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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新工科专业人工智能模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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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和新工科专业特点，分析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秉承“知识够用、技术实用、
面向应用”的宗旨，提出在新工科专业设置人工智能模块课程的教学改革方法，给出 ４ 门模块课程的教学体系构建，并详述每

门课程的教学组织、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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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１ 世纪初期，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
深度学习为主导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在全球的兴

起，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也相继取得突

破，并逐渐在真实的商业应用中扮演起重要角

色［１］。 研究可知，人工智能起源于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召开

的达特茅斯会议。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既为促进经济建设注入了新动能，又为服务

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当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并从国

家战略高度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 作

为推进新技术新产业的重要阵地，高校担负着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职责。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教育

部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２］ 中强调，
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建设，推进“新工科”建设，
形成“人工智能＋Ｘ”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

１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带动大批新兴

产业的出现，国家政策的扶持使人工智能产业未来

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可期性，同时也给高校的人工智

能专业教育方面提出时代性的挑战。
２０１８ 年之前，国内的人工智能教育以高层次人

才培养为主，没有一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经过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这两年的专业备案和审批，逐
步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

养梯队。 尽管这种人才培养梯队的形成，有助于人

工智能源头创新层面的研发和突破，但对于技术层



和应用层所需的各类人才以及普通大众而言，仍然

是不完善的。
以上问题已严重制约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

展，也阻碍了高校人才培养面对市场需求的应变能

力及学生个人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虽然不一定每所

高校都适合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或建立人工智能学

院，但在新工科专业设立人工智能模块课程还是很

有必要的，对于打造复合交叉的“人工智能＋Ｘ”人才

培养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２　 人工智能模块课程的设计

根据“知识够用、技术实用、面向应用”的人才

培养定位，设置具有承接关系的 ４ 门人工智能模块

课程：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设计语言、人工智能概论、神经网

络与深度学习、深度学习综合项目训练。 ４ 门课程

的总体设计见表 １。
表 １　 人工智能模块课程的总体设计

Ｔａｂ． 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ｏｄｕｌ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目标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设计语言 ３．０
６４

（理论 ３２＋实验 ３２）
掌握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的基础语法；掌握 Ｐｙｔｈｏｎ 开发工具 Ａｎａｃｏｎｄａ、Ｊｕｐｙｔｅｒ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
的使用；能熟练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第三方库，例如：ＮｕｍＰｙ、Ｐａｎｄａｓ、ＳｃｉＰｙ、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

人工智能概论 ２．５
４８

（理论 ３２＋实验 １６）

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及现状、基本理论、方法、技术和当前的主流应用；掌握机

器学习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与主流技术；了解传统的演化计算和群体智能算

法；对人工神经网络有初步了解和宏观认识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３．０
６４

（理论 ３２＋实验 ３２）
掌握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和技术原理；理解常见的深度学习模型；掌握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编程模式，能复现经典深度学习模型

深度学习综合项目训练 ２．０ ３２ 实验学时

了解图像识别领域的主流数据集；理解神经网络的实现过程，手工实现全连接

神经网络识别 ＭＮＩＳＴ 数据集；能依托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平台选择合适的深度学习模型

进行应用开发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设计语言”是人工智能模块的基

础课程，既是企业级 ＡＩ 和数据分析的首选编程语

言，也是新工科专业必须掌握的软件工具。 “人工

智能概论”介绍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回顾

传统的线性数学模型和机器学习技术；帮助学生形

成对人工智能知识体系及其应用领域的轮廓性认

识。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模块的核

心课程，主要介绍神经网络的基本知识和成熟的深

度学 习 模 型， 教 授 人 工 智 能 通 用 计 算 框 架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的搭建、使用和二次开发。 “深度学习综

合项目训练”是人工智能模块的综合性实验课程，
鉴于就业岗位需求的考虑，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学生，在进行人工智能开发时，并不要求学生设计模

型，只要能根据项目特定的应用场景，在目前主流的

模型中选择适合实际项目的模型即可。
２．１　 课程“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设计语言”的设计

主要教学内容：
（１）基本语法知识：变量、标识符、注释、基本运

算、语句与缩进。
（２）常用序列结构：列表、元组、字典、集合。
（３）流程控制：选择结构、循环结构。
（４）字符串、正则表达式。
（５）函数、面向对象和类、异常。

（６）输入输出、文件读写、文件 ／目录操作。
（７）第三方库简介与应用。
实验软件工具： Ｐｙｔｈｏｎ 开发工具 Ａｎａｃｏｎｄａ；

Ｐｙｔｈｏｎ 数据处理及分析库 ＮｕｍＰｙ、 Ｐａｎｄａｓ、 ＳｃｉＰｙ、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
２．２　 课程“人工智能概论”的设计

主要教学内容：
（１）人工智能发展简史。
（２）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区别和联系。
（３）线性模型、统计分析、回归。
（４）机器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决策树、回归分

析、分类、ＳＶＭ、Ｂａｙｅｓ 方法）、无监督学习（聚类）、半
监督学习、强化学习。

（５）演化计算（遗传算法）、群体智能算法（粒子

群优化、蚁群优化）、模拟退火算法。
（６）人工神经网络简介。
（７）当前主流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

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人脸识别）、语音处理。
实验软件工具： Ｐｙｔｈｏｎ 机器学习库 Ｓｃｉｋｉｔ －

Ｌｅａｒｎ；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２．３　 课程“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设计

主要教学内容：
（１）神经网络基础：感知机、神经元、激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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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函数、学习率、过拟合。
（２）神经网络模型：前馈神经网络、反馈神经网

络、全连接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递归

神经网络、反向传播神经网络、ＬＳＴＭ 神经网络。
（３）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编程基础：符号式编程；张量、变

量、常量；计算图、Ｓｅｓｓｉｏｎ、占位符、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对象；操
作运算、累加、累积；基本数学函数、矩阵函数、张量

函数。
（４）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编程模式：ｔｆ． ｄａｔａ 模块、ｔｆ． ｎｎ 模

块、ｔｆ．ｔｒａｉｎ 模块、ｔｆ．ｌａｙｅｒｓ 模块、ｔｆ．ｅｓｔｉｍａｒｏｔ 模块。
（５）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模型搭建与训练。
（６）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模型持久化与加载。
（７）分布式模型训练、ＧＰＵ 加速模型训练。
实验软件工具：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Ｐｙｔｈｏｎ 神经网络库

ＰｙＢｒａｉｎ。
２．４　 课程“深度学习综合项目训练”的设计

主要教学内容：
（１）主流数据集简介：ＭＮＩＳＴ 手写体数字识别

数据集、ＣＩＦＡＲ－１０ 彩色图像数据集、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图像

分类数据集。
（２）编写全连接神经网络。
（３）经典卷积神经网络应用：ＡｌｅｘＮｅｔ、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ｖ３、ＶＧＧ Ｎｅｔ－１６、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实验软件工具：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Ｋｅｒａｓ。

３　 课程思政的设计思路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科学设定理

工科专业的课程思政培养目标对于人才培养和行业

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

价值塑造的过程中，充分挖掘理工科专业的优势和

特色，有效融入爱国主义情怀、专业伦理意识、职业

道德教育、科学道德素养、人文素养元素等最为核心

的思政元素［３］，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培育担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４ 门人工智能模块课程

的主要课程思政内容详见表 ２。

表 ２　 人工智能模块课程的主要课程思政内容

Ｔａｂ． 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课程名称 课程思政内容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设计语言 融入就业要素，Ｐｙｔｈｏｎ 的广泛使用使其在职业发展中越发重要，激励学生努力实践，实践出真知

程序设计语言规则的严格性要求从业者需要秉持严谨细心的工作态度

人工智能概论 从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导入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对 ＡＩ 技术与人类关系进行讨论

通过传统故事，如“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来讲解聚类算法

借助科大讯飞输入法软件，让学生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结合疫情，让学生分析隐私与视觉相关技术的界限，如何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实现技术的有效利用、合
理合法利用

人脸识别支付技术和应用已走在世界前列，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通过神经网络的起源、发展、挫折与进步来让学生明白技术发展的动机、脉络与机遇，进一步分析可能

的未来趋势

通过讨论“ＡｌｐｈａＧｏ 为何能够战胜围棋高手”这一案例，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科学探索精神，进一步了

解深度学习算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让学生深入思考其背后的关键本质，增强学生的科学道德素养、
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深度学习综合项目训练 任何复杂的软件系统都由最简单的程序语句扩展而来，根据这一事实现象，引导学生深刻论证从一般

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关系

让学生在举一反三和可迁移性知识能力的运用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精神，树立科技报国

的远大理想

４　 结束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具有智能思维和应用开

发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

能模块课程的建设不以培养理论创新和算法发明的

研究型人才为目标，而是面向对人工智能应用有需

求的新工科专业，以典型场景应用落地为目标，强调

实践，秉承“知识够用、技术实用、面向应用”的宗旨

来组织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期为科技和产业发展提

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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