受其正面影响，拒绝其负面行为；四是安全性，在人工智能社会中随时随地保护自己的隐私

与安全。可以说，青少年面对人工智能的从容感、幸福感、危机感和使命感，才是人工智能教育的目标。

最后，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的主体是学校。青少年正处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工智能日

益普及的真实冲击，亟须学校、家长乃至社会的正确引导。学校作为信息素养教育的主渠道，更是责无旁贷。

学校必须与时俱进，除了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关注学科大观念、大概念、综合性主题和主干知识，

还应密切联系中小学生的真实生活经验和社会发展现实，让他们在发现、分析、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

进行学习、实践与创新，提高他们在智能社会的生存能力和胜任力。相应地，学校的教学模式也要有所变革，

从而使师生充分利用各种智能设备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切实提高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的质量。

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是时代的要求，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的整体架构中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瞄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落实信息素养教育，积极科学地开展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是

中小学校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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