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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教版 高中信息技术 选择性必修 4 人工智能

初步《第一章 智能之路:历史与发展》大单元整体教

学设计[2020 课标]

学校：dxyc2360 指导教师：张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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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智能之路：历史与发展》是浙教版高中信息技术选择性必修 4《人工智能

初步》的第一章内容。本章节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起源、历史发展以及现状，

为学生提供了对人工智能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工

智能的起源和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

人工智能的起源

古代智能思想探究：探讨古今中外思想家对智能的思考和论述，为后续理解

人工智能的概念奠定基础。

逻辑与推理：介绍逻辑推理的基本形式和演绎三段论等逻辑推理方法，以及

这些推理方法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思想产生：阐述可计算思想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图灵机模型的提出，

以及其对现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

人工智能登上历史舞台：介绍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包括达特

茅斯会议等关键事件。

智能测试：讨论图灵测试等智能评估方法，以及这些测试对人工智能研究的

启示。

人工智能研究内容：介绍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机器学习、推理与

问题求解、机器人学、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和社会伦理道德。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探讨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如脑启发计算、混合

增强智能和场景人工智能等。

人工智能开源平台：介绍一些重要的人工智能开源平台，如 Keras 等，以及

这些平台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中的作用。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内容围绕“智能之路：历史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旨在通过深入探

讨人工智能的起源、历史发展及现状，帮助学生建立对人工智能全面而深入的理

解。单元内容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以下几个子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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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起源

探讨古代智能思想，理解智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学习逻辑推理方法，掌握演绎三段论等逻辑推理技巧。

了解可计算思想的产生，认识图灵机模型在现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的重要

性。

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

了解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认识人工智能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

地位。

讨论智能测试方法，理解人工智能评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掌握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内容，了解不同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

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认识未来人工智能的可能形态和应用场景。

介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了解开源平台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中的作用。

（三）单元内容整合

在整合单元内容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将人工智能的起源与发展紧密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人工

智能从理论到实践的演变过程。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介绍人工智能理论的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和实践应用，

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跨学科融合：人工智能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等。

在整合单元内容时，应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能力培养与素养提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

本知识和技能，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

力和信息社会责任等核心素养。

二、《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分解

（一）信息意识

对信息的敏感度

引导学生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提高对人工智能相关信

息的敏感度。

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相关信息的识别和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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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

帮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价值，认识到人工智能对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引导学生评估人工智能相关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培养对信息价值的判断

力。

信息安全意识

在介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时，强调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引导学生了解信息安

全的基本知识和防护措施。

通过讨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培养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防

范能力。

（二）计算思维

形式化表达与抽象能力

通过学习逻辑推理和演绎三段论等方法，培养学生的形式化表达能力和抽象

思维能力。

引导学生将实际问题抽象为可计算的模型，为后续的人工智能学习奠定基础。

算法与程序设计能力

在介绍人工智能算法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算法思维和程序设计能力。

通过实践项目或案例分析，让学生亲身体验算法设计和程序实现的过程，提

升计算思维能力。

问题解决与创新能力

鼓励学生运用计算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培养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

通过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应用场景，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想象

力。

（三）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数字化学习环境创设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数字化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工具。

引导学生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和工具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提升数字化

学习能力。

数字化学习资源应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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