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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model of “multi-step and whole course”. This model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lso 
pays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goo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implementing the task 
of educating students. Its methods and measures are “one promise, two statements and three 
comments”: “one promise” is a clear teaching goal and task, and it is an open commit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team to concentrate on “teaching-research” and students’ efforts to 
“learn-use”; “Double statement” is to stimulate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supervise the ful-
fillment of commitments; “Three comments” is a diversified supervision and full assessment 
measures. Through the measures of “One promise, two statements and three comments”, we strive 
to form a good situation of interlock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chain of “teaching – 
learning – training - using”. As the good results, the five aspects such as “excellent rate of students’ 
assessmen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tudents’ interest groups, the rate of students’ participat-
ing in competitions, the rate of winning prizes and the level of winning prize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eachers’ guidance team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bee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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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校人工智能教学面临的新形式，经过不断实践与改进，总结提出了“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的教

学模式。该模式重点突出对学生计算思维、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工智

能道德观和落实课程思政的育人任务。其方法与措施为“一诺双述三评”：“一诺”是明确教学目标与

任务，是人工智能教学团队潜心“教–研”与学生努力“学–用”的公开承诺；“双述”是激励监管机

制，督促兑现承诺；“三评”是多元化监管和全程性考核措施。通过“一诺双述三评”的措施，力求在

“教–学–训–用”链条中形成环环相扣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最终在“学生的考核优秀率、学生的兴

趣小组的数量与质量、学生的参赛率、获奖率与获奖层次、教师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以及师生之间的认

可度与满意度”等五个方面得到全面提升，切实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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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是教育部新设特色专业，也是国家重点发展与支持的新兴

战略专业。它主要是研究和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学科，

是典型的“新工科”和典型的交叉学科，是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前沿技术专业[1] [2]。主要解决的

是涉及不确定性的复杂问题，从任务求解过程角度看，首先要对复杂问题进行抽象建模，然后针对模型

进行算法设计、分析与实现，最后对模型和算法进行不断优化完善[3] [4]。人工智能是普适性技术，是实

现科研创新和引领超越的基础，也是高等院校“人工智能 + X”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关键。 
目前，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落后于社会的智能需求。根据高盛《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分布》报告统计，

2017 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据 51%，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仅仅占 5%左右；

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也极需重大突破。尤其在高端人才储备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缺口。据前瞻产业研

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人工智能

市场规模达到了 216.9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52.8%。预计到 2020 年将超 710 亿元增长超 3 倍。“人工

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了赶超人工智能国际前沿、占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高地，国家从战略

的高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规划和要求，制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 号)和《高

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教技[2018]3 号)等。2019 年 11 月在山东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融合发展

大会更是以专业、深度、前瞻性的视角分析中国人工智能结合传统产业所面临的机遇以及挑战。 
综上所述，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实际情况都反映出社会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需求迫在眉睫。高等院

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承担着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重任。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注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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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方法，实现人工智能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和实践性的相互融合。因此，为了培养学生解

决人工智能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应该从实践能力培养、科研能力培养、教学内容优化和考核方

式等方面对人工智能进行教育教学改革[5] [6] [7]，应引入全程性评价体系与方法[8] [9]。为了适应人工智

能的新要求，打破高校教育与社会的智能需求之间的“壁垒”，必须坚持四问：问社会的智能需求建专

业内涵，问智能技术发展改教学内容，问学生兴趣与职业规划变教学方法，问智能技术国际前沿立教学

标准。我们经过不断实践，提出了“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拉长培

养周期，实现横向周期延伸；二是深化“产学研用”多方合作，实现纵向深度协同育人。 

2. 人工智能教学现状 

人工智能专业立足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和区域智能产业需求，是以培养系统掌握智能科学与技术、

具有现代创新意识和素质的人工智能人才为目标，因此需要创新理论教学、科学训练、产教融合协同培

养机制，实现学生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伦理道德以及科学与职业素质等方面

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问题建模方法与概念抽象、技术方法复

杂多样，对抽象思维能力、知识迁移能力以及实践动手与应用创新能力要求高，导致培养目标达成度不

高。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缺乏对人工智能清晰的学科定位与社会智能需求的充分了解。在学习人工智能之前，学生往

往不主动调研行业需求，导致学生缺乏对诸如 Python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神经网

络与深度学习以及用户行为分析与个性化推荐服务等人工智能社会需求足够理性的认识，未能真正意识

到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技术，导致不清楚为什么学习人工智能，学习人工智能后能干什么，

没有认识到概念理解与运用、问题分析与建模、算法设计与分析、编程实现与优化以及实践应用与创新

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就会造成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导致学习方向感、目的性

与主动性不强，从而学习效果不佳、获得感不强； 
第二，理论知识和动手实践之间存在“鸿沟”，系统化的实践教学资源不足。人工智能对学生的想

象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知识迁移能力要求较高，特别对建模与编程能力要求更高，然而从理论知识转

化为动手实践能力需要学生不断反复地实验、实践、反思与总结。这就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实践教学资源。

但是，目前人工智能刚升级为一级本科专业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没有及时展开完善，还是作为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下的一个方向实施教学，体系化的实践教学资源有待加强完善，没有形成循序渐进的实践教

学培养层次，造成部分学生无法顺利地将理论知识转换为编程实现，从而无法获得实践能力的提升，成

就感不强； 
第三，教学形式落后，教学手段单一。单纯课堂教学由于受课时限制往往不能提供丰富的教学内容，

例如缺乏足够有力的课堂知识服务社会智能需求的案例分析，对本节知识点在知识网络中的作用描述以

及与相关知识点的关联分析不够，无法紧紧吸引住学生的“眼球”，不能很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定位本节知识在整个“知识森林”中的位置以及学习完本节课能解决

什么实际问题。传统课堂已很难满足学生多元化的知识需求以及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第四，课上实验学时不足，课下实践训练拓展不够。一般情况下，人工智能理论教学为 54 学时，上

机为 16 学时，实验教学内容也只能覆盖到基础知识。即使这样，对于没有扎实编程功底和熟练掌握算法

的同学来说，也很难顺利按时实现人工智能算法。另外，对于综合案例，由于缺少课下实践训练拓展，

学生几乎没有时间完成，也很难有机会参与到具体的综合实践项目中，从而导致学生无法实现在项目团

队合作中的自身价值； 
第五，过程化的监管和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大多数还是期末的终结式考核，最终成绩基本上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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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实验成绩和期末成绩组成。这就造成有部分同学只重视这几个时间节点，而缺少

对人工智能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深入理解，无法建立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灵

活性不够、知识迁移能力差，直接影响后续的实践创新。 

3. 人工智能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为了有效解决目前人工智能教学的不足，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培养输送优秀的智能人才，

必须充分调动起师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丰富教学形式与手段，开发丰富的教学资源，强化实践教学环

节，延长全周期培养链条，制定体系化的考核和监管制度。 

3.1. 人工智能教学与实践体系 

由于人工智能是交叉融合学科，注重实践创新，所以必须加强“产学研”多方深度合作，打破高校

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种种壁垒”，基于产业需求和技术前沿，联合制定人工智能的培养目标、教学

内容、考核指标与方法以及动态完善措施等。根据不断实践，总结提出了“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人工

智能教学与实践体系，见图 1。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紧扣学科交叉、产学协同、科教融合，采用层次化

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分组式合作型的实践教学体系、案例/项目/学科竞赛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以及全

程性多元化考核评价。 
 

 
Figure 1. The multi-step teaching and practice syste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图 1. “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人工智能教学与实践体系 
 

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强调注重课程的整体性和层次性设置[5] [6]。人工智能课程由通识实

践模块、核心课程模块、拓展课程模块以及专业实践模块等部分组成，涵盖了社会素养、认知语言学、

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方面的丰富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形成

一个融理论教学、科学训练、创新实践为一体的过程化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由高等数学、概率统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操作系统等组成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理论体系，以人工智能基

础、Python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综合应用创新实践等为专

业技术特色方向。只有强化“产学研用”多方协同育人机制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联合培养机制，才能

紧跟人工智能的前瞻性系统理论与前沿性工程技术方法。人工智能特别强调实践创新，针对实践教学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对原有实践内容进行改革，建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层次化、开放性、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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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深度互动、多元化全程性考核的实践教学模式，切实达到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的目的。为此，我们提

出了如下五个层次的实践教学内容，其中前三个层次的考核成绩纳入到期末成绩中，第四和五层次的成

绩计入培养计划中的实践学分： 
第 1 层次：基础内容的实践。将人工智能教材中的经典算法转化为代码，并编写主函数完成调用和

测试。该环节起着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巩固知识点的重要作用，要求所有学生必须独立完成。考核成绩

纳入到期末成绩中。 
第 2 层次：教材内容的延伸。该环节主要是扩展教材中算法的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从模仿

到思考，起着提升学习兴趣和获得感的作用。 
第 3 层次：解决案例问题。该模块需要学生从问题出发，建立抽象模型，然后进行算法设计、代码

编写，到最后解决问题，以 3~5 人的小组为单位，完成一篇小论文。这一环节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第 4 层次：参加科学竞赛。该环节旨在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

加学校认可的如下相关竞赛，例如全国高校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中国“AI+”
创新创业大赛，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以及相关国家级学会(协会)组织的覆盖全国的连续性竞赛活动决赛等。 
第 5 层次：项目实训或开发。该环节旨在建立学校与智能企业之间的无缝对接，参加企业的项目实

训或项目开发，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实现从学生到企业职员的平缓过度。 

3.2. 人工智能教学监管措施与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 

为了实现“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教学模式，不仅要充分调动教师、学生和相关企业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而且要加强整个教学过程的监管与考核，更要创建体系化的人工智能教学资源。因此，提出了“一

诺双述三评”的方法与措施。“一诺”是树立标杆，明确任务；“双述”是激励机制；“三评”是监管

与考核措施。“一诺”是指教师要认真“教”、学生要努力“学”的公开承诺书，明确教学任务和目标。

教师的承诺主要是创建课程网站，要有在线答疑、交流论坛、课程资源、课程考试、课程作业等功能，

及时学习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学生的承诺是要在线提出至少 5 个问题、独立完成第一层

次的实验、加入一个兴趣小组、完成一个课程设计等。“双述”指教师和全体同学就有关专题进行双向

陈述。其目的是激励师生将自己的承诺付诸于实际。“三评”是指企业导师、教师和学生对每一个教学

环节进行深入探讨，将传统的终结式考核改为多元化全程性考核，每个环节的考核成绩有学生自评、教

师评价和企业导师评价组成。同时，对教学模式不断优化，进而构建“实践–反思–互助”为模式的教

学规律。 
在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占有重要的角色。为了丰富教学形式，要求教师辅助使用雨课堂、

QQ 群、腾讯课堂或钉钉群等教学平台，以便教师典型案例讲授、竞赛指导以及问题讨论与交流等。师生

对这些教学平台都比较认可。教师使用各教学平台的体会如下：1) 使用雨课堂授课，开启弹幕功能，老

师可以直观地看到学生的反映，也可以实现传统课堂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教师用语音进行提问，学生

则可以通过弹幕回答。在课后可以查看雨课堂记录，知晓学生具体的反馈情况。另外，可以根据学生签

到的情况迅速知道学生到课情况；2) 用钉钉可以自动统计观看人数、学习时长、直播时间以及直播时间

长度等，方便考勤。另外，可以提前上传课件供学生预习，授课录像自动生成保存，供学生课下回放复

习；课程中通过文字滚动显示信息，提问时可令学生申请“连麦”进行回答问题，实现师生互动；3) 腾
讯课堂有讨论区和举手区，学生听不清及上课互动可通过讨论区随时反映；提问到的学生可到举手区语

音回答问题，上课期间可以根据学生反馈的结果随时解决相关问题，这两点可以形成很好的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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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学生反馈情况如下：学生均能熟练使用手机或电脑等工具使用教师制定的线上教学平台进行有效

学习。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喜欢使用雨课堂、QQ 群、腾讯课堂、钉钉群的比例分别占 37.6%、38.8%、

46.6%、36.8%。对于教师的评价包括课程实施评价、教学方法评价和教学效果评价，给出了相应的参考

指标，分别见表 1~2。 
 
Table 1. 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表 1. 课程实施评价表 

课 
程 
实 
施 
评 
价 

1.是否建立课程和班级群并已邀请学生加入 优  良  中  差 

2.准备充分，文档齐全，内容娴熟，条理清晰 优  良  中  差 

3.能有效地开展课堂互动讨论 优  良  中  差 

4.讲授内容清楚、明白、逻辑性强并富于启发性 优  良  中  差 

5.课程实施符合预设的课程名称或课程大纲 优  良  中  差 

6.是否布置作业，是否进行作业检查或课堂讨论 优  良  中  差 

7.是否提供了电子教材或在线学习资料 优  良  中  差 

8.是否明确实验要求并提供实验指导 优  良  中  差 

 
Table 2. Evalu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effect 
表 2. 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评价表 

教 
学 
方 
法 
评 
价 

1.课件精良，板书规范，有效使用各种教学手段 优  良  中  差 

2.语言规范，表达清楚，讲解流畅 优  良  中  差 

3.启迪学生积极思维，注重能力培养 优  良  中  差 

4.将课上的所学与先前的经验、知识相联系，融会贯通 优  良  中  差 

5.关注探究知识的方法，解释现有知识从何而来 优  良  中  差 

6.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优  良  中  差 

7.利用 QQ 群、钉钉群课程群等多种方法和渠道开展线上实验指导 优  良  中  差 

教 
学 
效 
果 
评 
价 

1.师生互动，气氛活跃，要求严格 优  良  中  差 

2.学生在课堂中投入程度高，作业、实验报告认真完成 优  良  中  差 

3.教师资料齐备，精神饱满，教学过程规范 优  良  中  差 

4.重视教学过程对学生学风培养与价值观塑造 优  良  中  差 

5.教学目标达成度高，学生获得感强 优  良  中  差 

4. “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人工智能教学模式的成效 

4.1. 形成良好的“四比”局面  

通过“一诺双述三评”的实践，激发了师生的教学热情，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四比”的良好氛围： 
1) 比学习。由于要求每位学生要在线提出问题、过程化监管和指导竞赛，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教师要全面准备。近三年，教师团队参加诸如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数据挖据、大数据分

析、Python 语言以及人工智能竞赛培训等 40 多人次，参加 MOOC 联盟以及教育教学会议等 20 多人次，

“双师型”教师近 20 人，极大地提高了教师团队的从教指导能力；学生为了提出好的问题和后续循序渐

进式的学习，也要通过线上线下资源不断学习，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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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师风。比师风，激发了教师的责任感。一个教师良好的师德修养对学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教

师若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必须时刻谨记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日常教

学中，广大教师不仅认真授业解惑，而且还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最大限度地

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主渠道作用； 
3) 比创新。比创新，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教师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

完善丰富了线上线下教学形式。在课堂上有意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院学生会中

设立“人工智能协会”，组建了“人工智能建模与算法小组”、“智能车兴趣小组”、“数据分析与可

视化兴趣小组”、“机器人兴趣小组”、“农业物联网兴趣小组”、“人–机交互兴趣小组”和“手机

智能 APP 开发小组”等； 
4) 比实干。比实干，激发了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实干要求教师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充满激情又要

保持理性。实干要求学生既要吸收消化又要迁移创新，既要独立思考又要团队合作。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与地方企业合作，开发完成了多项项目；通过合作研发项目，丰富了师生的实践和应用

开发经验，使得教师在理论知识得到提高的同时实践水平更有新的突破；熟悉了企业和市场的新动向，开

阔了视野，洞悉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智能化实施过程中的变迁，获得了实践教学的社会需求来源。 

4.2. 取得的成效——“五提升” 

有了“四比”的良好局面，广大师生争先创优。由于该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师生等多方的主动性和

创新性，实现了多方的深度合作，从而在“学生的考核优秀率、学生的兴趣小组的数量与质量、学生的

参赛率、获奖率与获奖层次、教师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以及师生之间的认可度与满意度”等方面得到全

面提升，师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优质的教学资源是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前提，教师在教学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组建了优秀

的教学团队，不仅获批双语课程建设项目、精品实验项目以及实验室开放项目等 10 多项，而且还设计开

发了成体系的实验资源(见表 3)，包括实验大纲、实验代码和实验数据等；教师团队将传统教学资源与数

字化教学资源相结合，创建了人工智能精品课程网站教学资源平台，建立了 QQ 群、微信群、腾讯课堂

或钉钉群等，便于师生之间多渠道沟通交流；教师团队积极学习混合式、探究式、启发式等教育教学方

法；将课外和课内理论教学相结合，把部分实践和应用环节转移到课外，拓展学习空间，丰富学生的学

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Table 3.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by teaching team 
表 3. 教学团队开发设计的实践教学资源 

实验分类 实验名称 

第 1 层次：基础内容的实践 A*算法，智能优化算法，规划 

第 2 层次：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 线性回归数学原理；决策树数学原理；K 均值聚类的数学原理；K 近邻数学原理；梯度

下降优化算法；自适应学习率算法等。 

第 3 层次：智能优化算法 九宫重排的 A*算法设计与实现；基于模拟退火算法的 TSP 设计与实现；基于遗传算法

的 TSP 设计与实现等。 

第 3 层次：机器学习 决策树算法；K 均值聚类算法；基于协同过滤的电影推荐引擎等。 

第 3 层次：深度学习 深度神经网络架构设计；深度学习中优化方法；卷积神经网络的原理、架构；基于卷积

神经网络的手写数字识别；基于循环神经网络的手写数字识别等。 

第 3 层次：自然语言处理 多源文本知识到框架集的转换；文本知识的不一致处理与融合；自动问答系统的设计；

文本聚类；新闻分类，基于 FCA 的概念聚类等。 

第 3 层次：综合项目实践 自然语言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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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体系化的实验资源，加上多元化全程性考核体系，学生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和实验，通过不断

吸收消化，既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提高了动手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学生体验到学

习的乐趣，明确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从而参加相应的兴趣小组和竞赛，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实践创新能力。

2018 和 2019 年在学生的兴趣小组、参赛规模和数量上都有很大提升。这两年学生参加了 12 个省级以上

相关的学科竞赛，覆盖数学建模、计算机技术、软件设计、自动化以及互联网等方面的知识，获得国家

级奖项 90 人次，省部级奖励 384 人次，学生参赛率达到 75%，指导教师占比 55%，见表 4。特别地，这

两年在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ACM 学科竞赛、第二届山东省虚拟现实技术

应用设计大赛、山东省高校大学生人工智能大赛中实现历史性突破。通过参加学科竞赛，同学培养了团

队合作精神，发现了自己欠缺的知识和能力，体验到了科研的艰辛与乐趣，收获是多方面的。由于学生

通过实践锻炼学到了知识和技能，所以体会到了真真切切的获得感、体现了团队协作中的个人价值；而

教师看到学生的成绩也有成就感，所以师生之间的认同度和满意度都得到提升。 
 
Table 4. Awards in subject competitions (partly) 
表 4. 学科竞赛获奖情况(部分) 

学科竞赛(部分) 获奖情况 

第 43 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2018 年) 优秀奖 2 项 

第 44 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与决赛(2019 年) 区域赛国家级三等奖 2 项，决赛国家级三等奖 1 项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二等奖 5 项，省级一等奖 26 项，省级二和三等奖 36 项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省级奖项 10 项 

全国/山东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国家级奖项 4 项，省级一等奖 8 项，省级二等奖 4 项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国家三等奖 1 项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2019 年) 国家二等奖 1 项，国家三等奖 1 项 

第九届“浪潮杯”第九届山东省大学生 ACM 程序设计竞赛 省级奖项 5 项 

第十届“浪潮杯”第九届山东省大学生 ACM 程序设计竞赛 省级奖项 7 项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 M 奖 2 项，H 奖 12 项 

山东省大学生电子与信息技术应用大赛 省级奖项 20 项 

5. 总结 

针对人工智能教学面临的新形式，本文总结提出了“多元化全程性阶梯式”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充

分挖掘出教师、学生和合作企业在人工智能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完善“产学研用”多方协同育人机

制，从应用项目开发、应用性学术竞赛、创新项目研究三个方面引导和培养学生。在成绩的评价考核方

面，引入师生评价、学生评价以及企业导师评价，还增加了评价内容的维度，加强全过程考核，保障培

养目标的达成和教学的完成，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开发设计了层次化的实践内容，

实现学习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使得学生能循序渐进的学习，积极将学科竞赛和项目攻关

作为实践教学的延伸环节，拖长加深了人工智能教学环节，从而使学生在“学–训–赛–用”过程中不

断完善提高自身的实践创新能力。 
该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产学研用”多方融合，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一条有效途径，缩短了学

校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的距离，有效跨越了学生毕业就业与岗位适应之间的“鸿沟”，把育人与用人两

大环节有效衔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由人才培养到人才使用的自然顺畅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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