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课课程教学大纲（2017.6.30 版）

【电影中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ovies】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全校】

课程性质：【综合素质类选修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

使用教材：

教材【】

参考书目【明日的王者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中的信息科技 冯志刚，王麟 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人工智能在想什么 从科幻电影看 AI 未来 张鹂，周子奇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AI 苏醒：科幻电影的思想实验室 张鹂 新星出版社 2010 年 1 月】

课程网站网址：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人工智能电影跟人工智能研究之间其实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认为人工智能电影是大开

脑洞，更加写意，是对未来的幻想，而人工智能研究一般来说非常严谨，更加写实，这两者之间

好像是矛盾，但很多人工智能电影跟人工智能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年的很多的人工智能

幻想，在今天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所以人工智能电影其实是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方向起到很好

的引领作用，当然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其实也是人工智能电影的重要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激发同学们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思考，提高学习现有知识的积极性。

三、选课建议

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选。

四、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预期学习成果要可测量/能够证明）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能搜集、获取达到

目标所需的学习资

源。

引导学生查找相关

电影中提到的人工

智能新技术。

期末大作

业

1

LO212

2.能实施学习计划、

反思学习计划、持续

对相关电影中提到

的人工智能，列出

期末大作

业

SJQU-QR-JW-026（ A0）



五、课程内容

1、知识。记住所学材料，包括对具体事实、方法、过程等的回忆；可使用的描述动词：定

义、叙述、背诵等。例：匹配人工智能三大学派的名称和内容。

2、领会。领悟所学材料的意义，但不一定将其与其他事物相联系，可用描述动词：解释、

辨别等。例：概括木牛流马的故事。

3、运用。将所学概念、规则等运用于新情景中的能力，可以描述动词：计算、操作等。例：

描述机器视觉在生活中的应用。

4、分析。将整体材料分解成其构成成分并理解其组织结构，可用描述动词：分解、说明等。

例：让学生将《人工智能》的结构分解出来。

5、综合。将所学的零碎知识整合为知识体系，强调创造能力，需要产生新的模式或结构，

可用描述动词：创造、编写等。例：让学生设计出具有智能的机器人试验程序。

6、评价。对材料作价值评判的能力，包括按材料内在标准或外在标准进行评判，可用描述

动词： 评价、对比等。例：评价阿凡达的价值观。

六、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选填，适用于课内实验）

列出课程实验的名称、学时数、实验类型（演示型、验证型、设计型、综合型）及每个实

验的内容简述。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六、实践环节各阶段名称及基本要求（选填，适用于集中实践、实习、毕业

设计等）

列出实践环节各阶段的名称、实践的天数或周数及每个阶段的内容简述。

序号 各阶段名称 实践主要内容 天数/周数 备注

改进，并达到学习目

标。

学习过程，并不断

探索。

1.能够使用适合的工

具来搜集信息。

利用互联网搜索相

关电影中涉及的人

工智能背景知识。

期末大作

业

2 LO612

2.对搜集的信息加以

分析、鉴别、判断与

整合

对搜集到的人工智

能相关背景知识进

行整理分析，与电

影中的情节相比

较。

期末大作

业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必填项）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 次，无论是“1”、

还是“X”，都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

少采用纸笔测试，较多采用表现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

小组项目报告、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

卷考、工作现场评估、自我评估、同辈评估等等。一般课外扩展阅读的检查评价应该成为“X”

中的一部分。

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的内容、次数及比例。

撰写人：彭青松    系主任审核签名：戴智明 
审核时间：2023.2.18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论文 50%

X1 课堂学习 10%

X2 章节测验 20%

X3 课外扩展阅读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