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制作人：舒彤

课程名称 人工智能概论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人工智能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开课年级 2023 级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

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深入，人工智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不管是工业、农业还

是服务业，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身影。因此，理解人工智能、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内容

和应用领域、掌握一定的人工智能实践能力，已成为当代各专业大学生的基本素养。本课程面向人

工智能专业大学生开设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理解人工智能、感受人工智能、体验人

工智能和实践人工智能，为未来人工智能+专业学习及融合创新奠定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科技与伦理的交融”

2.对应章节：第一章

3.课程讲次：第一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本案例，使学生在学习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和

人类生活的影响。例如，可以讨论人工智能在医疗、交通、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深入理解人工智能

技术的社会影响和伦理挑战，培养科技伦理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1.引入：通过展示近年人工智能的重大进展，引发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2.基础知识讲解：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和应用领域。

3.伦理问题探讨：引导学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如隐私泄露、就业

影响等。

4.案例分析：选取典型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如自动驾驶、人脸识别等，从科技伦理角



度进行深入剖析。

5.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提出应对人工智能伦理挑战的策略和方案。

6.教师点评：对各组的讨论进行总结评价，强调科技伦理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性。

7.课堂总结：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科技伦理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影响。

五、案例教学设计

1.讲授法：通过讲授基础知识，为学生分析伦理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2.案例法：通过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

3.讨论法：通过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体验和理解伦理问题，增强同理心。

六、教学反思

1.课堂参与度：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情况，评估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关注度。

2.小组报告：要求学生提交小组讨论报告，评价学生对伦理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深度。

3.课堂测验：通过测验了解学生对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4.教师反思：根据学生的反馈和教学效果，反思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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