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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increasingly	widely	
used in public security work.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er computing power, the neural network layers of deep learning large 
models are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the training speed is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and the accuracy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the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image recognition in police practice is be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in video investigation. Face recognition provides great convenience for police in personnel identity determination and 
suspect	screening	and	lock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age	recognition	for	police	academies,	
which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students understand AI image technology, improve their literacy in AI, and strengthen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so	as	to	lay	a	goo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police	practi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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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安院校的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实验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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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国内计算机科技实力的提高，人工智能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计算机算力的提升使得深度学习大模
型的神经网络层数越来越深、训练速度越来越快，准确度也越来越高，在警务实战中的应用性也越来越强，其中深度学习
图像识别在视频侦查中的应用尤为突出，人脸识别为民警在人员身份确定、嫌疑人筛查锁定方面提供极大便利。论文对面
向警院的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教学进行了探索，致力于帮助学生了解AI图像技术、提升AI方面素养、加强锻炼创新能力，为
日后在警务实战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铺垫好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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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明确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活动，鼓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投身人工智能的科普与推广，全面提高全社会对人工

智能的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 [1]。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作为

公安视频侦查中的重要工具，加强学警对其的了解与应用更

是十分必要。论文将从教学目的、课程设计、实验设计、结

课考核四个方面来进行教学探索，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图像

识别的科普教学与动手应用的锻炼，为学生在日后的警务工

作中提供理论的支撑与动手实践的经验。

2 结合学生的实际应用树立教学目的

2.1 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又称逻辑思维，在警务工作中这种思维能力

十分重要。通过对深度学习中的算法学习，如梯度下降法的

推导，可以加强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从具体的实践中理解

算法是如何在训练中拟合、学习的 [2]。同时，通过独自完成

推导的这一过程也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习惯，为日后警

务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的态度做好铺垫。

2.2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新时代的警务工作中，人工智能已经成了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警院学子将来也必定会经常接触到人工智能的应

用，例如大数据侦查、大数据犯罪防控、监控视频追逃、音

纹鉴定等等。新一代的移动警务通已经融入了人脸识别的应

用，成为广大基层民警接处警、巡逻的有效工具。通过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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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上的学习和实验课上的上机操作，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这对于学生对人工智能原理的了解及日后在

警务工程中对人工智能工具的操作都有很大帮助。

2.3 了解科技前沿与时代接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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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校普及人工智能课程已是大势所

趋，开展人工智能的普及教育迫在眉睫 [3]。虽然警院学子将

来进入公安工作中主要以操作、应用人工智能软件为主，但

为了与时代接轨，加强新时代警务工作能力，对前沿科技原

理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课程对于学警的工程、算

法能力不作过高的要求，主要着重于对于计算机视觉的科普

与人工智能算法的理解，帮助学生在警务工作中更好地操作

人工智能工具，拓宽科技视野，在面对涉及人工智能的违法

犯罪时也能更加得心应手。

3 结合学生的课程基础确立课程设计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图像算法学习对于数学有很高的要

求，包括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数学与优化理

论等。因为警院大部分公安专业在面向高考招生时都是文理

兼收，并且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并未把高数、线代、概率论等

课程设为公共必修，因此算法理论对于公安专业的警校生来

说难度过高且并不必要。因此在课程设计方面偏重于人工智

能概念、计算机视觉原理、卷积神经网络等理论方面的理解，

对于算法进行简单理解即可 [4]。由表 1 所示理论课程主要分

为以下五大部分：人工智能发展史；机器学习概念；计算机

视觉原理与卷积运算；深度卷积网络；人脸识别的原理与应用。

4 结合学校的硬件水平确立实验设计

深度学习对于计算机的硬件水平有很高的要求，特别

对于前沿的算法如微软的 ResNet、谷歌的 Inception 等来说，

其神经网络层数很深，其中层数最多的 ResNet 的深度已经

达到了 152 层，训练都是由企业的高性能 GPU 集群训练数

月完成 [5]。如此高的硬件要求是绝大部分高校所达不到的。

根据警院的硬件条件与对学生的学习目标要求综合考虑，选

取对硬件水平要求较低的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实验来对学

生进行动手能力的锻炼，以加深对图像识别的了解。后期可

根据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利用一些网络开源的云平台完成

进阶的人脸识别实验。

实验课程部分主要分为 Python 与 JupyterNotebooks 的

简单入门，和运用 TensorFlow 框架进行 MINIST 手写数字

识别实验的具体操作 [6]。课程主要以学生撰写实验报告形式

进行结课考核，检测学生的实验学习效果。

Python 的学习与图像识别的实验均是在 Anaconda 的

Jupyter Notebooks 平台上进行。Python 作为一种解释型语言，

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简单易学、容易上手，作为实验工具

来说十分适合 [7]。其次 Python 作为一种科学语言，受到许多

互联网巨擘的欢迎，例如谷歌、YouTube、Facebook 等，许多

机器学习库也是用 Python 编写，前沿的几种深度学习框架

如国外的 Tensorflow、Caffe，国内的飞桨也都支持 Python，

所以选取 Python 来作为实验的工具。JupyterNotebook 是一

种 Web 应用，能让用户将说明文本、数学方程、代码和可

视化内容全部组合到一个文档中，避免了繁琐的环境安装配

置，易于实验代码的修改和共享，操作起来也十分简便，非

常适合作为实验平台学习。TensorFlow 是谷歌团队推出的深

度学习框架，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用户，框架更新频繁维

护完善，是深度学习界的龙头，因此使用 TensorFlow 框架

来进行后续的图像识别实验。如表 2 所示实验课程从以下四

个步骤进行：Anaconda 的安装与 JupyterNotebook 的使用；

Python 基础入门；TensorFlow 调用方法；图像识别实验。

表 1 理论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 教学目的

人工智能发展

简史

介绍人工智能的定义以及发展历史，从热点新闻与生活实事切入，

如支付宝刷脸支付、人机围棋大战、特斯拉自动驾驶、人脸识别安

防等等，综合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进行解读，如《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

工智能》《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

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简史与人工智能在生活

中的一些具体应用，使学生对人工智能产生兴趣，

并结合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诸多政策加强学生对人工

智能的重视

机器学习概念

介绍机器学习的概念定义，从监督学习与无监督学习分别进行简单

讲解，着重于监督学习中的神经网络及代价函数、反向传播算法、

梯度下降法等几个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介绍

让学生对机器学习的定义、原理有所了解，对神经

网络和几个算法概念有初步的理解，为后面的深度

学习算法理解做铺垫

计算机视觉原

理与卷积运算

介绍计算机视觉的原理，图片如何转化为电脑所能分析处理的特征

向量。介绍卷积运算的概念，展示卷积运算对图像边缘的检测效果，

引导学生完成简单的卷积运算

让学生了解电脑是如何分析、理解、处理图片的，

并对卷积运算有所了解，通过示例展现卷积运算的

作用并教会学生进行简单的卷积运算

深度卷积网络
介绍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介绍几种前沿的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从基本构造上进行讲解分析

让学生了解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展，从结构组成

上分析前沿的卷积神经网络架构，加深对卷积神经

网络的理解

人脸识别的原

理与应用

介绍人脸识别的原理和目前一些开源的人脸识别算法，展示人脸识

别的应用如刷脸支付、车站机场安防、卡口监控视频追逃等

让学生从原理层面了解人脸识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通过应用讲解加深学生对其印象，利于学生在将来

的工作中运用好人脸识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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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近年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急速提升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分别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运算所需的硬件与训练所需

的海量数据，这使得人工智能也飞速发展，并逐渐融入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其中图像识别更是广泛应用于公安

部门的侦查工作。这对于警院的学子们也形成了更高的要

求与挑战。因此，论文从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卷积神

经网络、人脸识别等方面对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的教学进行了

探索，希望能够帮助警院学子们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更

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警务工作，也希望能给广大高等院

校、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教学探索提供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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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 教学目的

Anaconda 的安装与

JupyterNotebooks 的使用

带领学生上机进行环境配置，安装 Anaconda 与

Jupyter，使用 Jupyter 进行简单的操作

安装 Anaconda，让学生学会操作 JupyterNotebook
文档的建立和删除、运行和停止

Python 入门基础
介绍字串符、列表与元组，利用几个趣味题目带领学

生完成简单的算法以熟悉条件、循环等语句

让学生能利用 Python 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完成

基本的运算，能大致看懂算法的代码

TensorFlow 调用方法
带领学生使用 python 调用 TensorFlow，定义神经网

络中的各项变量参数，完成简单的神经网络训练

让学生了解 TensorFlow 中一些神经网络参数设置的

定义，通过神经网络训练学习参数的设置

图像识别实验

带领学生导入图片训练集，为学生讲解算法代码，并

让学生对神经网络进行架构、参数上的调整，最后进

行训练并观察对实验结果准确率的影响

让学生亲手完成图像识别实验，通过对结构、参数

的调整优化神经网络，了解神经网络的运行原理，

从实践中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