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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

快速发展并在诸多领域开始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深刻

改变了人类与社会互动的能力和角色，成为引领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并对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以及教育变革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技术趋势迫切要求我们重

新审视和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核心“素养”概念，并

将“人工智能素养”（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或称 AI 素养）这一新概念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不

断深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推动公民人工智能素养

的提升。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才能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在新

一代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确保人类社会实现

长期安全稳定发展。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世界许多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等围绕人工智能素养提出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指导性文件。2024 年 9 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面向全球发布了《教师人工智能能力

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与《学

生 人 工 智 能 能 力 框 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students）两份指南，旨在帮助各国和地区在未来

更好地将 AI 素养融入现代教育发展体系中。与此同

时，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素养

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系统梳理国内外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素养”的研究

现状，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研究的规律与趋势，

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人工智能素养概念辨析
关于人工智能素养这一概念的探讨，并不是近年

来新生的话题，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外一些专家

学者便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1972 年学

者 Agre 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从业人员的视角出发，

提出并初步探讨了人工智能素养这一基本概念。①但

是，由于当时人工智能技术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对

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未在广泛领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所以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外的相关学者

或研究人员通常还是将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一些核心素

养要求和要素视为信息素养的组成部分，进而放置于

信息素养或数字素养的基本概念之下加以理解。伴随

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对人类社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素养日益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概

念得到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2015 年，Konishi 在 一 篇 网 络 文 章 中， 使 用 了

AI 素养的概念，强调这种素养不仅是对技术的掌握，

更是一种思考和应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能力。②2016 年，

Kandlhofe 等人在其相关研究成果中，将人工智能素

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了总体阐述和分析，并强

调了人工智能素养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③ 2019 年

3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教育中

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其中提到

计算思维已经成为学习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掌握

的关键能力之一，并将其列入数字化能力框架。④

在此之后，Dai 等学者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维度，指出

人工智能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用于获取和使用人工

智能知识和相关技能的一种基本能力。⑤ Long 等将

人工智能素养作为一组能力，从人工智能定义以及

工作原理、如何使用和看待人工智能四个维度进行

阐述⑥，指出人工智能素养指的是个人在各种场景批

判性地评估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有效沟通和互动

并应用于学习的能力，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和

能力，以及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态度和道德

的结合。⑦ Hermann 从五个维度对人工智能素养进行

了较为完整的解读，这五个维度涉及的核心内容分别

是：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收集、数据的整理创造和传

播、自我思想和行动的掌控能力、人工智能对偏见内

容的敏感性、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等。⑧ Kong 等学者

强调了人工智能素养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分别是对

于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认知、通过人工智能概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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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物评价、通过人工智能概念来解决问题和理解

真实世界。⑨ Laupichler 等学者强调人工智能素养是

能够理解、使用、监控和批判性地反思人工智能的

能力。⑩ Ng 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素养是能够基于效

率和道德的基础上来应用人工智能的一种观念、能

力和素质的集合。11 Carolus 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

素养主要体现为一种能够以自主和理性的方式与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互动的能力。12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委

员会（NAIAC）认为人工智能素养应当是对于人工

智能的优点、风险、机遇以及其对于日常生活影响

方式的理解。13

与国外较早关注和开展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相比，

受到历史发展环境和技术发展状况等要素的影响，

国内对于人工智能素养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起步较晚。

2003 年，张剑平在探讨人工智能教育时，通过对国

内外人工智能教育基本现状的对比分析，较早地探

讨了人工智能对于学生素养提升的重要价值，并提

出“应当在现有的中学信息技术课程体系中增加人

工智能课程”。14 在此之后，国内学者关于人工智能

的探讨逐步增多，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人工智

能素养进行了解读。由布西从教育科研项目和学生

毕业设计项目出发，探讨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形

成途径，并指出这是一种传统机器思维向抽象和自

动化思维的转变。15 新时代以来，伴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

培养等诸多维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对于人工智

能素养的研究和探讨迅速增多。汪明认为人工智能

素养是确保学生适应并超越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素

养，主要体现为集智能知识、智能能力、智能情意

与智能伦理于一体的多维复合结构体。16 李湘认为，

人工智能素养包含人工智能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

是指智能时代中能承担社会生产需求和促进个人成

长的素质与能力。17 黄熙婷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素

养是一种集人工智能意识、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

能能力、人工智能伦理为一体的综合素养。18 北京师

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课题组认为，AI 素养应当包括：

AI 认知、AI 能力、AI 安全与伦理。钟柏昌等学者从

哲学认识论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把握了人工智能

素养的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

与思维”的动态转化过程；情感作为源于认知过程

的情绪化体验，不仅涵养了知识建构与思维发展的

过程，也是人类获得道德观念的根据和渊源。19 邓涵

文等学者从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素养的内涵变化出发，

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素养体现为信息素养、教

育伦理和隐私保护意识、强适应性与学习能力、国

际化和跨文化能力等多方面的集合。20

综合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表 1），与传

统的核心素养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相对稳定性

相比，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动态化特质。其既有传统智能

素养的普遍性要求，又具有技术发展的时代化特征。

虽然相关学者对于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和外延有着

不同的解读视角和理解维度，但是逐步形成的一个

普遍共识是人工智能素养已经不仅仅包含知识和技

术本身，而是逐步成为一个包括知识、技术、情感、

伦理等多个维度和要素在内的综合性概念。这也进

一步凸显了在新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高度关注人

工智能素养的重要性。

二、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与测量
伴随着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不断深

化，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维度得到逐步优化，并初

步建立起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或

测量框架，为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

重要帮助。

（一）国外人工智能素养指标体系研究

Long、Magerko 等学者从使用者和人工智能技术

互动的角度出发，从基本认知、知识理解和人工智能

使用等三个核心维度，提出包含 17 项要素的 AI 素养

能力框架。21 Wilson 等学者基于学习进阶理论及社交

网络观点，制定了 KSAVE 信息技术与通信（ICT）素

养模型，这一模型重点从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

和伦理等维度对人工智能素养展开测量。22 Heyder、

Posegga 等学者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功能属

性、道德属性和价值属性等几个核心维度，进一步

区分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核心构成要素。23 Chiu 等学者

从技术、作用、伦理、协作和自我反思等五个核心

维度着手提出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体系。24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从知识、理解、技能和价值观四大核心

维度界定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范畴。25 2024 年 9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

与《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两个指南中得到了进

一步体现（表 2、表 3）。

（二）国内人工智能素养指标体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立足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现状和公民素养建设现实需要，逐步研究和提出了

人工智能素养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2018 年艾伦从

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核心素养培养角度出发，深入

探讨了中小学生人工智能课程核心素养教学目标与

内容（中小学生人工智能课程标准框架），包括三个

维度：文化基础（人与工具）、自主发展（人与自己）、

社会参与（人与社会），以及六大核心素养内容：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26 这一研究对人工智能素养培养的系列核

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受到了学界的广

泛关注。2020 年侯贺中等学者结合人工智能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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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要求和课程内容，从七个维度建构了人工智能素

养的金字塔模型。在此基础上，2022 年张银荣等学

者立足于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基于对当前人工

智能技术和学校人才培养基本现状的分析，从 AI 知

识、AI 能力、AI 伦理等三个核心维度设计了人工智

能素养指标体系。杨鸿武等学者基于国际技术与工

程教育家协会（ITEEA）发布的《技术与工程素养标

准：技术和工程在 STEM 教育中的作用》STEL 27 素养

标准，提出了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背景下的人工智能素养框架。这些研究成果既具有

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也具有较高的实践应用价值，

受到了学界比较广泛的关注。

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于人

工智能素养评价而言，不仅需要关注素养建构的起

点水平（即知识），也需要关注素养建构的高度（即

思维，这里特指具有‘人工智能领域特定性的思维’），

更需要关注素养建构过程的温湿度状态（即情感，这

里特指具有‘人工智能’领域特定性的情感）”。28

尹开国参考国际主流评价体系及 KSAVE 模型，提出

了包括五个核心维度的人工智能素养框架。郭亚军

等学者从认知、技能和实践三个维度建构了人工智

能素养评估标准，强调“在认知层面，强调对 AI 的

表1  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素养基本概念的理解

出处 年份 主要观点

Konishi 2015 人工智能素养不仅是对技术的掌握，更是一种思考和应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能力。

Kandlhofe 2016 人工智能素养是不同产品、服务背后 AI 基本技术和概念应用的能力。

UNESCO 2019 AI 核心素养包括理解 AI 如何收集、清理、操作、分析数据以及 AI 算法如何在数据中找到模式和联系的能力。

Dai 2020 人工智能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用于获取和使用人工智能知识和相关技能的一种基本能力。

Long 2020
人工智能素养是个人在各种场景批判性地评估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有效沟通和互动并应用于学习的能力，
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态度和道德的结合。

Hermann 2021
人工智能素养包括：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收集、数据的整理创造和传播、自我思想和行动的掌控能力、人工
智能对偏见内容的敏感性、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等。

Kong 等 2021
人工智能素养包括：对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认知、通过人工智能概念作出事物评价、通过人工智能概念来解
决问题和理解真实世界。

Laupichler 等 2022 人工智能素养是能够理解、使用、监控和批判性地反思人工智能的能力。

Ng 等 2022 人工智能素养是能够基于效率和道德的基础来应用人工智能的一种观念、能力和素质的集合。

Carolus 2023 人工智能素养主要体现为一种能够以自主和理性的方式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互动的能力。

NAIAC 2024 人工智能素养是对人工智能的优点、风险、机遇以及其对于日常生活影响方式的理解。

李湘 2021
人工智能素养包含人工智能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是指智能时代能承担社会生产需求和促进个人成长的
素质与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课题组

2023 AI 素养包括：AI 认知、AI 能力、AI 安全与伦理。

黄熙婷等 2024 人工智能素养是一种集人工智能意识、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能力、人工智能伦理为一体的综合素养。

邓涵文等 2024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素养体现为信息素养、教育伦理和隐私保护意识、强适应性与学习能力、国际化和跨文化
能力等多方面的集合

表2  《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

能力层面
能力等级

获取 深化 创造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意识 人类能动性 人类责任 人工智能社会的社会责任

人工智能伦理 基本伦理原则 安全负责的应用 合作制定伦理规则

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 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基础 应用技能 用人工智能创作

人工智能与教学法整合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 人工智能与教学整合 人工智能支持教学法变革

人工智能支持教师专业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终身专业学习 人工智能增进组织学习 人工智能支持专业能力跃迁

表3  《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students）

能力层面
能力等级

获取 深化 创造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意识 人类能动性 人类责任 人工智能社会的社会责任

人工智能伦理 基本伦理原则 安全负责的应用 合作制定伦理规则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基础 应用技能 用人工智能创作

人工智能系统设计 问题范围的界定 框架设计 迭代和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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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理解；在技能层面，掌握 AI 的知识和技能；

在实践层面，关注 AI 的评估和创造”。29

（三）针对特定群体的人工智能素养测评研究

除前述指标体系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和相关

学者针对特定群体提出了人工智能素养框架体系，

为相关群体的人工智能素养测评和提升提供了重要

参考。例如：2017 年欧盟出台了《欧盟教育工作者

数字胜任力框架》，2022 年欧盟进一步完善相关政

策要求，发布了《教育者人工智能及数据教学应用

伦理指南》，并提出了“教育者 AI—数字胜任力参

考框架”。30 近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

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与《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

进一步从教师和学生两个维度，提出了较为完善的

人工智能素养框架体系。国内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

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胡小勇、徐

欢云等学者“以教师角色重塑为核心基点 , 以学习

文化、社会活动文化、技术文化为境脉 , 构建了包

含知识基础层、能力聚合层、思维支撑层、文化价

值深化层的 K-12 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结构模型”31 ；

范建丽、张新平等学者基于胜任力理论，建构了“由

数智意识及观念、数智知识与技能、高阶数智思维

能力、数智教学应用能力、相关人格特质 5 个一级

指标和 25 个二级指标所构成的教师数智胜任力模

型”32 ；郑智勇、宋乃庆等学者建构了“包括智能

教育意识、智能教育知识、智能教育技能、智能教

育伦理 4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44 个观测

点”33 的中小学教师智能教育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梁林梅等学者在国内外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及学术界

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人

工智能意识与态度、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人工智

能 思 维、 人 工 智 能 赋 能 应 用 和 人 工 智 能 伦 理 ” 34

5 个核心维度建构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框架。北京

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课题组认为，青少年 AI 素

养包括：AI 认知、AI 能力、AI 安全与伦理。AI 认

知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信息意识、注意力管理、

信息搜索利用、信息分析评价；AI 能力包含两个维

度，分别是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AI 安全

与伦理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信息价值认知与行为。35

三、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人工智能素养研究，不仅是当前国内外学界面

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更是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方

式和手段不断提升和加强的重大实践问题。从国内

外关于人工智能素养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学者带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当前人工智能素养培养的基

本现状、重点难点、实践路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

的借鉴和参考。

（一）教师群体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主体，其自身人

工智能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教

学的质量和水平，所以关于教师群体人工智能素养的

研究成为当前学界的重要关注点。刘斌立足我国人工

智能教育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

基本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从“政策引领、系

统推进、多方支持、自主发展”36 四个关键方面推动

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王丹从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

育素养转变的视角出发，强调了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教

师教育素养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并指出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教育素养应当是“智能化和人性化的统一，可划

分为以智能技术为工具、以智能应用为路径、以智能

人才培养为目的三个层次”37 ；胡伟提出了教师人工

智能素养培养的三个核心维度，分别是“人工智能知

识、人工智能技能、人工智能态度与伦理”38 ，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 12 个二级要素。可从政府、

学校、教师自身三个层面大力促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的生成与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

能力框架》中，从“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人工

智能伦理”“人工智能基础和应用”“人工智能教

学法”和“人工智能专业学习”五个方面，在习得、

深化和创造三个等级维度下，概述了包括社会责任

和应用技能等在内的教师应具备的 15 项能力。39 这

两个重要指南的发布，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人工智

能素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对于推动

各国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生群体的人工智能素养培养与提升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广大学生群

体既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也是未来人工

智能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立足学生群体做好人

工智能素养培养，对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为此，许多学者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群体

人工智能素养培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侯贺中等学者通过对我国中小学教育现状和相

关政策体系的系统分析，指出在现行的教育背景下，

我国尚未制定符合现实需要的基础教育阶段人工智

能课程标准，“目前的课程基本由人工智能教育组

织根据自己的理解独立开发，这也导致了部分人工

智能课程的内容不适合基础教育，但是智能素养的

培养不能仅靠企业以及学校教育，更需要国家、学

校、企业三方相互配合”40 ；王奕俊等学者从高等院

校人工智能教育的基本现状分析出发，强调做好高

等院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内容开发和教育体系建设，

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在此基础上，“从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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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意识、人工智能伦理和人工智能思维等五

个维度构建高等院校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内容体系，

并提出高等院校发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理路”41 ；

康娜等学者聚焦医学生群体，从认知、动机、知识、

技能、思维等五个核心维度提出了医学生人工智能

素养培养的核心要素和实践路径42 ；2024 年 8 月 16

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素

养》一书在第八届中国计算机学会职业教育大会的

AIGC 赋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论坛上正式发布，该书

提供了 37 个任务，涵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应

用场景、提示词设计、文案生成、AI 绘画、AI 视频、

AI Agent 等内容的核心知识和技能，对于我国相关领

域教育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3 本次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定

义了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和价

值观。该框架以增强人类能动性、遵循以人为本、促

进可持续发展、确保包容性和促进终身学习为原则，

采用二维矩阵的方法，构建了涵盖以人为本的思维方

式、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以及人工智

能系统设计 4 个能力维度，横跨理解、应用和创造 3

个能力等级的 12 个人工智能能力模块。”44

（三）其他群体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除了广大教

师和学生群体之外，许多行业和领域的不同群体接

触和应用人工智能的频次迅速提升。这些不同群体

人工智能素养的高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工作效率

和工作质量，为此围绕其他主要群体的人工智能素

养研究也在不断增多。

于洋等学者聚焦于社区医院全科医生这一与民

生领域密切相关的关键群体，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

指出“社区医院全科医生人工智能素养受到技术、

经济、政策、主体、客体和组织多方面的影响，要

发挥技术和政策要素的根本动力作用，重视组织效

能和经济效益的系统连锁反应，支持引导医生进行

人工智能技能学习，从而实质性提升社区医院全科

医生人工智能素养”45 ；李智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

方式，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对翻译工作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并提出通过人工智能素养提升，促进我国

对外工作的方式方法改进；46 吴若航等学者从图书馆

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视角出发，指出图书馆要顺应

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要求，通过“AI 读物供给、AI 通

识教育、AI 阅读推广、AI 应用供给、AI 实践教学、

AI 实践辅助”47 等多个维度共同着手，建构符合现代

教育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体系；蔡迎春、虞

晨琳等学者从科研人员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

时代对科研人员的日常科研工作带来的模式转变和

新的条件依托，提出要从人工智能素养培养着手提

升跨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强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

仅关注教育对象对 AI 的知识理解，注重实践能力的

培养以及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育等，还需要关注跨

学科思维及情感联系的教育”。48

四、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未来趋势
通过应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所开发

的 CiteSpace 软件，对有关“人工智能素养”的学术

研究成果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并以可视化的形式展

现学界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动态。中文文献以中

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来源，以“人工智能素养”

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进行去重处理后共得到有

效文献 327 篇。英文文献以 Web of Science（WoS）

作为数据来源，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作

为检索主题词，在 SSCI 期刊论文中进行索引，进行

去重处理后共得到有效文献 1350 篇。本文对所选取

的样本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关键词出

现的频次揭示当前对于数字素养的研究热点。在通

过 CiteSpace 软件设置呈现阈值并选择 LLR 算法之后，

中文关键词共现可视化结果见图 1，英文关键词共现

可视化结果见图 2。图中节点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出

现频次，次数越多圆圈越大；节点间连线粗细代表

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关联强度越高线条越粗。

图1  国内“人工智能素养”研究关键词共现结果

国内学界对“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热点关键

词的前 10 名分别为人工智能（187 次）、核心素养（58

次）、信息素养（35 次）、数字素养（24 次）、智能

素养（14 次）、计算思维（11 次）、师范生（10 次）、

信息技术（10 次）、大学生（8 次）、提升路径（7

次）。国外学界对“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热点关

键 词 前 10 名 分别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455次）、

AI literacy（133 次）、Machine learning（78 次）、Digital 

literacy（61次）、Health literacy（51 次）、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36 次）、Generative AI（35 次）、

Higher education（28 次）、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28

次）、AI education（2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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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国内外有关数字

素养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图谱，关键词时区图谱清晰

地显示出在不同时间段内国内外研究热点的分布以

及随时间演变的发展趋势（见图 3、图 4）。从图中

可见，从 1992 年开始，国外学者对人工智能的相关

研究便开始大量出现，从 2005 年开始，信息素养、

数字素养等概念成为国外研究的热门话题。我国在

该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 2008 年开始，人工

智能和信息素养逐步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在此之

后相关研究的数量日益增多。

重于人工智能素养的理论阐释，也日益注重人工智

能素养的科学评价和培养实践，为后续相关理论研

究和实践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研究维度和研究视角日益呈现出多元化、

分众化和国际化的趋势。特别是对于教育领域人工

智能素养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

话题，相关学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均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和探索，为提升青少年学生和教师群体的

人工智能素养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是，与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相比，

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与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相比，近年

来我国学者虽然对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重视程度在

不断提高，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全民人工智能素养

的理论观点，但是总的来看，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

仍然更多集中于教师、学生等主要群体，对于其他

不同群体的人工智能素养研究总体还相对较少。

二是虽然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推动

建构符合我国需要的人工智能素养测评指标体系，

但是相关研究仍然较多停留在概念解读或面向特定

情景和主体研究维度，尚缺乏面向本土化发展的综

合性人工智能素养测评指标体系。

三是关于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理论视角、学科

视野等有待于进一步拓宽，研究的方式方法有待进

一步创新和优化。

四是关于人工智能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的国际间合作力度还相对不足，人工智能带来的“鸿

沟”愈发明显地展现出来。

结合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在未来

关于人工智能素养的研究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

当成为重点的努力方向。

（一）开展全民人工智能素养研究

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已经

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符合长期发展需要的重要

工作。国外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一些国家也开始从国家维度

图2  国外“人工智能素养”研究关键词共现结果

图3  国内“人工智能素养”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图4  国外“人工智能素养”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素养

的关注点不断提升，取得了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

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得以不断丰富和

深化。主要表现出三个典型特点。

一是对人工智能素养的研究呈现为一个动态性、

渐进性的过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

产生的社会影响不断加深，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素养

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化，并日益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相

关领域研究关注的前沿方向。

二是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相关研究不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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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计划和方案。面对

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国也迫切需要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一步加强全民人工智能素

养的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各维度共同着手做

好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工作。

（二）建构本土化的人工智能素养测评指标

体系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层影响，我国在未来的

研究过程中，迫切需要在进一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

同时，立足我国发展实际和现实需要，从不同主体的

实际需要着手，建构具有较高科学性、可行性的综合、

动态、高效的人工智能素养测评指标体系。

（三）推动人工智能素养学科融合研究和方法

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影响程度的

深化，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局限于技术维度本身，而

是成为一种涵盖诸多领域和学科范畴的综合性存在。

这就迫切要求相关学者转变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思维

定式，进一步提升对学科融合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升融合研究的系统观念和实践本领。在既有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与信息技术、心理学、社会学、

法学、伦理学等学科间的协同与融合，以形成对人工

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素养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从而更

加深刻地揭示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

本质，以及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影响，

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创新人工智能素养研究的

方式方法。善于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实

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素

养研究的深度和质量。

（四）加强人工智能素养国际合作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素养是关乎共同所有

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加强国际间合作交流共同

促进各国公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和教育资源交流合作。具

有技术优势的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等要发挥好建设

性作用，积极向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

援助，推动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设施。通

过国际平台、合作项目等，共享人工智能教育资源，

提升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水平，不断消除

智能鸿沟；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标准和指标体系

合作研究力度，共同设置跨国伦理议题，在国际合

作中寻求跨国技术共识和伦理共识，为维护全人类

共同利益作出更大贡献。

五、结语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层次影响

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

在经济、文化、教育、伦理等多个领域引发了深层次

变革，深度解构着传统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人工智

能已经不单纯是一种信息技术系统，而日益成为一种

社会技术系统。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能

会超越人类的认知极限，使得人与技术、人与人本身、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状态和存在样态发生颠覆式

重构，并最终导致全新的社会结构和人类生存发展模

式。这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既是宝贵的机遇也是前所

未有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如何真正坚持 “以人为

本”的根本原则、实现人对于技术和资本的有效规制、

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等都是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并认

真面对的重大课题。这就更加迫切要求我们深刻把握

人工智能素养的技术、安全、制度、伦理等多个核心

维度，从思维和认知转变出发，形成对于人工智能

的客观认知和理解，进而在具体应用和实践探索中，

提升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掌控能力。在此基础上，

坚持外在约束与内在驱动相结合，不断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设计，明晰并强化数智时代不同主体的社会

责任。最后，以各不同主体人工智能素养的全面提升，

逐步实现对技术的有效驾驭和创新创造，确保人类

社会安全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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