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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测评》 

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普及工作委员会联

合立项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育工程项目，其中包含青少年人工智

能核心素养测评模块，该模块需要相关标准指导具体工作。 

（二）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中的整体目标，依托《关

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的指导思想，开展全

民智能教育项目，推进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的普及，助力人工智能

时代新型人才的培养，全面提升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成为学

会的主要科普工作任务和职责之一。 

（三）起草过程 

1、资料收集 

2021 年 1 月至 6 月，收集整理面向青少年的各类科技类、

编程类、人工智能类评价标准和项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形成量

化数据表单。另外，将国内和国外各国家地区的青少年人才素养

评价体系和论文等学术资料进行收集形成学术资源库，为后期论

证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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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项论证 

2021 年 8 月至 11 月，先后邀请和组织多位国内高校人工智

能学术专家和中小学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教学教研名师召开立项

论证会，就相关内容规划、评价标准、考察体系进行论证。 

3、立项评估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0 月，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实践，

根据相关数据反馈和专家、名师、学生、家长等多方面的意见收

集，完成立项评估工作。 

4、标准立项 

2024 年 2 月 21 日，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

提出，清华大学牵头，联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市第二中学、未来基因（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有

限公司和北京猿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的《青少年人工

智能核心素养测评》标准通过立项论证，正式立项（计划号：

JH/CAA 001-2024）。 

5、编制启动 

2024 年 2 月底，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组

织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市第二中学、未来基因（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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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力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家或名师共同启动标准编写工作，2024年

3 月完成编写工作提交学会审核。 

6、征求意见 

2024 年 9 月开始就标准内容征求社会意见。 

7、技术审查 

2024 年 11 月计划进行技术审查。 

8、报批发布 

2024 年 12 月完成全部报批流程并拟定发布时间。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依托专家指导和学术资料，保障用词用语和知识描述学

术严谨、专业。 

2、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严格执行各项保标准。 

3、依托国务院、教育部等国家机关或部委颁布的人工智能

及青少年教育相关文件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4、遵循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相关课程标准。 

5、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9802-2013《信息技术 学习、

教育和培训 测试试题信息模型》文件要求严格规范。 

6、适合中小学生学习成长规律。 

7、综合考虑全面覆盖全国中小学生。 

（二）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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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技术内容、适用范围及主要章节内容概述 

1、测评内容与核心素养模型 

“1”人工智能理论综合+“X”应用实践模块化测评体系 

“‘1’人工智能理论综合+‘X’人工智能应用实践”考核考

生对知识与技能、高阶思维、人机混合协同创新、智能社会责任

四个维度的理解程度。其中，理论综合泛指考生对人工智能与信

息素养知识、专业模块知识的客观考察。应用实践指根据应用实

践中每个模块的测评范围进行命题。 

“1”人工智能理论综合+“X”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所包括模

块见图 1。   

 

 

 

 

 

 

 

 

 

 

图 1 “1”人工智能理论综合+“X”应用实践模块化测评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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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全国范围内的 6-18 岁青少年。 

 

 

 

 

 

 

 

 

3、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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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 

本标准为针对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能力评定需求进行

立项，未考虑经济效益部分。 

 

（二）社会效益 

本标准为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和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和体系化的指导，帮助一线课程教学教研更具针对性、科

学性和严谨性，同时遵循国家人工智能基础人才培养和科技强国

战略目标要求，为青少年阶段人工智能核心素养基础建立提供参

考标准和辅助支持。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一）与国际、国外相关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项目是否有对应的同类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标准制

定过程中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 

本标准尚未有国际国外对应标准参考。 

（二）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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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项目是否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该标准项目与这些标准是什么关系。 

国内尚未有和本标准相关的其他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

准情况。 

本标准未引用参考国际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论证及立项过程未有重大分歧。 

八、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由立项单位根据运营要求，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实施

工作，依据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评

价方案设计。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