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线下线上混合式信息技术课程综合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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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信息技术》课程中，学生缺乏实践操作平台和环境布设困难等问题，设计基于 AI Studio 的综合

实验体系。首先根据课程教学目标，设计综合实验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与操作体系，完成综合实验分层设计；然后

以航空器异常检测实验为例，从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和评价方法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实验实践过程。经教学检验表明，

基于 AI Studio的人工智能课程综合实验，可有效提升实验效率，增强学生的动手创新能力。 

关键字  人工智能，线下线上混合式，实践教学案例，航空器异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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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lack of practical operation platform and difficulty in environmental layout in the curren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experiment,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system based on offline and online blended 

learning is designed.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the target system, content system and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were designed, and the hierarchical design of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was completed. Then, taking the aircraft anomaly detection experiment as an example, the experimental 

practice process was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experimental objectives, experimental content and evaluation. 

Teaching tes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based on offline and online blended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xperiments and enhance students' hands-on innovation ability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fline and Online blended Learning, Practical Teaching Cases, Aircraft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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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军校学生的教育需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

向未来”。专业必修课程应当思考授课内容与能力锻炼

是否能够满足学生毕业设计、岗位技能、任职能力等

需求
[1]
。《信息技术》作为我校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

专业信息类课程的主干课程，是贯通学生基础知识与

专业技能的关键课程。为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

战场需求侧的精准对接，课程有必要增加综合实践内

容，帮助学生掌握课程知识与科学研究方法，提升实

践能力，培塑学生探究精神
[2]
。从教学总体情况看，目

前课程综合实践的开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

是现有实验缺乏统一的实践平台，学生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与精力布置编程环境，大大降低了学生参与热情；

二是现有实验内容的专业性、系统性、综合型和工程

性有待提高，与专业研究内容脱节较为严重；三是现

有实验检验方方法单一，难以考核学生学习能力与综

合素质。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课程组基于百度 AI Studio

平台，设计了课程的综合实验体系，同时在实验目标

体系、实验内容体系、实验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优

化。通过综合实验的实施，引导学生运用课程知识解

决工程问题，增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2  综合实验体系设计 

《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军事

信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发展以及前沿动态，掌

握信息技术在具体领域的实现原理与应用方法，为后

续专业课程的开展以及岗位任职奠定理论基础和实际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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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验体系架构 

课程内容包括 Python 程序设计、通信、雷达、云

计算、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区块链等内

容，其中理论课 28 学时，实验课 12 学时。鉴于课程

涵盖知识点多、实验课时有限等问题，综合实验以应

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从信息技术军事应

用背景出发，设计关联课程内知识点的“理论线”、

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工程线”与为战育人的

“思想线”，综合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工程能力与

思想素质，重点突出实验的针对性、应用性与创新性
[3]
。综合实验架构如图 1所示。 

Python程

序设计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区块链

航空技术 通信技术 雷达技术 装备保障

基于机器学习的航空器

异常检测

基于深度学习与强化学

习的MIMO通信优化

基于深度学习与强化学
习的雷达信号干扰与抗

干扰研究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装

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理
论

线

工
程

线

思
想

线

实事求是，实践检验

的担当作为思想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技术精神

东风压倒西风的战斗

精神

精益求精，不断突破

的装备保障精神

 
图 1  综合实验架构 

从图 1 可以看出，综合实验以 Python程序设计为

出发点。通过综合实验，对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涵盖，

最终完成课程中“掌握信息技术在具体领域的实现原

理与应用方法”的教学目标。 

2．2  实验目标体系层次 

实验目标体系围绕教学目标需求，着重工程实践

能力锻炼和科学研究素质形成。具体而言，实验需要

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工程能力，形成研究素质。

目标体系分为 3 个层次。 

（1）理论知识目标。学生掌握实验实践需要的理

论、装备等基础知识
[4]
。在思想上，理解基础知识在创

新实践中的意义，树立所学知识需为研究服务的信念。 

（2）工程技能目标。学生需要掌握实验实践的基

本技能，解决工程化实际问题。在思想上，体会实践

锻炼、创新思变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形成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 

（3）研究素质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包括创新思维、战斗意识、奉献精神、职业道德、使

命意识、团结协作等能力。 

2．3  实验内容实践体系 

科学合理地确定实验内容实践体系，是实验目标

体系顺利实现的有力保证
[5]
。百度推出的 AI Studio

是一个一站式开发平台：囊括了 AI 教程、代码环境、

算法算力、数据集，并提供免费的在线云计算。该一

体化编程环境，可充分解决学生缺乏实践操作平台的

问题，但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平台缺乏窗口界面

开发方法，工程化的系统界面难以在线实现；二是涉

及与任务相关的工作流程不便于利用线上平台设计。 

因此实验内容实践体系采取了线上+线下种方式，

并与综合实验的基础验证、工程演练与综合创新三个

层次进行结合。 

（1）基础验证层次（AI Studio 线上）。该层次实

验是对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实验技能和方法进行训

练，端正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提高基本实践能力；

该层次主要使用百度 AI Studio 提供的编程环境完成，

由老师提供实训项目，其中包括项目背景、基础知识、

实验数据与应用模块，学生完成实训项目中规定任务，

提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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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演练层次（本地线下）。工程演练是在

实验中模拟工作，理解和认识工程技能要求，掌握在

工作中发现、提出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该层次主

要使用本地编程环境完成，由老师讲解工程实现步骤

与项目工作流程，学生完成工程化系统界面设计与实

现，提交作品。 

（3） 综合创新层次（AI Studio线上+本地线下）。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综合分析，寻找并解决未来研究

工作中的问题与难点，从而培塑学生职业素养，帮助

学生切实把准研究航向、领会实际需求与职业精神；

该层次由 AI Studio 线上与本地线下混合使用，主要

使用百度 AI studio 提供的免费算力，完成算法模型

调优，并下载至本地，提升工程效果。 

3  信息技术综合案例 

以“实验一 基于机器学习的航空器异常检测”

为例，结合实验目标、实验内容与操作过程对实验流

程进行具体介绍。 

3.1  实验目标设计 

结合综合实验目标，按照具体内容与对应方式，

航空器异常检测实验的目标体系具体划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航空器异常检测实验目标体系 

实验目标 具体内容 对应方式 

了解飞机飞行过程基

本动作与Python曲线

绘制相关模块 

绘制航空器三维

飞行曲线 

加深航空器飞行

动作理解，建立

空间立体思维 

掌握基于Python的应

用系统实现方法与机

器学习 

算法应用流程 

实现现有空管软

件界面与功能 

熟悉了解现有空

管系统软硬件 

基于人工智能算

法对航空器飞行

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 

提高航空器飞行

数据的分析能力

和推理能力 

启发学生创新思维与

团队协作意识 

优化改进现有模

型，提高检测性

能 

以小组为形式，

由组长统筹安排

实验任务，最终

汇报总结，多人

协同攻关，实现

团队配合 

3.2  实验内容设计 

实验对内容进行层次化设计，分别为基础验证层

次-基准轨迹绘制、工程演练层次-异常检测评估与综

合创新层次-检测优化设计[6]。基础实验的实验成果

是高级实验的基础，高级实验是对基础实验的优化和

综合[7]。三个层次的实验任务，从维持学习状态、提

高工作动力到激发创新热情，可有效实现实验目标。

分层实验流程如图 2 所示。 

案例导入
基准航迹绘
制实验

完成聚类模型与航迹
绘制

提高兴趣
掌握技能

知识讲解
异常检测评
估实验

完成异常检测与系统
界面

链接思维
强化能力

算法讨论
检测优化设
计实验

完成聚类优化与检测
优化

创新意识
发挥潜能

 

图 2  分层实验流程 

结合实践流程，实验需要实现的模块与代码主要

包括为航迹数据准备、聚类模型聚类、数据可视化绘

制、航迹异常检测模块与系统界面实现等，其具体实

现方案如图 3 所示。 

（1）基准航迹绘制实验 

首先通过数据准备模块，读取航路 csv 文件中航

迹数据，将 csv 文件数据提取至运行程序中；然后构

建 K-均值聚类模型，设置模型参数；随后进行聚类，

并结合轮廓系统对参数进行调整。待聚类完成后，通

过数据可视化模块绘制基准航迹曲线。该实验是对学

生的基本编程技能、工程实践方法的训练，在 AI 

Stduio 平台实现，流程如下所示。 

① 通过分析航迹点数据，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将飞

机航迹点 CSV 文件数据至于训练中，帮助学生基本编

程能力； 

② 通过聚类流程讲解，帮助学生掌握应用机器学

习模型求解实际问题的基本步骤，建立学生基本工程

实践思维； 

③ 通过数据可视化模块的代码填写，锻炼学生实

际动手编程能力，端正学生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2）异常检测评估实验 

首先讲解航迹异常定义与异常检测公式含义，使

用 Python 代码化航迹信息熵计算公式；然后分析轨迹

异常检测程序界面需求，设计窗口界面，添加控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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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响应函数；随后输入验证数据，并输出异常检测

结果。该实验的重点为航迹信息熵计算公式代码化与

系统响应设计，是对业务实际工作的模拟，在本地

Spyder 平台实现，流程如下所示。 

① “航迹异常检测”完成飞行异常检测任务，包

括数据类型转换、代码化航迹信息熵计算公式等，使

学生掌握航迹异常检测的基本原理； 

② “系统界面实现”完成飞行异常检测系统界面

设计任务。任务实现了空管软件中对应功能模块界面，

使学生掌握软件程序界面实现的基本原理； 

③ “预测分析”完成验证数据的异常判断任务。

操作步骤与真实软件的一致性，使具备学生任职岗位

工作流程的初步认识。 

 
 

航迹数据
准备

均值聚类
建模

数据
可视化

基准航迹绘制实验流程

实验平台：Spyder

航迹异常
检测

系统界面
实现

预测分析 实验成果：飞行异常检测系统

异常检测评估实验流程

聚类模型
优化

异常检测
优化

检测系统
接入 实验成果：优化后飞行异常检测系统

检测优化设计实验流程

实验成果：航迹基准点集

复用实验成果

复用实验成果

实验平台：AI Studio、Spyder

实验平台：AI Studio

 

图 3  实验实现方案 

（3）检测优化设计实验 

分析航迹点特点与 K 均值聚类过程，结合 Mini 

Batch KMean 模型，提出分段聚类。根据飞机航路不

同阶段，优化 K 均值聚类流程。针对不同阶段对应不

同速度和高度的特点，优化异常检测公式；待模型调

整后将其接入至检测系统，提高检测性能。该实验是

对学生独立思考、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是对

学生使命意识、团结协作等职业精神的塑造，需要在

AI Studio 平台上进行模型调优，本地 Spyder 平台进

行部署，流程如下所示。 

① “聚类模型优化”完成聚类模型优化任务，引

导学生建立空间立体思维，发现原始模型问题并进行

改善； 

② “检测模型优化”完成检测模型优化任务。引

导学生发现、提出问题，学会如何分析、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③ “优化模型接入”完成优化后模型接入至飞行

异常检测系统的任务。引导学生团结协作，组员在组

长的调度下，协同工作，最终完成实验。 

3.3 实验效果展示与考核标准 

图 4、5 为航迹检测系统中地图航迹散点与轨迹截

图，图 6 为聚类优化后在 AI Studio 平台上绘制的航

迹轨迹图。 

 
图 4  地图航迹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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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图航迹轨迹 

结合实验目标与实验内容体系，实验的考核标准

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学生表现进行考量。 

（1）实验质量：思路清晰，能够按照模块化设计、

分步骤调试，各个模块可单独测试，占成绩 30%； 

（2）自主创新：功能构思、代码设计创新性，自

主思考与独立实践能力，占成绩 20%； 

（3）打榜挑战：通过 AI Studio 设置挑战榜，预

先设置测试数据，待学生提交模型后进行排名，占成

绩 20%； 

 
图 6  聚类优化后的航迹轨迹示例 

（4）小组答辩：答辩思路清晰，讲解实验过程准

确、完备，提出现有方法改进方案，占成绩 30%。 

3.4  综合实验案例应用效果 

作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内容，综合实验目前

已经实施了三个班次，其中一个班次已毕业。从课后

调查问卷来看，学生整体反响良好，其中普遍反映的

意见有三点。 

（1）通过综合实验的目标体系设置，调动了学生

对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大大改善

了学习效果； 

（2）通过综合实验内容实践体系设计，节约了实

践动手成本，通过 AI Studio 平台上相关资源的学习，

开阔了学生研究视野，增强了学生掌握先进技术进行

工程实践的信心； 

（3）通过综合实验分层系设计，帮助学生实现了

理论线、工程线与思想线的融合，而锻炼了学生应用

新方法、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塑学生探索

真理的理性精神、实验验证的求实精神、批判创新的

进取精神。 

对于已结课学生，课程组进行了持续追踪调研。

毕业指导老师普遍认为，学生的实践能力有了较大提

升，课题工作可更好开展。同时课程组也通过录制视

频、结课留言等方式，将结课学生的感受传达给新学

生，激发了学生创新实践的兴趣，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4  结束语 

适应新时期教学训练转型的需要，改革专业课程

的实验教学，培养高素质人才创新实践能力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8]。课程结合 AI Studio 平台，对实验

内容进行综合化设计，不仅验证、加深了对所学理论

知识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的工程能力和

创新信心，为后续专业学习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使培养的学生真正能够担负起建设现代化军队，打赢

未来战争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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