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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新要求

云太真

（上海政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院，上海 201701）
摘要：目前对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要求，主要是办公自动化、多媒体课件制作和电子数据资源查找等内容，这种以应用技

能为核心的信息素养的要求，已经落伍。人工智能时代，要求高校教师具备计算思维理念，能够使用Python写程序，具有

数据分析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计算机系统，并对教学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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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UN Tai-z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quirements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mainly office automation, multimedia
courseware making and electronic data resource searching. This information literacy requirement with application skills as the core
has fallen behind.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ge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have the concept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be able to write programs in Python, and have the ability of data analysi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omputer system and be practical for teaching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python; data analysi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当前，高校教师信息素养主要体现为办公自动化、多媒体

课件制作和电子数据资源的查找等内容上。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这些内容已显陈旧，无法应

对新时期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有必要对高校教师信息素养

提出新的要求[1]。人工智能时代要求高校教师除掌握上述内容

以外，还必须具备计算思维理念，学会Python语言，并能用Py⁃
thon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这对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都是实用

和有必要的。

1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不足

信息素养是高校教师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

代，对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20世纪 90
年代，高校教师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软件就算信息素养良好；

21世纪初，随着多媒体教学和互联网的普及，高校教师必须熟

练掌握课件制作，各种网络学术资源的查找；近几年来，随着硬

件性能的提升和算法的突破，部分人工智能技术突然达到了成

熟、实用的程度，人们就此来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就对高

校教师信息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2]。
2017年 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

求在高等教育中培养掌握“人工智能+”经济、社会、管理、标准、

法律等的横向复合型人才[3]。2017年以来，浙江、山东、江苏等

省份进一步将编程教育纳入高考体系，教育部出台《2017普通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教育标准[4]。因此，

新一代出生于数字化时代的大学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开始了人

工智能知识的普及，并经过了程序编写和数据分析的训练。因

此，传统的基于应用技能，尤其是以办公自动化、课件制作和网

络资料查找技能为核心的高校教师信息素养已显不足。

必须指出，传统的基于应用技能的信息化知识还很难学习

和掌握。经验发现，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教师刚开始去讲授《计

算机基础》往往就发现很有难度，因为计算机专业并不学习办

公自动化和多媒体软件操作，教师必须通过自学掌握以上内

容。而且，针对非计算机专业开设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对

这些软件的操作往往又考查得很细致，教师的计算机专业出身

对学习这些技能用处不大。主要原因是这些知识的内容比较

松散，主题不明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很差，学习这些内容

和计算机科学体系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此时教师难教，学

生学习也困难，必须通过反复做练习才能掌握这些技能。可

是，反复做练习只是一种应试训练，学习者只是靠做题目通过

了考试，这种学习不能增加对计算机的理解，经过反复训练产

生的应用技能不可持续，在工作实践中是不一定有用的。这种

方法过于重视实用性，急功近利，不考虑学习者和计算机技术

本身的发展，忽视了知识的理论性和整体性。斯金纳说过“教

育就是把学过的东西都忘掉剩下的东西”，基于应用技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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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是短视的。

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学习思路，要加强

理论性知识的学习，还要能用学到的理论性知识把相关内容的

知识点串起来，以取得长效的学习效果。本文提出，树立计算

思维的学习理念，掌握Python语言，并能用Python进行数据分

析，应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新要求。

2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信息素养新要求的内涵

本文提出的基于计算思维理念，掌握Python，并能用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是对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信息素养提出的新

要求。这种要求体现了计算思维的学习理念，以数据分析为目

标，能够学以致用，对不同专业教师的长期发展都是有益的。

学习一门程序设计语言，对有些专业的教师可能是困难的，但

Python语言比较容易入门，学了以后又容易与人工智能、计算

机原理、数据分析等内容相互连接，这对高校教师来说又是很

实用的。

要满足上述要求，首先要学习和掌握Python语言，包括基

本语法和基本数据类型，理解计算机程序的工作原理，理解数

据结构和算法的基本概念，能用Python语言编写一些实用性的

小程序，能够看懂别人的程序。这样，不仅掌握了语言本身，还

对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有了一定的深入理解。接着，需要学习和

了解Python扩展库，掌握应用方法，能够熟练应用数据分析的

几个扩展库，并能进行数据库可视化操作。

从内容上来说，这些要求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Py⁃
thon语言本身，主要包括Python基本数据类型、基本语法和一

些常见算法，还包括编写、调试和测试小程序的能力。第二部

分主要是Python扩展库和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扩展库的定义和

使用，数据分析的几个扩展库的结构、数据类型、使用方法等。

此外，感兴趣的人，还可以进一步学习网络爬虫、文件和数据库

操作等。这些内容在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动手操作实践并经常

反思，才能深入理解。

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广泛选择了Python语言，这不是偶然

的。虽然这种语言是解释型的，性能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有点

差。然而，Python语言的基本数据结构和语法的表现能力很

强，便于使用，初学者很容易掌握，容易写出正确的程序。同

时，这种语言的语法块度比较大，相对“高级”，用户使用几行语

句就可以实现其他语言较长代码才能实现的功能。以前工业

界流行的汇编语言、C、C++等语言虽然性能很好，但比较低级，

适合写系统程序，编译后直接在操作系统环境下运行，但操作

系统的环境非常复杂，程序要适应这种环境必须深刻理解操作

系统的工作原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学习难度，程序员通常要

花费长期的训练才能写出实用性的程序，代码调试也很困难。

Java和C#是建立在虚拟机上的程序设计语言，这就屏蔽了操作

系统的复杂性，降低了程序的编写和调试的难度，但这两种语

言也存在语法块度低的问题，程序代码要写很长才行，程序员

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Python语言同样也是运行在虚拟机

上的，同时还提高语法块度减轻了程序员的压力，这样初学者

就容易产生信心，学习曲线平缓[5]。Python已经是流行、通用的

程序设计语言了，可以用于各种用途。同时，世界上已经产生

了大量免费的Python扩展库和应用，非常实用。

人工智能时代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而来的，对海量数

据进行存储、整理、挖掘和分析是人工智能首先面临的挑战。

以前，面对类似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个应用软件来解决。然而，

大数据中的数据是有多种多样的格式的，而且这些数据广泛存

在于不同的位置，不可能存在某种应用软件来解决，必须由人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手段分别予以解决，应用软件的失

效了。人们需要掌握某种编程语言，用快速编写、简单、灵活性

的小程序来解决。

与其他程序设计语言相比，Python是一种开源的自由软

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生态圈，网上也出现了丰富的开源扩展

库，用途日益广泛[6]。使用Python语言进行数据处理的已经成

为实用和成熟的选择。

这样，学习Python进行数据分析，既可以掌握一门通用的

程序设计语言，深入理解计算机工作原理，学习了数据存储、整

理、挖掘和分析的技术，为教学和科研领域的应用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另外要注意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扩展应用也是建

立在数据分析的前提下的，这都是Python比较擅长的领域。

选择Python，是因为这种语言具有很多优势，这种语言

是开源和免费的，不用考虑经费和知识产权问题，许多人用它

开发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扩展库免费提供给大家。此外，

Python还是一门通用型的程序设计语言，可以广泛用于各种领

域。随着Python和数据分析的深入学习，还可以把人工智能纳

入学习和使用的范畴，Python有很多人工智能扩展库，可以直

接调用，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个学科，从事交叉学科的研

究。当然，这里我们的目的是学习数据科学，为各专业的实际

应用和学术研究提供支持，最终为教师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提

供支撑。

3教师信息素养新要求的目标和方法

本文提出的对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新要求，既包括理论要

求，也包括实用性的要求。理论要求是学习一门程序设计语

言，深入思考和理解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原理。理论上，深入思

考和理解计算机系统之后，学习应用软件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不再需要通过机械式的反复训练来学习应用软件的使用。

实用性的要求是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数据分析的

基本方法。当前，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都在使用数据分析的方

法，因为数据的分析和展示具有强大的证明和说服力。在许多

学科的研究手段里，数学分析甚至是最重要的研究手段。在很

多复杂系统中，主题明确的信息往往是不存在的，只有使用数

据挖掘的方法才能发现这些信息。

自学提高信息素养，学习计算机科学知识，不能死扣理论，

要充分利用理论指导实验，利用实验反馈深入理解理论。比如

要利用好解释器，通过解释器的反馈学习和掌握基本数据结

构、基本语法和流程控制结构，调试程序的方法和技巧等，刚开

始从小程序着手，从勉强可以运行的代码逐步到创建大一点的

程序，逐步改造自己得代码，最终能够写出规范可靠、清晰优美

的实用性程序，为后期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学习数据分析，要认真理解对应的数学概念，才能深入理

解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达成最终目标。重点是搞好操作应

用，最好先寻找一套图文并茂、实用性好的实验习题集，照葫芦

画瓢，先照着做一遍，增加感性认识再说。

在学习中，要注意平衡和掌握理论性知识和实用性知识的

关系，既可以按进度先学好、学明白编程语言，再学数据分析，

这也是通常采取的方法。也可以刚开始就把重点放在数据分

析上，熟练掌握数据分析以后，根据需要回顾学习程序语言中

难度较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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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注意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对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新要求，并不排斥传统

上对教师提出的信息素养的要求，办公自动化、多媒体课件制

作和网络资料查找仍然是教师必备的基本应用技能。不过，教

师认真学习 Python语言和数据分析，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之

后，反过来更容易学习和掌握前面的应用技能。

其次，学习Python语言和数据分析，最困难的不是中间的

学习过程。经验表明，最困难的往往是软件版本选择和安装、

开发环境的搭建等细节，建议刚开始要找人指导，一定要掌握

开发环境搭建的细节，反倒是后面程序设计的学习，自学的问

题不是太大。只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程序设计可能是最

便于自学的知识，因为计算机可以立刻给人反馈，而且非常明

确，不会给出模糊的答案。

对数据分析部分的学习，除了扩展库的安装刚开始需要指

导以外，后面的内容建议寻找一本内容详尽、图文并茂的好教

材学习，要注意教材支持的Python版本必须是Python3，Python2
已经停止支持，对汉语的支持不好，不建议使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Python创建了自由、开源、开放的生态

圈，具备各种各样的扩展库，很多功能只要调用现成的扩展库

就可以了。但对于初学者来说，找不到统一集成的开发工具，

可能会比较发懵，建议先从开发环境搭建做起来，先熟练掌握

一些最常用的开发工具和扩展库的下载和安装。

5总结

本文提出的基于计算思维理念，掌握Python，并能用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是对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信息素养提出的新

要求，是传统的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全面升级。这样的要求符

合高校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的双重属性，体现了

计算思维的学习理念，以学习程序设计语言为基础，以数据分

析为目标，在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都有实用性，对不同专业

教师的长期发展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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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本文对传统的 Fisherface人脸识别算法进行详细的分析，

总结出造成目前人脸识别率低，效率差等方面缺点的原因：一

方面是训练集的小样本事件，另一方面是样本的统计相关性。

针对小样本问题，采用了 LDA+ PCA 组合的两步人脸识别过

程，相当于对原始的样本数据进行两次投影变换。针对统计相

关性问题，主要采用将 LDA特征子空间与 PCA特征子空间融

合，使类内离散度最小而类间离散度最大，即PCA分块所用的

特征向量是相互正交的。为了提高识别率、增强其鲁棒性以及

减少算法的复杂性，这里对空间维数和采样维数给予一定的约

束，改进了其中的维数选择算法。最后，在ORL人脸库上进行

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识别能力较强，且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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