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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ontinuou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ours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for master’s students in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ir learning,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daily life.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course are strong, 
and conventional teaching based on textbooks may encounter problems of inconsistency between teaching cont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adjusts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this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change from “learning” to “learning to do”, enhanc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and	social	needs,	improving	gradu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ories	such	as	image	process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nhancing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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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人工智能的持续应用和发展，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成为计算机、电子信息类硕士的核心课程之一，在硕士
生的学习、研究、应用，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该课程理论和应用较强，常规按教材教学会出现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
时代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论文通过对该课程教学内容增删，教学方法变化，考核方式调整，使学生从“学会”到“学会
做”进行改变，增强了该课程教学与社会需求的衔接性，提升了研究生对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理论的理解，提高实践应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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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革新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智能终

端、工业制造、医疗辅助诊断、自动化控制、智能机器人等

多个领域的智能化进程。作为人工智能的“眼睛”，计算机

视觉已经成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而计

算机视觉中的很多技术与《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

紧密相关 [1]。因此，实时跟进数字图像处理及分析技术发展

前沿，培养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创新型研究生人才，促进各行

业信息化、智能化进程，《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

显得尤为重要 [2]。

该课程包含了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两部分，图像处理

包含图像的表示、采样与量化、图像增强、图像恢复、图像

压缩、图像分割、边缘检测、形态学操作等基本图像处理技

术 ；模式识别包含模板匹配、统计识别、支持向量机、随机

森林、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等技术。该课程涉及内容杂

而多，应用场景和范围宽泛 [3]，在特定环境下使用的特征或

方法又不同。并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 [4]，该课程

的内容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更替变换。

2 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存在问题

《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在我们学校在硕士

点建设初期已经被部署在教学计划中，并在研究生的教学过

程中推进。在初期的教学过程中都是按照相关教材，按部就

班讲解课程中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方法。在后期的讲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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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题的形式让学生寻找文献阅读，并讲解其中涉及的关键

技术和方法。目前大多老师采用常规教学方法（按照参考书

目内容逐一介绍图像特征和识别、分类方法），对教材内容

面面俱到、应用性不强。教学方法按部就班，缺乏整体思维，

任意性强。老师们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选取教学内容，或

者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寻求一些研究主题或者领域，不可

否认这些过程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

对学生的主题不加审核，要求不严格，会出现学生应付、拼

凑现象。教学过程重视成果展现，缺乏思维交流。无论是教

师的研究成果转化教学内容，还是学生学习成果的汇报，都

更专注于把通过自主研究或者自主学习的成果展示给其他

成员，但对于如何形成讲课内容，发现问题，解决思维的关

键点和疑问之处等“思维过程”交流不够，无法达到深度的

相互学习。

3 教学改革探讨

在教学过程中遵循“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突出课程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在梳理数字图像处理概念、

方法等理论知识的同时，进行数字图像处理各种算法设计，

并把其应用到实际图像处理需求中。用教学带动科研，用科

研反哺教学，教学和科研相互融合。

3.1 教学内容改革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数字图像处理领域更有效、更实用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产

生，需要将最新的成果和前沿性的知识纳入教材，淘汰一些

陈旧的、实用性差的教学内容 [6]。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以“内

容的基础性兼顾方法的先进性”为原则，对课程内容进行了

适当的取舍和更新。以当今数字图像处理领域的重要内容作

为本课程的基本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系统性和适用性。例如，保留了狭义图像处理中影像灰度直

方图的概念、性质及其应用 , 图像的空间域、频率域增强与

复原，广义图像处理中边缘检测、区域分割、灰度共生矩阵

分析法和图像的模板匹配等内容；增添了比较新颖而实用的

方法和前沿知识，如分形特征提取、多分辨率分析法等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向学生介绍最新的、前沿性的学科

知识。受 34 学时的限制，有些容易理解的理论如数字图像

采集、量化、编码，基本运算，几何变换等基础内容，通过

发放资料减少课时的方法自学，或删减课时，有些新颖的、

难以理解的理论如小波分析、马尔科夫随机场和神经网络等

作为选学内容供学生自学。

3.2 教学资源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持续革新，教

学模式正经历着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到以面对面教学为主，

慕课、网课等多元化在线教学为辅的深刻转变。面对面教学

以其即时互动和直观感受著称，但慕课、网课等在线教学则

以其灵活便捷、资源丰富、自主学习等特点，为学习者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因此，在有限课时的情况下，需要

建立相应的教学资源库，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和兴趣

选择课程，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同时通过网络平台与教

师、同学进行深度交流，实现知识的共享与智慧的碰撞。针

对该课程内容繁多，实践应用强的特点，我们将数字图像处

理课程中的名字进行收集，并进行解释，建立了名词解释汇

总库，如图像增强，哈夫曼编码、平滑滤波、白噪声等。对

常用图像处理算法的代码进行收集，建立代码集，比如：图

像畸形矫正，形态学处理等，使学生能够自己情境学习相关

的基础知识。通过建立该课程的 QQ 群，可以在群中讨论和

分享学习资源，并根据课程内容将多个教材的 PPT 推导权

重作为参考。根据 MOOC 中开设的《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

识别》课程，根据课程内容选择推荐 MOOC 教学资源。

3.3 教学方法改革
在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的研究生课程中，采用课

堂讨论法和任务驱动法。以图像增强为例，首先，教师在课

堂上引入图像增强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方法，如空间域增强和

频率域增强技术，并讨论这些技术的应用场景和优缺点。接

着，设计一个与图像增强相关的实际问题或项目，例如，针

对低光照或噪声干扰下的图像进行增强处理，以改善图像质

量。然后，设计关于图像增强的课堂讨论，探讨不同增强技

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在讨论中，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图像增

强在医学成像、卫星图像处理等领域的实际案例，促进学生

深入理解理论知识。随后，引入任务驱动法，给学生分配具

体的图像处理任务，如让学生通过适当的图像增强处理方法

（ 锐化滤波器强调图像的边缘细节）提高图像的对比度和清

晰度，以在安防监控系统中有效识别和追踪目标。学生需要

独立完成从图像采集、预处理到增强处理的整个流程，并在

课堂上展示他们的成果。在图像分割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

学生探讨图像分割的不同方法，如基于阈值的分割、基于区

域的分割、基于边缘检测的分割等，并讨论这些方法的优缺

点和适用场景。然后，提出图像分割问题，要求学生开发一

个能够处理复杂背景中目标分割的算法，并解释其工作原理

和实现过程。

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转变为引导者和协助者，而学

生则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实际操作和实验来深化对图像处

理技术的深入理解。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图像增强的理论知

识，还能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

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通过线上平台，微信、QQ 群等分享教学资源，增强

课堂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能够加强学生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的能力。

3.4 课程思政融入
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

同时，接受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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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使其具备健全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人际关

系。这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的繁荣发

展做出贡献。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可以使思

政教育更加生动、具体和有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接受度。

同时，课程思政还可以通过实践教学、案例分析等方式，让

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思政教育的内涵，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在绪论中，通过展示西藏民

族大学发展历程中修复图像，介绍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前沿

应用 , 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 , 认识到本课程学习的重

要性 , 同时增强民族自信、科技自信 , 激发创新热情。在图

像空域增强的教学中，选用手机照片中的图像增强、滤镜、

创作等展示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应用，感受图像亮度、对比

度、饱和度色调等增强效果，了解图像处理基础在日常生活

中的应用，体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在

频域图像增强中，引出傅里叶变换的人物故事 , 介绍傅里叶

在面对权威科学家质疑时 , 是如何坚持的。使学生体会到面

对困难时不忘初心的意义。在图像退化和修复教学中，选用

学校老旧照片、变形模糊图像进行修复 , 引出军事微弱目标

修复与识别的现实意义 ,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在图像识别

教学中，引入人工智能换脸问题，如果使用得当，图像或视

频能产生特殊效果，否则，恶意使用，则违背社会公德甚或

违反法律。引入美籍华人李飞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贡献，如

何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3.5 考核方式改革
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在教学大纲中课时是 34

课时理论的考试课，采取的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 ×30%+ 考

试成绩 ×70%，该考核方式过于依赖期末考试，缺乏对过

程性考核的重视，难以准确评定学生在团队中的贡献及有效

作用。由于没有试验课程，考核方式又是理论，而该课程具

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改革考核方式，增加过程性考核的

比重，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评估，是提升该课程教学质量

的关键。

将课堂讲解理论教学内容通过课后实验作业形式完成，

并引入实验报告及汇报环节，计入总成绩，有助于考查学生

在课堂学习中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应用情况。增设课后设计实

践环节，要求学生按照教师设计的项目进行研究，最终提交

一个精心设计的作品或产品，并进行答辩，进而提升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期末考试应增加开放性或一题多解的

问题，以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重点知识的运用。

通过实施上述改革措施，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培养具有

团队合作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更加全

面和深入，提高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4 总结

图像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其处理与识别技术在

医疗诊断、安全监控、自动驾驶、人脸识别等众多领域都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学生能够掌握数

字图像的基本处理技巧，如图像增强、复原、压缩等，以及

模式识别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特征提取、分类器设计等。

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仅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引领科技创新的潮流。

传统的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的教学，往往不

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学

生的实践操作。通过该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旨在适应科技

发展的快速步伐，通过引入前沿技术和实践案例，增强学生

的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培养符合未来行业需求的高素质人

才，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步与技术创新。随着科技的

不断发展，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

层出不穷。更新教学内容、优化课程结构，可以使教育体系

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出更多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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