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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信息 

课题 与机器对话——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实践课 

是否属于 

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 
是 

学科 人工智能 学段  初中 年级 八年级 

相关 

领域 
人工智能  智能语音 信息技术 

教材 无 

 

教学设计参与人员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设计实施 刘恩娟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13811428822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

程，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等内容。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明确了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是

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本节课围绕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展开教学，“学生在实践、体验的过程中，

学会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为小问题进行解决，学会针对整体任务建立框架思维，找寻解决方案”。 

教学背景分析 

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是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的基础上，设计的一节编程体验课。学生已经认识了人工

智能，并了解了 AI 机器与人对话的机制，知道了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语音合成技术。本节

课将在此基础上，通过软硬件结合编程实践，体验 AI技术实现过程，巩固对 AI 语音技术的理解。 

学生情况： 

 学生对于如何实现人与机器对话有较强的好奇心和学习驱动力，非常期盼着动手实践。学生在

小学阶段学习过 scratch 编程，具备了图形化编程的基础操作，为本节课 AI 语音技术的软硬件结合

编程实践奠定了基础。 

教学方式 

   任务驱动、小组合作探究、讲授 

教学手段： 

 课件、学生活动方案 

技术准备： 

 专用教室、联网计算机、小度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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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一、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语音对话的三个过程。 

2.以小组为单位，编程实现与小度机器人的对话。 

3.体验图形化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奥妙，感受人工智能编程的神奇，激发 AI 学习兴趣。 

4.通过软硬件结合项目驱动，引导小组合作，培养团队沟通与协作精神，培养问题分析与问题

解决能力。 

二、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 

    将图形化编程与硬件结合，通过硬件实现 AI 项目编程的效果展示。 

2.教学难点：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的综合使用以达到复杂的对话效果。 

教学流程示意图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创设情景 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人机对话编程

实现 

讲解点拨 技能铺垫 

铺垫任务： 

让小度说一句话 

基础任务： 

与小度简单对话 

挑战任务： 

小度读诗或小度讲故事 

成果展示 

综合评价 
展示评价 

总结提升 课堂总结，梳理提升 

思考问题 

认识界面 

任务驱动 

小组合作 

寻求方法 

尝试操作 

 

深入探究 

解决问题 

学生总结 

知识建构 

小组展示，引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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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学

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置意

图 

示例

引入 

1.复习：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对人与机器进行语音对话的机制有所了

解。与智能机器人对话，人类发出指令后，机器要经历 3 个过程：

听懂话、理解话、回复话，分别需要哪些技术实现呢？ 

 

2.教师展示与小度的对话。 

同学们想不想亲自设计实现与小度的对话呢？ 

引出本节课：AI 语音技术的图形化编程实现 

 

思考并回

答 

 

 

观看教师

与小度互

动。 

 

回顾旧

知。 

 

 

引出本

节课主

题。 

技能

铺垫： 

认 识

小 度

图 形

化 编

程 界

面 

1.组织学生小组登录“百度智慧课堂”—AI教育—智能教具—

小度图形化编程。 

2.教师带领学生认识 “可视化编程菜单”中的代码块及功能。 

 

登录到小

度图形化

编程界面。 

 

 

倾听老师

关于代码

块的介绍。 

 

 

 

 

认识界

面和主

要的代

码 功

能，为

编程做

准备。 

 

人机

对话

编程

实现 

一、铺垫任务：实现“说一句话” 

任务目标： 

让小度说出：“大家好，我是景山学校远洋分校的人工智能机

器人小度！很高兴认识你！” 

1.分析流程 

 

 

 

 

 

 

 

 

 

 

明确任务

目标。 

 

分析流程

图 

 

 

 

 

 

 

 

 

 

 

 

 

 

 

 

 

 

培养学

生的分

析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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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器“说一句话”编程步骤 

 

 

二、基础任务：简单语音对话 

任务目标：问小度一句话，他能回答我吗？ 

对话过程如下： 

问：钢笔多少钱？   （人） 

        答：“十元钱”      （小度） 

        否则，小度回答：“我没听懂请重复一遍”   （小度） 

 1.分析流程 

 

2.机器对话编程实现 

  

 

 

 

 

 

 

 

 

三、任务挑战：实践应用 

   1.挑战任务（二选一）   

任务一：小度读诗 

  要求：用编程所学知识，让小度朗诵一首诗歌。（选择适

合于诗歌情景的声音） 

  对话过程： 

（1）征求小度，请他读诗。 

       （2）小度回应。读诗/“抱歉，听不懂您说的话” 

编程实现 

 

 

 

 

 

 

 

 

 

 

 

思考对话

过程。 

 

 

 

 

分析流程 

 

 

 

 

 

 

 

小组合作，

编程实现

简单对话。 

 

 

 

 

 

 

 

 

小组明确

任务要求，

并进行选

择。 

 

 

 

 

初步熟

悉图形

化编程

的基础

操作，

为后边

的编程

打下基

础。 

 

 

 

给出任

务。 

 

 

 

 

培养分

析 能

力。 

 

 

 

 

 

编程实

现与机

器的简

单 对

话，培

养计算

思维和

小组合

作 能

力。 

 

两个挑

战任务

体现了

语音识

别和语

音合成

的综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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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感谢小度。 

       （4）小度表示不用谢。 

    任务二：小度讲故事 

 要求：用编程所学知识，利用不同的声音，创作一个至少 5

句话的对话故事，里面至少有 2个角色。 

  对话过程： 

（1）征求小度，让他讲故事。 

       （2）小度回应。分角色读故事/“抱歉，听不懂您说的话。” 

       （3）感谢小度。 

       （4）小度表示不用谢。 

 

  2.组织学生在学案中绘制流程图。 

  

 

 

  3.编程实现。 

 

 

 

 

 

 

 

 

 

 

 

小组讨论，

绘制流程

图。 

 

编程实现

复杂对话。 

以达到

复杂的

对话效

果。 

 

 

 

 

 

 

 

培养学

生 思

考、分

析的好

习惯。 

培养计

算 思

维。 

展示

与评

价 

1.展示学生的编程成果。 

 是否实现了目标？ 

 遇到了哪些难题？ 

 解决方案？ 

 

 

教师、全班同学进行评价。 

 

2.提问，在该活动中用到的AI语音技术有哪些？ 

 

 

3.完成课堂总结评价表 

 

观看效果 

反思 

 

 

 

 

互评 

 

 

回答问题 

 

自评 

 

对成果

进行检

验。对

实践过

程进行

反思。 

 

 

 

 

多种评

价方式

结合。 

课堂

总结 

本节课通过对小度图形化编程，实现与智能设备的对话，体验语

音技术的应用。 

机器对话的实现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3个主要步

骤。 

 

跟随教师

总结。 

 

回顾课

堂重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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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评价方式： 

1.过程性评价：问答情况、小组学习情况、个人参与情况 

2.总结性评价： 

（1）小组作品评价：组间互评、小组自评、教师点评 

（2）个人自评：填写个人自评表，对自己参与本课学习实践情况、知识掌握情况等进行综

合评价。 

本教学设计与以往或其他教学设计相比的特点(300-500字数) 

1. 合理取材，设计符合学生学情的授课内容，探索人工智能课在中小学的落地实施。 

为响应国家有关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的政策，我校将人工智能课程纳入八年级校本课程，开展常

规教学探索，本学期共计课时 8 节。在初中开设的人工智能校本课，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内

容不宜过难，而且要能引发学生兴趣。 

我校建设有“百度人工智能实验室”，为每个学习小组配备电脑、网络、耳机和小度机器人等设

备。学生既可以体验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技术，也能通过编程来控制实现小度机器人的对话。 

本节课是在了解语音技术原理的基础上，在 AI实验室开展的一节实践课。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在

“百度智慧课堂”中进行图形化编程，以实现与小度机器人的对话。 

2.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本节课注重对学生计算思维这一核心素养的培养，学生在实践、体验的过程中，学会将复杂的

问题分解成为小问题进行解决，学会针对整体任务建立框架思维，找寻解决方案。同时，对 AI的应

用和体验也有利于学生信息意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等核心素养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