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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学校
创建标准对比评价表

一、创建标准对比表

内容
培育学校

（1年创建期）

实验学校

（2 年创建期）

示范学校

（每 3 年评估验收）

制度

保障

重视人工智能教

育发展，具有开展

人工智能教育的

明确意愿和规划。

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创

新思路，有明确清晰的人

工智能教育发展规划，建

立各项保障制度和措施。

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学校整体工作目

标和考核指标，定期表彰人工智能教

育活动优秀师生；学校人工智能教育

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机制完善。

条件

保障

具备开展人工智

能类教学活动的

教学设备、办公场

所和经费支持。

建设专用或兼用的人工智

能教育实验室，逐步配备

相关软硬件器材；人工智

能教育活动专项经费有保

障，逐年递增。

建设专用的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

构建了课程资源、实验硬件、网络

平台、学习空间等人工智能教育生

态体系；重视人工智能教育专项经

费的投入，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形

成多渠道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模式。

师资

保障

具有较好的人工

智能师资队伍，至

少有2名专职教师

参加创建活动。

组建至少 5 名专兼职的人

工智能师资团队，每年参

加省级或以上的培训/教

研活动至少 1 批次，不少

于 10 人次。

将人工智能教育的师资建设纳入

学校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组建至

少 10 名专兼职的人工智能师资团

队，每年参加省级或以上的培训/

教研至少 2批次，不少于 20 人次。

教学

教研

具备参与人工智

能类的课题研究、

课程开发、科技活

动等方面的能力

与条件。

选取 1-2 个年级开展人工

智能教育试点，并上好人

工智能教学课程；把人工

智能教育纳入教研范围，

成立 3 人以上的人工智能

教研组，创建期内完成至

少 1 项市级或以上的人工

智能教研课题。

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活动，开齐开足人工智能教学课

程，形成创新的教育理念、运作方

式和考核评价机制；把人工智能教

育纳入教研范围，成立 5人以上的

人工智能教研组，评估验收期内完

成至少1项省级或以上的人工智能

教研课题。

课程

开发

落实普及性的信息技术课

程中人工智能教学内容，

开设至少 3 项人工智能类

的拓展或选修性课程。

落实普及性的信息技术课程中人

工智能教学内容，开发至少 1套人

工智能类特色校本课程，开设至少

5项人工智能类的拓展或选修性课

程；人工智能教育课程体系中有完

善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方

法、教学器材和管理评价，形成以

本校人工智能教育特色项目为主

体的学校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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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组织

积极开展校园科技节、夏

冬令营、研学活动、展示

交流等人工智能类群众性

科普活动，师生参与率达

50%以上；成立人工智能类

科技社团或兴趣小组，加

强对特长学生的培养力

度；组织学生参加人工智

能类赛事或科普活动，取

得一定成绩。

积极开展各类人工智能群众性科

普活动，师生参与率达 80%以上；

成立人工智能类科技社团或兴趣

小组，占全校社团或兴趣小组总数

的比例不低于 20％，有计划有内容

有经费；每年至少 1次组织学生参

加重大人工智能类科技赛事或科

普活动，成果显著。

社会

影响
— —

重视学校人工智能教育的社会宣

传，积极引导师生家长参加社会实

践和社区科普活动；积极参与和承

担省内外重大人工智能教研或科

普活动；学校形成鲜明的人工智能

教育特色，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

力，起到辐射引领作用。

二、学校及教师权益表

内容
培育学校

（1年创建期）

实验学校

（2年创建期）

示范学校

（每 3年评估验收）

学校

权益

1.颁发培育学校证书；

2.专家团队指导或协

助学校开展校园科技

节等科普活动；

3.优先参加省级部门

组织的科普报告、教

研、研学、帮扶等活动。

1.颁发实验学校证书及

牌匾；

2.专家团队指导或协助

学校开展校园科技节等

科普活动；

3.优先参加省级部门组

织的科普报告、教研、

研学、帮扶等活动。

1.颁发示范学校证书及牌匾；

2.优秀学校有机会在培训、教研

等活动上作典型交流发言；

3.专家团队指导或协助学校开展

校园科技节等科普活动；

4.优先参加省级部门组织的科普

报告、教研、研学、帮扶等活动。

教师

权益

1.优先参加省级组织

的课题研究、交流培

训、教研研学等活动；

2.优先参加省青科教

协组织的全省优秀科

技辅导员评选活动。

1.优秀课题/教研成果

刊印或发表，作者优先

作典型交流发言；

2.优先参加省级组织的

课题研究、交流培训、

教研研学等活动；

3.优先参加省青科教协

组织的全省优秀科技辅

导员评选活动。

1.课题组成员授予“广东省人工

智能教研创新团队”称号；

2.优秀教师有机会成为广东省人

工智能教育专家团队成员，参与

创建活动评审、培训主讲等活动；

3.优秀课题/教研成果刊印或发

表，作者优先作典型交流发言；

4.优先参加省级组织的课题研

究、交流培训、教研研学等活动；

5.优先参加省青科教协组织的全

省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活动。



2025 年版

第 3 页 共 5 页

三、培育学校评价表（满分 100 分，合格 60 分）

项 目 指 标
评 价 标 准

评 分

一级 二 级 自评分 评价分

制度

保障

（10分）

重视支持

（3分）
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

创建计划

（7分）

具有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明确意愿

和规划

条件

保障

（20分）

教学设备

（8分）
具备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学设备

办公场所

（4分）
具有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办公场所

经费保障

（8分）
具有人工智能教育的经费支持

师资

保障

（20分）

师资队伍

（10 分）
具有较好的人工智能师资队伍

专业人员

（10 分）
至少有2名专职教师参加创建活动

教研

活动

（50分）

课题研究

（18 分）

具备参与人工智能类课题研究的能

力与条件

课程开发

（14 分）

学校具备参与人工智能类课程开发

的能力与条件

科技活动

（18 分）

学校具备参与人工智能类科技活动

的能力与条件

总 分

四、实验学校评价表（满分 100 分，合格 60 分）

项 目 指 标
评 价 标 准

评 分

一级 二 级 自评分 评价分

制度

保障

（10分）

理念思路

（2分）
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路

发展规划

（4分）
明确清晰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规划

制度保障

（4分）
建立各项保障制度和措施

条件

保障

（10分）

教学设备

（4分）

建设专用或兼用的人工智能教育实

验室，逐步配备相关软硬件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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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保障

（6分）

人工智能教育活动专项经费有保障，

逐年递增

师资

保障

（14分）

师资队伍

（5分）

组建至少5名专兼职的人工智能师资

团队

学习培训

（9分）

每年参加省级或以上的培训/教研活

动至少1批次，不少于10人次

教学

教研

（24分）

教学课程

（8分）

选取1-2个年级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试

点，并上好人工智能教学课程

教研组织

（6分）

把人工智能教育纳入教研范围，成立

3人以上的人工智能教研组

课题研究

（10 分）

创建期内完成至少1项市级或以上的

人工智能教研课题

课程

开发

（18分）

普及课程

（8分）

落实普及性的信息技术课程中人工

智能教学内容

特色课程

（10 分）

开设至少3项人工智能类的拓展或选

修性课程

活动

组织

（24分）

科普活动

（8分）
积极开展校园科技节等人工智能类

群众科普活动，师生参与率 50%以上

科技社团

（6分）
成立人工智能类科技社团或兴趣小

组，加强对特长学生的培养力度

科技竞赛

（10 分）
组织学生参加人工智能类赛事或科

普活动，取得一定成绩

总 分

五、示范学校评价表（满分 100 分，合格 60 分）

项 目 指 标
评 价 标 准

评 分

一级 二 级 自评分 评价分

制度

保障

（8分）

考核指标

（4分）

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学校整体工作目标

和考核指标

激励机制

（2分）
定期表彰人工智能教育活动优秀师生

制度保障

（2分）

人工智能教育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机

制完善

条件

保障

（8分）

教学设备

（3分）

建设专用的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构建

了人工智能教育生态体系

经费保障

（5分）

重视人工智能教育专项经费的投入，形

成多渠道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模式



2025 年版

第 5 页 共 5 页

师资

保障

（10分）

师资队伍

（4分）

人工智能教育的师资建设纳入学校重

要内容，组建至少10名专兼职师资团队

学习培训

（6分）

每年参加省级或以上的培训/教研至少

2批次，不少于 20 人次

教学

教研

（22分）

教学课程

（7分）

全校师生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活动，开齐

开足人工智能教学课程，形成创新的教

育理念、运作方式和考核评价机制

教研组织

（5分）

把人工智能教育纳入教研范围，成立 5

人以上的人工智能教研组

课题研究

（10 分）

评估验收期内完成至少1项省级或以上

的人工智能教研课题

课程

开发

（14分）

普及课程

（3分）

落实普及性的信息技术课程中人工智

能与编程教学内容

校本课程

（5分）
开发至少1套人工智能类特色校本课程

特色课程

（6分）

开设至少5项人工智能类的拓展或选修

性课程，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

活动

组织

（22分）

科普活动

（8分）
积极开展各类人工智能群众性科普活

动，师生参与率达 80%以上

科技社团

（6分）

成立人工智能类科技社团或兴趣小组，

占全校社团或兴趣小组总数的比例不

低于 20％，有计划有内容有经费

科技竞赛

（8分）
每年至少1次组织学生参加重大人工智

能类科技赛事或科普活动，成果显著

社会

影响

（16分）

社会宣传

（5分）

重视学校人工智能教育的社会宣传，积

极引导师生家长参加社会实践和社区

科普活动

承接活动

（5分）

积极参与和承担省内外重大人工智能

教研或科普活动

辐射引领

（6分）

形成鲜明的人工智能教育特色，在省内

外有一定影响力，起到辐射引领作用

总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