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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发展信息简报

2025﹝7﹞期 总﹝12﹞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编审：周张泉 陈爱月

【本期要目】

1、AI时代大学应该 “教” 什么？

2、AI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学”什么？

3、AI赋能教学的教师支持体系构建

——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

4、生成式 AI赋能精准教学的路径探析

5、低空经济产业链成下一个风口

6、我国低空经济的基础支撑、关键领

域与发展重点

7、《企业大脑·AI赋能低空经济白皮书》

8、潜力新赛道不容错过

9、我国已形成完整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10、AI会变成通识类课程

一、AI 时代大学应该 “教” 什么？（原文链接：AI时代大学应该“教”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改变高等教育格局，给知识传授、能力建构与价值塑造

带来挑战。知识维度上，事实性知识记忆价值消解，概念体系离散，元认知能力

弱化。能力维度出现人机界限模糊、新型能力标准缺失、高阶思维退化问题。价

值维度则面临人机关系异化、伦理外包、社会责任感缺失等挑战。

为应对这些变革，大学需重构教育目标体系，以数字领导力培养技术适应性

人才，以高阶思维能力奠基深度学习，通过社交能力训练增强人际协作，坚守人

文关怀培养社会公民。同时，革新教育内容体系，调整知识传授类型，增设高阶

思维课程，构建社交训练体系，完善生命教育框架。教育者要在技术与人文间寻

求平衡，保障教育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荐稿：李福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DIwNDc4NQ==&mid=2247494083&idx=1&sn=66f80fa39e729109d046c3aec2aec56d&chksm=ebd69529845e9a5b165a5a32e4c07330ce7d346cbcb29c3c22c8e10465c1e1754df847b999da&mpshare=1&scene=23&srcid=0427OgMgjfS6IGSMgNrDUacq&sharer_shareinfo=a631b0f851895dad8221322e33e890a0&sharer_shareinfo_first=4ebe884919d9c939952a4cc2d2b0bc38


2 / 8

二、AI 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学什么？（原文链接：AI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学什么？）

朱永新在发言中指出，教育实践关乎教与学两大领域，而学什么是教育的基

础性、关键性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课程的特性决定着生命的相应特性。回

顾教育史，不同时代学什么由不同主体主导，从家庭中父母决定，到国家为统治

需要设置教育内容，再到工业社会从国家角度考量，直至信息社会开始关注个人

需要。

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呈现信息化、资源泛在化、职业流动化等特点，深刻

影响教育内容与组织形式。朱永新认为，未来学习应注重能力培养与素养提升，

学生需掌握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情感智力等核心素养，教育内容

应从知识积累转向全面能力开发。他强调，教育工作者要适应时代变革，提升技

术素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人才。（荐稿：李福裕）

三、AI 赋能教学的教师支持体系构建——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为例（原

文链接：AI赋能教学的教师支持体系构建）

教师是激活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创新的核心要素。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构建全方位教师支持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提供范例。

在赋能生态体系上，通过成立教学技术团队、建立资源中心、制定指导准则、

提供创新基金，构建制度化支持框架；并塑造协作学习环境，举办研讨会、推动

跨学科协作、激活社群功能，助力教师能力提升。技能培育方面，提供 “人工

智能基础” 与 “工具” 资源，夯实教师知识素养，指导工具应用。教学实践

深化上，从课程设计、教学策略、考核机制、反馈机制及批判思维培养等环节给

予全链指导。风险防控维度，通过保障数据安全、应对技术缺陷、维护学术诚信，

建立多维协同防控体系。

我国高校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中面临学科壁垒、教师素养不足等挑战。

可借鉴其经验，采取建设跨学科研究中心、构建分层培训体系、推进设计研究范

式创新、完善质量评估、筑牢伦理防线等举措，形成本土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教师支持体系 。（荐稿：陈爱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wNTAyNw==&mid=2650564584&idx=1&sn=34078fb1ffa20bcc8f858b7ab4e00f8d&chksm=bf83480e33d0c29a5cf6a3ebff4df7e2afc32050cc20daa90bcada818b4332129b1b369859ab&mpshare=1&scene=23&srcid=0427x9G0J6IJnXPko75dv1ZN&sharer_shareinfo=3cf64664aafffef7c5cf5731f5ebcbdd&sharer_shareinfo_first=6fc6b072733699d7f0cce7697931fa5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NDU5MzU5Ng==&mid=2247494268&idx=1&sn=3e55fc6ea716768ce282ec3ab331f01c&chksm=cf63c843fc00edf466116fe5c20f28c874bd10406ed739e46071912295527e40afb702c78f9e&mpshare=1&scene=23&srcid=0428Erb1iPaSFzmp0lVP6Sth&sharer_shareinfo=96861cbc59c95d9d326d0ac9e2681ccb&sharer_shareinfo_first=651d3c93f843bbafea6e169843b31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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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成式 AI 赋能精准教学的路径探析（原文链接：生成式 AI赋能精准教学的路径

探析）

在人工智能与教育加速融合、元宇宙人机协同学习兴起的背景下，如何发挥

生成式人工智能优势实现精准教学成为重要课题。研究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

精准教学的实施路径，结合斯金纳行为学习理论及国内外精准教学理念，提出其

核心环节包括智能诊断分析、目标制定、策略实施、数据处理及干预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从四方面赋能精准教学：一是通过多模态数据分析与对话

交互，精准把握学习者心理、知识储备、学习风格等个体差异，完成学情诊断；

二是以 “最近发展区” 和 “学习者画像” 为基础，兼顾群体共性与个体特性，

制定分层分类教学目标；三是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管理多模态教学资源，构建知

识模型与学习资源图谱，实现个性化推送；四是采用分层分组教学模式，开展一

对一指导，并通过全程数据监测预警，实施科学的学业评估与反馈。

研究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上述路径，能够推动教学从传统模式向个性

化、精准化转型，有效减轻教师负担，践行 “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为教育

智能化发展提供实践参考。（荐稿：陈爱月）

五、低空经济产业链成下一个风口（原文链接：低空经济产业链成下一个风口）

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原则上真高 1000 米以下，广义 3000 米以下）为

依托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按高度分为超低空、低空中层和低空上层。其产业链包

括低空制造、飞行、保障和综合服务。上游为研发体系、基础原材料、核心组件

等；中游涵盖低空产品制造、飞行保障、综合服务，无人机产业优势显著；下游

聚焦产业融合，如 “低空经济 + 物流、交通、旅游、运动、巡检” 等场景丰

富。

低空运营在农业（植保、信息采集、防火监测）、物流（无人机配送、低空

物流）、旅游（空中游览、文旅监控）有应用案例。低空飞行保障通过监测网、

航路网、服务网等多种技术和管理措施确保安全高效。综合服务包括航空会展、

广告资讯等。

低空经济具有六大特性：空间立体性，经济活动向空中延伸；区域依赖性，

发展依赖区域资源和政策；数字生态性，构成开放式数字生态系统；产业融合性，

与多产业相互渗透，催生新业态；辐射带动性，带动相关领域及周边产业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MDM0Mzc4Nw==&mid=2247486139&idx=1&sn=b0d104ba5067b16bdc9f9831a19d33bb&chksm=c37f83ed6f2957d66521775eb3ada865ce01be43cde6e45cd1b314f420bf9a1c4eb241caf282&mpshare=1&scene=23&srcid=04289deIqtHJC5i30ugZWpfC&sharer_shareinfo=1104303b2037690789e2b59d0e1233b7&sharer_shareinfo_first=82d25c218a3229ec21aa3f10ea35c67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MDM0Mzc4Nw==&mid=2247486139&idx=1&sn=b0d104ba5067b16bdc9f9831a19d33bb&chksm=c37f83ed6f2957d66521775eb3ada865ce01be43cde6e45cd1b314f420bf9a1c4eb241caf282&mpshare=1&scene=23&srcid=04289deIqtHJC5i30ugZWpfC&sharer_shareinfo=1104303b2037690789e2b59d0e1233b7&sharer_shareinfo_first=82d25c218a3229ec21aa3f10ea35c670
https://mp.weixin.qq.com/s/V8pO_8pyX8kKwyQ3WITl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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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性，在多领域取得技术突破。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极具活力

和创造力。（荐稿：周张泉）

六、我国低空经济的基础支撑、关键领域与发展重点（原文链接：我国低空经济的

基础支撑、关键领域与发展重点）

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近年来在我国掀起热潮，

各省市积极布局。其发展存在三大先决条件：

低空空域：是稀缺资源，我国低空空域开放存在诸多问题，需推动管理改革

（如四川、湖南等地试点）、开展容量评估（方法有局限性，需融合评估）、进行

eVTOL 城市试点（六城试点，重庆探索空域交易），以实现合理开发利用。

技术创新：是核心，eVTOL 是低空载人竞争主赛道，中美欧水平相当，但

我国技术基础薄弱；技术标准与适航认证竞争激烈，国内外企业积极取证，适航

取证花费巨大。

基础设施：是重要支撑，地面基础设施供给矛盾突出，垂直升降机场建设面

临空间和成本问题；“建天路”“织天网” 任重道远，需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

设施。

低空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完善低空治理，要统筹协调供给与需求、竞争与互补

等六大关系，推进低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强化顶层设计、促进区

域协同、实现空天地人四维协同等。国家成立低空经济司，标志着进入新阶段。

发展重点在本地市场和激活内需，应激活三类消费场景，如在富裕密集城市

群开展城际交通试点、在旅游资源丰富但地面交通艰难地区开展旅客运输和低空

旅游、以中心城镇为核心助力乡村振兴。同时，需求和供给协同发力，构建基础

设施网络、开通航线、发展 “低空 +”、探索相关建设模式。

低空经济是空间经济学新领域，或改写集聚与分散机制，改变居民职住模式，

促进区域一体化；也是城市交通 — 土地利用整合新方向，需构建集成模型，实

现职住合理分离。发展低空经济需立足国情，处理好关系，探索中国特色发展模

式。（荐稿：周张泉）

https://mp.weixin.qq.com/s/Zf83b-8QPz_vO7EtjCta2A
https://mp.weixin.qq.com/s/Zf83b-8QPz_vO7EtjCt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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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业大脑·AI 赋能低空经济白皮书》（原文链接：《企业大脑·AI赋能低空经济

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低空经济潜力巨大，强调企业大脑·AI 赋能作用，也阐述了企

业面临的挑战与策略，以下是相关内容的解读：

定义与特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具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产业与市场——由低空基础设施、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飞行保障构成，

2023 年规模 8591 亿元，2026 年有望破万亿，核心市场包括共享出行、货运、

短途航空。

政策支持——2024 年底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2023-2024

年 3 月多政策发布，涵盖多方面。

发展展望——无人机产业完善，eVTOL 成热门领域；形成绿色电动产业配

套、低空智联运营支持等体系；行政审批创新；推动区域融合。

企业情况——发布 “2024 中国低空经济企业百强” 榜单，企业组织具专

业化与垂直整合、安全合规风控、政策战略适应、创新敏捷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运营、人才文化建设等特点。

面临挑战——技术上 AI 与硬件协同不足、传感器及电池依赖进口；数据多

源异构整合难、标注缺；政策空域分级管理不完善、跨区域法规有差异；商业落

地需求与成本失衡、产业链协同弱。

AI 赋能——大模型时代企业拥抱 AI 面临场景不清、设施适配、数据孤岛、

隐私合规等挑战，企业大脑.AI 建设遵循引入能力、升级场景、厘清架构、快速

落地方针。（荐稿：王海涛）

八、潜力新赛道不容错过（原文链接：潜力新赛道不容错过）

《中国新赛道体系发展报告 2025》中年度十大潜力新赛道的总结：

1、生成式 AI

技术突破：基于大规模数据预训练和神经网络模型，从专用向通用转变，进

入全面发展期。

应用场景：C 端有内容生成、智能助手等；B 端在智能制造、医疗、电商

https://mp.weixin.qq.com/s/OZCAbHIpw2hPVLZtDmtC1Q
https://mp.weixin.qq.com/s/OZCAbHIpw2hPVLZtDmtC1Q
https://mp.weixin.qq.com/s/4FbtGGs-vc8FHRy_-s3G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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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加速探索。

2、具身智能

技术突破：“大脑” 模型、“小脑” 技能模型高效协同，提升智能体适应性

和泛化能力。

应用场景：机器人是最佳载体，在汽车制造、物流等领域快速商业化，在无

人驾驶、健康养老等领域探索深入。

3、商业航天

技术突破：可复用火箭和批量化整星技术降低成本，星地融合技术推动空天

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建设。

应用场景：卫星遥感、导航在重点行业规模化应用，太空旅游、采矿等新兴

场景受关注。

4、生物制造

技术突破：基因编辑、蛋白设计等关键技术突破，“BT+” 融合推动产品研

发及成本下降。

应用场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早，消费个护、食品等场景相继落地。

5、第三代半导体

技术突破：材料生长、制备、工艺设计等方面技术持续突破，提升器件性能。

应用场景：在智能电网传感器、新能源汽车快充、通信基站建设等领域应用

广阔。

6、新型储能

技术突破：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技术加速突破，长时储能

成主流。

应用场景：当前集中在电源侧与电网侧，未来用户侧工商业储能需求将增长。

7、低空经济

技术突破：低空网络技术、新能源材料推动智能化、电动化发展。

应用场景：作业场景丰富，载物场景加速验证，载人场景处于探索阶段。

8、量子科技

技术突破：量子纠错、离子阱量子计算等领域核心技术加速突破。

应用场景：整体处于理论研究向实用化、工程化转化阶段，在航空航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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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等领域探索应用。

9、脑机接口

技术突破：非侵入式和侵入式技术逐步成熟，应用场景从医疗康复向教育娱

乐扩展。

应用场景：向生活场景和军事等尖端场景扩展，与具身智能融合挖掘人机互

动场景。

10、6G

技术突破：基于网络架构、无线通信和无线组网等三大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

是关键。

应用场景：5G - A 在多领域落地应用，为 6G 应用场景搭建探索方向。

（荐稿：刘力军）

九、我国已形成完整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原文链接：我国已形成完整人工智能产业体

系）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突出应用导向，新技术向

具体场景深入渗透，已形成覆盖基础层到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集成 AI 芯片与 AI 大模型的新一代智能数控系

统发布，提升工业母机操作精度和加工效率，推动其迈向产业链中高端。人

工智能也加速融入服务场景，如浙江医院建设全景智能医院，疑难患者警示

追踪系统借助 AI 大模型精准识别高风险患者。截至 2025 年 4 月 9 日，

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达 1576379 件，占全球 38.58%，位居首位，还培

育 40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十分之一。今年我国设立 600 亿元国家人工智能基金，推进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制定 40 余项行业关键标准和 10

余项国际标准，优化产业生态。（荐稿：郑田娟）

十、AI 会变成通识类课程（原文链接：AI会变成通识类课程）

澎湃新闻对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赵新的专访，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大学

的变化展开：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大学学科既越来越细又现融合趋势，人工智能涉及多

https://mp.weixin.qq.com/s/vkx-sITvrSuk0OifnwHKVg
https://mp.weixin.qq.com/s/vkx-sITvrSuk0OifnwHKVg
https://mp.weixin.qq.com/s/NhjI9Lpy4LLOQ8i5luwX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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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南开随智能技术发展成立相关学院。AI 模糊学科边界，解决问题需跨学

科思维和团队合作，重构课程体系要促进学科交叉。

创新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发展仍需多专业知识，教育需宽知识面。学生用 AI

完成作业不涉及学术原创性道德，应鼓励使用，考试公平就行。

教师角色转变：教师角色将改变，传授知识为主转向培养技能为主，AI 可

辅助教学，照本宣科的老师可能被替代。

专业扩招：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数学发展路径相似，未来可能成通识课程，

各单位都可能用，所以高校扩招。

职业替代：低端职业易被 AI 替代，高端及与联想、直觉、操作相关的难被

替代。

核心能力：掌握本学科知识和思维方式，能将问题映射到本领域解决是核心

竞争力，科研训练可提升解决问题能力。

人工智能影响：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虽有技术基础且影响大，

但能否达理想状态不确定，其核心是优化技术。（荐稿：陆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