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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层次培养目标的人工智能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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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人工智能这类新兴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式需进行深入研究。为此，将专业培养目标分解为三个层次：知识传

授；专业能力培养；自我提升能力培养，然后以思维方法训练为核心建立了课程思政建设方式，具体给出了思维训练的基

本实施方式和主要实施方式，并以“智能建筑设计与建造导论”课程为例进行了实施要点说明。研究表明：新方式可实现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全面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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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大数据、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技术的基础上，人工智能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计算机相关研究与应用的热点

领域，正在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生产与人们生活[1-2]。人工

智能专业也成为新兴的热门专业，高层次专业人才非常抢手。

为助力我国原创性科技成果的突破、抢占科技发展先机，需大

批量、高质量地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高校应

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律，制定合理的专业培养

目标，进而确定高效的培养方案。根据时代需要，人工智能专

业的培养目标要点为：培养具备宽广的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的

专业应用技能、良好的动手实践能力、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活

跃的技术创新能力、适应各应用领域与新技术的自我提升能力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值得强调的是，人工智能专业具有天然的学科交叉属性，

它的主要来源与应用领域都是跨学科的，因此合格的专业人才

必须具有很强的适应与自我提升能力，能快速学习各领域的要

点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有机地结合，创造学科交叉的价

值贡献。同时，由于各领域的技术都在飞速进步，专业人才还

必须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不断掌握最新知识，才能长期立于

不败之地，获得专业上的长久发展。

可见，人工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具有多样性、复合性特征。

为促进培养目标的落实、造就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在人工

智能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强化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的核心

思想是各类课程都应包含一定的育人职能，应将专业知识与思

政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应根据不同专业的课程特点深入挖

掘其特有的思政元素并建立各具特色的课程思政模式[3]。围绕

人工智能专业，相关学者已在专业层次、主干课程层次分别进

行了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研究：在专业层次，刘丽珏等[4]提出通

过在课程各章节中加入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构建问题链教学、

利用云课堂以及建立多维度考核机制的方法来建立以专业伦

理为价值依托的教学内容体系；臧睦君等[5]提出了人工智能专

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的思政协同理念，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史、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3个维度介绍了问题驱动的思政协同教学方法；李

瑞群[6]提出了实施人工智能与思政课程深度融合教学的一种可

行路径：精准备课；创设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与协作交流；提升学生认知并促进知识迁移。 在主干课程层

次，潘玲颖等[7]针对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课程，探讨了融入思政

工作的教学设计理念与方法；马满好等[8]针对运筹学类课程提

出了三种课程思政思路，分别对应人生观与价值观教育、文化

自信教育、时代特征教育；顾然等[9]针对人工智能导论课程，就

思政内容的融入方式、存在的问题及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

为了更好地在教学全过程贯彻落实培养目标，同时与课程

思政实现更好地结合，需对人工智能专业培养目标的核心特征

进行深入分析。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从层次化的角度来概括

为三个层次：知识传授：包含夯实专业基础等含义；专业能力培

养：包含打造专业应用技能、训练实践等含义；自我提升能力培

养：包含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等含义。

本文将基于培养目标的层次化理解，探讨建立以思维方法

训练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式，并以“智能建筑设计与建造

导论”课程为例展开具体说明。

2以思维方法训练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式

人工智能专业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框架、工具与实践平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语音处理与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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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技术、视觉智能处理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知识，自然也包含这

些学科的能力要求。为了真正系统化的掌握专业知识，学生需

要具备复杂事物与系统的分析、归纳、演绎、抽象等能力，还需

要具备较强的综合、假设等能力来处理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具备能力是学习知识的基础和强大助力，能力培养是人才

培养的核心，也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

人工智能专业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知识传授；专业能力培养；

自我提升能力培养），都可将能力培养作为推进实施的抓手。

相对于具体知识的传授来说，能力的培养有些抽象。为了

真正落实能力培养、达到良好的实效，可与课程思政的理念结

合起来，将能力培养落实于思维方法的训练之中，在专业课程

中强化思维方法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备突

出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也

就是说，通过融入思维方法这一思政元素，构建以思维方法训

练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式，实现专业培养效果的突破，保

证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

具体实施要点：

1）思维训练的基本实施方式是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思维方

法的传授、灌输与熏陶，最好结合一些具体的专业案例来进行。

对应于专业培养目标中的知识传授层次、专业能力培养层次。

2）思维训练的主要实施方式是通过专业实践进行思维方

法的强化训练：专业实践的具体形式包括课程实验、课程设计、

小组课题研究、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在这些实践的过程中，

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自主设计实践流程，自主完成实践任

务，分析出现的各种问题，查找原因并进行矫正。在此过程中

可以锻炼出科学的思维方法，磨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批判性

思维，也能激发创造性思维。对应于专业培养目标中的专业能

力培养层次、自我提升能力培养层次。

3应用实例——在“智能建筑设计与建造导论”课程中

的落实

专业层级的培养目标需要贯彻在各具体课程的实施中，需

要利用课程思政来更好地实现。“智能建筑设计与建造导论”课

程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主要介绍楼宇自控、综合布线、系统

集成、智能照明、安全防范、火灾自动报警、会议系统、机房工

程、防雷接地等智能建筑相关知识，还包括物联网技术与建筑

的结合等。为在本课程中落实知识传授、专业能力培养、自我

提升能力培养的目标，相应的以思维方法训练为核心的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如下：

1）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思维方法的传授、灌输与熏陶

例如，楼宇自控是指对楼宇中的电力设备（电梯、水泵、风

机、空调等）通过设置相应的传感器、行程开关、光电控制等实

现在线监控，获取实时的工作状态、进程、能耗等信息，并通过

线路返回控制机房的中心电脑，由电脑得出分析结果后再返回

到设备终端进行控制，实现智能化与节能化。在这一知识点的

讲解过程中，可先进行常规讲解（需要用到抽象思维），然后结

合一些工程实景照片来进行深化讲解（需要用到形象思维），然

后分析这一技术的优缺点（需要用到批判性思维），最后可引导

学生针对缺点尝试寻找解决思路（需要用到创新性思维）。这

样在实现知识传授、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实现了思维方法的

传授、灌输与熏陶。

2）通过专业实践进行思维方法的强化训练

在本课程中可开展课程实验、小组课题研究等实践：

课程实验：一般包括三类：验证型实验（验证教师课堂所讲

知识）；应用型实验（利用教师提供的应用场景和工具学会如何

运用所学的知识完成某项任务）；设计型实验（完成某项预定功

能的设计。通常是由小组合作完成，用到学生的各项综合

能力）。

小组课题研究：可选择本领域最新最热的领域拟定若干题

目，让学生分小组进行课题研究，教师可以分阶段进行课题研

究的把控与引导。阶段一般划分为国内外现状整理、问题分

析、解决方案设计、实施、总结。

在这些专业实践中，验证型和应用型实验的进行主要用到

形象思维；设计型实验需要用到抽象思维、创新性思维；小组课

题研究则需要综合用到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性思维。这样在实现专业能力、自我提升能力培养的同时也

实现了思维方法的强化训练。

4结语

针对人工智能专业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知识传授；专业

能力培养；自我提升能力培养），建立了以思维方法训练为核心

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式，并以“智能建筑设计与建造导论”课程为

例展开了具体说明。新方式实现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

机结合，能很好地促进学生掌握必备的知识与能力、全面提升

自身综合素质，成为全方位、可持续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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