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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内涵，结合学校自身优势特色，提出学科竞赛和产教融合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介绍了学科竞赛在以赛促学、学以致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了校企合作是实现产教融合的重

要途径，探索了基于企业真实项目的工程实践平台的建设和螺旋式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赛促学和产教融合是推动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升级、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重要途径，为培养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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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he 

school's own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driven by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troduc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competition and applying what has been learned, analyzes tha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ngineering practice platform based on real enterprise proje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al talent 

training model.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and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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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工业 4.0”时代的深入

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

核心诉求，并不断催生新的技术和业态，为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作为“新工科”的典型代表，

人工智能专业对“工业 4.0”具有战略引领作用，是实

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转变的关键，这就对高

校人工智能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地方应用型高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使命，

这就要求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和真实行业需求能够

深度结合和绑定，因此，除了学科理论基础以外，更

应该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的培养，

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人工智能+X”工程应用型人

才的需求[1]。 

人工智能专业是近年来获批成立的新专业，受传

统人才培养理念和封闭式培养模式等因素影响，存在

重理论轻实践、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之间脱节等问题，

无法有效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2]。为了提升人工

智能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大量专家学者对以产业为导

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弥补教育与就

业之间的人才能力素质鸿沟。文献[3] 通过校企共建

合作委员会、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共建双师双能型师

资队伍等措施，探索了校企协同育人的新路径。文献

[4]从课程体系构建、实践教学设计、人才质量评价等＊通讯作者：鲍蓉 baorong@xz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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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产教融合改革方案做出了有

益的探索。文献[5] 提出在产教融合教学过程中融入

境脉学习的理念，通过启动境脉学习（引入产教融合

项目案例）、深化境脉学习（围绕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和检验境脉学习（解决新问题）三个环节，帮助学生

在真实性问题情境下展开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文献

[6]积极与行业企业开展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实践平台建设等工作，为构建新工科专业产教融合协

同育人的模式和实践提供了指导。总体而言，作为提

升教育质量、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科竞

赛和产教融合被广泛认为是推动人工智能专业教育改

革的关键策略[7]。 

学科竞赛是指利用挑战赛、模拟实战比赛等形式，

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8]。

文献[9]将蓝桥杯竞赛融入课程教学过程，采用“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实践创新能力，也促进了教师的教学水平提

升。学科竞赛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多方面的，

例如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锻炼学生

的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多学

科交叉融合能力，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问

题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等。 

产教融合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并发挥学校、

企业以及政府等多主体的资源优势，形成教育和产业

密切配合、深度融合的办学模式[10]。在高校人才培

养中，产教融合对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提升实践能力

的效果显著，得到了广泛认可[11]。美国从 20 世纪初

期就开始进行产教融合教育的探索，其主要采用工学

交替的合作教育实践模式，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换

为应用技能。此外，加拿大的合作教育模式、英国的

“三明治”模式、德国的“双元制”等模式也都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我国也非常重视产教融合教育，为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2019

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产

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

育改革和人才开发的整体制度安排[12]。 

徐州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学院）以服

务淮海经济区发展建设为宗旨，依托办学基础和创新

理念，于 2021 年成功申办了人工智能专业。围绕新工

科建设六大理念，学院积极探索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展开了多元协同育人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通过组建

跨学科多专业的教学团队，鼓励学生跨专业共同参与

到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以及校企合作的实

践项目等方式，构建了以学科竞赛和产教融合为特色

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科竞赛和产教融合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2  学科竞赛培养创新人才 

学科竞赛的产业命题赛道和揭榜挂帅专项赛的赛

题均来源于企业的现实需求，通过鼓励、支持学生参

加各类学科竞赛，可以将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竞赛实践

相结合，不仅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而且能加深学生对行业技术需求的理

解和认识，激励学生提前进行相关技术的学习和储备，

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 

在以赛促学方面，学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学院组建经验丰富的双师型竞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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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并通过组织参加相关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等方式，不断提升指导老师的水平。指导教师团队遴

选适合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参加的比赛，引导学生根据

自身条件和兴趣爱好参加相应的比赛，并为参赛学生

提供必要的场地、材料、仪器、设备等支持。指导老

师在竞赛指导中特别注重选题的科学合理性，即根据

参赛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动手能力，选择合适的赛道和

题目，这对于明确竞赛方向、帮助学生有针对性的准

备有重要作用。竞赛选题一般遵循如下原则： 

⚫ 兴趣驱动：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 能力匹配：充分考虑团队成员的能力水平，

确保学生能够胜任竞赛任务； 

⚫ 市场需求：关注市场需求，以提高竞赛成果

的实际应用价值； 

⚫ 创新实用：注重创新，同时考虑成果的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在选题过程中，指导老师会组织团队成员进行多

轮头脑风暴，通过网络、书籍、企业专家等多种渠道

收集竞赛相关信息，提出多种选题方案，经过深入分

析、讨论和筛选，确定最终选题。通过与学生进行充

分讨论，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选题的认识，另一方

面也会对学生的能力水平有更加准确的评估和掌握，

以便于帮助学生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 

近年来，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学院）在以赛促

学理念的指引下，在学科竞赛上屡创佳绩，在全球校

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全国总决赛、 “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国大学生团体程

序设计天梯竞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睿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百度之星程序设

计大赛等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图 2  学科竞赛赋能教学设计 

以赛促学还可以“反哺”教学，如图 2 所示，即

从学科竞赛中遴选优秀参赛案例，根据企业项目开发

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将案例编制成课程实训项目和实

践环节。例如，在第五届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

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信息工程学院参赛团队在无人车

视觉挑战赛中取得全国二等奖的成绩，指导老师将视

觉识别子任务抽取成《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课程

中的实训项目，根据学生在比赛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在实训项目中设置多种光照、距离、角度和尺度下的

目标识别，鼓励学生探索不同模型的泛化能力，让学

生明白企业真实的应用场景复杂多变，在算法设计上

需要统筹考虑、充分验证。此外，学院还探索在人工

智能综合实践课程中加入竞赛元素，从 Kaggle 平台

[13]上选择 3~5 个难度适中、贴近实用的比赛项目，

引导学生组队参加，通过模型的迭代训练及平台的提

交反馈，每组同学都可以直观看到与世界先进模型的

性能差距，鼓励学生利用模型优化、数据增强等手段

不断提升模型性能，缩小差距。以上措施对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3  产教融合提升实践技能 

产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教

学改革的主要落脚点[14]。产教融合有助于打破教育

和产业的边界，通过校企合作推动高校融入产业创新

生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

必然要求。然而，产教融合在应用型高校的推进过程

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企业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

够高、校企协同合作力度不够强、有产业经验的“双

师型”教师缺乏、学生应用能力与产业实际需求存在

较大差异等。针对这些问题，学院进行了产教融合深

化协同育人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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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牵手淮海经济区龙头企业，与徐州市大

数据集团、徐工集团等企业共建校外实习就业基地，

并就实践教学、产学研共建展开多层次校企合作，将

专业学习场景搬到真实职业环境中，实现“学中做、

做中学”，提升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技能水平和

职业素养。为提高校企合作的水平与合作深度，学院

还主动对接企业了解生产需求和技术短板，并联合企

业开展横向课题研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主持

人将项目的全部或者部分模块编制为相关课程的实践

内容，让学生在框架设计、功能规划、功能实现、流

程测试等系统设计实践中得到锻炼，实现企业真实案

例与课堂教学的深度结合，以及教学内容与实际开发

的无缝对接，从而显著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例

如，教师将横向课题“云边端一体的建筑工地安全生

产监测系统”转化为人工智能核心专业课《图像处理

与计算机视觉》的实训项目，学生 6 人为一组，完整

参与到项目开发的全流程中，特别在系统开发阶段，

按照深度学习的标准开发流程设置子任务，让学生真

切体会到在企业实际生产环境中如何采集和标注数据、

选择模型并训练部署，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师横向课题转换为课程实践内容 

 

学院还坚持开放、共赢的理念，与企业共建人工

智能专业，在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实践教学和平台

研发等多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参与教学设计和人

才培养。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上注重工程实践能力

 

图 3  产教融合探索。左：工程实践平台；右：人形机器人实训项目 

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把产业前沿发展和企业项目

案例融入到课程建设中，形成贯穿大一到大四的实践

教学资源。项目开发尽可能模拟真实的企业项目开发

流程，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真实项目开发的全过程。 

学科竞赛和产教融合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4 ISEP

127



 
   

 

在实训体系的搭建上，以“课程实训-学期综合实

训-企业项目实训”为主线，构建“学习-实训-再学习

-再实训”的螺旋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不断迭代和强

化，提升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和综合

实践能力。实训内容以企业真实的工程案例项目为蓝

本，以智能机器人为主线，打通课堂理论知识和工程

实践，例如，基于 C 语言的智能小车的避障、循迹和

导航，基于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与实践等项目，让学生

系统地掌握人工智能、程序开发等知识，如图 3 所示。

4  实施效果 

在学院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以

学科竞赛和产教融合为抓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在徐州工程学院 2021 级和 2022 级人工智能专业本

科班中进行了实践和验证，成效显著。 

在学科竞赛方面，学院不断加强竞赛的组织和宣

传工作，学生参与竞赛的热情空前高涨，仅 2023年就

有 26 支队伍参加“挑战杯”、“蓝桥杯”等“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榜单比赛，学生参与率达

到 67.2%。在指导教师团队的个性化竞赛指导下，参赛

学生在国赛阶段共获得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三

等奖 7 项，国赛获奖比例达到了 53.8%。学生参与度

和获奖数量均有了明显提升。 

在产教融合方面，学院积极联合企业开展横向课

题研究，自 2023 年以来，共签订横向课题 9 项，参与

到教师科研项目中的学生人数达 24人。学生的广泛参

与可以协助教师更高效地推进项目，同时也能帮助学

生提升综合实践能力。 

此外，学院还积极推动从学科竞赛和横向课题中

提取、编制课程实践内容，自 2023年以来，共转化实

践项目 15 个，对人工智能核心专业课及综合实践课的

近一半实训内容进行了更新。 

5  结束语 

学科竞赛和产教融合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人工智能

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将竞赛项目和

企业项目融入课程实验实训，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的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还能促进教育内容与行业需

求的紧密对接，缩短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距离。因此，

地方应用型高校应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机制，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以适应快速变化的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出更契合企业需求的人

工智能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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