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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国务院于 2017 年 7月 8日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

〔2017〕35号），其中指出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实施全民智能教育

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为了满足学生对高端信息科技的求知需求以及响应国家的政策要求，特增

加了一个单元作为信息科技的拓展内容,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四个内容。本单元都是概念教学，学生通过本单

元的学习并不能制作出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应用，但通过对人工智能原理的模

拟和感知，学生将开拓原有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编程锻炼提高了学生们的逻辑

思维，而随着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的注意力将从数理科学转向自然科学。当学

生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进行观察，运行试验，并使用统计概率，而非逻辑来分

析结果，学生就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提高其统计和科学思维。 

 

【案例内容】 

1. 课题： 
《猫狗大战》 

2. 教学内容： 

本课时是本单元的第 3课时，主要内容是深度学习。由于本课时是借班

上课，对教学内容稍作调整，去除了与机器学习对比的部分，增加了探

究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特点的环节，鼓励学生打破常规，发散思维。 

3. 教学目标： 

目标类型 目标编号 学习水平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KS10.3.1 知道 
认识神经网络和深度

学习的原理 

 KS10.3.2 理解 
能初步判断简单人工

智能的优劣 

过程与方法 PM10.3.1 体验 

通过小组模拟神经元

构建神经网络体验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训

练过程 



 PM10.3.2 尝试 

通过小组合作讨论探

究不同神经网络的选

择 

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 
EV10.3.1 感悟 

感受逻辑思维和统计

思维 

 EV10.3.2 树立 
培养爱护生命和保护

环境的文明意识 

【案例描述】 

片段一：真实情境导入 

介绍流浪猫狗的现状以及金山区创城筹备情况，播放猫狗夺食视频，师生

交流。 

师：你们看到了什么？ 

生：猫和狗在打架。 

师：为什么打架？ 

生：他们在抢食物。 

师：我们是否可以分配一个人每天去给流浪猫狗喂食？ 

生：可以。 

师：但是会比较浪费劳动力。 

【设计意图：结合实事热点和现实问题创建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 

播放自动喂猫机的广告视频，师生交流。 

师：这个广告介绍了什么东西？ 

生：一个喂猫的自动喂食机。 

师：用这个自动喂食机能解决刚才提到的流浪猫狗问题吗？ 

生：能。 

师：这是个猫的喂食机，狗怎么办？ 

引出课题《猫狗大战》，使用前沿的信息科技来平息这场猫狗大战。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发现自动喂食机无法区分猫狗，介绍使用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帮助区分猫狗，引领学生体验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评估解

决方案——修正解决方案的过程】 

 

片段二：分组模拟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训练 

师：我们全班将作为一个神经网络，分成七个小组，七个神经元进行训

练，进行深度学习。 

师：在正式开始之前，先听听老师的要求，在小组判断猫狗的时候，每个

小朋友都要投票表决，最后由组长告诉操作员投票结果进行判断。 

学生操作，每个小组的积分开始增加，大屏上记录显示了整个过程。 

师：每一次判断后，你们小组的分数有什么变化？ 

生：猜对了加 2分，猜错了减 1分。 

【设计意图：每个小组先给 10分，每次判断猫狗，汇总比较猫的分数和狗

的积分，和最终图片进行比较，正确的小组加 1-2分，错误的小组扣 1分。每



个小组的分数代表了神经元的权重，投票表决隐含了神经元的偏置。希望学生

能了解到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训练是通过无数次的“误差反向传递”来进行

的。】 

 

片段三：利用已完成的神经网络进行应用体验 

学生使用 4个不同数据量训练出的人工智能进行体验，拍照查看人工智能

的猫狗判断。 

师：刚刚假设的是所有流浪猫狗都在这两万五千张照片里面，现实中可能

吗？所有的流浪猫狗照片我们有吗？ 

生：不可能，没有。 

师：我们这个训练并不是为了认识所有的流浪猫狗，我们这个训练是为了

认识猫和狗。训练数据最大的 1号已经能够判断猫和狗了，也就能判断陌生的

猫和狗了。 

师：刚刚在体验过程中，有的学生拿这 4个人工智能去判断你的同学，那

么，这 4个人工智能能不能识别人类？ 

生：不能。 

师：识别人类的时候，它显示什么？ 

生：猫（狗） 

师：它把人类也识别成猫和狗了。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神经网络，只能判断

猫和狗，我们的模型里面有没有人类啊？ 

生：没有 

【设计意图：让学生体验不同数据量、不同数据范围训练出的人工智能在

应用时的不同，结合上一个教学环节的板书让学生认识到神经网络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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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反思】 

1. 单元整体规划 不宜随意增减 

在原本的单元设计中，学生将通过 2个课时学习和感知神经元和机器学习

的内容。而本案例是一堂借班的公开课，在没有前序知识的铺垫下，不适合小

组人数过多，小组人数增加，小组的数量就会随之减少，照片的分割也会随之

减少，将导致部分学生对神经元的认知产生偏差。对于本案例的情况，更适合

将小组人数限制在 2-3人，使得每个小组更难猜出是猫还是狗。 

 

2. 临时调整环境 影响课堂效果 

在本案例中有多位观课教师，为了观课教师的观课体验，临时决定将一组

学生的平板画面投影在大屏上，导致在模拟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时，多个小组的

判断成功率非常高。原因就是大屏对面的学生经常观察大屏上的图片结合自己

小组的图片来判断是猫还是狗。在这个情况下，原本能多次出现的全班整体判

断错误结果一直未出现，影响学生对“误差反向传递”的理解。笔者在课后才

反应过来，其实这个情况是很好的生成性教学资源，这种通过参考其他小组来

进行的判断，隐含着卷积神经网络的思想。 
 

3. 改变思考方式 提高科学思维 

2016 年，笔者接触到了谷歌开源的人工智能平台 TensorFlow之后，就觉

得人工智能将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工具，也一直是将其作为一种能够辅助教学辅

助课堂的工具进行学习研究。在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人们对它普遍有一些前

面所提到的认知错误，大多数人依然错误地以为猫狗图像识别是靠计算机认识

了猫狗才实现的。实际上，他们全都靠得是数字，确切地说是统计学。因此诱

发了笔者选择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作为小学信息科技教学内容的想法。 

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对比编程教学和人工智能教学，笔者发现： 

人工智能教学改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从数理科学转向了自然科学： 

当我们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进行观察时，运行实验，并使用统计学，而不

是逻辑，来分析实验的结果。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学习编程提高了逻辑和计算思维，而学习人工智能则能锻炼统计和科学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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