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智能未来读后感 人工智能的未来
读后感(汇总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智能未来读后感篇一

因为我本人硕士毕业论文用到的就是bp神经网络，所以我也
是对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大体上了解一些皮毛。我个人觉得
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或者系统可以像人一样进行学习经验、思
考判断，通过输入层，中间层，输出层来最终做出决策。而
其中中间层是一个设定好规则的黑箱，里面具体运算方式其
实很复杂，就像人类大脑，思考了哪些、信号怎么传递的，
其实一般人也是不知道的，但就是能做出决策来。

这本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历史，基本原理，需要关注的地方，
对人类社会的挑战，以及各国做出的策略。

但是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作用是让我对于人工智能开拓了视野，
原来只是去考虑机器怎么思考，是有形的机器还是无形的系
统。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战争机器人的出现、阿西莫
夫机器人三定律)，伦理问题(是否要给机器人以人的地位)，
道德问题(由于设计人员或多或少的原因导致机器识别黑人为
黑猩猩这种道德问题)，法律问题(无人骑车撞人事件是处罚
研发人还是拥有者还是机器本身)，对人类工作的挑战，可能
会导致大多数人失业等问题。

我觉得对于人工智能的时代，目前来看还是炒概念，不可否
认随着阿尔法狗的出现代表着新时代的人工智能算法层级的
一大进步，但是人工智能如果想进入到目前各行各业还是要



走很长时间的。但是很多专业领域可以操作使用，尤其在仅
仅靠系统判断的领域，比如预测，投资等。因为真正需要作
业的工作，不仅仅要系统智能还要硬件上可以配套。但是人
工智能的时代可期，十年后应该可以渗透到人的身边。还有
上面谈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抛出者一般是政
府方面，我认为如果对于新兴事物政府要是全想到了社会的
前面就不会有什么创新了。等发展起来再说，就是我的想法，
当然政府需要制定个像机器人三定律的类似宪法底线的东西
就行了。就像说无法判断无人车撞人是谁的错，有人驾驶的
车能判断出来谁的责任，但是该撞还是撞了，汽车出现了100
多年了，规则还是在修改和变动的。还有机器取代人工作的
问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的事情，这是肯定的，就像以前一
艘不到1万吨的船上要有几十上百人，现在20万吨的船都不需
要超过20人。那些船员干啥去了？时代会进步的，有些岗位
自然会被取代，但是人作为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的智慧生物，
肯定可以适应新时代的。

总之科技的进步是无人可以阻挡的，为了不被时代的车轮压
死就只能推着时代走。

智能未来读后感篇二

你不得不承认，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巧合。如果不是因为去年
参加网络上的人工智能课程，我不会了解那么多新鲜的知识。
在bigdata课程里，看到了介
绍hierarchicaltemporalmemory，搜索在y**tube上看
了jeffhawkins的视频，原来他就是那本被很多人谈及的
《onintelligence》一书的作者。有一天发现，发现那本绝版了
很久的，也被很多人提及的书《人工智能的未来》居然到货
了。这才发现原来是同一本书，真是如获至宝！

书很薄，字体很大，很快就翻完了。说是很快，那是因为读
来很爽，作者关于智能的解释实在是深得我心。我曾经有过



一些关于记忆的思考，记忆片段是如何关联的，在书里都解
释得清清楚楚。有些概念在geb里也提到过，比如我的大脑里
一定有根神经是关于楼下那只猫的。其实对每一个你认识的
人，每一个单词字母...关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物体，在你的
大脑里都有个抽象的概念，有一根神经对应着，这想来很不
可思议。原来，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认为，大脑新皮层只是在原有古脑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
记忆系统，于是就带来了所谓的智能。而智能并不需要计算，
而只是直接提取现成答案。所以说要想成功，需要10万小时
的努力是有道理的，你需要有很多的答案，才能提取。有时
候我们说，一个人很聪明，很灵活，其实是见多识广的缘故。
因为见得多了，你的知识就很丰富，各种关联就很多，要找
到答案就很容易。

记忆来自感知，所以跟一个人的经历有关。你之所以是你，
是你的经历造就了你的记忆，而记忆是你行为的基础。我们
制造的智能机器，其感知跟我们不同，其智能形式必然不同，
或者说其思考和行为方式不同。就像有些人，她的行为你不
可理喻，实在是因为经历不同，记忆不同，所以世界模型也
不同。

作者说，智能并不需要外在的行为。比如，你只是阅读这上
面的文字，虽然你不动声色，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懂了。

智能未来读后感篇三

机器人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例如自
主导航的研究融合了物理学、电子学、力学和计算机科学的
知识。对于交通行业来说，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是为了提高道
路安全，改善交通管理，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随着
技术的进步，未来自主导航的研究在其他领域也会起到重要
作用。



就硬件来说，自主导航涉及高运算能力，测距法，传感技术
（譬如：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测距仪，超声波，红外传感技
术）和3d地图。从软件的角度看，自主导航涉及图像识别、
色彩、特征、形状、障碍物信息收集以及为判断制定提供持
续的统计分析。而这种技术未来在医疗、制造、能源、农业、
环境或空间探索等领域都将起到主要作用。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和图像处理会成为医疗诊断和外科手
术的关键工具。计算算法能帮助识别受损的组织器官，并预
测在一个生命周期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机器在处理大量
的信息时表现会更好，在健康医疗领域提供多一种诊断方法
可能会成为“实际上的标准”。随着机器人的敏捷度和准确
性的'提高，及其在高难度手术中可以辅助外科医生，未来手
术治疗的效果将变得更好。

在制造业，图像处理技术将会重新构造现有的生产方案。随
着计算机视觉的敏捷度变得更高，有望诞生新的生产模式和
组装线/拆卸线。这些新的模式很可能补足工厂的劳动力，对
于工厂的工作内容，机器人更适合从事生产类的工作，而人
类更适合做质量检验、管理、产品设计和创新。

在能源领域，计算机技术也能发挥很多作用。随着可再生能
源成为现实，我们同样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为发电/能源转换和
配电网建设基础设施。这里应用的概念是分散化（从更多不
同的来源收集更多不同种类的能源）。我们将应用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和决策算法控制能量流，并解决发电商和用户之间
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这种高效的能源管理方式（智能电网）
有可能扩大能源的来源，最终降低发电/能源转换/用电的成
本。

农业是另一个受人工智能影响很大的领域。随着世界人口的
不断增加，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食物生产方式。举个例子，自
动驾驶车辆的技术可以转化为能应用在农业领域的自动行走
车。人工智能和图像处理技术能帮助实现拖拉机的自动控制，



令其不间歇地在农场根据农作物生产情况执行灌溉、施肥、
投放农药等任务。播种和灌溉将会成为自动农用机器的日常
工作，同理，无人飞行器（uavs）将在未来应用于农业检查、
处理和制图。这些技术进步将促使农业的成本下降，从而降
低粮食价格。

在航天机器人方面，太空探索的自动化程度将提高，这将使
轨道机器人得以协助宇航员完成更多任务，譬如发射卫星，
开启/关闭舱门或设备清洗等。

同样，机器人也可能成为废料收集和回收利用的重要工具。
应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公园、甚至是海洋或其他区
域的清洁成为现实，这样的功能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当我们进行自主导航的研究时，
受益的不仅是自动驾驶汽车，实际上，也在推动机器人和人
工智能技术延伸到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

智能未来读后感篇四

趁着alphago掀起的热潮，这周看完了《人工智能的未来》，
一本谈论人工智能关于计算机技术原理、神经学、哲学的书
籍。

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技术上和哲学上都颇具争议。

图灵测试提供了一种技术的、可衡量的手段；但在哲学上，
人工智能永远回避不了关于意识或自由意志的问题。

关于自由意志，叔本华提出：“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在生
活中任何给定的时刻，你只能想做一件确定的事情，除此之
外，绝对没有任何其它事情。”这种决定论的思想，和我们
认为我们可以选择我所爱、做我所选大相径庭。



而作者认为，当机器说出它们的感受和感知经验，而我们相
信它们所说的是真的时，它们就真正成了有意识的人。

作者通过思维模式识别理论、隐马尔可夫层级模型、遗传算
法等人工智能技术，阐述了人工职能领域的进展，同时基于
信息科技遵循指数增长的规律，提出了加速回报定律，乐观
预计智能机器人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出现。

从最初的人工耳蜗、人工眼球到人工大脑的扩展，非生物系
统的引入（特别是人工大脑技术），是否会产生另外的我，
而我们大部分思想（甚至全部）存在云端，是否就可以得
到“永生”。

数学家斯坦·乌拉姆说过：“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对人类生活
模式的改变的进展在朝着人类历史上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
展，在这个奇点之后，我们现在熟知的社会将不复存在”。

智能未来读后感篇五

趁着alphago掀起的热潮，这周看完了《人工智能的未来》，
一本谈论人工智能关于计算机技术原理、神经学、哲学的书
籍。

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技术上和哲学上都颇具争议。

图灵测试提供了一种技术的、可衡量的手段；但在哲学上，
人工智能永远回避不了关于意识或自由意志的问题。

关于自由意志，叔本华提出：“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在生
活中任何给定的时刻，你只能想做一件确定的事情，除此之
外，绝对没有任何其它事情。”这种决定论的思想，和我们
认为我们可以选择我所爱、做我所选大相径庭。

而作者认为，当机器说出它们的感受和感知经验，而我们相



信它们所说的是真的时，它们就真正成了有意识的人。

作者通过思维模式识别理论、隐马尔可夫层级模型、遗传算
法等人工智能技术，阐述了人工职能领域的进展，同时基于
信息科技遵循指数增长的规律，提出了加速回报定律，乐观
预计智能机器人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出现。

从最初的人工耳蜗、人工眼球到人工大脑的扩展，非生物系
统的引入（特别是人工大脑技术），是否会产生另外的我，
而我们大部分思想（甚至全部）存在云端，是否就可以得
到“永生”。

数学家斯坦・乌拉姆说过：“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对人类生活
模式的改变的进展在朝着人类历史上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
展，在这个奇点之后，我们现在熟知的社会将不复存在”。

[人工智能的未来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