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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简称 AI冤核心素养是未成年人应对智能时代挑战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综合

素养遥 现有关于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较少袁缺乏对其价值定位尧内涵解读尧模型构建尧指标确立等方面的深

入分析和讨论遥 文章首先从 AI的技术属性尧社会属性及其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三个方面介绍了 AI核心素养的重要价值曰

然后从知识理解尧应用能力尧综合性三个视角阐述了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曰接着采用文献研究法袁提取 AI

核心素养的关键要素袁构建了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结构模型曰最后采用频次统计法和德尔菲法袁制定了包括 5个一级

指标和 15个二级指标的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遥 文章构建的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结构模型及指标体系是未

成年人 AI技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有望成为培养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基准和操作指南以及评价未成年人 AI核

心素养的重要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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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AI浪潮席卷全球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人工智能
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袁正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尧生活尧学习方式袁推动人类社
会迎来人机协同尧跨界融合尧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冶[1]遥
AI技术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袁 提升了社
会管理效率袁改善了人类生活和服务质量遥 但与此同
时袁AI技术在公平公正尧隐私保护尧伦理道德等方面
也存在着巨大风险遥 AI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在未成年
人身上最为突出袁影响也最为深远遥我国于 2019年在
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上提出要野建立一个教师和
学习者都需要的通用 AI核心素养框架冶[2]遥 然而袁目
前关于 AI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面向全体公民或

教育的全阶段袁 专门针对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研
究较少袁且缺乏系统性遥为此袁本研究将厘清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价值定位和概念内涵袁 构建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结构模型和指标体系袁 以期全面提升
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遥

二尧价值定位院培养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
重要性

渊一冤AI的技术属性决定了培养未成年人 AI核心
素养的必要性

AI技术属性包括自主决策性尧 不可解释性和偏
见性遥 自主决策性是指 AI系统在数据海洋中高速且
高效地感知并学习袁呈现简洁易懂的答案袁不断提高
自身的决策能力[3]遥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袁AI的自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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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学习和生活支持袁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未成年人决策袁不利于其批
判性思维的发展遥不可解释性是指 AI技术以一种野端
到端冶的形式直接从原始数据做出最终的决策袁这个
野黑箱冶过程依赖海量数据的同时袁也模糊了数据与特
定行为或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遥 未成年人获得的 AI
决策通常都是不可解释的袁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接
受袁容易在学习生活中形成野不求甚解冶的态度遥 偏见
性是指 AI技术通过从历史数据和标签中习得决策规
则袁在决策方面可能存在偏见遥 未成年人的理性思维
相对较弱袁AI做出的偏误决策是他们难以识别的袁容
易在不知不觉中对学习和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遥培养未
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是削弱这些负面影响的关键遥 具
备 AI核心素养的人能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保持批判
性思维袁不会因为 AI技术的使用停止自主思考曰能够
时刻保持求知和创新精神袁 在面对 AI的决策时会批
判性地思考内在原因曰能够树立积极正确的 AI态度袁
在面对 AI决策时具有识别偏见性的意识和能力遥

渊二冤AI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培养未成年人 AI核心
素养的迫切性

从 AI的社会属性来看袁 相比其他信息技术袁AI
对社会的影响表现出更全面的颠覆性袁同时也带来了
更多的风险性[4]遥 其一袁AI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是颠覆
性的遥 渊1冤AI将人们从常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袁使人们可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劳动袁为人们提供
了更具前景的发展空间曰渊2冤AI 取代了很多传统行
业袁冲击了就业格局曰渊3冤AI还存在技术滥用尧违背伦
理等可能影响社会生产的安全问题遥 因此袁有必要从
未成年人做起袁培养他们的 AI核心素养袁促使他们成
为具备批判性思维尧创新能力尧协作能力的综合性人
才袁适应未来的生存挑战遥 其二袁AI对社会生活的影
响是全局性的遥 一方面袁AI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袁
使得衣食住行更加丰富尧 便捷和智能曰 另一方面袁AI
也促使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隐私泄露尧 信息茧房尧
技术依赖等问题遥只有具备 AI核心素养袁未成年人才
能避免 AI造成的经济尧精神尧身体等方面的损失袁真
正享受 AI为生活带来的正面效用遥因此袁培养未成年
人的 AI核心素养袁促使他们健康生活尧成长是教育面
临的迫切任务遥

渊三冤AI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决定了培养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关键性
当前袁我国高度重视 AI与教育的融合袁颁布了一

系列政策文件袁勾勒出 AI与教育渗透的愿景遥培养未
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是促进野五育冶融合尧落实野立德

树人冶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遥具备 AI核心素养的未成
年人形成了对 AI内容需求的意识袁能够主动参与 AI
赋能下的德智体美劳活动曰 能够充分利用 AI技术促
进自身知识掌握尧能力发展袁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适应未来社会生存的关键能力曰 能够积极利用 AI监
测并分析自身身体状态袁 积极开展针对性的体育锻
炼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作息习惯曰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尝试将 AI技术与劳动相结合袁开展创造性的劳动实
践曰 能够理解并遵守与 AI技术相关的伦理道德尧法
律法规袁内化于心袁外化于行曰能够在智能化社会纷
繁复杂的信息中保持积极的审美情趣袁 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遥综上所述袁AI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能够促
使野五育冶融合发展并走向智能化袁具备 AI核心素养
的未成年人将实现意识尧知识与技能尧情感与社会责
任的全方面发展袁促使野五育冶真正发挥其野立德树人冶
的教育价值遥

三尧内涵解读院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概念

AI核心素养一词由 Kandlhofer等人最早提出袁强
调理解 AI驱动技术背后的基本知识和概念的能力[5]遥
在此之后袁AI 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得到了延伸和拓
展遥目前袁学界关于 AI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
统一遥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可以发
现袁学界主要从知识理解尧应用能力和综合性三个视
角阐述 AI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遥

知识理解视角强调 AI核心素养是个人对于 AI
技术背后的原理尧知识的理解遥例如院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渊UNESCO冤在 2022年发布了叶K-12人工智能课程院
政府认可的人工智能课程蓝图曳袁指出 AI核心素养包
括理解人工智能如何收集尧清理尧操作和分析数据以
及 AI算法如何在数据中找到模式和联系的能力[6]遥应
用能力视角强调 AI核心素养是个人在理解 AI技术
原理的基础上应用 AI技术的能力遥例如袁郑勤华等人
认为袁AI核心素养是指个人对人工智能内容的了解袁
以及个人应对人机协同挑战而需要具备的能力袁关注
发展人机协同的智能结构中个人的智能[7]遥 综合性视
角认为 AI核心素养不仅包含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和应
用能力袁还包括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情感尧态度尧价
值观袁 强调人们适应 AI时代社会生产生活必备的综
合思维和品质[8]遥例如院Gary等人认为袁AI核心素养包
括概念尧应用尧伦理三个部分袁其中袁概念指向基本的
人工智能知识袁应用指向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
技术的能力袁伦理指向正确理解实践中人工智能面临
的道德挑战和安全问题[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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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单一的知识或能力视角袁以综合性的视角看
待 AI核心素养是很有必要的遥 一方面袁面对 AI的技
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为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挑战袁未
成年人不仅需要了解 AI知识袁掌握 AI技能袁还需要
以积极健康的 AI态度和价值观来应对学习尧 生活的
变革曰另一方面袁落实野立德树人冶的根本任务要求 AI
核心素养的培育关注知识尧技能尧伦理道德尧价值观等
多个方面遥因此袁以综合性视角看待 AI核心素养更符
合 AI的属性和我国的教育现状遥综上所述袁在本研究
中袁 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被定义为未成年人适应智
能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尧能力与情感态度等于
一体的综合素养遥

四尧模型构建院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
结构模型

渊一冤AI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分析
为构建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结构模型袁 本研

究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袁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和机
构提出的 AI核心素养模型 渊框架冤 及其关键构成要
素遥 例如院Ng等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构建了面
向小学生的 AI核心素养编码框架袁 具体包括四个方
面院知道和理解 AI尧使用和应用 AI尧创造和评估 AI尧
AI伦理问题[10]遥 Wang等以野技术要认知要伦理冶模型
和 KSAVE模型为理论基础袁从意识尧使用尧评价和伦
理四个方面构建了 AI核心素养框架[11]遥 郑勤华等基
于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袁构建了与五种学习结果
相对应的 AI核心素养模型袁具体包括院AI知识尧AI能
力尧AI思维尧AI应用尧AI态度[7]遥

在国内外组织机构方面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渊UNESCO冤制定的叶K-12人工智能课程院政府认可的
人工智能课程蓝图曳中袁将与 AI核心素养相关的因素
划分为知识尧技能尧情感态度三个产出维度袁其中袁知
识和技能维度包括 AI基础袁理解尧使用和开发 AI袁伦
理和社会影响曰情感态度维度包括个人价值观尧社会
价值观尧社会性价值观尧人类价值观四个模块[6]遥 中国
自动化学会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全国多位 AI教
育领域专家教授和一线名师袁 共同研制了青少年 AI
核心素养测评模型袁具体包括四个维度院学科通识和
技能尧智能时代高阶思维尧人机混合协同创新尧智能社
会责任[12]遥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和机构构建的 AI核心
素养模型渊框架冤袁笔者对各研究中 AI核心素养的构
成要素进行了关键词提取袁然后根据表述字段或内涵
相同的原则进行了整理与合并遥 例如院将野AI技能冶

野AI应用冶等合并为野AI能力冶袁将野AI伦理冶野AI安全冶
等合并为 野AI社会责任冶遥 表 1呈现了合并处理后的
AI核心素养构成要素情况遥可以看到袁目前关于 AI核
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尚未有统一的标准袁但大多涵盖了
意识尧知识尧能力尧思维和社会责任这五个关键要素遥

表 1 AI核心素养构成要素情况

渊二冤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结构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袁 本研究确定了未成年人 AI核心

素养的五个关键要素院AI 意识尧AI 知识尧AI能力尧AI
思维和 AI社会责任袁并构建了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
的结构模型袁如图 1所示遥 在这五个要素中袁AI意识
在模型中处于较为底层的基础地位袁 是推动 AI知识
获取与 AI能力发展的先导条件袁 对于未成年人学习
AI知识尧锻炼 AI能力尧发展 AI 思维具有促进作用遥
AI知识和 AI能力是外显的尧 可观察的素养表现袁AI
思维则是内隐的尧难以直接观察的素养内容遥因此袁AI
知识与 AI能力处于模型的中心袁是发展 AI思维的前
提遥 其中袁AI知识是开展 AI实践活动的基础支撑袁是
未成年人掌握 AI能力尧 加强 AI意识的有力抓手曰AI

主要学者/机构 年份
AI
意识

AI
知识

AI
能力

AI
思维

AI社
会责任

汪明[13] 2018 姨 姨 姨

周邵锦袁等[14] 2019 姨 姨 姨

王毅袁等[15] 2020 姨 姨 姨 姨

刘斌[16] 2020 姨 姨 姨 姨

侯贺中袁等[17] 2020 姨 姨 姨 姨 姨

Wong袁等[9] 2020 姨 姨 姨

Dai袁等[18] 2020 姨 姨

彭绍东[19] 2021 姨 姨 姨 姨

郑勤华袁等[7] 2021 姨 姨 姨 姨

李湘[20] 2021 姨 姨 姨

王永固袁等[21] 2021 姨 姨 姨 姨 姨

Kim袁等[22] 2021 姨 姨 姨

Kong袁等[23] 2021 姨 姨

中国自动化学会智

慧教育专业委员会[12]
2021 姨 姨 姨 姨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育专业委员会[24]
2021 姨 姨 姨 姨

中央电化教育馆[25] 2021 姨 姨 姨 姨

王奕俊袁等[3] 2022 姨 姨 姨 姨 姨

蔡洁茹[26] 2022 姨 姨 姨 姨

张银荣袁等[8] 2022 姨 姨 姨

Wang袁等[11] 2022 姨 姨 姨

Ng袁等[10]

UNESCO[6]

2022

2022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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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整个素养体系的行为表征袁 对于发展 AI思维
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遥 AI思维涉及学生解决问题的
复杂心智操作过程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成年人 AI
核心素养水平的高低袁在素养体系中处于高阶目标的
地位遥 具备 AI思维的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能通过
自我反馈袁自主调控 AI知识学习和 AI能力发展遥 最
后袁AI社会责任是开展 AI实践活动的指导准则袁也是
其他四个要素健康发展的基石袁 所有 AI实践都应在
合乎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安全地进行遥

图 1 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结构模型

1援 AI意识
AI意识指未成年人对 AI的敏感度和对 AI发展

的看法和态度遥 具备 AI意识的未成年人能够感受到
AI带给学习和生活的便利袁 发现学习和生活中的 AI
应用曰对 AI具有较强的兴趣袁具备主动利用 AI解决
学习和生活中问题的动机曰 能够有意识地借助 AI提
出创新想法袁设计问题解决的创新方案遥

2援 AI知识
AI知识指未成年人应用 AI 所应掌握的基本知

识和经验遥 具备 AI知识的未成年人能够理解 AI的
基本常识袁包括 AI 的概念内涵尧典型特征尧发展历
程尧社会影响等曰能够掌握常用的 AI 平台和工具的
运作机理袁以及典型的 AI 技术的基本原理尧性质和
发展规律等曰掌握应用 AI解决问题的相关操作性知
识袁能够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了解 AI技术的
应用场景遥

3援 AI能力
AI 能力指未成年人识别尧分析尧设计尧实施尧应

用尧评价 AI的能力袁如编程能力尧人机协同能力等遥具
备 AI 能力的未成年人熟悉常见的 AI平台和工具的
操作技能袁能够较为熟练地应用 AI平台和工具辅助自
身学习和生活曰能够理解常用的算法流程和逻辑袁利用
可视化编程工具及开放的 AI平台进行程序设计袁从而

求解问题曰具备将人的野智慧冶与机器野智能冶相互协同
的意识袁能够借助 AI平台和工具实现人类智能的自然
延伸和拓展袁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复杂问题遥

4援 AI思维
AI 思维指未成年人在使用 AI的过程中应具备

的高阶思维袁如系统思维尧设计思维尧计算思维等遥 具
备 AI思维的未成年人袁 在借助 AI 求解问题的过程
中袁能够对问题进行全面尧系统的思考袁将问题的求解
过程尧最终问题解决方案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探
究曰能够从任务目标或最终成果着手袁通过采用野计
划要行动要反思冶的迭代式思路袁找到问题解决方案曰
能够使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袁对问题进行抽
象尧分解尧建模尧算法设计等遥

5援 AI社会责任
AI社会责任指未成年人合法地尧合乎道德地尧安

全地尧负责任地使用 AI遥 具备 AI社会责任的未成年
人在使用 AI的过程中袁能够保护个人和他人的隐私袁
对因不当使用 AI 可能造成的安全风险具有高度警
觉曰能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合乎伦理规范地使用 AI袁
自觉遵守智能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曰能够
自觉学习并遵守 AI相关的法律法规袁清楚平等访问尧
存取信息的权力袁并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遥

五尧指标确立院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
指标体系

渊一冤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基于上述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理论模型袁 本研

究利用频次统计法对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一级指标
下的具体要素进行内容分析与频次统计袁依次筛选出
各维度下的二级指标袁进而确定具体内容遥

首先袁将已有研究的 AI核心素养二级指标袁按照
本文已确定的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一级指标重新进
行梳理与归类袁将各构成要素归属到具体的一级指标
下遥 然后袁将各维度下内涵相同但表述方式略有不同
的要素依次进行归类袁并按照具体的命名规则进行命
名遥 例如院将野AI知识冶维度下的野AI基本概念冶野AI典
型特征冶等归纳为野AI基础概念冶遥 再采用频次统计法
对重新命名尧 归纳后的指标所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袁
将频次较高的指标作为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二级
指标袁 据此初步构建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指标体
系遥 统计结果显示袁在野AI意识冶维度下袁出现频次较
多的二级指标是 野AI感知意识冶渊9次冤尧野AI 应用意
识冶渊9次冤尧野AI创新意识冶渊7次冤遥 在野AI知识冶维度
下袁 出现频次较多的二级指标是 野AI基础概念冶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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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满分率 变异系数 二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满分率 变异系数

AI意识 5.00 0.00 100.00% 0.00
AI感知意识 4.94 0.23 94.44% 0.05
AI应用意识 5.00 0.00 100.00% 0.00
AI创新意识 4.94 0.23 94.44% 0.05

AI知识 5.00 0.00 100.00% 0.00
AI基础概念 5.00 0.00 100.00% 0.00
AI应用领域 4.50 0.69 61.11% 0.15
AI技术原理 4.94 0.23 94.44% 0.05

AI能力 5.00 0.00 100.00% 0.00
AI操作技能 4.28 1.04 61.11% 0.24
编程能力 5.00 0.00 100.00% 0.00

人机协同能力 5.00 0.00 100.00% 0.00

AI思维 4.72 0.65 83.33% 0.14
计算思维 4.89 0.31 88.89% 0.06
系统思维 4.83 0.37 83.33% 0.08
设计思维 4.72 0.56 77.78% 0.12

AI社会责任 5.00 0.00 100.00% 0.00
AI隐私安全 4.83 0.37 83.33% 0.08
AI道德伦理 5.00 0.00 100.00% 0.00
AI法律法规 4.83 0.50 88.89% 0.10

次冤尧野AI应用领域冶渊12次冤尧野AI技术原理冶渊10次冤遥
在野AI能力冶维度下袁出现频次较多的二级指标是野AI
操作技能冶渊13次冤尧野编程能力冶渊10次冤尧野人机协同能
力冶渊9次冤遥在野AI思维冶维度下袁出现频次较多的二级
指标是 野计算思维冶渊9次冤尧野系统思维冶渊6次冤尧野设计
思维冶渊6次冤遥在野AI社会责任冶维度下袁出现频次较多
的二级指标是野AI隐私安全冶渊10次冤尧野AI道德伦理冶
渊10次冤尧野AI法律法规冶渊6次冤遥 根据统计结果袁最终
构建了包含 5个一级指标和 15个二级指标的未成年
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遥

渊二冤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修订完善
为验证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袁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袁对指标体系进行优
化完善遥

1. 咨询专家的选定
考虑到高校教师可从理论架构和思维逻辑等方

面给予科学性指导袁而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
能够在实际操作层面给予指导袁 故选取了 15位来自
北京师范大学尧 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AI教育领域
的研究人员袁以及 5位来自武汉尧珠海等地中小学的
AI课程教师作为咨询专家遥

2. 意见征询与总结
通过电子邮件尧微信尧钉钉等方式向 20位专家发

放 叶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专家意见咨询问
卷曳袁 征集专家对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初拟指标内容
的认同程度以及修改意见遥 整理专家反馈意见并计算
各指标的相关统计量渊专家积极系数尧均值尧标准差尧满
分率尧变异系数冤袁再根据统计结果修订完善指标体系遥

本次专家咨询共回收有效问卷 18份袁 专家积极
系数为 90%遥 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主要通过均值尧满
分率来确定袁指标的均值越高尧满分率越高袁意味着专
家对该指标的认同度也越高曰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均
值的比值袁能够体现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27]遥 表 2呈
现了专家咨询的统计分析结果遥 可以看到袁一级指标
的均值均大于 4袁变异系数均小于 0.2袁满分率均大于
80%袁 说明专家对初步拟定的一级指标较为认可袁由
此也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结构
模型的合理性遥 在二级指标的专家咨询结果中袁虽然
所有指标的均值均大于 4袁但是野AI操作技能冶指标的
变异系数大于 0.2袁野AI应用领域冶野AI操作技能冶野设
计思维冶三个指标的满分率低于 80%袁说明这三个指
标需要进行优化修改遥

咨询过程中袁专家给出两类修改意见袁即野修改指
标表述冶与野更换指标顺序冶袁具体意见如下院渊1冤三位专
家指出袁野AI知识冶 维度的三个二级指标的范围过广袁
指标名称需要聚焦曰渊2冤四位专家指出袁在野AI能力冶维
度袁二级指标野AI操作技能冶与野编程能力冶野人机协同
能力冶可能存在重叠曰渊3冤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袁在野AI知
识冶维度袁二级指标野AI应用领域冶野AI技术原理冶应调
换顺序曰渊4冤一位专家认为袁在野AI思维冶维度袁二级指
标野计算思维冶应放在最后遥结合专家意见袁本研究对未
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做出如下调整院渊1冤在野AI知
识冶维度袁将二级指标野AI基础概念冶调整为野AI基础
知识冶袁将二级指标野AI应用领域冶调整为野AI应用知
识冶袁将二级指标野AI 技术原理冶调整为野AI 原理知
识冶袁同时在指标描述上更加明确尧具体曰渊2冤将二级指

表 2 专家咨询分析结果

19



电化教育研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AI
意识

AI感知意识 能够感受到 AI带给学习和生活的便利袁发现学习和生活中的 AI应用
AI应用意识 对 AI具有较强的兴趣袁具备主动利用 AI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问题的动机
AI创新意识 能够有意识地借助 AI提出创新想法袁设计问题解决的创新方案

AI
知识

AI基础知识 能够理解 AI的基本常识袁包括 AI的概念内涵尧典型特征尧发展历程尧社会影响等
AI原理知识 能够掌握常用的 AI平台和工具的运作机理袁以及典型的 AI技术的基本原理尧性质和发展规律等
AI应用知识 掌握应用 AI解决问题的相关操作性知识袁能够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了解 AI技术的应用场景

AI
能力

AI基本技能 熟悉常见的 AI平台和工具的操作技能袁能够较为熟练地应用 AI平台和工具辅助自身学习和生活
编程能力 能够理解常用的算法流程和逻辑袁利用可视化编程工具及开放的 AI平台进行程序设计袁从而求解问题

人机协同能力
具备将人的野智慧冶与机器野智能冶相互协同的意识袁能够借助 AI平台和工具实现人类智能的自然延伸
和拓展袁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复杂问题

AI
思维

系统思维
在借助 AI求解问题的过程中袁能够对问题进行全面尧系统的思考袁将问题的求解过程尧最终问题解决方
案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探究

设计思维
在借助 AI求解问题的过程中袁能够从任务目标或最终成果着手袁通过采用野计划要行动要反思冶的迭代
式思路袁找到问题解决方案

计算思维
在借助 AI求解问题的过程中袁能够使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袁对问题进行抽象尧分解尧建模尧算
法设计等

AI
社会责任

AI隐私安全 在使用 AI的过程中袁能够保护个人和他人的隐私袁对因不当使用 AI可能造成的安全风险具有高度警觉
AI道德伦理 能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合乎伦理规范地使用 AI袁自觉遵守智能社会中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AI法律法规 能够自觉学习并遵守 AI相关的法律法规袁清楚平等访问尧存取信息的权力袁并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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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野AI操作技能冶修改为野AI基本技能冶袁并调整该指
标表述曰渊3冤将二级指标野AI原理知识冶调整到野AI应
用知识冶的前面曰渊4冤将二级指标野计算思维冶调整到
野系统思维冶野设计思维冶之后遥

3. 指标体系的确立
通过对专家意见进行整理和协调袁本研究重新修

改维度架构尧指标排序和个别指标表述袁最终确定了
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袁见表 3遥

六尧结 语

提升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是当今智能时代迫

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遥 厘清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
的概念内涵尧 构建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结构模型
和指标体系袁 对于全面了解并提升未成年人 AI核心
素养具有重要意义遥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关注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年龄阶段特征及其测评工作遥 通过构
建面向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评价指
标体系尧开发 AI核心素养测评工具袁面向不同地域尧
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开展大规模测评实践袁全面
了解我国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发展现状袁 在此基础
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袁 助力我国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的提升遥

表 3 未成年人 AI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20



2023年第 6期渊总第 362期冤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re Literacy for Minors
要Research 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inors(2)

ZHU Sha1, LI Huan1, WU Di1, GUO Qing1, WU Yonghe2

(1.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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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value of AI core literacy from three aspects: technical attributes, social attributes and its
penet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econdl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AI core literacy for minors is
expound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Thirdl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key components of AI core literacy are extracted, and a
structural model of AI core literacy is constructed for minors. Finally, the AI core literacy index system for
minors, including 5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15 second-level indicators, is developed by using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Delphi method. The AI core literacy structural model and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are important parts of AI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minors, and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benchmark an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cultivating AI core literacy for minor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evaluating AI core literacy for minor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re Literacy; Minors; Structural Model; Indicator System

[Abstract] As the end-user, students'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directly refl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is
study take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3 to 6 in western rural schoo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painting method to obtain their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and
their future expectations. Students' paintings are coded according to a framework of 6 categories of learning
place, participants in learning activity, learning content, typ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ype of learning
activities, emotions and attitudes, and 37 subcategories. The proportion of each category is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based learning
concepts is explo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typ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category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by student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concepts of reality and future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in some subcategories of all categorie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is related to family ICT capital,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based self-efficac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ore issues such
as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rural teachers'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ability, and rural families'
ICT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Keywords] Western China;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Concept;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Drawing Analys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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