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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国家必修课 选择性必修 国家选修课 校本选修课 研究性学习 研修课 大学先修 信息学奥赛

数据与计算

信息系统与

社会

数据与数据结
构
网络基础
数据管理与分
析
人工智能初步
三维设计与创
意
开源硬件项目
设计

算法初步
移动应用设计

数据挖掘
自然人机交互
自然语言处理
建模与仿真
空间科技前沿
乐高机器人
VEX机器人基础
FTC机器人基础
C++程序设计
Java小程序开发
Arduino入门
微电影创作
数字创意
……

空间科学技
术
机器人
脑机交互
计算机视觉
数据科学
……

乐高机器人
VEX机器人
Arduino项目
计算机工程
空间站设计
自动驾驶
……

计算概论
Computer 
Science

算法设计初
级
算法设计中
级
算法设计高
级

基础课程  发 展 课 程 高 端 课 程

人大附中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体系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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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序号 年级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高一 必修 数据与计算模块中人工智能相关内容

2 高二 选择性必修 人工智能初步

3 高一 校本选修 人工智能与关于心智的生物学

4 高中 校本选修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核心算法

5 高中 校本选修 自然语言理解与社会人文计算

6 高中、早培 校本选修 自然语言处理

7 高中、早培 校本选修 计算社会学

8 初二 校本选修 人工智能基础——语音识别

9 早八 校本研修 机器学习，学科交叉——人工智能的内涵与外延

10 早培 校本研修 自动驾驶

11 高二 研究性学习 人工智能前沿应用与研究

12 高二 研究性学习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

2018—2019学年人工智能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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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本学期拟开设的部分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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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高一
数据与计算

信息系统与社会
必修

高二

数据与数据结构

数据管理与分析

人工智能初步

三维设计与创意

跑班，选课，四个模块并行开设，

两个行政班的学生同时排课。

充分保证必修课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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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充裕的选修课课时

时段 选课对象 课程

周五下午2:45-4:15 高二 各领域研究性学习课程

周三下午4:30-5:50 初中学生 拓展课程-校本选修

周四下午4:30-5:50 高中学生
拓展类－国家选修、跨学科综合类；
高端类－大学先修课、学科竞赛课、
自主招生类选修课

周五下午4:30-5:50 初高中学生
拓展类－国家选修、高初中校本选
修课程

工作日1-8节的3节 早培学生 早培各类选修和研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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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人工智能与关于心智的生物学
武迪 和渊 上学期教学计划

第1次课 智能科学简介【课程个人学习计划】

第2次课
模块一：从生物学看-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如何学习）
1.1 机器学习革命、终极算法

第3次课 1.2 机器学习：符号学派、联结学派、进化学派
第4次课 1.3机器学习：贝叶斯学派、类推学派； 
第5次课 1.4 建立在机器学习之上的世界【研究论文开题】

第6次课
模块二：从计算机科学看-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
的生物学）
2.1 大脑的故事、细胞机制与认知、神经系统

第7次课 2.2 感觉和知觉、物体识别、运动控制
第8次课 2.3 学习与记忆、情绪、语言、注意与意识

第9次课
2.4 认识控制、社会认知、进化的观点【研究论文中
期】

第10次课
模块三：仿生人工智能（从生物智能中汲取灵感）
3.1 进化系统、细胞系统、神经系统

第11次课 3.2 发育系统、免疫系统
第12次课 3.3 行为系统、集群系统 【预答辩】

第13次课
模块四：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
的优雅解读）
4.1思维智能体：思维与脑

第14次课 4.2心智社会
第15次课 课程论文答辩 【研究论文答辩】

武迪 和渊 下学期教学计划
第1次课 复杂科学介绍

第2次课 动力学、混沌；信息、能量、熵 （AI+物理）

第3次课 计算、度量复杂性 （AI+ 计算机科学）

第4次课 类比+计算机模型 （AI+ 数学、建模仿真）

第5次课 基因测序中的人工智能 （AI+ 生物）

第6次课 网络科学与计算社会 （AI+社会学）

第7次课 神经网络  （AI+ 脑科学）

第8次课
元胞自动机、生命游戏 （AI + 生态学、化学、
物理、计算机科学）

第9次课 计算机中的生命和进化 （AI + 生命科学）

第10次课
生命系统中的信息处理 （AI + 生命科学 + 信
息系统）

第11次课
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递归的跨学科思
维（AI+科学艺术）

第12次课 人工智能v.s. 人类智能 ——深度学习革命

第13次课 课程项目答辩 1 
第14次课 课程项目答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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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北 京 大 学 生 前 来 应 聘

北 京/大 学 生/前 来/应 聘

北 京 大 学/生 前/来/应 聘

北 京 /北京大 学/大学生/生 前/前来/应 

聘

AI+语文：汉语自然语言处理

• 语文：词汇、词类，句法，段落逻辑等
• 信息科学：机器分词、词性标注、情感分析、
词云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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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车内气体环境监测

AI+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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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教学

《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2月12日，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中小学延
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
通知》提出“坚持学校教师线上指导帮助与
学生居家自主学习相结合，限时限量合理
安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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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教学

北京市教委精神：
               防疫第一
               上课第二

特别提醒：
第一、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每日“打卡”考勤。
第二、不以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催促学生网上上课，
或催交作业。
第三、不讲授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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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教学

空中课堂：保证每个学生有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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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教学

1+2+N的网上教学方案：即1个资源中心、2套教学方案
（录播+直播）、N种平台选择，

信息中心通过校信和微信提供集中和一对一辅导,腾讯技术支持群242人，UMU技术支持群220人， Classin技术支
持群149人，校内平台技术支持群138人，ATA技术支持群77人，学生IT技术支持群235人。通过这次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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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教学

校本资源库:开
学前一周，校
本资源库就为
师生提供了
862995次文件
下载服务，并
且每周下载量
保持在80万次
以上。

Classin：188位教师，每周600门左右直播课， 1900名学生。智学网：72位教师，每周200多门直播课，
1088名学生.企业微信、腾讯课堂、zoom、weilink......
UMU:累计398节课程，全部课程1271小节，全部内容时长5990分钟，共888名同学参与了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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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教学

校内学习平台：
开学前一周老
师们共在
Moodle平台开
设620个课程的
知识单元，每
周访问学生在
4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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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信息技术教学的冲击

信息技术：
停课
两周一节，同一时段
每周一节，同一时段
按常规课表开课

所有选修课停课

每天半天上课，每节课30分钟，下午学生自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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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教育的思考

1. 课堂搬运VS课堂重构

2.  通用平台VS专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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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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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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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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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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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线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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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倾听，请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