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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规范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范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规范起草单位：北京新产联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徐州市电化教育馆、杭州嘿哈

科技有限公司、芝麻豆（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邦宝益智（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傲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宇晖科技有限公司、中森云链（成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长沙市大同星沙教育集团、广州市第六中学、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西

安煜星外国语小学、奇码（杭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范修订：于 2022年 10月份由杭州嘿哈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刘雍潜、吕斌锐、徐海洋、张武伟、王尚鹏、杨现民、顾佳妮等 

本规范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2017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指出：“实施全民

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 

本规范的编制为青少年编程教育教学提供了基本框架，有利于青少年对编程教育及技

术应用的有效学习，有利于提升青少年逻辑思维、计算思维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

于提升青少年编程教育行业的规范和蓬勃发展，有利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大批适应新型智

能化社会的人才。 

 

本规范适用于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可有效补充中小学信息技术、劳动技术

等相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同时可作为学校打造校本课程及相关课题的参考依据。 

本规范适用于从事编程教育的企业、校外培训机构、在线教育机构开展相关工作的辅

助支撑。 



III 

 

本规范参考了 ISTE（Innovative Designer）国际标准认证、美国计算机科学教师协

会（CSTA 全称 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发布的 K-12 阶段的计算机科

学标准（CSTA K-12 CS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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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和要求；从事编程教育的教师能力；青少

年编程教育的检测和评价以及开展青少年编程教育设施和设备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必不可少，凡是注明日期的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 

JY/T 0385-2006 中小学理科实验室装备规范 

GB/T 29802-2013 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测试试题信息模型 

3 术语定义 

3.1 

图形化编程  graphical Programming 

一种形象化的编程方式，用鼠标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拖动指令模块，将其拼

接起来进行形象化编程的过程。 

3.2 

代码编程  code Programming 

使用字母符号、数字符号、标点符号等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构建计算机程序

指令，让计算机代为解决某个问题，并最终得到相应结果的过程。 

4 技术等级和要求 

根据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与学习特征，本规范将技术等级现划分为九个级

别，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等级的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和能力，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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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少年编程教育等级框架 

4.1 技术一级 

4.1.1 学习目标 

通过图形化编程的基础知识学习，学生能够利用图形化编程软件完成简单的程序设计，

激发其对编程学习的兴趣。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图形化编程的基础知识，理解指令运行结构，能够创建函数并进行调

用。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图形化指令以及指令对

应题目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

识点进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

程图形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4.1.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1 青少年编程一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认知图形化编程 
了解图形化编程的含义，可以列举并简单描述常用的图形化编程工

具。 

2 图形化编程的输入输出流 
学会新建项目、保存项目、以及从本地计算机中加载已保存过的项

目。 

3 图形化编程的界面 
了解图形化编辑器界面的区域布局和功能，熟悉各个区域的操作和

作用。 

4 图形化指令 了解代码区域的常用指令，掌握指令的使用方法及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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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指令运行的结构 
了解程序指令运行的顺序结构的概念，掌握按照顺序结构使用指令

编辑程序的方法。 

6 解释性语句 理解图形化编程中注释的作用，学会为指令或程序添加注释。 

7 函数 

了解函数的定义，掌握创建函数的方法，能够创建函数并调用函数。 

了解函数嵌套的产生过程，能够创建函数的嵌套。 

8 事件 
了解事件和消息，掌握图形化编程程序执行过程和程序的基本触发

方式（事件触发）。 

4.2 技术二级 

4.2.1 学习目标 

通过掌握基本程序语句的使用方法，学生能够完成简单的程序设计。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图形化编程的循环和逻辑分支结构，能够合理选择程序指令运行的结

构组合指令，可以使用简单的算法解决问题。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图形化指令以及指令对

应题目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

识点进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

程图形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4.2.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2 青少年编程二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认知循环 
掌握循环语句的含义和作用，理解无限循环和有限循环的使用范

围，能够使用循环语句完成简单的程序设计。 

2 认知逻辑分支 

了解条件语句的含义，掌握条件语句的特征，能够调用条件指令创

建程序。 

了解条件分支结构，掌握分支结构的特点，能够运用分支结构解决

程序运行中先做判断再选择的问题。 

3 程序指令运行的结构 

掌握嵌套的产生过程，能够合理使用函数、条件语句、循环语句进

行嵌套。 

了解广播在编程中的作用，掌握广播的使用方法，可以在程序中熟

练的运用广播解决问题。 

4 函数 
了解带参数的基本作用，可以创建并使用简单的带参数的函数，可

以将带参数的函数结合条件语句进行使用。 

5 编程艺术能力 
能够在代码区域扩展画笔的指令，可以使用画笔在程序运行区域绘

制图形图像。 

6 算法 
了解快速排序算法的逻辑思路，能够清晰描述思路过程，可以进行

简单的快速排序算法应用。 

7 音频 了解声音在编程中可以起到的作用，掌握声音模块的使用方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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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声音来触发和影响程序的运行。 

4.3 技术三级 

4.3.1 学习目标 

学生能将复杂问题抽象化，运用图形化编程有效解决生活、学习中复杂问题，并且精通

图形化程序设计。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图形化比较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可以创建复杂的逻辑分支结构，能

够创建简单的工具进行使用。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图形化指令以及指令对

应题目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

识点进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

程图形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4.3.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3 青少年编程三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比较运算 
掌握比较的完整过程，能够准确找到比较运算符对应的指令，可以

使用比较运算符对部分对象进行比较得到结果。 

2 逻辑运算 
掌握与、或、非的的含义、作用和结果，可以对逻辑运算符进行熟

练运用，能够用语言描述其实际运用中的作用。 

3 复杂的逻辑分支结构 

理解循环和条件语句的结合应用，引导并建立逻辑结构意识，熟练

构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根据程序实现的最终目的，综合运用函数、循环、条件、比较运算、

逻辑运算，构建高效且简化的逻辑思路。 

掌握顺序结构、循环结构、选择结构这三种基本程序控制结构的适

用范围和使用过程。 

4 数据生成 了解生成随机数的方法，可以进行熟练的使用。 

5 算法 
了解算法的定义、特点和原理，掌握算法优劣的基本标准，能够对

算法进行简单评价。 

6 工具 理解工具的含义，可以创建工具来解决问题。 

7 流程图 了解流程图的含义和作用，熟练掌握流程图的绘制方法。 

4.4 技术四级 

4.4.1 学习目标 

学生能综合应用编程知识，利用编程控制常见硬件，提高对编程的实际操作与应用能力。

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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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能够创建变量的图形化指令，结合变量和四则混合运算使用，可以创建类

并进行实例化，了解图形化编程过渡到代码编程。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图形化指令以及指令对

应题目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

识点进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

程图形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4.4.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4 青少年编程四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认知变量 

认识变量，掌握图形化编程平台创建变量的方法和过程，能够熟练

创建变量并进行使用。 

了解变量名、初始值、变化幅度的概念、掌握变量名、初始值的设

置规则及方法。 

理解变量的递增和递减的运行过程，了解变量增减的范围问题，树

立范围思想。 

掌握变量作为计数工具、判断条件使用时的方法和作用。 

了解物体属性的相关知识，掌握创建变量代替属性的值的方法，能

够将不同对象的属性使用合适的变量进行表示。 

2 混合运算 
掌握加、减、乘、除等指令，能够结合变量进行熟练运用，可以进

行变量的传递，形成数值的联动。 

3 从图形化编程认知类和实例 
理解编程中类、实例的含义，明悉在实例化过程中属性的值的设定，

掌握类转化为实例的方法。 

4 函数 
掌握带参数的函数的创建、类型、调用，能够理解带参数的函数中

两个数字参数之间存在的关系。 

5 图形化编程的代码化过渡 
了解图形化编程中常用指令对应的代码，树立将图形化编程指令组

成的程序转化为代码程序的意识。 

4.5 技术五级 

4.5.1 学习目标 

学生能在图像化编程基础之上学习面向过程的编程，掌握简单的代码编程。具体学习目

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代码编程的基础知识和语法，理解符号在代码编程中的意义，掌握程

序结构的代码化表示。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代码以及代码对应题目

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识点进

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程代码

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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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5 青少年编程五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认知代码编程 
能够熟练操作 Python 解释器，学会新建项目、保存项目、以及从

本地计算机中加载已保存过的项目。 

2 认知符号 
理解符号的含义，掌握符号的具体分类及内容，可以根据符号对 

Python 语句进行分词操作。 

3 自动计算 理解计算的本质和自动计算，掌握程序的含义和组成部分。 

4 基础语法 
学习认知对应代码编程环境的语言语法，可以区分不同的代码归属、

关键词、语法特点以及运行特点。 

5 表达式 

了解表达式的含义和作用，掌握表达式的结构，理解不同数值类型

在表达式计算过程中的转换，可以在 Python 中进行数值类型的转

换。 

了解计算时经常使用的运算符，掌握相同数值类型之间、不同数值

类型之间的计算问题，可以准确的判断出计算结果属于何种类型，

指出计算过程中类型的转换。 

掌握算术运算符的运算顺序，能够熟练改变运算的顺序，能够说出

算术运算符的优先级。 

6 逻辑分支 

掌握布尔表达式的语法和布尔值，能够进行布尔运算，掌握逻辑运

算符的用法，能够进行多个布尔值的逻辑运算。 

掌握条件语句在 Python 中的语法结构，能够准确描述布尔运算的

结果在条件语句中的作用，了解条件语句之间的嵌套模式，掌握嵌

套条件关系的语句运行顺序。 

7 循环 
掌握 while 语句的语法，理解 while 语句的运行顺序，可以通过 

while 语句的运行顺序判断循环的位置。 

8 程序结构 
掌握条件语句和循环语句的相关知识，能够使用循环语句和条件语

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4.6 技术六级 

4.6.1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面向对象的编程，为运用代码编程构建物联网做铺垫。具体学习目

标如下： 

1.知识目标：掌握数据结构，深入理解循环，能够编写代码函数并调用，了解标准库并

可以导入使用。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代码以及代码对应题目

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识点进

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程代码

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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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6 青少年编程六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数据结构 

了解列表的含义及基本结构，能够创建列表并可以使用列表的相关

方法，可以对列表进行读取和切片操作。 

理解列表的性质，树立数据的层级思维，了解列表在内存中的大小

变化。 

了解字典产生的过程，可以指出字典中的数据是如何在内存中进行

存储的。 

了解字典的含义及基本结构，能够创建字典，可以对字典进行读取

和修改的操作，树立集合意识。 

建立数据结构思维模型，能够通过数据结构获取值，明确引用和复

制的区别，能够进行数据之间的比较。 

2 循环的跳出思维 

了解 for 循环语法，熟练使用 for 循环进行遍历，树立循环跳出

思维，可以灵活使用跳出语句。 

建立迭代的整体思维过程，了解列表推导的语法，可以在推导过程

中使用循环、条件。 

3 函数 

了解函数的由来，掌握函数的定义结构，可以创建简单的函数并调

用。 

了解作用域，能够准确指出函数中变量所处的作用域，掌握作用域

的查找顺序，可以对函数内部不同作用域的变量进行修改。 

了解函数参数的作用，明确可变参数何不可变参数，掌握函数参数

的匹配顺序。 

了解匿名函数的由来，掌握匿名函数的语法，可以熟练创建匿名函

数进行使用。 

4 数据结构和算法 
了解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关系，掌握归并排序算法，可以准确描述常

用的排序算法。 

5 标准库 
了解标准库的含义，掌握 Python 中标准库的使用方法，能够使用

常用的几个标准库。 

6 误差 
了解误差的含义和应用，能够应用误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简单预处理

的方法，剔除不合理数据。 

4.7 技术七级 

4.7.1 学习目标 

通过了解数据存储和物联网的基本知识，学生能够编程数据存储的算法和运用代码编程

构建简单的物联网。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集合、面向对象编程，可以进行完整的类编程，理解异常并能够捕捉

和处理异常。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代码以及代码对应题目

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识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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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程代码

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4.7.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7 青少年编程七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集合 
了解集合的概念，树立集合思维，可以使用集合的思维来学习编程

语言。 

2 认知面向对象编程 

了解类产生的过程，理解类的含义，建立面向对象编程的思维，掌

握类的继承和组合。 

理解类和实例的关系，将类、继承、实例结合，能够准确描述从类

到实例的完整过程。 

3 面向对象编程的特征 

了解封装产生的原因，理解封装的含义和优点，掌握封装实现的方

法。 

了解继承产生的原因，理解继承的含义和作用，掌握继承中属性的

查找方法和顺序。 

了解多态产生的原因，理解多态的含义，可以通过多态的特性按照

对类进行实例化。 

4 类编程 
了解一个全面的类编程过程中的步骤，理解面向对象编程的整个设

计框架及操作流程，能够构建完整的面向对象编程思维。 

5 认知异常 
了解异常的起源，理解异常的含义，掌握捕捉异常的完整架构，能

够捕捉并处理程序中出现的异常。 

4.8 技术八级 

4.8.1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算法的编写，运用代码编程进行常规的数据处理。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编程计算原理、汇编原理、感知机原理，理解内存中值和值的位置关

系，能够通过代码实现基础数学原理。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阅读代码相关文档和理解代码以及代码对应题目

的能力；能将该级别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识点进

行推理判断，解决同类问题；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程代码

化；具有空间想象能力，可以多维度理解题目以及题目呈现的结果。  

4.8.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8 青少年编程八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从计算实现角度理解编程计

算原理 

了解计算实现的过程，可以理解并描述编程的计算原理，掌握 C/C++ 

程序的结构，熟悉进制转换和字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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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值和值的位置之间的关

系 

了解各类型值在内存中的地址、大小，能够在内存中准确指出每个

值的位置、所占内存大小以及进行值的读取。 

3 汇编原理 
了解汇编语言的基本概念和符号，掌握基础的汇编指令，能够将 

C/C++ 的语句转换为对应的汇编语句。 

4 感知机原理 
了解感知机的概念，理解感知机的运行原理，可以使用感知机的原

理对内存中的值进行读取。 

5 基础数学原理的代码实现 
重新理解四则混合运算以及乘方开方以及幂运算，能够通过代码实

现数学计算。 

6 计算的实际实现过程 
理解计算的实现过程，可以语言描述计算的实现过程，能够通过 

C/C++ 代码实现计算。 

4.9 技术九级 

4.9.1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并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具体学习目

标如下： 

1.知识目标：能够发现解决可解问题的方法，并可以验证结果，树立编程的可行性思维，

实现创造性和实现性的统一。 

2.能力目标：根据知识目标要求，具有理解问题和发现可解问题的能力；能够将该级别

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具有记忆和描述能力；能根据所学习知识对问题进行分解，解决问

题后可以验证结果；具备运算处理能力，可以使用程序将需要进行计算的过程代码化；具有

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将编程的创造性和实现行进行统一。 

4.9.2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表 9 青少年编程九级核心知识点及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发现可解问题的方法 
了解可解问题与不可解问题，可以找到可解问题并通过 C/C++ 代码

编辑可解问题的解决方法。 

2 
分解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步

骤 

了解解决问题的完整步骤，可以将可解问题进行分解，并按照解决

问题的步骤编辑相应的 C/C++ 代码。 

3 验证编程结果 
了解验证编程结果的方法，可以通过相应的方法验证编辑的代码是

否解决了对应的问题。 

4 
创造新的方法和缩短已有的

时间 

能够通过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并且可以通过新的方法缩短解决问题

的时间。 

5 树立可行性编程思维 
了解编程思维建立的过程，树立可行性编程思维，掌握编程思维在

实际中的应用。 

6 创造性和实现性的统一 
培养编程的创造性思维，将编程的创造性与实现性统一，通过编程

的学习培养自身解决问题的思和能力。 

5 教师能力 

本规范对编程教师能力要求、编程教师能力测评方式与编程教师能力层级划分进行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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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5.1 教师能力要求 

编程教师能力涉及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社会责任四个维度共计 22

项能力指标，具体如表 10所示。 

表 10 编程教师能力要求 

维度 能力要求 

意识与态度 

热爱青少年编程教育事业，能清晰的认识到青少年编程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具有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以完善自身素质结构的意识与态度 

能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编程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关系 

具有关注国内外编程教育发展并尝试将其应用于教学的意识 

知识与技能 

掌握不同等级学生所需掌握的编程学习目标 

掌握青少年编程教育课程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基础 

掌握常见编程软件的选择与使用 

掌握编程教育开展的整体流程 

掌握信息检索、加工与利用的方法 

掌握教学媒体、教学资源、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 

应用与创新 

在开发与整合编程课程过程中，能有意识的建立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计算思维的任

务或目标 

能够正确地描述教学目标、分析教学内容，并能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条件设计有效

的教学活动 

能够收集、甄别、整合、应用与学科相关的教学资源以优化教学环境 

能为学生提供各种运用技术进行实践的机会，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能够在编程教学中整合运用丰富的技术手段或教学方法，注重研究性学习、问题导

向学习等学习模式的运用 

能创设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问题情境，通过问题解决培养学生的编程素养 

能将编程教育与其他学科融合，围绕一个主题、任务，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 

能应用技术对编程教育的实施过程及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能够对编程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行反思与优化，不断完善和改进教学 

社会责任 

具有正确的技术价值观以及高度的责任感 

促进学生正确地使用学习资源，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能向学生示范并传授与编程技术有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和伦理道德观念 

5.2 教师能力测评方式 

编程教师能力测评由基础知识与应用、通用技能和专业技能三个项目组成，其中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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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应用权重为 30%，通用技能权重为 35%，专业技能权重为 35%，每个项目的考查均按百

分制评分，所有项目结束后，教师每个项目的最终得分为标准得分与该项目权重的积，测评

的总得分为所有项目最终得分的累加。 

1. 基础知识与应用 

基础知识与应用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考试内容包括教育教学知识与编程

知识。 

2. 通用技能 

通用技能主要为模拟授课，教师随机抽题，在指定区域独立准备 2 小时，根据课题进行

教学设计并制作课件。模拟授课时长为 15 分钟，其中教师授课 10分钟，专家提问 5 分钟。 

3.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主要为上机操作，教师使用编程工具完成设定的考核任务。 

5.3 教师能力层级划分 

编程教师能力的层级根据测评总得分进行划分，具体如表 11 所示。当测评总得分大于

等于 60 分时，才能获得由科促会考评中心颁发的相应级别的考核证书。 

表 11 编程教师能力层级划分 

 合格 良好 优秀 

测评总得分（三项之和） 60-79 80-89 90-100 

6 检测和评价 

本规范以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所确定的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和能力为依据，针对不同

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及学习特点，设立了青少年编程教育阶段性学习效果检测和评价的机构、

原则、方式、内容和标准。  

6.1 检测和评价机构 

青少年编程教育的检测和评价主要由专家委员会和评测服务管理部组成。具体组成与分

工如下： 

1. 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由教育理论专家、技术专家、教学专家组成。教育理论专家是指从事青少年

阶段教育研究工作的知名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检测和评价的理论指导；技术专家是指从事

青少年编程教育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主要负责检测和评价的技术指导和论证；教学专家是

指长期在一线从事青少年编程普及教育的优秀教师，主要负责全国各地青少年编程教育开展

情况的实情反馈，落实相关标准的推广工作等。 

2. 评测服务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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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服务管理部是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开展全国青少年编程教育等级评测的普及和管

理机构，负责全国各地评测服务中心的建设、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发展以市为单位的

服务中心、标准化评测点的管理、评测师的考核和认证等。各市级服务中心负责当地青少年

编程教育等级评测工作培训或比赛活动的组织、相关证书的发放等。 

6.2 检测和评价原则 

1.开放性：检测过程中，不限定青少年使用的编程软件品牌，目前市场上主流品牌均准

予使用。 

2.规范性：检测的客观题由网上人工智能系统统一评测，主观题按照统一的评分规则由

专业评测师（持证）进行打分，并保留视频资料。 

6.3 检测和评价方式 

本规范采用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检测试题符合《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

和培训 测试试题信息模型》（GB/T 29802-2013）的规定，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青少年人

工智能教育评测中心统一命题，全国组织统一评测。不同等级的评测时长和分值如表 12 所

示。 

表 12 青少年编程教育检测和评价量表 

评测类别 一、二级 三、四级 五、六、七级 八、九级 

理论部分 40分 40分 50分 50分 

实操部分 60分 60分 50分 50分 

总    分 100分 100分 100分 100分 

评测时长 40分钟 80分钟 120分钟 120分钟 

参加检测的学生需自备计算机（已安装符合检测要求的软件）及相关人工智能硬件，评

测现场发布检测试题。本规范的检测需逐级报名参加，原则上通过检测并取得证书后方可报

名参加下一个更高级别的评测。 

6.4 检测和评价内容 

本规范按照青少年编程教育不同技术等级所规定的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和能力要求设

置检测内容。 

6.5 检测和评价标准 

理论部分和实操部分两项得分总和达到 60分及以上为合格，合格者才能参加下一级检

测；反之则需重新报名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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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合格的青少年按技术等级领取纸质证书，同时网上也有相应的电子证书，以备查询。

证书中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级别、发证日期等基本信息。 

7 教育设施和设备 

本规范遵循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理科实验室装备规范》，遵循安全、健康、科学等原

则，从基础装修、主要家具、网络教室教学设备以及编程相关软件和设备等四个方面进行编

程教学空间设施、设备的配备。基础装修设备设施配置和规格要求如表 13—表 16所示。 

7.1 基础装修 

表 13 基础装修参考配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 
配备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地面材质 可采用 PVC地板或者水泥自流平等工艺铺设 1 层  

2 水嘴、水槽 一般配置 若干 个  

3 烟雾探测器 国家 3C认证；高灵敏快速报警；环保阻燃材质 1 套  

4 自动喷淋系统 一般配置 1 套  

5 
通风换气设备设

施 
通风量人均≥20m3/h，噪音≤40dB 1 套  

6 无影灯 保证室内均匀照明 若干 台  

7 教室灯、黑板灯 一般配置 若干 盏  

8 洗眼器 一般配置 1 台  

9 监控摄像头 
学生午休，自习课可去创客室自主学习，教师、安

保人员可监控查看 
2 个  

10 线材 

照明、机械设备、基本插座、空调等线路应分开布

线，大型机械设备、空调必须专线供电，大功率电

器线材不小于 4平方，一般用电器及插座不小于 2.5

平方 

若干 根  

11 前后门或双开门 采用前后门或双开门，提高安全等级 ≥1 扇  

12 紧急淋浴器 一般配置 1 台  

13 风扇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功能型号 ≥2 台  

14 空调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功能型号，建议使用吸顶空调 ≥2 台 二选

一 15 中央空调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功能型号 1 套 

16 涂鸦墙 

采用表面吸附性小、清洗方便、分隔灵活的建筑材

料，整体墙面应创新、明亮、美观、亲切，供学生

涂鸦、绘图 

1 面 
二选

一 

17 创意墙 
整体墙面具有磁性（可采用锌铁板+绒布），能够展

示活动照片和作品创作图文 
1 面 

18 灯光智能控制系 一般配置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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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7.2 主要家具 

表 14 主要家具参考配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 
配备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移动小黑板 

大小数量根据实际需求定制，例如：小

组讨论、合作分工可通过小黑板画思维

导图 

2 个 用于讨论 

2 学生创作桌 
创作桌宽度不低于 600mm，长度不低于

800mm，高度设计应具备可调节性 
若干 个 

用于学生基本材

料收纳、基本工

具收纳、文件收

纳、计算机放置、

拼装、搭建、设

计 

3 学生凳 材质塑钢或全钢，高度可调节、无棱角 若干 个  

4 加工制作台 

材质宜采用防火、防静电材料，下面可

放置实验柜；台面材质及规格、水源、

电源要求等符合一般配置即可 

若干 台  

5 储物架柜 根据实际需求确定规格型号 1 个 

主要用于各类材

料、重要工具器

材的收纳，可在

墙面加做学生用

木质储物柜 

6 展示架柜 
尺寸大小可根据实践室现场进行自主设

计 
1 个 

主要用于展示

学生作品 

7 材料收纳柜 可根据实践室空间自由组合 2 个  

8 创客书籍书柜 根据实际需求定制 1 个  

9 工具箱 根据实际需求定制 2 个  

10 移动工具挂板车 根据实际需求定制 2 辆  

11 垃圾桶 一般配置 3 个  

12 
手工工具架/配件

架 

充分利用空间，将常用工具挂墙，便于

取用和收纳 
若干 套  

13 饮水机 一般配置 1 台  

14 真空吸尘器 
全金属不锈钢材质，静音设计，带轮式，

18升或更大容量 
1 台  

15 休闲地板沙发 可根据实践室空间自由组合 若干 只  

16 休闲矮桌 可根据实践室空间自由组合 若干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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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网络教室教学设备 

表 15 网络教室教学配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 
配备

数量 

单

位 
备注 

1 信息化教学平台 计算机根据需要可配备为服务器级 1 套  

2 网络信息口 一般配置 ≥4 个  

3 交换机 100/1000Mbps自适应 ≥1 台 配套 

4 
多媒体网络教学系

统 
根据需要配备 1 套  

5 计算机 一般配置 50 台 
学生计算机不

少于 1台/生 

6 云终端 
云端计算机，具有 USB、HDMI以及耳机接

口 
50 台 

云端多媒体系

统，服务器托管

至网络控制室

（网络中心机

房） 

7 服务器 一般配置 2 台 

8 云服务管理软件 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备 1 套 

9 书写板 一般配置 ≥1 块  

10 计算机桌 
材质全钢，国标冷轧钢板，主要骨架厚度

≥1.0mm，其它板材厚度≥0.8mm 
50 台 根据班额学生

数增减 
11 学生凳 塑钢或全钢有靠背 50 个 

12 教师桌椅 符合人体工程学 1 把  

13 漏电保护器 一般配置 1 个 

总控制阀设置

在教室前后门

附近 

14 空调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功能型号。 1 台 
功率根据用房

面积确定 

15 灭火器 一般配置 1 个  

16 稳压电源 根据实际情况配备 1 套 
电压不稳的地

区选配 

7.4 编程相关软件和设备 

表 16 编程相关软件和设备配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 
配备

数量 

单

位 
备注 

1 交换机 
10/100/1000/10000Mbps，具有光纤接口，

48口二层交换机 
1 个  

2 可视化编程软件 一般配置 1 套  

3 游戏设计软件 满足需要，适当冗余 ≥2 套  

4 课堂控制软件 可以实现收发作业，发布任务，监控学生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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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屏幕广播等功能 

5 单片机开发板 
用于学习 51、STC、AVR 型号的单片机实

验设备 
若干 个 

根据本校开设

课程的实际需

要配备 

6 编程器 满足需要，适当冗余 若干 个 
根据实际需要

配备 

7 
零件收纳盒及收纳

柜 

尺寸接近 200mm×200mm×100mm；收纳柜

尺寸标准参考文件柜 
若干 个 

规整分组存放

分好的开发套

件 

8 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30V/5A 1 台  

9 工具箱 
包括台锯、线锯、钻床、机械雕刻机、万

用表、手电钻、电烙铁等 
若干 个 

根据实际需要

配备 

10 示波器 DC 5MHz，扫描范围：10Hz～100kHz 若干 个 
根据实际需要

配备 

11 虚拟课堂资源 

通过这个虚拟课堂能够精准再现部分课

程，如生物课光合作用，分子内部结构的

细节、人体的解剖结构等 

1 套  

12 VR开发软件 一般配置 1 套  

13 VR眼镜 通过眼镜与虚拟世界互动 若干 个  

14 路由设备 满足需要，适当冗余 若干 个  

15 
WiFi串口设备服务

器 
支持通过指定信道号的方式快速联网 若干 个  

16 WiFi无线摄像头 广角高清 ≥2 个  

17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满足需要，适当冗余 若干 个  

  



T/CI 002—2022 

 

17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图形化编程试题（类型） 

A1、单选题 

A1.1、单选题类型1 

<题号>.下图中的积木指令，可以与选项中的哪个积木指令直接组合在一起？ 

          

A ．   B .  

答案：A 

 

A1.2、单选题类型2 

<题号>.观察下图中的指令块，根据显示的信息，请问变量“数据”的值是多少？ 

          

A ．   B .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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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A2、多选题 

A2.1、多选题类型1 

<题号>.选项中哪些积木指令是图形化编程Scratch中的逻辑运算符？ 

A ．   B .  

C ．   D .  

答案：ACD 

 

A3、判断题 

A3.1、判断题类型1 

<题号>.循环与函数存在着彼此包含的关系，但是函数中不能添加无限循环。 

答案：错 

 

A4、实操题 

A4.1、实操题类型1 

A4.1.1、题目描述 

<题号>.下图中A区域是一张不同颜色图形叠加后的图片，B区域分别给出了7种颜色的图形，

C区域是绘制每种颜色图形的相关指令。通过调用每种颜色的指令，可以在A区域显示对应颜

色的图形。当调用多种颜色的指令时，图形会根据调用指令的顺序进行叠加显示。请在C区

域进行编程，最后运行的结果是当前A区域所展示的这张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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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2、目标 

请用编程的方法制作一个程序，将提供的指令进行合理组合，运行结果为A区域所展示的图

形，并删除程序中没有用到的指令。 

 

A4.1.3、考点 

选择角色“操控台”，完成程序。 

<序号>. 调用并运行“初始化程序”指令。 

<序号>. 分别调试7个绘制不同颜色图形的函数指令，找出需要的其中3个颜色图形，并且调

用。（请仔细调试所选出的颜色指令，注意填色顺序的不同将导致结果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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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代码编程试题（类型） 

B1、单选题 

B1.1、单选题类型1 

<题号>.下图是计算机输入输出计算存储的示意图，根据箭头提示，表示输出的数据图形是

哪个？ 

          

A ．   B .  

C ．   D .  

答案：B 

 

B2、多选题 

B2.1、多选题类型1 

<题号>.在 Python 中，下面属于赋值语句的有哪些？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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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D .  

答案：BC 

 

B3、判断题 

B3.1、判断题类型1 

<题号>.在 C++ 中，字符串总是在连续的内存位置。 

答案：对 

 

B4、简答题 

B4.1、简答题类型1 

B4.1.1、题目描述 

<题号>.一个由整数中的每一位组成的列表，列表中每个元素只存储单个数字，最高位数字

存放在列表的首位（比如整数128，对应该列表为[1,2,8]）。编写一个程序，将该整数列表

输入函数minus_one，并在函数中进行计算，在该数的基础上减一，如果个位数等于0，则需

要减少一位（比如[1,0,0]减一等于[9,9]），输出结果请参考下面的输出示例，最后返回减

一后的新列表。 

 

B4.1.2、输出示例 

当整数列表为[1,5,7]时，输出结果：[1,5,6] 

当整数列表为[1,0,0]时，输出结果：[9,9] 

当整数列表为[1]时，输出结果：[0] 

当整数列表为[0]时，输出结果：None 

 

B4.1.3、参考答案 

          
 

B4.2、简答题类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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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1、题目描述 

<题号>.面是一张示意图，请根据图片中表示的变量的含义，撰写一段 C++ 代码，完成其声

明和定义，并且打印出变量 a、Pa的值、地址和宽度。 

          

 

B4.2.2、输出示例 

address is 0x61ff0f, a is A, size is 1 Bytes. 

address is 0x61ff08, Pa is 0x61ff0f, size is 4 Bytes. 

 

B4.2.3、参考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