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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AI4 E（AI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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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能源、新
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

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
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
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
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
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
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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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3I）专项行动暨“扩优提质年”启动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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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 ”  重点是“ ”  目标在“ ” 
落脚于 的“ ”

关键靠生产力三要素中第一位的 “ ”
根本靠 的“ ”

全面符合

充分运用 的

善于创造

新质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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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机共存，到人机共生，再到人机共事

波士顿动力机器狗1980～2020+发展史

机器狗组团出道越来越近

Sora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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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2000》1900年巴黎世博会漫画
语音识别  智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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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2000》1900年巴黎世博会漫画
脑机接口  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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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2000》1900年巴黎世博会漫画
智慧制衣  医美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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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 TKF. Applying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to explain student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 Res Technol Edu 2022;54(1):14–30. 

思考与创造
模拟

AI推理
阅读与写作

表达
聆听
观察

AI

机器学习
云计算
大数据

伦理与社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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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机械化，蒸汽动力，纺织机
2.0/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电能

3.0/自动化，计算机和电子
4.0/网络物理系统，物联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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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加州NRC-CSTB（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Computer Sci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oard）大会

实验归纳  模型推演  仿真模拟  数据密集型
第一范式——科学发现，几千年前

Describing natural phenomena
第二范式——理论科学，几百年前

Using models, generalizations
第三范式——计算科学，几十年前

Simulating complex phenomena
第四范式——数据探索，今天

Data captured by instruments or generated by simulator; Processed by software; 
Information stored in computer; Scientist analyz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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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范式  理论范式  计算范式  数据范式

AI范式（科学智能+机器猜想）

古典教育：书院式教育（Academy  Mode）

近现代教育：工厂化教育（Factory  Mode）

当代教育：融合式教育（Hyprid & Blend  Mode）

未来教育：泛在化教育（Ubiquitous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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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书院制教育中汲取
在现代工业化教育和当代融合式教育中夯实

打造未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可的
泛在化教育

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We are together”

——我们是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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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

第一世界，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

第二世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

第三世界，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即
知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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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因为线上和

线下的世界无法区分。物理空间如此复杂，需要

详细的寻找道路才能进行导航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莫拉维克悖论是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者所发现的一个和常识相

左的现象。和传统假设不同，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

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

极大的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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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 A Low-cost Open-source Hardware System for Bimanual Teleoperation）是斯坦福大学开发的低成

本开源双手遥控操作硬件系统，即开源机械臂，可用于双手远程操作机器人执行精细任务、动态任务以及

接触式丰富的任务，在整整 8 个月的测试中没有电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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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悖论

(productivity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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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社会伦理观
+批判性思维+跨文化思维
+ +
+协同发展力+创新胜任力

+实践创造力

繁冗复杂的

难于测定的

更加嬗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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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传统 大学之母
博雅教育

A

威斯康辛精神 社会服务C

洪堡理念现代大学之母
科学探索与人文教育

B

中国范式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为基本态势，以质量
文化为牵引，以“四新”和“五金”建设

等为主要抓手

D

汽笛咆哮的
蒸汽机时代

车轮滚滚的
电气化时代

数据澎湃的
信息化时代

万物智慧的
智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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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六大变革方向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2022/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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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 ，但不要成为它的

 Embrace the technology but do not become its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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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全球视野战略意识 时代力量

定位与站位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祝智庭等《电化教育研究》2024年第一期

新质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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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四川大学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

强国建设的决定》
二、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四）“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深化“三全育人”改革。
（六）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共产党四川大学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一流班子、一流组织和一流队

伍创建活动的决定》
《关于“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
《关于落实导师职责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工作方案》

《关于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的若干措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实施科技创新高水平成果和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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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一流本科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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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必须把培养全面符合时代要求、
充分运用新质工具、善于创造创新价
值的新质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新使命

二是必须把扩大人才增量和优化人才
存量“两手抓”作为新质人才培养的
基本路向

三是必须把重构培养体系和使能教育
创新“两手硬”作为新质人才培养的
重要举措

四是必须把推进“人工智能+”和
“跨学科+”的融合式教育作为新质
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

五是必须把以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等为
主要内容的一流教育“新基建”作为新
质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

六是必须把培养新质人才的成效具体体
现在金专、金课、金师、金教材、金项
目“五金建设”和新工科、新医科、新文
科、新农科“四新建设”之中

七是必须积极构建以教育发展共同体和
质量文化共同体为主体的具有时代新特
征、川大新特色和智慧新特质的共生、
共育、共进新质教育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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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学科X
学科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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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式教育
HYPRID & BLEND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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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的学生
更有气质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2001年，四川大学开始尝试智慧教学环境建设，主要是建设一批多媒

体教室和教学直播系统，推进电子教案进课堂教学
2018年，四川大学智慧教室全覆盖支撑的“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
的一流本科教育川大实践”，获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
2019年，四川大学建设“信息与交叉”模块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探索

学生数据思维、信息素养、人工智能+各学科能力的培养路径
2022年，四川大学开始推出全校智慧教育先进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初

步建成“大川学堂”为主干的“1+N+X”的数字化智慧教育平台
2024年，在建成70门国家一流线上、一流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课程的基础上，学校全面启动“4个100”的“人工智

能+赋能一流本科的融合式教育系列改革项目”，力争在3年左右的时间，

打造基于知识图谱的AI课程建设项目、服务学科交叉的跨学科项目制课

程建设项目、面向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文理工医实践实验实习改革建设

项目、基于数字资源建设的立体化数字教材建设项目各100项

教育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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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系列化、主题化、学科化智慧教育平台

集资源、运行、管理、研究和服务于一体“教学管研导”一站式智慧教育综合平台

Web（网页）+Desktop（桌面）+App（移动）+Smart（智屏）+……

N：典型性、示范型智慧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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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涵育数字化
智慧教育新生态

教育部智慧教育平台试点高校
MOOC200余门、选课人数超

600万人次
智慧教室500余间

互动交流空间超2万平米
“大川学堂”用户15万+、资

源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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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AI4 L（AI for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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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问并思  技术前沿问晓林

发展前沿问建中  管理前沿问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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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的全局变量
AI 正快速改造知识服务行业，AI 促成新的生产力系统机制，AI 引发知识服务的生
产关系革命性变革

2  AI 对图书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挑战
直面生产力 x 生产关系的颠覆性范式转变，深刻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第
一性原则思维出发寻找变革的起点，从问题驱动和场景驱动的创新探索可能模式，
面向复杂适应系统的创新打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格局，通过设计驱动的创新不断演
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Library-Inside 和 Library×:AI 赋能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拷问图书馆服务的第一性原则，Library-Inside:发展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
型(Library-Inside 1. 0:用户知识应用的智能助手，Library-Inside 2. 0:用户知识生产的
智慧座舱，Library-Inside 3. 0 或 Library×:用户 AI 赋能知识生产力的生态养育站）

4  以战略创新推动图书馆新质生产力发展
打造新质生产力需要战略创新，打破战略创新中可能的内在结构性缺失，提防战略
创新中容易出现的系统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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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四新五金，思路先行

中心，教学管研，目标先行

关键，搭好台子，组织先行

根本，各方之力，规划先行

基础，全面升级，服务先行

重点，多点齐发，样板先行

全贯通全场景未来学习中心建设

AI+新质人才培养的

大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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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四川大学成立由校长领

衔、主管副校长负责，学校教务处、

财务处、发展规划处、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学生工作部（处）、信

息化建设及管理办公室和图书馆等

共同组成的

，全面规划和推进高

水平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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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可能坚持认为“我们怎能是用户呢?”不愿意站在用户角度、更不愿意进入用户场景和
用户过程中去想问题、想解决方案

许多人直接反应可能是“我怎么可能学会这么多技能?”这呼唤大幅度增强学习能力、更新能
力基准清单，同时灵活借智借力来提升能力

不少人都容易说“我想合作可他们不好合作啊?”很不习惯如何与“非我族类”、与竞争者等
合作，自绝于丰富机会和资源

坦率地说,很多机构并不是以鼓励创新、包容奇思妙想或另辟蹊径甚至离经叛道、宽容试验和
失误而“著称”的，这往往是致命的

许多人习惯把复杂环境简化弱化到自己“做过”、“知道怎么做”、“有把握学会做”的
具体任务上，凡是遇到不想做、做不了、做起来吃力的，一句“太复杂”就可心安理得地“放下”，因
此难有大格局和大出息

也许最厉害的是“你难道不爱图书馆”和“你还是图书馆馆长吗”。 其实，应把图书馆的初
心、内涵和图书馆在某时某事上的表现形式分开，避免把“家”变成“枷”

内在结构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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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攸关方都要换位思考，站在他方多
方角度、进入他方多方场景和过程中去思考问题、去提出
方案

，教育教学攸关方都要提升能力，不断增强学
习能力、发展能力，随时更新能力清单

，教育教学攸关方都要习惯合作，既鼓励创新
又宽容失败，随时抓住协作机会和丰富资源，以大格局赢
得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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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人们创造出可以从数据中“学习”

的“智能”算法的领域。 是

一种能够像人类一样创建新内容的人工智能。例如，他

们可以写文章，解决数学问题，并赢得艺术比赛。

尽管人工智能非常有用，但它需要人类指导它做什么。

通常，人工智能就像新公司的实习生。他们很有能力，

但他们需要明确的指示才能做好。能够

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技能。你可以通过发送各

种提示词来指导一代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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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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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K-12 AI curricula: a mapping 
of government-endorsed AI curricul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22.

基础教育
AI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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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语境中人的角色

Al背景下人类互动

Al的组织管理

当前和未来社会影响

AI literacy for users –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learning methods, components, and effects （Marc Pinski *, Alexander Benlian）

用户
AI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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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和软件，人工智能相关代理，学习活动，游戏化元素

基于调查的发现型学习，协作学习，建构主义，基于问题
的项目制学习，故事性活动，实操性趣味学习

Al意识，Al道德规范，教学大纲，Al理念
——Conceptualizing AI literacy: An exploratory review

（Davy Tsz Kit Ng）

●  感知：计算机使用传感器感知世界
● 表示和推理：智能体表示世界并进行推理
● 学习：计算机可以从数据中学习
● 自然交互：智能体需多种与人类自然互动的知识
● 社会影响：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Touretzky et al.： “Big ideas” of  AI

教师
AI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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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
AI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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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服务/信息服务 知识服务 智慧服务
基于数据或文献 基于用户决策目标 支持用户确定和不确定发展目标
基于物理获取 基于信息内容利用和知识创造 推广友好人机关系和智能体技术
基于固有资源 基于分布式多样化动态资源 挖掘泛在化多元化资源工具系统
基于信息机构 融入用户决策过程和用户信息活动中 融汇智慧服务去中介化和区块化
基于标准过程 基于个性化 尊重跨界跨业态不规则用户行为
涉及单一信息活动 涉及多种用户信息活动及其交互作用 开展长链化知识学习和深度学习
基于标准和单一知识 基于复杂综合变化知识 优化面向复杂适应系统创新范式
基于简单个别行为 基于团队努力 提升有组织和责任式的团队体验
基于特定时刻 往往持续反复 实时交互性用户服务场景化驱动
满足于信息检索知识 强烈的学科专业化要求 坚持嬗变性问题/目标/结果导向
按信息服务机构流程组织 按用户行为过程组织 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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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

服务即婚姻

从爱情到亲情

恋爱 

◎激发动机

形式上的认同
外在决定是否可能

结婚 

◎满足需求

内容上的契合
性格决定是否合适

家庭

◎尊重行为

物质上的保证
环境决定是否稳定

亲人

◎提升体验

精神上的依托
信任决定是否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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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和强化人工智能素养，关注AI思维意识、方法

技能、伦理道德等内容

第一课堂主导，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重构工作

支撑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服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

师生学习力和发展力

编制教学指南；建设创新实验室；组建虚拟教研室；

定向打造优选课程、核心课程和数字教材；开展教

育服务

全学科全场域信息素养教育改革

AI+新质人才培养的

《四川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原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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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人工智能素养嵌入本科教育教学行动指南》

小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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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背景 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是培养数字化素养
的重要路径，是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定位的关键一环，必须全面嵌入本科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领
域和全场景。

人工智能的发展迭代已经远超人们的
想象，正在全面渗透社会各方面和各行业，全面重塑个人和群体的思
维模式，全面重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社会
各界高度重视。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作为人才
培养的主要阵地，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意识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
和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重要性，都在积极开展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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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背景
通过承担特定的角色和职责，共同构建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其教育实践主体主要为
；以制定教学行为准则、提供自主学

习资源、开设MOOC、开设专门线下课程、开展咨询服务、举办讲座研
讨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

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实践主体和主要形式与国外高校基
本相同，在推动“人工智能+”教学的过程中，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合作
教育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图书馆、跨学院部门的专家团队以及
“互联网头部企业+高校”的主体结构。与国外不同，

，占比接近一半，主要通过讲座
培训等方式提升师生人工智能素养。高校通过跨学院部门之间的合作
共同向师生提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通识课程，“企业+公司”也以多
种形式在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教育数字化、人工智
能系列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 为中心，以 为
支撑，用人工智能 ，

，重点提升师生人工智能的
，构建 的教育教学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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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目标
以 为根本，以 为方向，以

为抓手，以 为切口，将人工智能素养更
有效地 ，

，
，将全学科全场域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打造成为“人工智

能+”新质人才培养的智能引擎。在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中，充分利用新
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工具与技术等，综合运用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优化教
学评估，全方位培养师生人工智能的思维意识、方法技能、伦理道德，
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自觉性学习、多元化学习、沉浸式学习、高效
化学习，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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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原则 在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中，积极把握数智时代新要
求，及时跟踪技术发展新成果，努力涵育教育教学新生态，

，充分涵盖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和
数据素养，实现教师和学生同成长、共发展。

从学校、学院、专业、课程等不同层面，科学制
定长期持续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规划，

。在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中，定期对教
学内容和技术工具进行评估和更新，与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保持一致。

强调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及时引入人工智
能的最新发展和技术前沿，通过实战型实践实验实习、项目式学习等
多样化教学活动，提高师生实际操作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以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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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原则
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激发学习兴

趣和创新思维，培养主动探索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应用的能力。在人
工智能素养教育中， ，充分采用在线学
习平台、虚拟现实、模拟游戏等教学新方法新技术，实施跨学科的融
合式教学策略。

按照教育教学活动的特点，依据学校办学定位、
学院学科特色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分
层推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赋能建设一批高水平智慧课程，全面升级
信息素养教育，构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体系。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五、基本内容:
总体要求

能够 人工智能的核心理念并具有良好
的计算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够 人在人工智能应用和发展
中主导性作用，能够 人工智能新技术，能够

人工智能思维来思考、分析、判断、处理问题，能够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不可知未来等。

基本的编程原理和技能，如人工智能常用语
言，为进一步的技术应用学习打下基础。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原理，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和方法。 利用数据
分析工具进行数据预处理、数据探索和数据可视化。 自然语言处
理、计算机视觉、多模态信息处理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 各
类人工智能工具创造性地解决行业产业和社会发展问题，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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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内容:
总体要求

始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 人工智
能应用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全面 涉及人工智能的隐
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法律知识，充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
道德边界和责任，正确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可能带来
的伦理和道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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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内容:
分科要求 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与自然语言处理、文化遗产

保护、翻译与语言教学、数据挖掘与预测以及创作等领域的应用。能
够科学 人工智能工具，通过视频、图像、文本分析和历史文献挖
掘深入理解文化作品和历史背景，利用人工智能预测社会趋势为社会
科学提供数据支撑，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借助AI 创意表
达， 艺术创作和交互式作品的开发， 人工智能引导学生思考
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关系。

人工智能在前沿科研领域的应用， 数据分析
建模、模型评估优化的能力， 当前机器学习的优势及适用场景，
能够把人工智能技术 于文献研读、实验方案设计和实验结果分析，
利用统计学原理和数据分析方法， 复杂数据集，为人工智
能模型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持。结合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
然科学理论，探讨人工智能在实验设计和模拟仿真中的应用， 更
加强大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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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内容:
分科要求

人工智能在相关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包括自动化控
制、智能传感、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 数据分析和建模能力，能够利用
工程思维，按照“人类能理解、机器能处理”的方式运用多种工具，通过熟
练 通用软件或编程语言，突出在工程问题解决中的应用，将人工智能
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并与实践实验实习相辅

相成，通过产教融合和产学合作等，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

人工智能只是辅助诊断工具而无对错真假，不可替代医
生以专业判断为病患负责的核心意识。 人工智能工具的基本应用，能够
操作常见医疗人工智能软件或平台，如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智能影像分
析工具等，理解其输出结果的意义和局限。 人工智能评估与解释，学习
解读模型的输出结果，了解评估中的关键指标。对某些人工智能模型的不可
解释性有充足 ，对提高了解评估中的关键指标，以及模型可解释性的重
要性有充足理解，学习如何解读模型的输出结果和决策过程。 人工智能
项目从需求分析、数据收集、模型开发到部署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够
与信息技术团队、数据科学家、伦理审查委员会等多方有效 ，在未来职
业生涯中与人工智能技术和谐共生，全面 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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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策略

进一步深化广大师生和各级领导对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的认识，科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顶层设计，建立人工智能教育管理
发展委员会，全面制定和推进“
”，打造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川大样板”，切实服务以探究式 教 学 

（Inquiry-based Teaching ）、 创新 性 学习（ Dynamic Learning ） 、 激 励 
式 管 理 （ Encouragement-based Management）、引领性研究（Advanced 
Research）和闭环式督导（Loop-closed Supervision）为主要特征的

的整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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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策略

在充分做好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有步骤地重点推
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嵌入本科教育教学“四大行动”。一是

，聚焦和强化人工智能素养，关注人工智能的思维意识、方法技能、
伦理道德等内容，组织编制和发布主题指南。二是 ，坚持
第一课堂主导、多课堂结合，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重
构工作。三是 ，积极开展未来学习中心建设，加强教育教学
基础设施更新升级，服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师生学习力和发展力。四
是 ，整合教育教学平台和图书馆服务平台等，通过校内外联
合建设创新实验室、组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虚拟教研室、依托“大创项目”
等设立人工智能跨学科项目、开发人工智能相关实习实训项目、定向建设优
选课程和数字教材等，构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发展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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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策略 根据总体发展规划，抓好近期重点任务的落实。
一是在学校层面，定向打造面向文理工医不同学科专业的

，在
中建设系列化人工智能素养选修课程，依托学校教

师发展中心和图书馆等在“数字+教师工作坊”“明远一小时讲座”中持续
打造、定期开展 ，联合专
业机构开发人工智能素养数字教学资源，开展适合不同学科特点的人工智
能素养课程教材建设。二是在学院和专业层面，鼓励

，在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整合人
工智能课程与现有课程体系、 ，组织
和鼓励教师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教学，尤其是教师积极性比
较高、建设基础比较好、教学成效比较明显的课程建设中，利用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赋能，

。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六、实施策略 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探索本学
科专业与人工智能结合关键点，加强“人工智能+”赋能虚拟教研室建设，
运用人工智能处理和分析教学数据，建设更符合学生发展的人工智能课程和
教材，构建更加智能化教学策略和方法，不断提升学生学习成效。二是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 ，实时追踪最新的学术和行业发展内容与趋势，
建立多元立体的教学案例库，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三是将
人工智能高度灵活地 ，设计符合学习期望和促进主动学习的教
学活动，构建满足多样化背景和学习需求的素质、能力和知识图谱，提供定
制化的学习路径和丰富化的教学活动，引进行业专家参与人工智能及其素养
相关教学。四是利用人工智能 ，运
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XR（混合现实）等技术开展课堂教学
和实践教学，探索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和辅导，开发新型混合式教学、
PBL探究式教学的人工智能工具。五是利用人工智能 ，
采集和分析教学行为和教学结果数据，开展多维度的教学评估，及时进行教
学反思和批判，有效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计划，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六是利
用人工智能 ，运用人工智能教学平台和助学伴学工具等，
提供全方位的实时学习支持，采用多样化考核方式，探索建立新型学习社群，
有效开展自主学习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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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策略 在人工智能素养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
（AI for Good）”，明确人工智能与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做好风险防

范工作。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更要承担起主体责任，避免出现违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挑战教育公平性和社会公序良俗等问题，不低估也不夸
大伦理风险。一是 。清晰了解人工
智能工具和技术可能会带来的信息泄露等风险，尤其是要强化生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使用中的风险意识，做到规避风险、安全可控。二是

。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要高度关注使
用过程中的相关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对人工智能提供的建议或生成的数据
信息进行核实，不能完全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学习与思考。三是

。要正确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定
义为教学的“助手”而不是“替身”，做好人工智能提供的数据使用、文
献引用、资源利用的引用与标注，在教育公平与学术诚信框架内使用相关
工具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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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最优秀的功能，
是夏天避暑，冬天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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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