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案例 1 

一、课程和案例的基本情况 
（一）课程名称：人工智能 

（二）授课对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 

（三）课程性质：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人

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以及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能力。 

（四）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为主线，重点介绍人工智能的发

展历史、主要研究领域、基本方法和技术，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通过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方法，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二、案例蕴含的思政元素分析 
（一）思政教学创新 

技术伦理与社会责任：将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和社会责任融入教学中，

引导学生思考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项目，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

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 

团队协作与交流能力：通过小组讨论和项目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和交流能力，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二）案例思政元素分析 

（1）职业责任 

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创新者应

当担负起伦理约束的责任，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侵犯个人隐私，不会加剧社会不

公，不会威胁人类安全。例如，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应遵循隐私保护的原则，避

免滥用技术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技术监管与社会责任：技术开发者应主动与政府、社会组织合作，建立健

全的技术监管机制，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标准。例如，开发

智能医疗系统时，应确保系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符合医学伦理，不会对患者造成

伤害。 

（2）社会影响 

经济发展与就业变革：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经济的高效发展，但也

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例如，自动化生产线的普及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导致

传统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因此，学生应思考如何通过终身学习和技能升级，适应

新的就业市场需求。 

伦理问题与社会治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算

法歧视、数据安全等。学生应学会关注这些问题，思考如何在技术创新的同时，



加强社会治理，保障公平正义。 

（3）科技与人文 

人机共存与人文关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机共存的时代已经到

来。技术开发者应当关注技术对人的影响，强调人文关怀，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

全面发展。例如，在开发智能教育系统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

维，而不仅仅是提高学习效率。 

技术进步与社会责任：技术的进步应当服务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开

发者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环境监测和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案例教学整体设计 

（一）教学设计 

（1）课程目标： 

理论认知：使学生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

概念、原理和主要研究领域，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 

技能培养：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价值观塑造：引导学生思考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2）课程内容： 

人工智能概述：介绍人工智能的定义、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 

主要研究领域：详细讲解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关键

技术。 

应用案例分析：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案

例，展示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和社会价值。 

伦理道德探讨：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如隐私保护、数据安全、

算法公平性等。 

 



（3）教学方法： 

讲授法：教师通过讲授

讨论法：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

其社会影响进行深入交流

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具体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际中的应用场景和效果。

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小组项目

如开发一个简单的聊天机器人

法的理解。 

 

（二）教学实践 

案例分析：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等，让学生分析案例中的技术原理

实践项目：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

如智能聊天机器人、图像识别系统等

课堂讨论：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

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三）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评估：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

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况。 

教学方法优化：根据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加更多实践环节，引入更多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案例

思政教育深化：思考如何更好地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

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

 

 

 

教师通过讲授，传授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

其社会影响进行深入交流。 

通过分析具体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让学生理解技术在实

。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项目，设计并实现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

如开发一个简单的聊天机器人、图像识别系统等，以加深对技术原理和应用方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如智能医疗

让学生分析案例中的技术原理、应用场景和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设计并实现一个简单的人工智能项目

图像识别系统等，通过实践加深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

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伦理问题、社会影响等话题开展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实践项目评价等方

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和思政教育的内化情

根据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

引入更多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案例，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思考如何更好地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

增强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观念和人文关怀。

。 

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应用案例及

让学生理解技术在实

设计并实现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

以加深对技术原理和应用方

如智能医疗、自动驾驶

应用场景和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 

设计并实现一个简单的人工智能项目，

通过实践加深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 

社会影响等话题开展

 

实践项目评价等方

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和思政教育的内化情

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如增

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使学生在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