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样例（2学时） 

一、基本信息与教学分析 

任务名称 图搜索技术的原理和算法 所属模块 搜索推理 

授课学时 2 学时 教学模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知识目标 理解图搜索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场景。掌握广度优先搜索（BFS）

和深度优先搜索（DFS）的原理和算法步骤。了解启发式搜索（如 A*

算法）的基本思想和应用。 

能力目标 能灵活运用图搜索技术解决路径规划、任务规划等问题。 

教学重点 重点内容 启发式搜索（如 A*算法）的基本思想和应用。 

 突破方法 通过与广度优先搜索（BFS）和深度优先搜索（DFS）的比较，说明 A

算法的优势在于如何利用启发信息加速搜索过程。使用游戏的方式

来讲解路径搜索问题，如地图上的最短路径寻找，展示 A 算法的效

率和实际应用场景。通过实践练习，让学生亲自编写 A*算法，加深

对算法原理和实现细节的理解。 

教学内容 图搜索技术概述 

广度优先搜索（BFS） 

深度优先搜索（DFS） 

启发式搜索（A*算法） 

教学资源 1、在线平台资源（自建） 

   本次课课程视频资源（1 个）、ppt（1 个）、典型案例讲解视频（1 个）、线上习题测

试（1 个）、课外参考资料 PDF 文档（1 个文档）、过关检测（1 个）。 

2、游戏模式的教学资源（自建） 

   在课堂上，采用游戏教学模式让学生深入理解图搜索技术。学生戴上带有节点标识

的帽子，代表状态图中的不同节点。通过模拟广度优先搜索（BFS）、深度优先搜索（DFS）

和 A*算法，学生亲身体验算法的搜索过程，从而直观地理解每种算法的工作原理和效

率差异。这种互动式学习方法不仅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还加深了学生对图搜索技术

原理和算法的理解。 

 

课程思政 我们采用“2023 年四川地震救灾的路径搜索”项目作为教学案例。首先，教师详

细讲解图搜索技术的原理和算法，通过四川地震救灾的实际情景，展示如何应用这些

技术进行灾区路径的搜索和优化。然后，引导学生思考技术背后的社会意义，强调在

紧急救援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 

通过这个案例，学生不仅学习了图搜索技术在地震救灾中的应用，深入探讨了路

径搜索技术对地震救灾和公共安全的重要作用，还体现了技术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紧密

联系。此外，该案例还宣扬了国家和党中央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教学过程

与方法 

教学方法改革 

模拟游戏的互动式学习方法、示例演示、小组讨论、实践练习 

为了提高学生对图搜索技术的理解和兴趣，本节课将采用基于模拟游戏的互动式

学习方法。具体改革如下： 

分组协作：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负责一个搜索算法（BFS、DFS、A）。小组成员

需要共同探讨和制定搜索策略。 



角色扮演：每位学生代表图中的一个节点，头顶佩戴标识该节点的帽子。学生将

根据所学算法在课堂上移动，模拟搜索过程。 

实时演示：教师将提供一个具体的搜索任务，如寻找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每组

学生将根据其负责的算法在状态图上进行搜索，并向全班展示其搜索过程。 

互动讨论：在每个算法的演示后，开展全班讨论，比较不同算法的优势和局限性。

学生可以提出问题，分享观察到的现象，或提出改进意见。 

反馈与总结：课程结束时，教师将总结各种算法的关键特点，并强调它们在实际

应用中的重要性。学生可以提供对教学方法的反馈，以便进一步改进。 

通过这种教学方法改革，学生可以在互动和合作中深入理解图搜索技术，同时提

高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教学过程 

1、导入（5 分钟） 

教师简介图搜索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性，引出本节课的主题：图搜索技术

的原理和算法。展示一些图搜索技术的应用实例，如地图导航、社交网络分析等，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讲授图搜索基础（10 分钟） 

教师介绍图的基本概念（节点、边、路径等）和表示方法（邻接矩阵、邻接表等）。

通过简单的图示例，讲解图的遍历过程，为后续的搜索算法打下基础。 

3、讲授广度优先搜索（BFS）分组练习（15 分钟） 

讲解 BFS 的原理和特点，使用队列实现对图的层次遍历。结合实际的迷宫寻路问

题，演示 BFS 的搜索过程和路径寻找。学生分组讨论，运用 BFS 算法解决简单的迷宫

问题。 

4、讲授深度优先搜索（DFS）和分组练习（15 分钟） 

讲解 DFS 的原理和特点，使用栈或递归实现对图的深度遍历。通过树的遍历示例，

展示 DFS 的搜索过程。学生分组练习，尝试使用 DFS 算法解决更复杂的迷宫问题。 

5、讲授启发式搜索（A*算法）（15 分钟） 

介绍启发式搜索的基本思想，解释何为启发函数。讲解 A*算法的原理和实现步骤，

强调其在路径优化中的应用。通过路径搜索问题，展示 A*算法的效率和优势。 

6、小组讨论和分享（10 分钟） 

学生分组讨论各自解决的迷宫问题，分享 BFS、DFS 和 A*算法的应用体验和心得。

讨论各算法在不同场景下的适用性和优缺点。 

7、总结和提问（10 分钟）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图搜索技术在实际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开

放提问环节，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8、布置作业（5 分钟）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图搜索算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如社交网络中的

好友推荐。鼓励学生在家自行探索更多图搜索技术的应用场景。 

通过这样详细的教学过程，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图搜索技术的原理和算法，还能够

通过实践练习和小组讨论，深化理解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评价

和反馈 

课堂学习评价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学生参与度：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情况，包括提问、讨论和实践活动的积

极性，评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和投入程度。 

2、理解程度：通过提问和作业检查学生对图搜索技术原理和算法的理解程度，评

估学生是否能够准确掌握 BFS、DFS 和 A*算法的原理及应用。 

3、实践能力：通过学生分组练习和作业完成情况，评估学生运用图搜索算法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编码技能和问题解决策略的应用。 



 

 

4、思维能力：通过小组讨论和分享环节，观察学生对不同算法优缺点的分析和对

算法适用场景的判断，评估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5、课堂互动：评估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情况，包括问题解答的及

时性、讨论的深入性和互动的频率，以及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和激励。 

通过上述教学评价，教师可以全面了解学生在“图搜索技术的原理和算法”这节

课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反馈 

1、学生反馈： 

学生普遍表示对图搜索技术的原理和算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通过模拟游

戏和实践练习，对 BFS、DFS 和 A*算法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景有了直观的认识。多数

学生反映，小组讨论和分享环节有助于交流思想，增进了对不同算法优缺点的理解。

部分学生建议增加更多实际应用案例，以加深对图搜索技术在现实问题中应用的理解。 

2、教师反馈： 

教师观察到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较高，特别是在模拟游戏和小组讨论环节，学

生积极互动，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认为，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学生不仅掌握

了图搜索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算法，还培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 

 

教学实施

流程 

导入

讲授图搜索基础

讲授广度优先搜
索（BFS）

讲授深度优先搜
索（DFS）和分

组练习

讲授启发式搜
索（A*算法）

讲授启发式搜
索（A*算法）

总结和提问

布置作业

第一阶段制定目
标

第二阶段协助学
习

第三阶段能力提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