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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人工智能专业的培养要求和授课学生的知识基础，形成“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是基础能力的拓展，其教学

必须切实培养动手能力”的教学理念，提出“典型算法编程练习激发学生学习潜力”和“渐进难度实训引导学生提高

动手能力”的教学方案。利用华为昇腾计算平台，设计了三个实训项目关卡，采用课内外结合的成绩评估方法。三年

教学实践表明，该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人工智能本科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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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jor and 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of the stud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ming is an 

extension of basic abilities, and its teaching must effectively cultivate hands-on abilities"，and proposes a teaching scheme 

that focuses on "inspiring learning potential through typical algorithm programming exercises" and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practical training to enhance hands-on ability." Utilizing the Huawei Ascend computing 

platform, three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 levels are designed, and a combined in-class and out-of-class evaluation method 

is employed. Three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have shown that this approach has achieved good educational outcome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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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刻改变着我们的

社会和生活。2012年深度学习崛起开启了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新纪元；2014年，强化学

习的应用使 AlphaGo 战胜了人类围棋冠军；2023 年，

大模型 GPT-4 在现实世界场景中的各种专业和学术基

准上匹敌人类水平，成为人工智能新的里程碑。面对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欧盟、美国、英国等相继发布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2015

年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提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2017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在教育领域，近些年国

内外的人工智能
1
教育也得到空前发展

[1][2]
。国际知名

 

 

 

学府纷纷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斯坦

福大学于 2014年开设了 “CS231n: 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的视觉识别”的课程，系统介绍深度学习在计算机

视觉领域的应用；麻省理工学院于 2016 年开设了

“6.S191: 深度学习导引”课程，介绍深度卷积网络

的理论与应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 2015年也开设

了“CS294-131: 深度学习”这门课程，涵盖卷积神经

网络、循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模型的基本概念和训

练技巧；卡内基梅隆大学早在 2012 年便开设了“10-

715: 机器学习高级导论”，它涵盖了深度学习的基本

原理、算法和应用。这些课程的教学，培养了众多优

秀的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支撑了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

的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国内，教育部于 201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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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规划》，提出人工

智能人才培养在 2020-2030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人工智能领域本科生和研究生
[4]
，以满足 AI产业

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北京大学在 2015 年开设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课程，清华大学在 2014年开

设了“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课程，2018年 6月成立

人工智能研究院；武汉大学在 2017年开设“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课程，并于 2019 年成立了人工智能系，

招收人工智能专业本科生。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核心课

程之一，它是将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具体任务

的关键步骤。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是培养学生在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方面的编程能力，为学生

从事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研究工

作打基础。结合近三年的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课程

教学实践，本文进行教学方法探讨，首先阐述课程设

计的理念，然后介绍课程建设的内容，最后介绍课程

考核方法和教学效果。 

2  教学理念与方法 

 
图 1  课程设计框架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在青少年人群中具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一方面，人工智能已经较普遍地应用

到社会生活和工作中
[5]
，例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

能手表、新能源辅助驾驶汽车等都是人工智能算法的

载体
[6]
，使得大众容易接触和感受人工智能的强大能

力；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教育行业，特别是课余培

训机构，对青少年人工智能程序设计的培训非常积极，

很多小学、中学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接触了

Python 等程序设计、机器人控制算法等培训，具有相

当的程序设计基础。因此，如图 1 所示，课程组形成

了以下的教学理念： 

（1）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是基础能力的拓展。它是

课外培训的延伸，是社会知识的深化； 

（2）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课程必须切实培养动手能

力，不动手等于零。通过教学，使学生易学会用，切

实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基于此，我们设计了以下的教

学方法。 

· 典型算法编程练习激发学生学习潜力。 

武汉大学的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课程被安排在

本科一年级暑假。考虑到授课学生仅有计算机基础、

C++、微积分等课程的学习经历，并且动手能力偏弱、

缺乏机器学习基础的概率学和统计学知识，甚至部分

学生对编程感到畏惧，系统学习人工智能理论和编程

知识在短时间内将很难开展。为此，我们设计了以典

型算法编程激发学生学习潜力的教学策略。具体地，

在课程的初级阶段，进行 Python编程设计的练习。主

要学习基础语法、函数调用以及重要程序包，以实验

作业的方式提交学习报告；然后，构建神经网络进行

手写字符识别。最后，构建基于 MindSpore、PyTorch

的分类和分割程序。通过成功实施这些编程实践任务，

激发学生在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方面的兴趣和潜力。 

· 渐进难度课题实训引导学生提高动手能力。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

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我们采用循序渐进

的教学策略，通过实践让学生由浅入深理解和掌握人

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原理和实现方法。针对这门课程的

实践性，即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和体验，我们设计由

易到难三个实战项目关卡，让他们一步一步深入到人

工智能应用软件的设计和实现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实

操能力，从而在项目实战中切实提高编程动手能力。 

3  课程建设 

3．1  教学内容设计 

首先学习 Python编程语言的基础，包括语法、数

据类型、控制流等
[7]
，为后续实践奠定基础。随后，深

入学习 Python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介绍 Numpy、

Pandas、Matplotlib等工具库
[8,9]

，为学员提供强大的

编程支持。同时，理论方面涵盖深度学习、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关键领域，并介绍两大 Python人

工智能框架，MindSpore和 PyTorch。人工智能程序设

计，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项目相结合，以实际项目

驱动学习。通过一系列实训项目，学生将应用所学理

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际

操作能力。具体地，设计了三个关卡课题。 

关卡一，使用 MindSpore 或者 PyTorch 框架搭建

神经网络识别手写数字。通过这个项目让学生熟悉神

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框架，掌握图像分类任务的

基本技术； 

关卡二，设计一个图像分类器，用于对收集的树

叶或者花朵等图片进行分类，并根据指标进行模型优

化。需要选择适当的模型架构，进行数据预处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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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调优和性能评估。然后，将该分类器模型部署到华

为昇腾开发板，实现实时图像分类功能； 

关卡三，构建人像分割模型，并部署到华为昇腾

计算卡。 

收集行人图像并进行标注，搭建图像分割深度

网络，训练模型，进行部署。他们将获得从数据采集

和预处理到模型训练、优化和部署的全面实践经验，

为未来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领域的科研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 

3．2  运用智能基座资源 

运用华为公司提供的软硬件资源进行算法实践。

在教学方面，充分利用华为公司 AI 领域的软硬件资

源，如昇腾 Atlas智能计算卡 20台套、华为云计算资

源，能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进行实践实训；在教学

合作过程中，与华为智能基座课程老师合作制定实训

课题和考核方法。 

（1）手写数字识别。 

利用 MindSpore 框架搭建神经网络模型，基于手

写数字数据集 MNIST，训练并实现对新输入手写数字

图片的准确识别。在理论方面，介绍深度学习框架

MindSpore 的技术原理；在程序设计实训环节，讲授

MindSpore 搭建网络实现手写数字识别。网络结构采

用 LeNet-5，如图 2，可以快速编程实现和进行网络训

练。 

（2）MobileNet花朵分类和部署。 

在理论部分，介绍集成昇腾 AI处理器的 Atlas 智

能硬件平台，如图 3，华为智能基座讲师讲授昇腾计算

卡的使用。在学生实训环节，需要训练基于 MobileNet

的花朵分类模型，然后将模型部署到昇腾 Atlas 200DK

开发板上，实现图像分类。实现的流程为，先将实验

代码和数据集压缩上传至 ModelArts 进行训练，然后

保存模型，访问 Atlas 200DK 开发板，转换为 OM 模型

并进行部署。 

 

图 2  LeNet-5 网络用于手写数字识别 

 

图 3  昇腾计算卡系列 

（3）构建人像分割模型部署到华为昇腾计算卡。 

采集行人图像数据集，学习使用 LabelMe 标注工具进

行人像轮廓标注，搭建典型的图像分割深度网络 UNet，

采用构建的人像数据集对分割网络进行训练，将训练

好的模型部署到 Atlas 200DK 计算卡，对测试数据进

行测试和评估；同时，学习模型训练和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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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效果 

4．1  考核评估 

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估主要包括学习成绩统计和结

果分析。1）学习成绩由四项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项

目的评分构成：Python训练、关卡一、关卡二和关卡

三，它们的权重分别是 20%，20%，30%和 30%，如表 1

所示。每个训练项目包括课堂考核和课程实验报告两

部分，课堂考核聚焦于学生的课堂参与、项目完成质

量、效率等方面的表现；课程实验报告评分则是对学

生实验成果和报告撰写质量的评估。实验报告有一部

分是学习心得和对课程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任课

老师会积极听取学生的反馈和意见，并将其纳入评分

考量。 

2）结果分析包括对学生成绩的统计和分析。通过

对学生的课堂考核和课程实验报告评分进行统计分析，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根据考核得分，找出学

生的学习特点和优势，更好地指导他们的学习。 

表 1  成绩统计表 

 

4．2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本课程设置了四个课程目标：1）掌握 Python AI

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理解人工智能程序的基本原

理思想，能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对人工智能开发的相

关问题进行表述；2）能够运用人工智能程序语言，进

行典型的卷积神经网络程序设计；3）选择和设计合适

的人工智能算法并开发程序，进行典型场景的应用；

4）掌握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常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开发

框架和 AI云平台，进行人工智能程序的设计，进行模

型部署。

 

 

图 4  2022 级本科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表1中，Python训练涵盖课程目标1、2；关卡一和

关卡二涵盖课程目标2、3；关卡三涵盖课程目标3、4。

按照武汉大学的教学安排，第三学期的学习时间为暑

假，一般是6月下旬到7月下旬。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

大一第三学期的本科生；在2023年暑假，授课对象为

2022级人工智能专业本科生。图4展示了2022级52名学

生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课程目标1平均达成度为87.71%，并且方差较小，

说明学生对Python AI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以及算法

基本原理、基本思想的掌握情况较好；课程目标2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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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82.81%，方差较小，说明学生对设计典型的神经

网络程序掌握得比较好。课程目标3和4的达成度为

75.33%和76.51%，并且方差较大，说明学生在人工智

能程序设计结构的选择、分析、应用、模型部署方面

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少部分学生的相关能力需要进一

步提升；经过调查，发现的可能原因是有部分来自偏

远地区的学生在大学之前阶段接触编程语言学习的机

会较少，造成其课堂适应性较差，需要加强补充相关

知识的学习和练习。另外，我们也比对了2021和2022

年的情况，其课程目标达成效果与2023年相似。 

整体来看，本课程教学较好地实现了课程目标。

同时，我们收集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心得和教学建

议。从学生的学习心得和反馈意见来看，学生普遍反

映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能力得到了锻炼，大幅提升了实

践动手能力。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专业培养的要求和授课学

生的知识基础水平，提出了“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是基

础能力的拓展，其教学必须切实培养动手能力”的教

学理念，探讨了一种“典型算法程序开发激发学生学

习潜力、渐进难度实训促进动手能力提升”的教学方

法，运用华为智能基座项目提供的软硬件资源，设计

了三个典型的实训关卡项目，结合课堂考核和课外实

验报告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考评。在近三年的教学

中，课程目标的达成度高，学生动手能力提升幅度较

大。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实训，是人工智能专业培养的

重要基础课程，其教学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

后续能否发挥学习和科研潜力。本教学理念和方案的

探讨，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适合人工智能专业本科生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教学的方法。该课程的建设也为低

年级本科生开设前沿实训课程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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