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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小学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框架（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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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小学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框架

1 研制背景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成为推动教育变革、重塑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力量。2017 年，国务院

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把人工智能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系

统布局、主动谋划”。2024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

通知》，强调“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实施常态化教学与评价”、“开发普适化

教学资源，建设泛在化教学环境”。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基

础教育行动方案（2024-2027）》，提出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建设行动”。

为响应国家战略，落实人工智能教育的高质量实施，特制定《广东省中小学学生

人工智能素养框架》，为系统培养我省中小学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提供指引。

本框架围绕中小学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智观念、技术实现、智能思维以

及伦理责任四大维度构建。人智观念，强调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价值的批判性理

解、应用意愿及面对挑战的决心，定义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意识基础；技术实现，

聚焦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知识、核心原理及实践技能，明确学生人工智

能素养的能力保障；智能思维，突出学生基于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分析与架构，进

而在人智协作中解决问题、增强认知、实现人智共同成长，阐释学生人工智能素

养的思维内核；伦理责任，培养学生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保护数据安全、遵守伦理

规范、践行技术向善的责任意识，彰显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价值定位。

2 范围

适用于广东省内普通中小学学生。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可结合本地实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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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实施和完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学生人工智能素养

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认识，对人工智能技术知识与

技能的掌握，应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与学习问题、促进自身成长的意识、能力和

责任。

4 素养框架

广东省中小学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框架包括 4 个一级维度，下含 13 个二级维

度，见图 1。一级维度包括人智观念、技术实现、智能思维、伦理责任。每个一

级维度由若干二级维度组成。

图 1 中小学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框架



3

5 人智观念

5.1 概述

学生对人工智能在人类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主观认知与能动反映，包括人智

共生认识、人智协同意愿、人智协同意志。学生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机协同价值观，

明确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应用应以服务人类个体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5.2 人智共生认识

学生对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的批判性理解，包括认识人智共生

的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局限。

5.3 人智协同意愿

学生对人工智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与学习的态度，包括主动学习和使用的意愿

与实践能动性。

5.4 人智协同意志

学生面对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人智协同挑战时，具有积极的信念和决心。

5.5 维度

人智观念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1。

表 1 人智观念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人智观念

人智共生认识

价值认识
认识到个体与人工智能共生对日常生

活与学习的积极作用

局限认识
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认识人工

智能的有限性

风险认知
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引发的认知外

包、思维惰化和过份依赖等不良影响

人智协同意愿
持续学习与适应

主动、持续了解人工智能的作用，面对

技术的快速更新与变化，保持学习热

情，坚持不懈，有在学习和生活中与人

工智能协同的意愿

实践能动性 应用人工智能增强自身认知、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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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方式的能动性

人智协同意志 积极应对挑战

面对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人智协同困

难与挑战，积极应对，信念坚定；在解

决人工智能应用的困难中培养改进技

术或创新技术的兴趣和信心

6 技术实现

6.1 概述

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应对生活与学习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对人工智能核

心概念及基本原理的理解，所必须掌握的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技能和策略方法。

6.2 人工智能技术知识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的系统性理解和掌握，包括人工智能核心概念

（数据、算法、算力）与基本原理。

6.3 人工智能工具使用

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应了解常用人工智能设备、软件系统和工具软件的功能

特点，明确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及方式，快速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设备、

工具和平台的操作流程和使用方法等。

6.4 人工智能应用策略

学生应掌握的人工智能应用策略，包括人工智能设备、工具和平台的选择策

略与组合策略，如根据学习需求，选择和组合使用多种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工具。

6.4 维度

技术实现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2。

表 2 技术实现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技术实现
人工智能技术知识 基础知识

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核心原理、

发展历程等基础知识；客观评价人工

智能的输出成果

人工智能工具使用 常用工具 认识生活和学习中常用的各类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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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具并与时俱进持续了解新设备、

掌握新技术、使用新工具，明确设备、

技术、工具的功能特点及应用场景

使用技能

熟练掌握常见人工智能设备、软件、

平台的基本功能、操作流程、常见故

障的识别与解决方法

人工智能应用策略

选择策略
根据具体的生活情境和学习需求合理

选择人工智能设备、软件、平台等

组合策略
根据生活情境和学习需求合理组合应

用多种人工智能设备、软件、平台等

7 智能思维

7.1 概述

学生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解决生活与学习问题的过程中具备综合运用

系统思维、设计思维、工程思维、批判性思维等进行实践创新的能力，在综合人

工智能技术与人类智能优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提升自我。

7.2 系统逻辑分析

学生分析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包括拆解运行逻辑与对比人智思维。

7.3 逆向工程设计

学生针对实际问题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架构的能力，包括逆向设计与工程设

计。

7.4 协同问题解决

学生与人工智能协同解决实际生活与学习问题的能力，包括设计与实施人智

协同方案。

7.5 人智共生成长

学生与人工智能技术共生成长的能力，包括扩展自身认知能力与优化人工智

能系统。

7.6 维度

智能思维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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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智能思维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智能思维

系统逻辑分析

拆解运行逻辑

拆解常见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逻辑，

描述各组成部分的协作关系与运行

机制

对比人智思维

理解机器的模式化决策特点（如依赖

数据、缺乏常识、算法偏见），并对

比人类思维优势（如情感判断、创造

性联想），把握人智协作边界

逆向工程设计

逆向设计

针对生活与学习中的简单问题，能基

于目标结果反推人工智能系统的功

能与基本架构

工程设计

针对生活与学习中的简单问题，能整

合跨学科知识与技能，应用工程方法

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架构，同时兼顾条

件约束

协同问题解决

设计协同方案

基于对人智协作边界的理解、对人工

智能技术作用的分析和人工智能应

用系统功能的掌握，设计科学可行的

人智协同方案，用以解决生活与学习

中的简单问题

实施协同方案

能利用成熟的人工智能设备、软件与

平台或开源软硬件，初步实施与优化

人智协同方案，解决生活与学习中的

问题

人智共生成长

认知增强

理解人智协作的边界，在生活与学习

中应用人工智能增强自身认知能力

和发展高阶思维能力

系统优化

能识别常见人工智能系统局限，尝试

改进和提升人工智能系统功能，设计

与实施简单的优化方案

8 伦理责任

8.1 概述

学生在生活与学习中应用人工智能所必须具备的人工智能安全保护能力、伦

理规范、技术向善意识和正确的责任担当。

8.2 智能安全

学生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应具备的智能安全保护能力，包括遵守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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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保护个人隐私、应对人工智能风险。

8.3 伦理规范

学生遵守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规范，包括认识主体责任、遵守道德规范、保

护知识产权。

8.4 技术向善

学生理解人工智能技术需向善应用与发展，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8.5 维度

伦理责任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4。

表 4 伦理责任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伦理责任

智能安全

遵守法律法规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严格遵守相关

的国家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

保护个人隐私

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生活与学习

时涉及的隐私数据与特征，能识别常

见隐私数据泄露风险，掌握隐私数据

风险防范和应对的基本措施

应对智能风险

了解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被

误用于恶意活动（如网络欺诈和假新

闻），能识别这些恶意活动的迹象，知

道如何验证信息的真实性，掌握应对

人工智能犯罪的基本措施

伦理规范

认识主体责任

理解安全、公正、包容的人工智能系

统的意义，认识个体、团队及机构等

主体在构建此类系统中的分层责任，

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遵守道德规范
根据道德规范自觉合理地使用人工智

能产品和服务

保护知识产权

了解生活与学习中涉及的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的所有权复杂性，合理引用内

容来源，尊重并保护他人知识产权

技术向善 践行技术向善

认识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的双面影

响，理解技术自主可控的价值与技术

依赖的风险，能识别数据偏见、机器

幻觉、算法歧视等人工智能应用问题，

积极促进技术向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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