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导论多元融合“五维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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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面临交叉学科知识点多、前沿技术更新快；教学过程缺乏有效的信息化技术

和数据支撑；实验框架多样、实际应用场景复杂等挑战。针对以上教学痛点，课程采用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能力培

养为目标的教学理念，从课程资源、课程教学、课程实践三个方面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采用线上线下协同驱动教学

模式，探索“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法，搭建“三层递进式”多元融合信息化实训体系，全面提升课程信息化水

平，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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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points and the rapid updat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he lack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support, the diverse experimental frameworks and complex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teaching pain points, this work adopts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philosophy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ies. We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urse resources,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the course practic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our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ssist in the cultiv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s, we adopt an online and offline 

collaborative driving teaching mode, explore the five dimensional full covera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method, 

build a three-layer progressiv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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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探索“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课程教

学理念的新方法和新模式，从而全面提升本科课程教

学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以AlphaGo、无人驾驶等为典型代表的人工智能技

术飞速进步，使得人工智能成为世界各国在高新科技

竞争领域的战略制高点。人工智能是一门引领未来的

新兴技术，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面临交叉学科知识点多、

前沿技术更新快；教学过程缺乏有效的信息化技术和

数据支撑；实验框架多样、实际应用场景复杂等挑战。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在传授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核心 

技术和典型应用的基础上，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提高学生运用课程的理论知识求解实际问题的能

力，因而对课程实践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

。 

针对人工智能导论课程面临的教学痛点，课程以

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能力培养为目标,通过融合多种先

进的信息化软件和平台，从课程资源、课程教学、课

程实践三个方面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采用线上线下

协同驱动教学模式，探索“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

方法，搭建“三层递进式”多元融合信息化实训体系，

全面提升课程信息化水平，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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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上线下协同驱动教学模式 

人工智能导论是人工智能方向重要的专业核心

课程，教学内容涉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

法、包括智能Agent、经典的搜索方法、博弈对抗搜索、

约束满足问题、逻辑Agent、经典机器学习方法、强化

学习、深度学习等内容，并通过使用一些实用的工具

进行经典人工智能的算法的编程实践。 

课程采用线上线下协同驱动教学模式
[3-4]

，线上通

过建设丰富的课程资源，包括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从自然世界到智能时代》
[5]
、课程网站、

清览作业平台
[6]
和基于头歌的课程实训平台

[7-8]
。线下

采用雨课堂和BOPPPS
[9]
教学法相结合，雨课堂能实现

交互式教学，并能实时获取课堂反馈，有效指导教学。

在智慧教室进行的小班讨论，采用翻转课堂实现探究

式教学，通过生生互助和生生互评，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 

 

图 1  线上线下协同驱动教学模式 

3  “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法 

“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法，通过融合多种

先进的信息化教学软件和平台，以及自主开发的虚拟

仿真实验，从教(混合教学方法)、学(自主学习工具)、

训（多元实训体系）、评（自动评测手段）、研（科研

创新平台）五个维度全面覆盖课程教学各环节。 

 

图 2 《人工智能导论》“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法 

其中，混合教学方法采用雨课堂和BOPPPS教学法

相结合，雨课堂能实现交互式教学，并能实时获取课

堂反馈，有效指导教学。在智慧教室进行的小班讨论，

采用翻转课堂实现探究式教学，通过生生互助和生生

互评，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自主学习工具包括国家精品在线课程《从自然世

界到智能时代》和课程网站，丰富的在线资源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目前已有3000余人完成在线慕课学习，

课程网站访问量达8000余次。 

通过融合多元信息化平台，课程搭建了三层递进

式多元实训体系，支撑课程基础实验、虚拟仿真实验、

综合创新实验等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 

自动评测手段包括清览平台的作业辅助批阅和头

歌平台的代码自动检测，并采用问卷星定期进行学情

调研。 

课程通过校企融合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引入希冀

实验平台和业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包括百度飞桨平

台、华为云平台，同通过建设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将科研项目融入教学，引入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科

研创新能力。 

4 “三层递进式”多元实训体系 

通过融合多元信息化平台，课程搭建了三层递进

式多元实训体系，支撑课程基础实验、虚拟仿真实验、

综合创新实验三种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 

 

图 3  《人工智能导论》“三层递进式”多元实训体系 

课程将理论教学的知识点融入头歌实践教学平台

上建设了32个课程基础实验，课程基础实验包括：人

工智能概念、搜索求解、不确定知识与推理、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应用六个模块，学生通过在基于头歌的

课程实训平台上闯关完成课程基础实验任务，重点培

养学生应用课程学习的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

行实验编程，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的能

力，实现课程的能力培养目标。头歌实训平台能自动

给学生的编程实践进行评分，并智能统计分析学生的

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等在线学习情况，学生完成实习

任务后，可以实时查看自己的完成情况和积分排名。

课程实验案例自2020年上线以来，已经应用到332个高

校，应用课堂数达842个，累计有46293余人参与本实

验项目案例的学习。 

           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学报 
Journal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2

 

2325-0208 /© 2023 ISEP



 
   

 

课程自主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路径规划与路标

识别虚拟仿真实验”
[10]

，给学生提供一个人工智能典

型技术在虚拟自动驾驶环境中的综合应用和验证平台，

通过模拟无人驾驶场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复杂问题

的能力，该实验获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国家级一流虚

拟仿真实验。本虚拟仿真实验将课程主要知识点创新

性地融入路径规划与路标识别应用场景，学生通过自

主搭建并设置3D交通场景→设置车辆参数→全局路径

规划→视觉计算→自动驾驶等实验流程，实现趣味性

沉浸式、探究式和创新式实验体验，重点通过全局路

径规划和视觉计算实验模块，学习和设计全局路径规

划算法、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环境感知算法，加深对相

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锻炼在自动驾驶车辆的全局路

径规划、红绿灯识别、限速牌识别等方面的人工智能

知识具体应用的能力。虚拟仿真实验重点训练学生对

人工智能课程中搜索算法、支持向量机、深度神经网

络、机器学习等核心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综合理解、掌

握和应用。 

 

图 4  课程自主开发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依托业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课程与华为、百

度公司合作开展协同育人，搭建基于百度飞桨和华为

云平台的课程实践平台，指导学生完成课程综合实验、

项目实践任务或竞赛项目，以项目案例驱动的实践教

学融入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

领域的各种算法和模型的基础上，提高实践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支撑学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创新实验。 

5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课程通过探索多

元融合“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包括线上线下协

同驱动教学模式，探索“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

法，搭建“三层递进式”多元融合信息化实训体系，

全面提升课程信息化水平，注重由知识传授到能力培

养的课程目标转换，课程培养目标如下： 

目标1、掌握人工智能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了

解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最新技术与未来的趋势。 

目标2、能够应用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

够有效地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目标3、能够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和技术，设计针

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人

工智能系统。 

目标4、具备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实验动手能力

和项目开发能力。能够根据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硬

件、软件、工具等，搭建系统平台，实现系统功能。 

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了课程目标达成的问卷

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有较高

的满意度。图5给出了课程近两年的课程目标达成度

学生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23年的课程目标达成度

有明显提升。调研结果表明，课程通过探索多元融合

“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法，能有效达成课程的

培养目标，助力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 

 

图 5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目标达成度对比分析 

6  结束语 

针对《人工智能导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痛点问题，课程通过进行信息化教学改革，探索多元

融合“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包括线上线下协同

驱动教学模式、“五维全覆盖”信息化教学方法、三层

递进式多元实训体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课程

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好评。其次，学生实践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学

生科研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取得多项高水平科研成果。

课程开发的虚拟仿真实验被其他学校采用，课程的头

歌实训项目被300多所高校的学生使用。未来我们将持

续探索融合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改革，助力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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