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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和公共数学课程的联动教学难度大、任务重等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上，

通过分析公共数学的现状，提出了融合专业背景和前沿理论的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与公共数学课程联动模

式、融合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教学方法、融合阶段性和多样性的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进策略，形成了以人
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全新教学模式。这有利于提升人工智能专业的公共数学课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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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and heavy tasks in the joint teach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ublic mathematics courses, were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mathema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linkage mode of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and public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at integrate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cutting-edge theory, the teaching method that integrate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idea, an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that integrates phased and diverse assessment metho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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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aching model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d been formed. It improves its 
teaching effect and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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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前沿科研领域的快速发展，我国也积极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1] [2]，明确提出了未来高校中人工智能专

业的建设要求，重点指出了多学科多专业融合的要求。西安交通大学[3]、南京大学[4]、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等高校纷纷开设了智能专业并开始招生，主要培养学生运用大学数学、自然科学的基础原理、基本方

法和思想，表达、识别、研究、分析、解决智能工程与系统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涵盖了多门学科的综合应用，例如大学数学、系统工程、无人系统和计算机等[5]学科。其中，大学

数学在智能无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是智能无人发展的重要基础[6]。 
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李敏[7]指出人工智能是 20 世纪三大科技成就之一，基础数学

是其关键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指出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发展方向。吴迪[8]通过

分析本科阶段的大学公共数学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专业背景课程(《最优化方法》和《数

理统计》)相关理论，研究了其与人工智能专业融合途径。倪丹[9]举例分析了大学数学课程数学知识与人

工智能方面结合的案例及其可行性操作方案。王文婷和傅向华[10]结合实际教育经验，提出人工智能专业

类课程与数学课程联动体系这一概念，并阐述了联动体系的建设方法，旨在达到培养本科生和建设教育

平台的目的。清华大学博士、中国大数据应用联盟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人

工智能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刘鹏教授将人工智能所应用到的相关数学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从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基础理论入手，对函数逼近、信息论、图论进行了详细解释，采用 Python
实现相关案例，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提高对数学理论的理解能力。国防科技大学的前沿交叉科学院主

要培养具有在国防军事领域从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研究、高技术武器装备使用维护的能力和一定的技

术管理、组织指挥能力的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在其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重点强调了数学也是其必

不可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 
考虑到智能无人领域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强、系统性强，以及渗透力和支撑性强等特点，本文通过调

研全国名校开设的智能专业课程体系对其教学内容进行简要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教学设计的延展

性、教学方式的模式多样性和教学考核的模式灵活性等方面进行探讨，为智能无人领域的智能专业课程

建设出谋划策。 

2. 人工智能专业的公共数学课简述 

由于人工智能专业的应用性和综合性较强，使得公共数学课程的教学面临着改革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特别地，在保证基础理论传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核心技术、以及结合专业

特色和学院定位发展的相关知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培养学生具有分析、设计和解决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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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领域工程问题的能力。 
本科阶段的数学课程主要由公共基础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能力提升课程

(运筹学或最优化理论)构成，涉及到了一元函数微积分、线性代数、矩阵论、多元函数微积分、优化方法、

概率论、信息论、随机过程和图论等相关课程，这也是人工智能专业所需要的基本数学知识来源，但是

相关课程，涉及多个知识点，范围较广，课程跨度差异明显，教学和学习难度较大。 
因此，研究如何在公共数学课程中逐层递阶式的渗透人工智能理论的教育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即，

将传统的教学内容与人工智能思想进行深层次融合，同时，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其能与人工智能理

论的教学进行有效地衔接。这不仅有利于数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丰富传统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同时可

以激发学生探索研究人工智能知识的兴趣，对后续的学习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3. 融合专业背景和前沿理论的联动模式 

传统的数学课程知识内容丰富，理论难度深度大，在讲解传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传统

的数学教学，缺少其与人工智能专业的后续课程进行有效衔接，很难使学生清楚地明白为什么学这些知

识内容，这些知识内容能干什么，因此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通过调研发现，

当前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人工智能教学过程中融合了前沿项目和当前最新技术；并且以研究成果为导向，

将难以理解的教学内容与科研成果相互融合，实现了其通俗易懂的形象化和实践化的改进。 
因此，结合人工智能专业课程，需要挖掘出相应的数学理论和对应的知识点，及其恰当的教学时间

节点，通过与理论相关的科研项目相结合的方式，从教学设计上寻找符合本科阶段教学情况的知识点模

块，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知识的迁移与延拓，建立融合专业背景和前沿理论的人工智能与公共数学课程的

联动模式，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体验基础知识对应用实践的作用，拓宽学生的眼界，提

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通过对不同领域的预先介入，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无限探索。 
为了更好地描述联动模式，在此举例进行说明。如图 1 所示，在高等数学的“基本函数”讲解过程

中，除了讲述传统的基本的表达式和性质之外，引入“21 世纪人口发展”的科研项目内容，并通过实际

研究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发展趋势、变化规律和时代效能等多方面进行讨论和预测，使学生既加深对函

数性质的认知，又对后继课程进行了必要铺垫，引发学生对后继课程的兴趣。如图 2 所示，在讲授线性

代数第五章的复习课程中，延拓“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渗透人工智能在图像目标识别中涉及的矩阵论

和泛函分析部分内容。 
 

 
Figure 1. Chapter 1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图 1. 高等数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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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hapter 5 linear algebra 
图 2. 线性代数第五章 

 
引入上述的联动教学模式，既做到了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为后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又渗透人

工智能思想，使学生亲身体会基础学科对前沿科学的基础支撑作用；而且，在综合复习过程中，又将内

容进行了总结、提升和必要的延拓；既联系了实际，又使学生体会到科技的强大力量；从根本点出发，

激励了学生要脚踏实地，强基固本，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为后续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或《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做好了铺垫。 

4. 融合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教学方法 

考虑到该课程在人工智能专业学习阶段中上联基础课程知识，下联专业应用实践，具有重要的承上

启下作用，因此需要在此阶段辅助学生在学习上学通相关理论并能进行简单的实践操作，实现学以致用

的作用。 
1) 实践教学 
纵观所涉及的公共数学的教学内容，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是将理论进行讲授。在此，可以采用幻灯、

短视频和图片的形式，创设直观的情境将学生代入实际问题之中；利用简单的模拟活动或研讨的形式，

创设活跃的教学气氛；使用 MATLAB 或 WEKA 等专业软件进行程序编写和实践，创设使用算法处理具

体数据挖掘的环境；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提高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2) 线上线下教学 
利用学习通、雨课堂、MOOC 网、智慧树等互联网上的智慧教学平台，建设和开设网络课程和教学；

在课程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分别采用“慕课 + 翻转课堂 + 知识讲解”、“线下学习 + 案例研

讨 + 小组讨论”、“线上学习 + 编程实践”等多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结合学生学习的认知规

律，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传授，保证教学效果的有效性。 
在课内外的上述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中，通过信息技术，促进课程内容与方法的融合创新；

在分布式递增式的认知环境中，提高学生多方位的协同参与能力；课程思政方面融入育人元素，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既能满足理论课知识降阶，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及时将理论体现于实践，形成

数学课与专业课的相辅相承局面，使得两类知识的掌握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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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合阶段性和多样性的考核方式 

为了巩固课堂传授的知识点，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能力，在传统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考核评价基础上，融入课程作业和课内实验成绩，增加考核公共数学基础知识合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也就是，在公共数学基础课评价体系中，建立过程性和结果性综合评价，建立包括平时作业、

实践操作和期末考试三方面的评价指标，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和新技术新理论的理解；尤其是，在平时

作业中，考核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让学生能走出课堂去实践操作，提高学生在思考、实践和创新等方面学以致用的能力。 
在此，具体分析如表 1 所示，考核操作过程以《线性代数》矩阵运算法则这一章节为例进行描述。 
 

Table 1. Assessment mode 
表 1. 考核模式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评级标准 

平时作业 20% 
各单元的关键知识点、课

外学习要求的完成、复习、

理解和掌握程度 

提交的作业、课堂测试；
(10%) 

单元测试(或期中考试)；
(10%) 

能否自主学习数学基本知识，了

解国际国内发展动态，并且能将

其应用于人工智能专业所涉的

问题描述、数学模型建立求解 

实践操作 30%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设计实现算法的能力 相应的实验平台测试 能否实现数学基本知识编程，并

对结论进行背景描述 

期末考试 50% 
掌握基本理论和算法的程

度，以及简单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卷面考试(闭卷考试，填

空题、选择题、计算题、

论述题) 

能否全面地掌握公共数学基本

知识及其计算，并能对相关概念

和领域进行解释和描述 

 
例如：《线性代数》矩阵运算法则章节的考核评价，在学习完该章节后，大部分学生觉得乘法计算

比较繁琐，因此，提出开放性的问题“在人工智能中，能否查阅出如何提高乘法运算的计算速度的策略，

并编程实现？” 
问题背景：Deepkind 团队 2022 年在 Nature 上发表的论文[11]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AlphaZero 的深度强

化学习方法，该算法以标准矩阵乘法算法和递归算法为基础，对任意矩阵乘法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正

确性。该团队从围棋到矩阵乘法，打破矩阵乘法 50 年最快计算记录，解决了两大数学难题，并能实现

AI 自动出高数题。 
实践操作要求：学生五人一组，围绕所提问题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并总结提炼经典及现有算法，

并编写相关程序，从算法的理论基础、运行速度、运行规模、运行效果等方面进行比较、讨论与总结。 
本部分的考核模式： 
1) 平时作业：矩阵运算典型题目计算； 
2) 实践操作：相关论文的查询和总结，并利用 Python 语言编写程序，实现传统方法和最新方法(可

查阅开源程序)的比较； 
3) 单元测试：考核本章节的理论和计算题目。 
如上所述，将公共数学课程的部分章节内容与最新的人工智能科技相结合，并且融入到教学过程和

平时考核过程中，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掌握基本知识，也能提高学习兴趣、开拓视野，实现知

行合一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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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在全国高校纷纷尝试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新的教育大纲的要求，对公共数学课程

教育教学改革方案的研究是必要和急需的。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专业所涉及相关知识点与公共数学课

教学内容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实践教学和线上线下教学方法的探索，从多阶段和多样式改进了考核

模式，实现了工程实际应用、前沿科学技术与基础理论有效对接；这有助于公共数学课程在教学过程和

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建设，增强了原有课堂的多样性和趣味性，给予学生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并且不断融

入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实现“知行合一”“学而时习之”的教学理念，从而激发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和求知欲，持续有效地培塑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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