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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科核心素养

①能够敏锐感觉到信息的变

化，分析数据中承载的信息。（信息

意识）

②能够采用计算机可以处理

的方式界定问题、抽象特征、建立

结构模型。（计算思维）

③通过评估并选用常见的数

字化资源与工具，有效地管理学习

过程与学习资源，创造性地解决问

题。（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④对信息技术创新产生的新

观念和新事物，具有积极学习的态

度。（信息社会责任）

 ● 教材分析

本节课出自教育科学出版社出

版的《必修1 数据与计算》第五章

第二节，是必修1的收尾篇章，主要

介绍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概念、应

用领域、发展新趋势以及在信息社

会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呈现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趋势，也为

了给选修课程“人工智能基础”做

铺垫，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相关内

容，笔者设计了情感分析这一项目

教学：以如何使机器读懂人的情感

态度作为线索，整合机器学习流程

和Python编程生成技术；以完成

情感分析项目为目标，形成相应知

识结构，提高学生分析应用能力及

核心素养。

 ● 学情分析

从知识技能看，学生已掌握

Python基础语法，会用Python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从思维能力看，

学生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与分析能

力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从生活经验

看，学生在生活和影视作品中经常

接触到人工智能，渴望了解人工智

能背后的工作原理。

 ● 教学目标

了解机器学习流程，根据需

求对项目进行改进；利用第三方库

SnowNLP进行模型训练解决问

题；能够根据情感分析过程，使用

Python完善部分核心代码；树立利

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观念。

 ●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根据机器学习流程，利

用第三方库SnowNLP进行模型训

练解决问题；体验人工智能解决问

题的一般流程。

难点：能够使用Python完善

部分核心代码的编写与调试；理解

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初步理解贝

叶斯算法的基本原理。

 ● 教学过程

1.情境导入

师：我们在网购时通常会将商

品评价作为判断商品质量优劣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有时商品

评价过多，要把所有的评价内容都

看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要是

情感分析，让机器更懂你
—《探究人工智能》教学设计

张云涛 翟楠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摘要：作者通过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场景，以人工智能应用为导入，确立了项目目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并

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学过程，逐步引导学生开发出相对完善的情感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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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计算机帮忙分析商品评价，我

们的购物体验就会变得更加轻松。

那么，计算机可以区分某条评价是

好评还是差评吗？计算机能够理解

商品评价中的人类情感或态度吗？

设计意图：用学生较熟悉的网

络购物作为问题导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为整节课的学习做好铺垫。

2.情感分析初体验

师：让我们借助百度AI开放平

台的情感分析功能模块，来体验利

用人工智能让计算机对文本进行

情感倾向性判断。

学生打开百度AI开放平台，找

到情感分析模块，任意输入语句，

观察机器判定结果。根据结果，体

验计算机的情感判定得分是否准

确，并进一步思考讨论如何让计算

机理解人的情感或态度。

设计意图：以人工智能应用作

为导入，关注信息技术发展新动向，

确立实用又有趣的项目目标，激发

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3.项目分析

师：刚刚的体验，同学们产生了

很多疑问，现在思考并分组讨论以

下几个问题—如何让计算机像人

一样理解语言中的情感倾向？人类

天生就拥有理解情感的能力吗？可

否借鉴人的学习过程使计算机具

备情感分析能力？

学生通过头脑风暴，分析出

人的学习过程：对知识经验进行归

纳，得到规律，应用规律解决新问

题；通过分析人的学习过程，理解

机器学习流程。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问题链，

寻找项目解决思路—类比人的

学习过程，理解机器学习流程。

4.情感分析工具开发

师：厘清了利用机器学习进行

情感分析的一般流程，下面我们借

助Python第三方库SnowNLP来制

作一款个性化的情感分析工具。

SnowNLP情感分析是一种基

于中文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它的原理是抽取文本中的词语，判

断出其情感特征，并结合句子的构

建，判断出整段文本的情感倾向性。

它是一种基于统计学习的情感分

析，需要用到机器学习的算法，将文

本中的数据集先做情感标注，以此

作为样本数据去训练模型，再用训

练好的模型去判断新的句子的情

感是“正向”情感还是“负向”情感。

任务一：SnowNLP的简单

使用。阅读图1所示的代码，学习

SnowNLP的核心应用代码。

调试运行上述代码，观察情感

分规律：情感分是位于区间（0，1）的

一个小数，越接近1说明越偏向正

向情感，越接近0说明越偏向负向

情感。

通过任务一的测试，有的学

生觉得程序做出的情感得分比较

准确，有的学生则觉得这个情感得

分准确性不尽如人意。原因是由于

SnowNLP语料库没有经过专门的训

练，对一些特定领域的文本分析不

准确，所以需要事先对其进行有针

对性的训练，向其投喂经过标注的

训练数据，之后再用训练好的模型

进行测试，就能有效提高准确性。

设计意图：学会使用SnowNLP

进行简单文本的情感分析，初步体

验情感分析过程，并掌握情感分析

计算的关键步骤，在测试过程中发

现新问题，思考原因并寻求解决方

案，为提高准确率做铺垫。

5.完善情感分析工具AI1.0

师：虽然我们学会了使用

SnowNLP对文本进行情感倾向

的判断，但是有的同学发现一个问

题—由于模型未经专门训练，对

测试文本的情感得分不够准确。下

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对初代人

工智能工具进行训练，以提高其情

感倾向判断的准确率。

任务二：SnowNLP的模型训

练。首先要告诉计算机哪些文本的

情感倾向是正向的，哪些是负向的，

这个过程叫做样本标注。请对样本

数据进行人工区分，从而形成正向

和负向训练样本，分好类的评论分

别存放在pos-lock.txt（正向样本）

和neg-lock.txt（负向样本）中，并通

过如下页图2所示的代码，将其投喂

给人工智能工具，以对其进行针对

性的训练，形成新的情感分析模型。

之后用新模型进行文本测试，观察

情感判断的准确率是否有所提升。

from snownlp import SnowNLP
txt=input(“请输入测试文本：”)
s=SnowNLP(txt)
print(“文本的情感得分为：”, s.sentiments)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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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资源，总结得出机

器学习的一般流程：导入样本数

据—训练分类模型—对目标

文本进行情感分析。通过测试，掌

握提高准确性的方法，即使用更加

丰富的训练样本进行模型训练。

设计意图：让学生明白人工智

能的学习过程与人类学习过程的相

似性，初步理解使用人工智能进行

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过程，

同时理解SnowNLP模型训练的代

码，为进一步优化升级做准备。

6.升级情感分析工具AI2.0

师：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面对的

可能是通过爬虫程序自动获取的

大型文本集合，AI1.0需要一句一

句输入测试文本，它在处理这种大

型数据时的分析效率明显偏低，难

以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如何提

高效率，实现程序自动化遍历文本

数据集合，并自动统计情感倾向，从

而直接给出最终结论呢？

任务三：SnowNLP的综合应

用。假设你现在想购买一款智能门

锁，货比三家，最终你锁定了某品

牌的一款智能门锁，为了更准确地

了解该商品，用爬虫程序搜集了大

量关于该商品的评价，存放在Excel

电子表格文件中。接下来，能否利用

情感分析工具自动完成该商品评价

的分析处理工作，并最终给出购买

建议呢？

通过分析新的问题，确立改进

方案：①增加读取Excel文件的功

能，从而可以遍历所有评论内容；

②使用SnowNLP对每条评论做出

情感倾向的打分，并自动统计好评率

（正向情感的评论数量在总的评论

数中的占比），具体代码如图3所示。

以此，作为购买建议的重要依据。

另外，为了保证准确率，在正式

运行之前，还要选取一部分数据进

行测试。

设计意图：本环节以SnowNLP

的使用方法为内核，以实际需求为

外延，通过活动串，让学生在人工智

能情感分析系统的完善与应用的

过程中，进一步理解人工智能情感

分析的原理，掌握利用人工智能工

具处理信息的一般流程。

7.项目评价，总结提升

教师指导学生填写项目评价

表，组织学生对项目改进方案、情

感分析应用领域进行交流，揭秘情

感分析背后的技术原理：数据获取

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条件概

率、贝叶斯分类。

设计意图：诊断目标达成度，

对学科核心素养达成情况进行评

价；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如何从

技术中来再到场景中去。

 ●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人工智能应用作为

from snownlp import SnowNLP
from snownlp import sentiment
import os
#读取已经分好类的训练数据，训练分类模型
sentiment.train(‘样本数据/neg-lock.txt’, ‘样本数据/pos-lock.txt’)
#保存分类模型
data_path = os.path.join(os.path.dirname(os.path.abspath(__file__)),                         ‘sentiment-
lock.marshal’)
txt=””
while txt!=”q”:
txt=input(“输入测试文本（按q键退出):”)                       
s=SnowNLP(txt)
print(s.sentiments)

图2

import pandas as pd
from snownlp import SnowNLP
from snownlp import sentiment
from openpyxl import load_workbook
import os
#读取已经分好类的训练数据，训练分类模型
sentiment.train(‘样本数据/neg-lock.txt’, ‘样本数据/pos-lock.txt’) 
#保存分类模型
data_path = os.path.join(os.path.dirname(os.path.abspath(__file__)),
‘sentiment-lock.marshal’)
#读取目标数据
text = pd.read_excel(‘lock.xlsx’)
#text0读取text数据框的第0列的所有数据，即评论内容
comment=text.iloc[:,0]
#准备存储机器分析结果
result=[]
#对评论内容逐条打分，存入列表score
score=[SnowNLP(i).sentiments for i in comment]
m=0                         #准备存储正向评论数
for i in score:
    if (i>=0.5):
        result.append(‘正向’)   #情感分大于0.5为正向
        m=m+1
    else:
        result.append(‘负向’)   #否则为负向，标签标注为负向
print(“好评率为:”,m/len(result))  #计算好评率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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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根据现实生活创设项目目标，

通过问题链理顺机器学习流程，通

过任务链开发并完善情感分析系

统，实现了从学技术到用技术的转

变，让学生感受到了运用人工智能

解决问题的喜悦感，增强了利用智

能技术服务人类发展的责任感。

苍山点题

关于人工智能在中小学信息科技教育中的发展，目前至少在三个层次被广泛实践：一是，基于人工智能

产品应用层面的体验式活动；二是，基于机器人开源设计层面的设计活动；三是，基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层面

的原理探究活动。当然，这三个层次的活动又派生出涉及计算思维、编码、编程、传感、物联以及机器情感、

人工智能伦理等多种逻辑线索的学习设计，展现出了信息科技课程建设的广阔天地。本期解码的两篇文章，

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对信息科技原理进行实践，值得深入研讨。

第一篇文章，基于能听会说的“机器人”来探究人工智能如何“听”、如何“说”。首先，结合生活实例，从人

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的工作流程角度，揭秘机器人如何才能“听”懂自然语言，即揭秘语音识别的科技原理。该活

动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活动体验，而是在体验中着重探究原理，把人工智能的自然语音识别纳入学习的重点，以语

音识别的概念与流程解释人工智能的“能听”，突出了人工智能之“科”的价值。接下来探究机器人如何“说”。

仍然在通过实例体验之后，探究语音合成技术的工作原理，以语音合成的概念与流程解释人工智能的能“说”，

继续突出人工智能之“科”的价值。这些“科”的价值也不是生涩地解释理论，而是融入“技”的应用与体验，在

体验中思考与探究。这相对于第一层次的人工智能体验式教育来说大幅度地提高了一个段位，且融合了第三层

次的探究活动，即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所以，这节课以让人容易借鉴的方式让信息科技课程得到高层次发展。

第二篇文章，基于对人工智能的原理深入探究，突出计算思维的培养，并结合了机器对人的情感分析这

一自然语言处理应用。首先，通过开放的人工智能情感分析应用体验，直观体验人工智能用人的语义分析情

感，事例生动，活动有趣，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借助模型训练的方式，用人工智能构造情感分析模

型与应用，提高到计算思维的层次来探究人工智能的模型，甚至涉及部分神经网络的体验；最后，又通过人工

智能模型推理商品评价来解决决策问题，让人工智能原理不仅可用而且可见。这节课涉及编程、模型训练、

模型应用等，属于第三层次的人工智能模型探究方面的学习，难能可贵的是切入点涉及语义理解、情感分析

与智能决策，这无疑是以更加生活化的视角丰富了课程内容。

来源于实践的教学探究往往更具活力，来源于生活的认知案例往往更具亲和力，让我们共同以构建更具

生活化、更具深度思维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内容的方式，将信息科技课程推向深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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