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教育现状如何？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结果的证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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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把握人工智能教育现状，关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能否持续有效地发展，而人工智能教育竞赛

是观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现状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测评模型，遵循公

平公开、高影响力和可操作性原则，选取教育部认定的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全国中学生信息

学奥林匹克竞赛和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项竞赛活动结果作为数据来源，以地区、年份、学段为调节变

量，系统考察我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水平。研究发现，影响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的因素包括传统学科教学和

人工智能教育的差异、参与人员和活动机制的交互作用，以及区域组织与经费分配的叠加辐射。我国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的优化方向：均衡实践环境，构建多元的人工智能教育育人模式；重视区域活动，打造合理的人

工智能教育实践场景；强化资源流通，建设优质的人工智能教育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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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生态重塑注入了强劲动

力，其替代、增强、改善、变革的技术功效，催生了

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教育数字化

转型带来新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a）。当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已成为

未来教育变革的重要趋势，系统梳理人工智能促进

教育发展的动态水平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教育现

状的评估，包括人工智能教育环境的评价（尹合栋

等，2020；李璐等 2020；王珠珠等，2005），面向不同

主体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估（王怀波等，2022；胡小勇，

徐欢云，2021），对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水平的调查评

估（刘晓琳，黄荣怀，2020），以及构建人工智能教育

发展的综合性评价指标（林梓柔等，2022）。综上可

知，人工智能教育现状的评估多停留于理论层面，

仅以指标形式回应人工智能教育从何评价的问题，

尚缺乏对评估过程和结果的直接回应。即使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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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问卷和访谈开展的调研评估，也面临难以开展

大规模调查、数据收集周期长等问题，导致评估结

果的可靠性、持续性、客观性难以保障。

人工智能教育现状关乎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

的发展走向（胡小勇等，2022）。《人工智能促进教

育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

教育专委会，2023）、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测度

框架（李世瑾等，2023）回应了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

展的程度，为提高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效果、规范人

工智能产品监管机制等提供了参照依据。在此情

境下，本研究从评估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效果出发，

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以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为

突破口，以人工智能教育竞赛的发展水平反观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水平，并通过归因探析，挖掘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难点和痛点。

本研究主要回应三个问题：1）如何设计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现状的测量模型？2）我国当前人工

智能教育整体水平如何？不同地区、学段、年份的

人工智能教育水平如何？3）如何基于人工智能教

育竞赛视角，切实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践？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确定视角→设计工具→选取数据

库”的流程，设计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现状的测评

模型，并选取教育部公示的中小学全国性竞赛活动为数

据来源，刻画我国人工智能教育水平（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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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效果测评设计
 

 （一）研究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

贺信中明确指出了人工智能教育的目的与实质：培

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习近平，2019）。可

见，人工智能教育承载着实现当下及未来教育功效

的重要使命，其衡量视角应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教育

的双重内涵。竞赛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被认为

是面向学生，整合课内外实践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

（柏连阳等，2010），综合所学知识实现理论向实践

转化的重要平台（郝根彦，2021）。从内涵意蕴看，

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关注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等复合

高阶能力和思维的养成，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学科

竞赛的时代表征。从价值取向看，人工智能教育竞

赛是培育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特色路径，是培养人

工智能高端人才的重要载体。从功能特性看，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呈现两大特性：一是深度融合

性，即人工智能教育竞赛是将人工智能技术知识融

入教育实践，并以此为抓手衡量学生人工智能应用

的现实水平。二是价值扩散性。人工智能教育竞

赛打开了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路径，丰富了人工智

能教育的实践形式，进而帮助学生形成智能化的思

维方式和实操应用。

综上，人工智能教育竞赛的内涵意蕴、价值取

向与功能特性，高度契合人工智能教育的双重内涵。

本研究以人工智能教育竞赛为测量视角，通过衡量

我国各地区不同学段的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发展水

平，回应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水平。

 （二）研究工具

教育竞赛的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关注竞赛质

量的评估，以提升竞赛质量，规范竞赛管理。例如，

陆国栋等（2019）从竞赛覆盖面、竞赛水平和获奖

难度三维度构建大学生竞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吕

伟华等（2009）引入数学样条函数相关理论分析学

生竞赛评比工作的可靠度。这些研究通过建立指

标或框架，调研分析竞赛并展开评估。二是关注自

身专业的学科竞赛发展，即通过选取该领域高水平

竞赛反观人才培养、竞赛建设和专业发展现状。

例如，徐朝军等（2018）从 iteach大赛的作品类型、

选手学历、发布形式、创作工具、面向对象、选题

来源六个方面，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提

出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唐慧超等（2016）
基于获奖作品的类型、数量、来源院校、学生学历

等，分析推动园林竞赛及该领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思

路；裴子懿等（2019）通过分析获奖数量和来源、竞

赛主题等，提出完善该专业领域竞赛机制的建议。

三是探究影响教育竞赛的因素，如竞赛环境、主办

方、组织方及参赛方等。戴鑫等（2017）发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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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科技竞赛的因素，依重要程度依次为竞

赛吸引力、社会氛围、自我成长需求、学校学院支

持、竞赛成果转化、工具性动机、他人影响。

结合上述经验，本研究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教育

竞赛的特征和目的，以竞赛覆盖面和获奖难度为一

级指标，兼顾统计数据的透明性和可得性，将二级

指标设为省份覆盖面、学段覆盖面和奖项等级获

奖率，并在选择观测点时提取四项信息：所在学校

（或学校对应的省、市、区）、获奖年份、获奖者学

段和奖项等级，探讨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在不同地区、

年份和学段的差异（见图 2）。
 （三）数据库

鉴于学生竞赛存在年限、类型、面向对象等因

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原因（陆国栋等，2018），本研

究以 2022年 9月《教育部公布 2022—2025学年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2022b）为数据来源，基于深度融合和

价值扩散两大性质，从自然科学素养类竞赛中筛选

出九项与人工智能教育相关的竞赛（见图 3）。
然后，本研究基于公平公开、高影响力和可操

作性原则，筛选部分竞赛数据为研究对象。其中，

公平公开原则考量该竞赛是否公开数据、公平公

正开展评价；高影响力考量该竞赛是否每年固定且

广泛开展，具体表现为竞赛年限、全国参与面及竞

赛口碑；可操作性考量该竞赛能否确保历年数据公

开透明、易于获取且可重复验证，可供持续监测。

基于这三项原则，本研究采用星级评分方式，遴选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全国中学生

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三项活动作为数据来源（见表 1）。

 三、结果呈现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是对人工智能教育

水平的直接反映。基于上述设计，本研究从人工智

能教育竞赛切入，从地区、年份和学段层面刻画我

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水平。

 

地区 年份

调节变量

人工智能
教育竞赛
测评模型

获
奖
难
度

竞
赛
覆
盖
面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奖项等级
获奖率

省份覆盖面
学段覆盖面

一级指标

学段

图 2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测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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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智能教育竞赛数据来源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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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区层面

本研究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统计单位，

将三项比赛近三年的获奖数量，按奖项等级累加。

整体来看，全国各省（市、区）近三年的人工智能教

育效果差异较大，呈两极分化态势。为更好地分

析 31省（市、区）的人工智能教育水平，本研究依

据人工智能教育竞赛数据，将 31省（市、区）分为

三个梯队：第一领先冲刺梯队、第二稳定前进梯队、

第三低速发展梯队（见图 4）。
 
 

浙江省、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
四川省、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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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天津市、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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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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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国 31省（市、区）近三年人工智能教育发展阶梯
 

第一梯队包括 7省（市）。其中，浙江省近三年

各级奖项远超其他省（市、区），位列第一，奖项总

数超 1600项；其次为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福

建省，奖项总数居 800至 1200项之间，四川省、上

海市的三年奖项数在 600至 800项之间。第二梯

队包括 9省（市、区）。其中，安徽省、湖南省、北京

市三年内奖项数超过 400项，重庆市、河北省三年

奖项数分别为 322、304项；湖北省、河南省、江西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奖项数在 200至 300项之间。

第三梯队 15省（市、区）。陕西省、辽宁省、山西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天津市、贵州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三年获奖数量超过 100项，海南省、云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分别为 74、60、54项，其他省（市、区）

低于 50项（见图 5）。
为对比不同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水平，依照国

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本研究将大陆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东北部四大板块，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

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包括山西省、安徽

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包括

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

贵州省、云南省、西藏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包括

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从奖项等级看，四大

地域三年内所获各级奖项数量大致表现为二等奖>
一等奖>三等奖。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连续三

年的各级奖项都远高于西部、中部及东北部地区，

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获奖数基本持平，东北部地区三

年内获奖数较低。从年份跨度看，2021年参赛的

学校和人数多，2022年参赛的学校及人数少（见图 6）。
 （二）年份层面

从时间跨度看，2021年全国人工智能教育竞

赛的参与度最高，一、二、三等奖的个数均超过

2020年和 2022年对应获奖等级数量（见图 7）。其

中，2022年人工智能教育竞赛获奖数量和参与省

 

表 1    人工智能教育竞赛的星级评估结果

竞赛名称

遴选原则

说明公平公

开性

高影

响力

可操

作性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 ✩ ✩ 未公开获奖名单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 ✩ ✩ 缺少相关信息

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养大赛 ✩ ✩ 未公开获奖名单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 ✩ 缺少相关信息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 ✩ ✩ 累计参赛人数超过 32万人，涉及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及中学

全国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 ✩ ✩
全国统一大纲、统一试卷，实现助力信息技术

教育课程和选拔优秀计算机人才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 ✩ ✩ 活动基础坚实且已与国际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建立了合作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 ✩ 未公开获奖名单

中国“芯”助力中国梦——全国青少年通信科技创新大赛 2023年正式启动

顾小清，李睿，李世瑾. 人工智能教育现状如何？——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竞赛结果的证据回应 OER. 2023，29（6）

· 85 ·



份数最少：以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为例，

2020年和 2021年有 31省（市、区）参与并获奖，

2022年仅 19省（市、区）参与且获得奖项。

 （三）学段层面

小学段人工智能教育竞赛近三年的获奖数量

（各等级均低于 100项）显著低于中学段（各等级均

高于 1000项）。此外，小学段的人工智能教育竞赛

获奖数较平稳，中学段的竞赛获奖数量随年份波动

较为剧烈，体现为中学段 2021年人工智能竞赛获

奖数量达到峰值，次年又为近三年最低值（见图 8
和 9）。

 四、讨论与思考

 （一）传统学科教学和人工智能教育的矛盾

近三年人工智能教育竞赛的获奖总数显示，我

国人工智能教育总体发展不稳定，表现在传统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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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人工智能教育的矛盾。传统学科教学已形

成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理念

与评价方式。人工智能教育作为新起之秀，其核心

也是完成理论知识向实践知识的转变。两者不能

完全脱离，但有各自的发展逻辑。

就知识体系看，传统教学依照循序渐进原则，

已形成围绕基础学科、由浅入深、以知识学习为导

向的知识体系；人工智能教育依托学科知识的整体

规划，以人工智能教育竞赛为导向，且依据不同竞

赛的特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备赛方案，但尚未形

成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教学组织看，学科教学有完

整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多以章节备课、以课堂教学

为主；人工智能教育围绕竞赛展开，多采用“一赛

程一指导”的教学模式，即以竞技思想为指导、以

实践应用为根本。事实上，由于人工智能教育竞赛

周期长、种类多，教学中存在以面向基础学科教学

的“老方法”解决人工智能教育的“新路向”的

现象，即将知识体系直接迁移，把课程教学经验直

接照搬到学科竞赛，导致学生知识体系混乱、人工

智能教育成效不够理想。

人工智能技术虽然逐步推进教学环境的建设

和教学方式的升级，但尚未深刻影响教育教学观念

和评价方式，表现有二：一是过分低估人工智能教

育的重要性。传统教育评价观受功利主义影响，强

调应试教育（张进良等，2023），将信息科学当作

“小学科”，认为语文、数学才是实现分数和升学

率提升的“主流学科”，认为人工智能教育不能从

根本上实现学生学业飞跃，故较之人工智能教育竞

赛，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奥林匹克竞赛更易受

师生重视。二是过分拔高人工智能教育对学生的

能力要求，认为人工智能教育是精英教育（宋梅，

2018），学生需具备较高的人工智能素养，需付出较

多时间与精力才能达到参赛水平。可以说，人们对

人工智能教育的认知不够清晰，导致近年人工智能

教育竞赛参与情况波动明显。

 （二）参与人员和活动机制的双重影响

我国人工智能教育不同学段发展不均衡。参

与人员认知特征和现状导致学段参与差异和活动

机制导致人工智能教育活动参与差异。

从参与人员看，高学段师生对人工智能教育活

动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显著高于低学段师生。一方

面，学生的知识、技能、态度与其年龄、年级正相

关，即高学段学生的知识涵盖范围广，对新技能的

接受度高于低学段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较

乐观。而人工智能教育是以“技能本位”为首的

综合教育（祝智庭等 2023）。大学生能够实现技能

与知识、经验、态度的综合，完成人工智能教育实

践活动的认知迁移与运用；中小学生自我规划和自

主探究能力弱，缺乏多种知识与技能综合运用的经

验。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活动在基础教育被认为是

知识的拓展和延伸。因此，限于小学生的认知，不

少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活动尚未面向小学生开放，其

整体参与率不及高学段学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实践活动需要教师专业辅导。事实上，低学段学校

大都缺乏具有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指导教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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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低学段师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活动偏低。

从活动机制看，部分人工智能教育活动与高考

升学直接挂钩，吸引了潜在受益学生与家长的关注。

例如，纳入研究的三项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参与和

获奖人数最多的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

赛。该比赛受众范围广、举办时间长且历年参赛

人数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该比赛与部分高校自主

招生直接关联。以复旦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为例，考生获得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提

高组一等奖且成绩达到 375分的，可参与招生计划、

选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或软件工程等专业，享受自

主招生优惠政策①。这启发我们，应当合理看待人

工智能教育的附加价值，回归参与人工智能实践活

动的初心。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活动的初心是激发

学生的智能智趣。如果功利性色彩过于明显，那么

它即使能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但同时可能影响公

众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理性认知（鲍嵘等，2015）。
 （三）区域组织与经费分配的叠加辐射

我国各地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差异较大，甚至

存在两极分化，这是因局部区域组织与整体资金分

配叠加影响导致的。

从区域层面看，不同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水平

差异较大，表现为第一领先冲刺梯队和第三低速发

展梯队的省（市、区）之间竞赛水平悬殊，其根源在

于不同地区对人工智能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领

先地区以丰富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活动推动人工

智能教育发展：以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等为领

头羊的省（市、区），除在全国性的各类人工智能竞

赛排名靠前外，还在省（市、区）内积极开展地区级

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如江苏省南京市面向中小学举

办机器人邀请赛、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中小学生

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等②，调动师生参赛的积极

性，实现以赛促学。可见各区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

关注度直接影响该地区人工智能教育的开展。

从经费投入看，东部地区人工智能教育水平整

体高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人

工智能教育的经费支持不足，缺乏专业实践环境和

材料设备的投入。这与 202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

情况统计呈现的“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整体较

高”结论契合。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投

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c），2021年普通

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随学段的提高而逐步提升，这直接回应了人工智能

教育在低学段重视程度不高的现状。总体来看，人

工智能教育活动离不开经费的投入，即完备的人工

智能教育环境和教学材料支持是人工智能教育的

现实基础。

 五、落地方向和关键抓手

 （一）均衡实践环境，构建多元的人工智能教育

育人模式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的大环境尚

不成熟，主要原因是我国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及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目标发生偏移。因此，人工

智能教育必须以区域均衡为前提，同时契合其发展

大方向，即以均衡化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环境促进

构建多元化的人工智能教育育人模式，具体可从人

工智能教育实践的区域均衡和价值设定两个角度

做好顶层设计。

区域均衡主要指通过采取补偿型和发展型的

教育政策，倾斜教育资源，缩短区域间人工智能教

育起点的差异。这可通过两步走战略实现：第一步，

对发展薄弱地区优先提供补偿性的教育政策倾斜，

遵循对“不应得的不平等”及“应得而未得”矫

正弥补的原则（李宜江等，2013），优先保障这部分

地区的教育利益。例如，对于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薄

弱的中西部地区，国家给予教师、教学资源的优先

供给，先实现全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水平基本均衡。

第二步，采取发展型教育政策，即对发展领先的东

部地区提出“榜样带头”的要求，通过区域帮扶，

缩小区域间人工智能教育水平；通过遴选牵头学校

和确定帮扶学校，制定各地区组团工作方案，建立

组团内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全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

水平由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李彩虹等，2023）。
同时，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价值设定应以服务

学生为宗旨，以提升学生人工智能多元核心素养为

目标。以人工智能教育活动的定位为例，我国一方

面要通过细化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活动的管

理办法，遏制活动异化、乱象繁生的不良局面，遵

循基础教育阶段入学升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2023），实现由“以竞赛选拔学生”向“以竞

赛提高学生”观念转变，避免人工智能教育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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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秀娣，2023），强化育人理念；另一方面，谨慎设

置人工智能教育活动的“加分”政策，对高口碑、

高含金量的人工智能教育活动给予合理保障，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兼备国际视野和影响力的中小学生

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品牌（叶文梓，2019），端正师生

对人工智能教育本质的认识。人工智能教育的育

人理念应当基于机器、社会、精神与人的多元关系，

沿循“技能传递、认知生长、融合创生”的育人价

值样态，实现知识、技能、情感的多重塑造，重视对

学生个人思维和未来发展的引导，培育人工智能时

代规模化的高质量人才。

 （二）重视区域活动，打造合理的人工智能教育

实践场景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工智能教育水平在地区

之间存在差距且实践活动存在两极化现象。这是

由于部分地区缺乏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和科学

监管，忽视了实践是教育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国

家应当从提高活动质量和加强实践监督角度，打造

合理化、联动化、规范化的教育实践场景。

人工智能教育质量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师生

的参与度，进而影响教育应用的效果。提高区域人

工智能教育水平，可从以下措施入手：首先，活动的

设置要契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应基于“学习进

阶”的原则（刘晟等，2012），考虑不同学段学生对

人工智能教育的接受度。不同于高校的学科竞赛，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应聚焦教育目标，推动低学段

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培养，忌设置复杂机制和过分

细化比赛赛道。其次，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是人工智

能教育非正式场所的践行表观，源于“技术—教育

—社会”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思路（顾小清等，

2022），其活动组织应遵循多方联动的教育统筹机

制，围绕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构建以学校、

政府、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多中心协同管理体系，在

现有制度基础上更迭人工智能教育活动机制，促进

人工智能教育可持续发展（王贤德，2022）。
实践监督指通过完善监督机制，发挥以评促学

的正向监督作用，倒逼人工智能教育优化进程。

1）从各类人工智能教育活动入手，全方位、多层次、

规范化管理组织形式、评比要求、奖项设置等。这

包括建立多方教育主体合作的人工智能教育竞赛

监管平台，将竞赛报名、评奖规则等全过程纳入平

台数据库统一管理，从根源上确保竞赛过程科学规

范。2）建立和完善实践活动的全程监管制度，如建

立学校、家长和学生参与的监督管理制度，面向教

师建立基于绩效的奖励表彰制度等。3）借鉴国外

中小学生实践活动管理的先进经验，以教育部认定

的活动管理条约为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2022），构建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高水平发

展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保障人工智能教育实践

的规范性、公平公开和可持续性，最终打造合理科

学的人工智能教育环境。

 （三）强化资源流通，建设优质的人工智能教育

学习环境

研究表明，师生关系、创新氛围、教师专业素

养对学生竞赛起正向推动作用（王亚娜等，2019）。
因此，提升人工智能教育效果，一方面要加强人工

智能教育的专项师资队伍建设。这涉及人员吸纳

和实践教学提升。人员吸纳包含内部建设和外部

吸纳两方面：1）内部建设指培训校内信息科技教师，

加强教师数字能力建设，将教师参与人工智能教育

教学纳入绩效考核范围（郝根彦，2021），调动教师

教学积极性；2）外部吸纳指吸收专业能力强和具备

实践经验的教师，组建相对固定的人工智能教育指

导团队。实践教学提升主要围绕教学组织和教师

培训展开：1）依据人工智能教育特点和研究课题，

均衡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的教学比例，构建目标明

确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项目体系。教师可在探寻

竞赛基础知识体系与通用教学方式的基础上，结合

人工智能教育多赛事、多项目、多年级的特征，构

建“一赛一师”“多项目并行团队指导”“一年

级一课程”的教学模式；2）鼓励区域间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教师人工智能竞赛开展交流培训，遵循

“特征获取—画像—施训”的步骤（刘洋，2021），
以优质的师资团队推动地区人工智能教育质量整

体提升。

另一方面，从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和基于数据

驱动的资源流通角度，推进教育资源的人工智能治

理。数字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基于“高效益+
高效率”并行的学习资源建设原则，诊断和评估教

育资源的投入和产出（蔡慧英等，2019），合理规划

教育资源的使用。基于数据驱动的资源流通指借

助底层技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人工智能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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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联动，建设共享型的资源库和实验室。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鉴于数据可得性，

且教育部认定的部分人工智能教育竞赛尚未正式

开展，研究数据获取限于上述三项全国性人工智能

教育竞赛，研究结论可能受数据来源的影响；二是

人工智能教育效果的差异性评析，目前仅包含地区、

年份和学段，研究结论有局限性，因为人工智能教

育兼具复杂性与动态性，若干潜在因素会对人工智

能教育的发展走向产生交叉影响。

[ 注释 ]
 

① 参考复旦大学招生网复旦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② 参考南京智慧教育云平台网站关于 2022年南京市中

小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评比结果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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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St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Evidence Response to the Results of AI Education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GU Xiaoqing1， LI Rui2 & LI Shijin2

（1.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Education Equi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AI  education  is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AI education applications. The AI education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I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To objectively reveal and depict the realistic level of AI education,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competi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dopted, following the selection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nd openness, high influence and operability. Three competitions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National  You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novation  Experiment  and  Work
Competition, the Nation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cs Olympic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al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were selected as data sources. In addition, the
region, year, and phase of studying were used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AI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Through  data  quantification  and
attribution explo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AI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is influenced by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teaching and AI education, 2)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nel participation and activity mechanisms, and 3) the superimposed radiation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unding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s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which
include  establishing  appropriate  practice  environments, building  a  diversified  AI  education  model,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to regional activity and creating a rationalized AI education practice scene,
strengthening the circulation of resources for a high-quality AI educ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practice  status；AI  education  competition；evidenc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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