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脸识别初体验

一、指导思想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提出综合实践活动是从学生

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动主

题，通过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跨学

科实践性课程。学生要学会运用信息技术，设计并制作有一定创意的

数字作品。运用常见、简单的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于学习和

生活。要掌握编程的方法和步骤，编写出简单的程序。通过学习简单

的编程语言，初步树立计算思维的信息素养。

二、教学内容分析

人脸识别作为一种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生活的各个

方面，如智能相机、智能门铃、手机解锁、人脸支付等。中小学阶段，

学习人工智能，我们以学习概念为主，了解原理，然后结合信息课程

动手操作体验，让学生在体验的过程中体会到人工智能的强大之处，

激发他们学习和创造的欲望，等到高年级后，再进行深入甚至是底层

性的研究。因此本课将从智能门铃入手，引导学生分析人脸识别的简

单原理和过程，形成流程图。然后利用学生学习的图形化编程软件来

模拟人脸识别的过程，从而实现自己设计人脸识别的应用和场景。通

过分析、模拟、设计应用的过程让学生充分理解人脸识别的过程和原

理。

三、学生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反馈，几乎 100%的学生听说过人脸识别，约有 72%

的学生认为自己使用过人脸识别。可见人脸识别的应用在学生日常生

活中已经相当普及了。但在“你了解人脸识别的过程和原理吗？”这

个问题上，仅有约 17%的同学认为自己了解。因此在人脸识别的过程

和原理方面学生还缺乏深入的探究和了解。进一步的交谈和分析发

现，学生认为人脸识别是高科技，虽然常见常用，但对其原理的认识

却敬而远之。由此可见教师需要将其合理简化，让学生能够理解，才

能激发学生探究和创新的欲望，才能让学生对人脸识别甚至人工智能

产生深入学习的愿望。

四、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和分析智能门铃的工作方式，了解人脸识别的基本过程。

2.利用图形化编程软件模拟人脸识别的过程，设计人脸识别程序。

3.通过将人脸识别的流程图转化为程序的过程，培养学生计算思维。

五、教学重难点

理解人脸识别的过程和原理。

用图形化编程模拟人脸识别过程。

六、教学活动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建立资料——人脸识别的第一步

老师带来了一个东西，同学们看

看有没有认识的？

这是一个智能门铃。

学生猜测 摄像头 门铃等



我们来看看它智能在哪儿？

查看结果

查看结果

为什么门铃能认识第一位同学，

不认识第二位呢？

也就是说要让智能门铃认识谁，

就需要提前录入这个人的信息，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建立资料。

（建立资料）

给第二位同学建立资料。

在给同学建立资料的过程中，我

们要使用门铃刚才给这位同学拍

的照片，我们把拍照片的过程叫

做图像采集。

邀请一名同学来按门铃（提前录

入这位同学的人脸信息）

它能认识按门铃的人。

再请一位同学来试试，（未录入

人脸信息）

识别出陌生人。

可能提前录入了第一位同学的信

息，没有第二位同学的信息。

第一位同学确认一下，老师是提

前录入了我的人脸信息。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人脸识别的

第一步 （板书：图像采集——建

立资料）

让第二位同学再来按一下门铃，

现在能识别了。

设计意图：从生活中的实物智能门铃出发，引发问题，并将问题转化

为活动主题。通过观察、对比分析让学生理解，要进行人脸识别，关

键第一步是建立人脸资料，而建立人脸资料的前提是图像采集。由此

为后面设计程序做好铺垫。

2.图像分析对比——人脸识别的关键

大家想一想 门铃是通过怎样的

一个过程认出按铃的人的呢？

在门铃软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

使之前已经拍过照建立了资料的

人来按门铃仍然会被拍摄照片。

这是为什么？

新采集的图像跟我们资料库的图

像进行比对，对比的结果就是识

别成功或者不能识别。那如何来

认定识别成功呢？

我们把像不像用一个名词来表示

就是相似度。

（板书：图像采集——图像分析

拍照跟资料库的照片进行对比。

看看跟资料库的人像不像。

比较像的就识别成功 不像的就

不能识别



比对——相似度高低——识别结

果）

这就是人脸识别的原理和过程。

设计意图：为什么建立了资料的人还会被再次采集图像？通过这个问

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应该不难想到，再次拍照的目的是跟之前建立

的资料做对比，由对比引出相似度高低的概念，从而让学生理解特征

对比，相似度高低是判定能否识别的关键。同时为后面程序编写理解

可信度高低奠定基础。至此人脸识别的简单过程和原理分析完毕，学

生并不会感觉复杂，因此能够激发他们编写程序的信心。

3.kittenblock——编写人脸识别程序

老师根据人脸识别的过程和原理

自己设计了一个人脸识别程序。

我们利用基于 scratch的改进软件

kittenblock来实现，之前大家已经

简单接触了这个软件，知道他有

很多拓展模块。今天我们要用到

的模块就是视频侦测和 Face AI

对比体验

不光能识别，如果认识的人能叫

出名字，还能进行简单的对话。

设计意图：自制人脸识别程序，拉近学生与人工智能的心理距离。对

比体验激发学生兴趣，使得他们也想尝试自制人脸识别程序。这款软

件学生虽然接触的不多，但是其核心就是他们平常学习的 scratch，因



此他们在操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只需要认识新加入的模块即可。

4.分析对应关系

先前我们已经总结了人脸识别的

基本过程，人脸识别的第一步是

要采集图像——建立资料。同样

我们现在想用 kittenblock 软件来

实现人脸识别也需要先做这一步

大家看看 Face AI模块有没有相应

的程序积木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

步骤呢？

大胆猜测一下，看看哪个最有可

能。

（如果学生猜不出来可以，提示

他们采用排除法，帮助他们分析

出对应程序积木）

对比人脸识别过程和程序积木观

察。

图像采集对应人脸检测

建立资料对应创建人脸组（）、

添加人脸（）组（）

设计意图：大胆猜测，小心求证，也是一种学习和探究的方式。通过

对比猜测分析让学生理解程序积木与识别过程的对应关系，为学生制

作程序扫除障碍。

5.模拟建立资料过程

提示：

1.运行程序时不要晃动画面。

添加视频侦测和 Face AI 两个扩展

模块，按照对应分析和流程图编

写程序，建立自己的人脸资料。



2. 修改添加人脸名字，建议使用

真实姓名。

3.组名称可不修改，如果要修改需

要先使用 创建人脸组 请学生演示程序设计。

设计意图：通过对应关系，学生尝试编程，将理论的过程变成计算机

能够识别和操作的程序，从而训练学生的计算思维。

6.模拟人脸识别过程

大家都完成了资料的建立，是否

建立成功呢，我们就需要用人脸

识别来测试一下。对于同一个人

资料的建立是一次性的，不需要

重复建立，所以资料建立完成后

我们的程序就可以保存关闭了，

录入的人脸信息会存储在网上的

服务器中，当需要用到的这些信

息是程序会直接从服务器上获

取。

我们刚才分析了人脸识别建立资

料的过程在 kittenblock 软件中都

有相应的程序积木来实现。那么

保存建立资料程序，新建文档编

写人脸识别程序。



人脸识别的过程又需要哪些程序

积木才能实现呢？请同学们根据

人脸识别的过程自己找找对应的

程序积木，探究程序编写方法。

学生尝试设计程序

演示程序并讲解

图像采集同样对应人脸检测

图像分析对应搜索人脸组（）

相似度高低对应搜索可信度

识别成功与否可通过朗读体现。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让学生自己猜测和分析程序积木与人脸识别过程

的对应关系并进行尝试。由教师的带领到学生自主分析，进一步强化

学生计算思维的训练。

7.提高任务

演示人脸识别的其他应用

我们也可以用它给自己设计的程

序或者游戏添加人脸识别功能，

这样就只有特定的人才能进入。

（展示范例）

自己设计一个人脸识别的小程

序。

展示作品

设计意图：完成人脸识别过程编程的学生可在教师范例的启发下，自

己设计一个跟人脸识别相关的程序。既复习了本节课的知识又是对学

生计算思维的强化练习。



8.拓展

还可以使用 FaceAI 模块的文字识

别功能来识别车牌号（展示范例）

大家说一说你还想用今天学到的

人脸识别功能来做些什么？

作者：唐述明

工作单位：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联系邮箱：shuangzi2001@163.com

电话号码：13810371439

愿意现场分享

识别成功

不能识别

建立资料图像采集

相似度高

相识度低

图像采集 分析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