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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building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needs to 
constantly update its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to adapt to market demand and industry tren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targeted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curriculum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faculty	strengt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cultivate more talents with high-end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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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驱动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思
考——以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为例
罗文佳   李化   张良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中国·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

论文从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的角度，探讨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的挑战与机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
能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以适应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论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革措
施，包括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改革，旨在提高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更多具备高端
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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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文佳（1978-），女，中国四川自贡人，硕

士，副教授，从事计算思维、数据库应用、物联网技术应

用研究。

1 引言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尝试着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挖掘学生的创新思维，优化学习评价体系，弱化专业界线，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论文以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为例，探

讨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驱动下给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

设带来的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

2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2.1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范围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涵盖了教学的各个方面，

包括智能辅助教学、智能评估、在线教育、智能代理、自适

应学习系统、教育决策支持系统以及教师和学生管理等。其

中，智能辅助教学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应

用之一。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学习风格进行

智能化的辅助教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2.2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成效
人工智能的引入推动着教育教学的创新，通过对海量

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发现隐藏的教育教学规律，为教育

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促进不同

学科之间的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

比如人工智能与医学、生物、金融等领域的结合，可以为师

生提供更加深入、广泛的学习实践机会 [1]。

2.3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弊端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带来了一些弊端。尽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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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可以提供智能化的教学资源和辅助工具，但它无法像

人类教师那样理解学生的需求和情感，无法提供个性化指导

和反馈，这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还可能会

对人类教师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一些教师可能无法适

应这种变革，从而面临职业发展的挑战。

3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建设现状

3.1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起源与发展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探索人

工智能并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进行智能化的思考

和行动。1998 年，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出现在教育部

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2020 年，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为工学门类专业，专业代码为 080907T，

属计算机类专业，授予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当今社会，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已经成为自动驾驶、智

能家居、医疗诊断、金融预测等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

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全国高校

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资源普遍存在不足，

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体现在学生就业难，专业对口率

低，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弱。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应用领域

非常广泛，但是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应用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

背景有差异，这也给教学、人才培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2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定位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个跨学科、复合型的学科，

旨在面向智能化技术领域培养具备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可以从事智能应用相关领

域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也可以继续深造 [2]。

3.3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与人工智能教育的关联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与人工智能教育紧密相关。前者

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培养途径之一。教学中，

及时更新人工智能技术及发展和应用方面的知识，增加人工

智能教育手段来加强学生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进而培养其创新实践的能力。

3.4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建设目标与定位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一门新兴且前沿的交叉学科，

紧密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科学且行之有效地培养理论知识扎

实和专业技能突出的智能科学技术人才，以培养解决复杂问

题、创新性思维和独立研究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为目标，加

强校企合作，开启产教融合通道，提高人才输出质量，形成

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淡化专业

界限，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智能科学技术发展，为中国

在智能科技领域取得较强优势贡献力量。

4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资源建设

4.1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
遵循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以学生职业发展为目标，

综合能力提升为主线，知识学习为载体的人才培养指导思

想，根据《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及行业相关岗

位要求，参考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及专业调研结果，

本专业主要学习智能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接受从事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基本训练，设计

了由四个维度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课程体系

本课程体系在注重基础知识、专业核心知识、实践

能力和选修课程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同时，还加强学生个

性化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不仅涵盖了

传统的基础学科和核心专业知识，还引入了新兴的交叉学

科和选修课程，让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本专业领域的知识和 

技能。

4.2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环节。根

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逆推专业课程设置以及课程内容选

择，确定了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网络、嵌入

式系统设计与设计、机器学习、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自动控制原理及应用、人机交互技术、人工智能实践 9 门专

业核心课程，并重点展开课程建设，强调智能化教学方法的

运用和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课程评价与反馈。

4.3 智能学科课程的设置
随着人工智能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应运而生，以满足各行各业对智能科学

与技术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驱动着

在课程体系中设置智能学科课程，是智能应用人才培养行之

有效的必要工作，从而使学生能紧随社会发展提高个人的综

合竞争力。本专业开设了 Python 程序设计、机器学习、自

动控制原理及应用、智能机器人设计与实践、人机交互技术、

人工智能实践、智能物联网开发实训、智能系统综合设计 8

门智能学科课程，从软件和硬件设计与开发上共同培养学生

的知识和技能。

4.4 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每一届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一旦确定，将执行四年闭

合周期的教育方案，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在培养满足

社会需求人才上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为破此局面，及时整合多方教学资源，引进头歌、超星

等教学平台，鼓励师生加强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增强自我

学习规划和学习能力提高，实时更新和升级教学内容，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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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同时，增加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交流，实

现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和交流

拓展教学的视野，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其次，通过开展

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将教学资源引入到学生

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教学资源的拓展和延伸。

5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5.1 传统教学模式的挑战与改革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教学模式不再适

用于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才培养。我校彻底打破以教师为中心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积极推行“雅典式”教学，多种教学形

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提高学生学习主动参与度，提高学生将知

识转化成技能的速度和比例。创新教学方式方法，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学习效率。

学校始终坚持以服务学生为宗旨，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挥和

能力培养，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

5.2 与企业合作，引入实际项目和实践机会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和技术，培养

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本专业开设了电子设计与单片机

开发实训、智能机器人设计与实践、智能物联网开发实训、

智能系统综合设计等校内课程。同时，本专业开展企业合作，

让学生到智能应用相关的企业，到智能科学与技术相关的工

作岗位，从面向课程到面向专业技能到面向就业开展阶段性

集中实训和实习，实训案例、实习工作与人工智能技术关联

度高，让学生不断积累项目经验，逐步形成了面向能力产出

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应用能力，培

养人工智能技术素养，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就业

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5.3 利用在线平台进行远程教学与互动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我校自 2018 年开始招生以来，

始终坚持不断加大校企联合培养力度，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

的各自优势，遵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线，及时利用企业人

才培养灵活多变的特点，整合企业全国优秀师资力量和优秀

课程资源，利用在线平台进行远程教学与互动。加强学生学

习过程管理，利用智能化手段实时采集分析学生学习过程数

据，个别学生教师加以引导，从根本上提高了学生平时主动

学习、研究性学习的积极性 [3]。

5.4 创新实践和科研训练在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
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性强，人工智能变革对该专业学生

的创新实践和科研训练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创新实践和

科研训练相辅相成，让学生参与到各种创新项目中，培养他们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对问题的敏感性和解决能力。创

新实践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动态，掌握最新的技术和方

法，为个人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科研训练让学生可

以深入了解科研工作的流程和方法，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

方法和技术手段，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

校在产教融合项目上，组建师生协作团队，创新促科研，科研

反哺教学，实现了创新实践和科研训练两者有机地结合，更高

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有助于提高人才能力产

出，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6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和重大的意义。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机地融入专业建

设和课程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

环境。这将有助于培养更多具备高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人才，

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发展，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许多传统上被认

为独立的领域现在都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和影响。这

使得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划分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如何

确定专业的范围和边界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同时，

这也要求教育工作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能够灵活地

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科技环境和社会需

求。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灵活地调整教学内

容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科技环境和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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