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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作为以复杂数理知识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基础课之一，在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围绕其课程体系建设，针对高等教育课程建设中授课、实践、考核、育人等关键问题，提出

集前沿传统与知识并重、理论实践深度融合、竞赛教学紧密结合和国产生态教学育人与一体的新形态学科课程体系，并

推动新工科建设，实现课程与国家前沿技术发展的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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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ural Networks and Deep Learning,"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urs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complex mathematica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backdrop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curriculum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form of subject 

curriculum system that emphasizes both frontier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deeply integr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closely 

combines competition and teaching, and integrates domestic ecological teaching and education, addressing key issues such 

as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t aim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nd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alignment between the curriculu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rontier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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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将成为推动基础教育革新

与变革的重要动力。多年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逐渐深化，成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为了实现教育事业的战略目标，人工智能在基础

教育中的爆发力和推动力逐步增强。教育部于 2018年

4月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1]
明确

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建设，推进“新工

科”建设，形成“人工智能+”复合型专业培养的新模

式。这一政策导向促使全国各高校纷纷设立人工智能

专业，教育部近两年也陆续批准了 215 所高校开设人

工智能本科专业。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人工智能在专业课程建设上仍处于探索阶段，课程体

系尚未成熟，人才培养目标尚不明确，师资力量薄弱，

实践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此外，人工智能作

为一种“使能”技术，必须与产业深度融合才能释放

其潜力。为此，《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
提出，

要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推动创新型国

家建设，并明确加快场景创新以促进人工智能高水平

应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新经济形势下，传统工科已难以适应时代

变革的需求。新工科的建设要求工程教育从单纯的服

务社会转变为引领社会发展
[5]
，而且成为高等工程教

育改革的重点举措。新工科人才培养因此成为工程教

育改革的主旋律。为此，推动工科专业朝着复合程度

更好的方向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M2022234、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20601452263549）、

山东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2023Y15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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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成为“新工科”兴起的重要任

务
[13][14]

。“新工科”代表了未来工科教育对新型科技

革命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适应性改革方向。这一变化带

来了新的挑战和探索空间，更加强调时代性与实用性

的需求。传统教学模式难以应对这些新需求，因此必

须在教学体系上进行创新，推动课程改革与方案建设，

以实现教学目标的优化和更新。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课程之一，《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在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中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要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

必须优化这一课程体系，以确保其符合新工科的要求。

然而，当前《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体系仍然面

临着诸多挑战。首先，该学科知识更新频繁且时效性

高，因此课程体系必须紧跟学术前沿，不断调整和完

善，以保持教学知识的活力。其次，新工科教育与产

业实践的协同培养仍然存在不足。许多高校的实验设

计过于侧重学术理论，忽视了实际应用，导致工科教

育与产业需求脱节。为此，亟需建立一套理论与产业

实践深度互补的产学结合课程体系。此外，随着新工

科学科相关知识的迅速更新迭代，科技竞赛涉及的前

沿知识应用成为解决课程内容更新滞缓问题的有效途

径。通过将科技竞赛融入课程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

创新创业动力，达到“以用促学，以学促用”的效果，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问题分

析能力。最后，当前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教育多

依赖于国外的设备资源或技术框架，严重缺乏国产化

生态与教学育人的结合。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在未来国

家重要行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也使得探索国产设备

或技术生态的育人路线变得刻不容缓。 

为了更好地建设《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

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体系的完善和革新。首

先，全面审视并革新现有的教学方法和课程结构，摒

弃落后的教学手段，在课程内容、课堂翻转、实践环

境、考核标准、学习环境和竞赛能力等方面进行新形

态的创新。通过引入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教学形式，

使教学更具实效性和深度。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首先

采取了精细划分专业知识点的策略，并基于这些核心

知识点重组教学资源。过程中，我们注重快速对比相

似资源，构建了多样化的课程教学材料，包括视频、

课件、习题、案例、实验、电子教材、学术论文以及

互动问答环节。这种丰富且多样的教学资源不仅帮助

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知识，还能促进他们对复杂

概念的掌握与实际应用能力的提升。此外，我们构建

了“实验实践-科技创新-文化学养”多层次一体化的

实践体系，完善了实验室的开放共享机制，并加强了

创新竞赛平台的建设。通过这一体系，我们能够在知

识传授的同时，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能力、方法、实践

操作、创新思维以及道德品行，实现全面的素质教育。

这种多层次的培养体系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也推动了新形态教育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在学科创新中的内驱力，为我国新时代科技发展

的需求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同时，在课程建设中

我们还加强了国产生态和自主可控技术在教学中的基

础性作用，培养学生在前沿技术国产化生态建设中的

自立自强精神。通过打造国产生态新形态的思政育人

计划，我们不仅能够助力新时代加快国产化生态建设

步伐，还能培养出能够推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人才。本文从以下

四个方面对《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课程建设进行研

究： 

（1）学术前沿进展与传统知识并重的授课模式：

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更新迅速的特点，需要采用学

术前沿进展与传统知识并重的授课模式。通过将学术

前沿与基础理论相结合，构建完整脉络的课程体系，

引入多方知识源，对课程内容进行动态更新和迭代，

确保知识的前沿性与实效性。在夯实基础教育的同时，

着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自我

深造能力，最终形成前沿学术动态与传统知识兼顾的

授课新模式。 

（2）结合产业落地需求的高度实战化实践体系：

面向新工科的产业需求和学科发展要求，需要重新设

计深度学习课程的实验环境和实践平台，建立结合产

业落地需求的高度实战化实践体系。通过弱化传统验

证实验，强调知识密集与综合能力的实践方式，及时

形成理论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的新型教学体系，夯实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基础，探索新工科基础学科教学

的新途径。 

（3）科技竞赛驱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考核模

式：基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科技前沿需求，需

要采用科技竞赛驱动的考核模式，旨在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该模式将深度学习的应用方向与社会各

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构建课赛结合的考核方式，

完善课堂教学计划与内容，培养具备合理知识结构、

工程意识、技术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4）结合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的思政育人方式：

为凸显国产生态和自主可控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基础

作用，需要制定国产生态新形态的思政育人计划，强

化学生在前沿技术国产化生态建设中的自立自强精神，

助力新时代加快国产化生态建设步伐，培养服务于自

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人工智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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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建设整体结构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人工神经网络作为人工

智能领域一门基础性、工具性的课程，得到了学术界

和工业界的极大重视，并成为了各大高校人工智能与

计算机相关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深

度学习”概念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自 20世纪 70

年代被引入教育领域以来
[3]
，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推

广。近年来，学者们从以下三个层面对深度学习进行

了系统研究
[4]
：一是理论探讨，关注深度学习的理论基

础、发生条件和促进策略等问题，探索了多种深度学

习的实施模式；二是实践探索，一方面将深度学习的

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学科课程的教学实践，另一方面

结合学科教学实例，深入探讨了深度学习的发生条件

与内在机制；三是技术运用，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

支持并优化学生的深度学习环境。随着神经网络与深

度学习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相关教材的数量也在逐

渐增加，为线下课程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8][9]

。众

多高校如斯坦福大学
[10]

、复旦大学
[12]

、西安科技大学
[11]

等在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的建设中，采取了多

模态教学的模式，将传统课堂讲授与在线学习、互动

式讨论和项目驱动式学习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生

的学习渠道。这些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

生提供了贴近实际的学习环境。本文致力于建设《神

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构建一个更加完善和高效

的教学体系，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践能力。 

3  课程建设方案 

本章节介绍《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新形态课程

建设的整体思路与方案，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我们

针对以下关键问题：“如何培养紧跟前沿、与时俱进

的专业人才？如何实现知识理论与能力实践的深度互

补？如何提升创新创业水平与自主学习意识？如何将

国产化生态与教学育人工作相结合？”，从授课、实

践、考核、育人四个方面进行课程建设。具体来说我

们通过: 

（1）学术前沿进展与传统知识并重的授课模式； 

（2）结合产业需求的高度实战化实践体系； 

（3）科技竞赛驱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考核

模式； 

（4）结合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的思政育人方式。 

这四个方面，来构建一个集前沿与传统知识并重、

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竞赛与教学紧密结合、国产生

态与育人协同发展的深度学科课程体系。 

3.1  学术前沿进展与传统知识并重的授课模

式 

(1) 构建持续迭代的开放性知识体系 

在新工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

断加快，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必须具备更强的灵活

性与多样化。为此，本课程专注于构建一个开放、持

续更新的知识体系，将前沿学术动态与传统知识相融

合，打造一种新形态的教育模式。我们将课程内容精

细化为若干个知识点，并通过文本、图像、动画、视

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呈现。这种以知识点为粒度、结合

群体智慧的课程资源建设方法，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按

需重组和资源的快速更新，还为个性化和综合能力培

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资源整合，

学生可以从多个视角获取知识，显著提升学习效果。

其次，针对实践部分，我们构建的知识体系涵盖七章

内容（如图 2所示），综合了实践相关的现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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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践课程内容目录 

 

理论、前沿学术和产业化经验，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充

实课程内容，加快知识的生产和更新速度。 

(2) 探索基础知识与学术科研高效融合的教学方式 

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更新迅速的特点，需要采

用基础知识与学术前沿进展相结合的授课模式，制定

紧跟学术前沿进展和技术成果的教学大纲，使学生在

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贴近前沿发现，从而成功跨

越知识鸿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依托高校师资的科

研优势，我们将深度学习课程的知识来源拓展至多个

层次。这不仅包括学生自学与分享，还涵盖了硕士、

博士等研究生的经验交流，以及校内外专家学者的讲

座分享，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视角的学术动态交流

平台。此外，通过校企合作，引入企业导师进行指导，

进一步丰富课程的多模态教学方式，促进课程内容的

多元化和形式的多样化。这一举措不仅激发了学生从

不同角度拓展自身能力的兴趣，最终形成了一个能力

建设多角度的人才培养机制，确保学生在快速发展的

新工科背景下具备应对复杂挑战的能力。 

3.2  结合产业落地需求的高度实战化实践体
系 

(1) 研究专业能力实践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的授课方

式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神

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的教学设计不仅需要注重基

础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传授，还必须强调学科专业能

力的实践拓展，以此检验教学成效和人才培养的效果。

我们提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授课方式，研究适应

产业发展需求的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与模式。在这一

体系中，注重加强复杂知识结构上的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充分利用产业化应用平台的便利性，整合项目合

作资源，培养紧贴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新工科人才。

完善课程学习与产业落地相结合的教学育人机制，弱

化传统的“说书式”的理论讲解型和公式证明型的课

程内容方式，注重深度学习课程的高实用性，采取以

实践为线索，知识应用与落地需求为导向的凸显学科

实用性的教学方式。在课程教学中引入真实产业应用，

从案例剖析、数据处理、模型选择、算法设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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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及落地封装等方面设计教学教案，剖析深度学

习在工程化落地时整个算法应用流程。 

（2）研究设计高效的专业知识能力应用实训方案 

为切实满足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要求，并缩

短《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教学与产业实际问题

之间的差距，我们结合高校实验室项目资源与产业落

地平台的实践资源，改进传统的理论验证实验，构建

基于实际产业应用的新型实训策略，探索以课堂知识

为基础、以产业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知识能力培养反馈

体系。在充分考虑学生专业知识能力提升空间的基础

上，我们重新制定课程目标，重点侧重于实践能力训

练。通过还原真实的产业应用环境，注重学生在实训

体系中的能力拓展效果，帮助学生应对计算机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提升他们在工程设计与实施中的专业

能力，丰富其系统的工程研究与实践经验。具体来说，

在课程教学中设置实践评价模块，迁移实验环境到真

实的产业应用情景中，改进基础理论验证实验为产业

应用综合实践，检验学生在该领域的实际学习成效，

鼓励学生对现有技术加入自己的思考和灵感进行改进，

依托产业化应用平台构建注重实用性的新形态实践过

程，从而建立产业化应用能力的教学效果反馈机制，

设计课程知识应用的能力锻炼实验项目，在实际应用

与高度实践中评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使学

生充分感受产业落地的现实约束，采取项目管理的形

式进行实践，在团队协作、项目纪律性、代码可读性

等多个方面切实提高学生的工程化能力。弥补现有教

学与工程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形成适应国家“新工

科”产学研要求的新时代课程教学方案。 

3.3  科技竞赛驱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

考核模式 

（1） 制定赛教融合、赛学并进的课堂教学方案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产业化深入推进，许多产业

应用问题被设计成与课程相关的科技竞赛，通过将科

技创新活动与课程教学计划相结合，可以有效构建全

方位的人才培养环境。利用科技竞赛推动教学改革，

不仅能提高教学质量，还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科技

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科技竞赛涉及前沿知识的应用，

学生在竞赛中的表现能够为课程教学提供直接反馈，

使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计划能够及时进行调整

和优化。学生在课程推荐的诸如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科技竞赛

获得较好的成绩，可以根据成绩好坏对照考核标准结

合课堂表现进行更加全面的课程最终评价。同时学生

参与学科竞赛遇到的前沿知识、重难点问题可以反馈

到课程教学，以达到更新课堂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

案的目的。通过赛教融合和赛学并进，课程教学与科

技竞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学生的知识水

平和实践能力。 

（2） 创新创业能力和科研素质提升的课堂任务 

由于本门课程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单一的试

卷考试形式不易于考察到学生诸如创新创业能力、知

识运用等综合素质。因此有需要对课程评价方式进行

改革，重新审视课程考核参考来源，拓宽课程考核的

参考方面，通过课程和比赛相结合，制定课赛融合的

考核标准，学生在课堂中提高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素养，

在比赛中提高自己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从而在课赛考核新形态中获得更多的能力提升。科技

竞赛本质上是对知识的深入理解、系统整理和实践应

用的过程，它集中体现了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应用

能力、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各方面的

综合素养。授课教师利用竞赛任务具有挑战性和对抗

性的特点吸引学生的兴趣，通过将竞赛表现纳入课堂

任务的考核体系，我们学生的素质考核扩展到课堂之

外，超越了传统的课堂理论测试和实验成绩的单一评

价方式。在课上的学习过程中，以赛促学使学生的目

标更明确，求知欲望更强；同时，学生在课外也会主

动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钻研。 

3.4 结合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的思政育人方

式 

（1） 建设设备国产化与应用生态完善的课程实

验机制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典型的共创型技术领域，其持

续迭代和发展依赖于一个健全的应用生态系统。深度

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强大的

软硬件和技术生态支持，国产化在这一领域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培养具备人工智能国产化生态

建设能力的前沿创新人才，我们构建以国产设备应用

为核心的新型课程实验机制，以国产硬件为基础，设

计新的实验方法，重新审视和制定适应国产化应用生

态特点的实验评价标准，注重培养学生在特定硬件或

生态环境下的方案构建能力，增强他们对国产设备和

生态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能力。在理论授课过程中，除

了介绍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还引入了人工智能的框

架发展历史，针对 ModelArts 开发平台和 MindSpore

框架的特点和优势做了着重介绍；在课程实践环节，

依托 ModelArts 开发平台和 MindSpore框架，结合课

程的教学需要和培养方式，设计相关课程实验，如指

定 MindSpore 框架实现的 Seq2Seq 中英文翻译实验；

实验开始前对学生进行华为云使用技能培训，针对每

次实验都给出实验指导书和必要的参考资料。 

（2） 建设基于国产设备技术生态的能力拓展课

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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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响应国家号召，在课程教

学与人才培养阶段融合国产生态是确保我国信息安全

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建设以

国产设备技术生态为基础的能力拓展课程平台，在深

度学习课程的教学工作中综合考虑国产基础生态、理

论教学知识和技术应用的特点，探索引导学生在人工

智能国产生态中进行方法和技术应用创新，鼓励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对比国内外技术生态的优缺点，并在关

键技术与基础生态建设中贡献力量。将学生的实验效

果纳入课程的成绩考核环节，支持和帮助学生能够在

学习过程中利用 MindSpore 进行研究。在课程的总结

阶段，对学生在华为云平台上的实践情况进行总结，

与其它框架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

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还能树立科技自立自强的精神，

为打破国外技术壁垒、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贡献

力量。 

表 3  近五年学生开发项目主题与核心技术汇总

学期 项目主题 核心技术 

2019-2020 

深度残差网络（ResNet） 深度残差学习，图像识别，基于残差块的特征提取技术 

YOLO 系列目标检测 实时目标检测算法，YOLOv3 增量改进，特征金字塔 
图像-文本匹配 Stacked Cross Attention 模型，图像与语言特征交叉注意力机制 
基于 BERT 的自然语言理解 双向深度 Transformer 模型，BERT 预训练方法 
基于 GAN 的无监督表征学习 深度卷积生成对抗网络（DCGAN），无监督特征提取 

2020-2021 

深度强化学习（DRL） 强化学习与树搜索，AlphaGo核心算法 
医学图像分割 U-Net 卷积网络，生物医学图像分割 
密集连接卷积网络（DenseNet） 深度网络的参数高效共享，基于密集连接的特征重用 
目标检测技术演进 Faster R-CNN，实时目标检测，区域建议网络（RPN） 
神经机器翻译与序列生成 基于 RNN 的序列到序列学习，联合对齐与翻译的神经网络模型 

2021-2022 

注意力机制在翻译与分类中的应用 Transformer 模型，全局注意力机制，循环注意力卷积神经网络 
视觉与语言联合表征 VL-BERT 模型，视觉与语言的通用预训练表示 
图像-图像的无监督风格迁移 基于 CycleGAN 的循环一致对抗网络，图像到图像的无监督翻译 
图神经网络（GNN）的简化 基于简化图卷积网络（SGC），大规模图上的归纳式表示学习 

视频问答 
层次化条件关系网络（ Hierarchical Conditional Relation 
Networks），视频场景理解与问答 

双注意力场景分割 双重注意力网络（Dual Attention Network），场景语义分割 

2022-2023 

高效 Transformer 模型压缩方法 知识蒸馏、模型剪枝、混合量化方法 
基于对比学习的自监督表征方法 SimCLR 框架优化、MoCo v3、多视图特征对齐 
稀疏卷积网络在大规模点云数据处理中
的应用 

稀疏矩阵乘法优化、基于 CUDA的高效实现、稀疏正则化技术 

多模态融合技术在自然语言生成中的改
进 

Vision-Language Transformer (VLT)、跨模态注意力机制、对抗式
训练 

大语言模型的高效微调方法 LoRA（低秩适配）、参数高效微调（PEFT）、提示学习（Prompt Tuning） 

4  课程教学成果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通过构建一套面向

产业需求、注重实用性的高度实战化教学方案，取得

了显著成果。该方案已在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的相关本科专业全面实施，旨在实现人工智能人才的

高质量培养。自 2019 年春季至 2023 年秋季，累计开

课 512课时，参与学生 400余人次。具体成果如下： 

4.1  教学体系的创新与推广 

在教学模式上，我们打破传统课堂，鼓励学生分

享最前沿的学术论文，形成了一种将学术前沿进展与

传统知识并重的授课方式。这种方式产生了一套可持

续迭代的教学知识体系，包括基础入门与工程拔高的

课程资料包，涵盖课件库、视频库、实践作业集、工

程实践案例库等内容。这一授课模式和教学体系为培

养人工智能领域的高质量人才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也为其他新工科基础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尤其适用于知识更新快、对新鲜度要求高的工科课程。

课赛融合的创新教学模式 

4.2  课赛融合的创新教学模式  

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我们开发了

一套面向新工科产业发展的课赛结合授课方式。通过

课赛融合和以赛促学的方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

识、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将竞赛

与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具有扎实

专业基础的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实训代码涵盖了比

如安全帽识别、机动车违停识别、徘徊检测、明火与

烟雾识别等任务，并配有详细的视频讲解和训练平台。

这些资源为其他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课程提供了宝贵

的基础资源和思路参考。学生在多个重要竞赛中表现

优异，包括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极市计算机视

觉开发者榜单大赛、长三角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大赛、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算法算例大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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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产技术与生态的教学平台建设 

课程还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国产设备、技术与生

态的教学平台。依托该平台，学生能够在国产生态中

提升专业应用能力、拓展创新素质，并为国产生态建

设作出贡献。课程实践中，借助华为协同育人基地平

台，利用 AI 开发平台 ModelArts 及国产设备 Altas，

开展云端结合 PC的多平台教学实践，提升了学生对国

产人工智能生态的认知，并通过实验任务设计和考核

方式的设定，强化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在“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产业命题赛道上，学生凭借

“基于华为昇腾全栈 AI 软硬件平台技术”的项目获

得银奖。由于本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课程负责

人也荣获 2022 年教育部与华为联合授予的“智能基

座”栋梁之师称号。 

5  课程改革成效 

经过四年的教学改革，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课程

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培养了一批能够

将深度学习技术与实际应用需求相结合的高素质人才。

学生能够综合运用神经网络模型设计、数据预处理、

可视化呈现等技术，独立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分

析系统。课程已完成覆盖环境监测、生命科学、通信

技术等多个领域的 29 个项目实践课题，取得了广泛

的教学成果。学生普遍反馈认为，“项目实践显著提

升了模型构建与优化能力”“在学科交叉、研究探索

及深度学习应用开发方面收获颇丰”“课程不仅满足

学术需求，还培养了面向实际工作的综合能力”。近

年来，学生开发的深度学习系统主题更加贴近社会需

求与国家发展战略，技术栈呈现多样化（如表 1所示），

涵盖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及强化学习等领域。

这些实践成果充分体现了课程改革的前瞻性与实效性。 

6  结束语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的建设紧密围绕新

工科背景下对高水平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探索并实

施了多样化、实战化的教学模式。通过在教学中引入

前沿技术与产业需求，该课程突破了传统教学资源的

局限，为人工智能领域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

基础。项目成果不仅在校内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

还为社会相关行业提供了开放的学习平台，进一步扩

大了教育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产业需求，我们设

计了高度实战化的教学方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

度融合，显著提升了学生在实际工程环境中的应用能

力。赛教融合的课程评价体系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推动了课程内容的持续更新与完善。在国

产化生态背景下，我们提出了面向专业领域的创新型

人才培养方案，确保课程教学与国家技术自主可控战

略的紧密结合。通过引入国产软硬件技术，我们不仅

推动了课程实践的国产化进程，还培养了学生在国产

技术生态中的竞争力和责任感。综上所述，本课程的

建设立足于新工科时代背景，面向实际产业需求和国

家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旨在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教学

改革的方向，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快速

发展的科技前沿和产业需求，助力新工科教育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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