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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计算》课程是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是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何提高该课程的

教学质量，成为当前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重点。当前《云计算》教学过程存在教学资源少，教学方式陈

旧，课程体系陈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更好地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观积极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教学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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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oud Computing” cours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 training 
and a core cours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lated majors.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cours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 training.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 of “Cloud Computing” has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teaching resources, outdated 
teaching methods, and in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
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se metho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etter exerting students’ 
subjective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expanding students’ knowledge, and improving students’ in-
novative ability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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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1]的发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政府、科技巨头及创业公司、资本等高度关注，美

国、日本、法国等国均发布了相应的人工智能战略规划，旨在把人工智能技术纳入原有创新战略与举措

中，引导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发，并且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其它经济领域转化。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结构调整并朝着创新型技术转型，以人工智能[1]，大数据，“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

革命受到国家的空前重视。2017 年 7 月 20 日，国家推出了最高层次的人工智能领域专项规划《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

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尽快在试点院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人工智能作为重要发展内容被明确提出，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上升至

国家战略层面。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学习中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

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重庆市政府在《重庆市科

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人工智能研发创新中心，重点开展面向人工智能应用优化的处理器、

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器件，人工智能处理设备和移动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硬件等开

发，以及包括理论与算法、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等人工智能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和应用。不

管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从发展地方经济层面而言都迫切需要人工智能人才支撑，这就要求高校要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熟练掌握人工智能核心知识、能应对未来变化的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在这些大环境下，

如何提高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力，是摆在各高校面前的主要问题。《云计算》作为人工智能专业

建设的重要部分，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它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物联网和电子信息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基础课程。不仅如此，云计算技术也是各专业教学平

台、学科的研究平台的关键性技术，社会各领域都有大量的人才需求。因此，《云计算》教学质量的优

劣，对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类的人才培养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根据多年的《云计算》教学经验出发，仔细分析了该课程具体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问题。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 

2. 《云计算》课程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2.1. 云计算课程内容及特点 

云计算是一种计算模型，它将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使各种应用系统能够根

据需要获取计算力、存储空间和信息服务。云计算是为用户提供计算资源的一种服务，是一种能够自己

管理计算资源的技术。笔者在多年的《云计算》教学中，主要规划并设计了如下内容： 
1) 云计算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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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化技术与云数据中心。 
3) 云计算的核心算法。 
4) 大数据与云计算。 
5) 分布式数据处理。 
6) 开源的云计算平台及相关功能。 
对这些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云计算》课程有下特点： 
1) 课程涉及的技术更新很快。 
2) 课程内容涉及面广，每部分内容的知识体系结构复杂，缺乏统一的知识体系结构，各部分内容相

互关联。课程内容难度较大，涉及底层硬件和操作系统的核心知识。 
3) 云计算对硬件资源要求很高，通常的硬件无法满足课程实验要求。 
4) 课程资源的集成度高，要开发合适的课程资源通常会比其它课程要难很多。 

2.2. 《云计算》在教学中存在如下问题 

针对《云计算》课程的特点，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经验，梳理出该课程存在的几个问题。 

2.2.1. 缺乏合适的课程资源 
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云计算课程多以理论课程为主，但这些内容涉及的知识抽象，与具体平台相关，

建立有针对性、实用性、理论性的课程资源十分困难，因此课程资源建设相当落后。分析其原因，这与

云计算课程的内容及特点有关系，比如，要完成虚拟化技术的课程录制和相关实验准备，就需要有相关

的硬件资源，而这类资源通知都比较昂贵，普通教师无法承受，而这些内容涉及面广，不仅涉及操作系

统、计算机机硬件的知识，还会涉及并发性等相关理论，这对制作相关资源的教师的知识要求相当高，

这些问题制约了云计算课程资源的建设。 

2.2.2. 教学方式落后 
云计算课程一般只有 32 学时的理论课程和 16 学时的实验课，但涉及内容庞杂且枯燥乏味。如果教

师只是按照教材和教学时数按部就班地进行讲授，很容易造成学生对每个知识点都只知皮毛，流于肤浅，

无法深入理解知识点。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合理规划教学内容，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激法学生的学习

兴趣，让学生在关键知识点有较深入的理解，是云计算课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 

2.2.3. 课程体系存旧 
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教学改革措施，但更多仍是站在教师的立场探讨如何进行教学设计，将已有知识

输入给学生。与其它人工智能课程相比，云计算属于科技前沿，技术更迭速度快，内容即要依赖硬件，

也要对操作系统等核心软件有深入的理解，这对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要求相当高。如果采用传统的课程

体系，会让学生既缺乏对云计算和云存储技术领域最新发展动态的了解和跟踪，又谈不上自主思考和创

新，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很难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3. 《云计算》课程的教学改革 

针对上面提到的问题，我们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3.1. 通过线上资源弥补课程资源缺乏的问题 

针对《云计算》课程资源缺乏问题，可考虑对教材的一些重要的章节、习题和实验项目引入线上资

源，当学生在阅读到相关内容时，可以通过课程网站找到进行进一步学习的线性资源，比如相关内容的

操作视频，介绍理论的网上资料。这样做的优势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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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获取相关的内容非常方便，学生只要通过课程网站就可获取相应的扩展内容。 
2) 纸制版教材相比，在线内容更丰富，易于共享，方便使用。比如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经典

论文都放到网上供感兴趣的学生阅读。这是扩充课程资源的有效手段。 
3) 对一些重要内容，便于交流和讨论，这个过程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弥补课程缺乏的问题。 
4) 学生可以通过对线上资源的内容进行反馈，教师也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可以将这些

反馈的问题整理成相应的习题，丰富了课程资源。 

3.2. 采用互动教学新模式提高学生兴趣 

《云计算》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课。课程学时少且内容多，知识点零散，各章内容相关度

低，内容枯燥乏味。若按照传统教学模式，则无法深入介绍重要的知识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课程组

采用在线平台学习与课堂讲授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加强课堂提问与讨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 
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时，将课堂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线上学习阶段、

翻转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1) 在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好学习目标，布置教学任务。学生根据自

己接到的任务，明确教学目标，进行线上学习，并回答教师在线上布置的任务；要求学生学习知识点并

进行记录，同时还记录下疑难问题。2) 学生要在课堂上对线上学习内容进行小组讨论，随机进行分组，

每组 3~4 人，讨论的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左右，学生向老师提问的时间为 5 分钟左右。与传统的教学模式

相比，这个讨论过程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引导的作用。教师对学生学习知识情

况进行测评，并依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解答学生的困惑，然后教师再针对重点、难点进行讲解。3) 课后对

课堂教学内容和效果进行总结，制作问卷调查形式来了解学生掌握的基本情况。学生根据课堂教学内容

进行成果展示，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4]。 

3.3. 设计新的课程体系应对课程知识更新快 

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专业角度规划、研究《云计算》课程的培养目标，将云计算的基础知识和关键

技术作为教学内容，使得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紧密联系，强化学生在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理论

的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其系统理解能力。在课程体系中，首先要加强操作系统、计

算机组成原理的教学内容，可以考虑将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合并成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可作为《云

计算》的先行必修课。确定出与前沿理论紧密联系的实验题目、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所设立当前最新的综

合课程设计，比如在《云计算》实验课中，可以操作系统内核为基础，进行虚拟机的综合性实验，从而

使整个教学内容包含了基础知识同时又不失前瞻性和技术领先性，这会大大更新学生知识体系结构，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5]。 

4. 结论 

《云计算》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核心课程，本文针对目前《云计算》课程的特点和当前教学中存在的

不足之处，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进方法。其中，提供线上课程资源，采用互动教学，设置新的课程体系

是解决《云计算》教学资源缺乏、教学方式落后，课程体系陈旧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将能有效保障《云

计算》课程教学计划的实施，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及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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