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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new energy, life sciences, and biopharmaceuticals,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AI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By examining the trends 
i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t address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aking the School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Xinjiang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curriculum system centered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mprovements in faculty structure. It also discusse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AI i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deas for nurtur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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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人工智能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生命科学和生物制药领域的应用为核心，探讨了人工智能理念和技术与跨学科人才
培养模式的融合。通过对跨学科融合趋势的研究，探讨了当前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难点。本文以新疆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
院为例，重点探讨了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核心的跨学科协同发展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改革、实践教学创新和师资队伍结构
的完善，并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跨学科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以期为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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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世界，多学科融合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新

时代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正在进入各行各业，

创造新机遇，实现创新。在新能源领域，我们正在研究新型

可持续清洁能源，以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问题，与

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能耗预测、智能电网优化、储能管

理等方面的应用也大有可为 [1]。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是探索

生命奥秘、破解疾病之谜的学科，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疾

病诊断、药物研发、基因测序等 [2] 都获得了加速研究进展。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分析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现状，总结新疆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跨学科人才培养（如人工智能、新能

源、生命科学等）方面的改革经验，建立科学、有效的培养

模式，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高育人水

平，满足社会对复合型跨学科人才的迫切需求。并希望在人

工智能驱动的新能源技术、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打

破传统学科壁垒，拓宽不同学科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交叉学科的迫切需求，促进不同学科之间

的融合。

2 学科交叉融合现状

2.1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在新能源发电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优化发电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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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节能增效，这可以通过实时分析天气因素、地理特征和

设备性能进行预测 、风能等新能源的发电量来实现 [3]。在

储能方面，人工智能在储能中的应用可以通过智能算法控制

系统的按需能量，提高电池性能并确保其可靠性，从而平衡

电池储能 [4]。在智能电网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对电网状态的实时监测和诊断，通过分析大量的能

源数据发现潜在的故障风险并及时做出反应，从而保证电力

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

2.2 人工智能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
在疾病诊断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强大的图像识别

和数据分析功能帮助医生检测和诊断疾病。例如，medicate 

imagery 应用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成像系统，可以高效处理 X

射线、CT 和 MR 图像，准确描述病变特征，提高疾病早期

诊断水平 [6]。在基因序列分析中，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快速处

理大量基因数据，发现基因变异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为个性

化用药提供了相关分析依据 [7]。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可

在生命活动的复杂生理机制的探索，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中

起到促进作用。

2.3 多学科交叉融合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培

养模式正在逐步融合形成，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但

在实际应用的探索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技术方面，由于

各领域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受限等原因，人工智能模型训

练缺乏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同时，多学科技术融合难度

大，需要开发完全适应各领域多样化、复杂化需求的人工智

能算法和平台。在人才培养方面，传统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

只有单一的知识结构，缺乏跨学科思维和综合实践能力，大

部分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8]。此外，多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薄弱也阻碍了跨学科创新的深入。

3 当前新能源、生命科学与生物药学交叉学
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课程体系不完善
传统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往往以某一学科为核心，与其

他学科的课程体系之间相对独立，缺乏学科间的有机融合和

交叉渗透。在新能源、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的跨学科教育实

践中，目前仍缺少将三个领域知识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在

实践学习过程中，一些高校虽然开设了人工智能基础讲座或

课程，但没有延伸到新能源、生命科学的具体应用场景，学

生难以有效地应用人工智能知识解决实际跨学科问题。在调

研过程中，学生选择课程面临的困难之一是跨学科选修课资

源匮乏，自主选择跨学科认知学习的空间有限，不能满足复

合型创新人才发展需求。

3.2 实践教学薄弱
实际科研项目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至

关重要，但在培养跨学科人才方面，提供怎样的科研实践项

目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学校课程体系的设计过程中，

缺乏与企业、科研机构紧密合作的课程内容或科研实践项

目，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行业应用场景和先进的科研项目存在

一定障碍。在新能源领域科研实践过程中，学生更多是在实

验室做理论建模实验，无法参与实际的风力、光伏电站的建

设、运行和维护；另一方面，科研实践课的内容缺乏系统性

和连贯性，各课程之间没有有机联系在一起，未能形成整体

的科研实践课教学体系。同时，科研实践课的任课教师的教

育背景大多是来自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教师指导学生解决

跨学科实践问题的能力由于机会有限。

3.3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需要一支具备跨学科知识与教学能

力的师资队伍。但目前高校师资队伍结构仍有提升空间，多

数教师长期从事单一学科教学与研究，知识结构相对固化，

对其他学科知识了解有限，难以胜任跨学科课程教学与实践

指导工作。虽然部分高校通过人才引进、教师培训等方式尝

试改善师资结构，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人才引进困难、教

师培训效果不佳等问题。缺乏有效的跨学科教师激励机制也

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之一，教师参与跨学科教学

与研究的积极性不高。

4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践

4.1 基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
新疆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以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

结构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拟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跨学

科课程体系。该体系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三

个层次。

基础课程层面，除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等传

统基础课程外，增设人工智能基础、大数据技术基础等课

程，为学生奠定坚实的 AI 技术基础。在核心课程方面，围

绕新能源、生命科学与生物药学领域，设置了人工智能在新

能源系统中的应用、生物信息学与人工智能、智能药物研发

技术等特色核心课程，将 AI 技术与三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深

度融合。通过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掌

握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拓展课程则提供丰富的选修课程

资源，包括新能源前沿技术、生命科学最新进展、生物药学

创新实践等，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与职业规划进行个性化选

择，拓宽知识视野。

4.2 实践教学创新
为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院在课程设计和实施过

程中开展了各类创新活动。一是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联

系，建立校外研究生科研实训基地。与新能源相关企业联

合，让学生参与风电企业和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与医学科研机构合作，让学生实时了解病原诊断和新药研发

过程。在科研指导下，课外教师和在职教师共同辅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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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实习提供专业指导和全方位指导。

其次，学院从基础实验室、专业实践课程、科研实践

项目等方面构建了多层次的科研实践体系。基础实验旨在培

养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和仪器工作标准的规定性，专业实验

课程实施与某一职业相关联的专业实践开放性实践项目，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研实践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

科研创新能力，通过参与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或自治区研究

生创新项目，实现个人能力提升。

4.3 师资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跨学科师资队伍，需多措并举。一

是加大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内外优秀专家的引进力度，重

点吸引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科学领域有建树的博士研

究人员；二是选派教师参加国内外跨学科培训班和研究研讨

会，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拓宽教师的知识视野，提高教

师跨学科教学和研究能力；三是鼓励教师开展跨学科联合研

究和项目合作，促进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融合。同时，要

鼓励教师开展跨学科联合攻关和项目合作，加强教师之间的

知识共享与融合。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新能源 - 生命科学跨学科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可以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首先，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在跨学科课程体系中的应用，提升

学科交叉课程应用体系建设能力；其次，要改革实践教学方

法，在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再来，在人才队伍和师资队伍建设

方面，进一步建设跨学科教学团队是保证学科交叉教育质量

的关键。

5.2 未来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人工智能

为驱动的新能源领域、生命科学领域与生物医学领域的融合

将日益深化，对跨学科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强。未来，学

院将进一步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注入活力。在课程体系建设

方面，将继续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的穿插与融合，增加

更多先进性、前瞻性的课程内容；在实习实训方面，将拓展

实习基地，加强与区域内领军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学院也将努

力开展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

平师资队伍，在生物医药领域，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交叉学

科领域，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创新型人才，为相关学科的发展

不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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