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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人工智能”课程特点，以突破以往的专业课程偏重技术知识和专业能力培养，而

忽视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文素养培养模式的局限为主旨，通过明确“人工智能”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梳理

以“辩证思维与职业精神”、“辩证思维与工程伦理”、“辩证思维与自主创新”为主题的思政元素，

确定了主题思政元素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的同步融合关系，在此基础上，规划了基于主题式思

政元素的课程教学六个典型案例，并探讨了在教学过程中基于思政育人问题的反馈机制，以及课程思政

教学持续改进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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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iculu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is approach aim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profes-
sional courses that place undue emphasis on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development while negl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as well 
as humanistic qualities. By clarify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of the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entered on 
the themes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Engineer-
ing Ethics”,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t establishes a synchronous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ema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teach-
ing proces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On this basis, six typical case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based on thema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planned. Furthermore, this pa-
per discusses the feedback mechanis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sues in the teach-
ing proces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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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领域正掀起全球性的革命浪潮，深度重塑各行业的发展模式，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要求人工智能的应用工程师们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深厚的人文素养。2020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2021 年 3 月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2]，2021 年 12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课

程思政建设的通知”[3]，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为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导方法，以教育部一系列文件精神为指导，探讨“人工智能(AI)”课程教学与主题

式思政教学元素的结合，改变以往的“人工智能”课程偏重技术知识和应用能力培养，而忽视学生思想

道德和人文素养培养的模式。探讨在“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同步地融入主题式思想政治元素，

在此基础上，开展思政育人理念下“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并规划和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典型案

例，以及课程思政问题的反馈机制和教学效果的持续改进等。 

2. “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介绍 

2.1. AI 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与“人工智能”课程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理论、方法、技术

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面向工程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课程的发展，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

AI 研究的起步阶段。进入 21 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和深度学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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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突破，AI 技术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也随着 AI 科技的发展和产

业的变革而不断更新和完善。目前，工程教育领域范围内的“人工智能”课程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

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 AI 工程教育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课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师培

训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4]-[7]。 
近年来，随着 AI 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置了与 AI 相关的课程

和专业。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都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或相关研究机构，并开设了多门人工智能课程。常见开设“人工智能”课程的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专业如：

数学、统计学、生物医学工程、经济学等也根据自身的学科特点和需求开设了“人工智能”课程。南京

大学作为全国高校中的佼佼者，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成为全国高校中面向 2024 年全体

本科新生首开“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的高校[5]-[8]。 
“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应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跨学科交叉融合以

及伦理与法律教育等方面，不仅涵盖了 AI 的基础理论和技术，还涉及到了 AI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人

工智能”课程通常包括理论授课和实验教学二部分。理论授课中，学生将深入学习智能科技的概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一些前沿内容，了解应用人工智能科技解决应用领域问题的范例。实验教学是“人

工智能”课程的重要环节，通过实验训练，学生将培养解决人工智能系统运行和实现过程中实际工程问

题的能力，并具备初步的工程思想。通过理论知识学习和实验训练的结合，学生将更好地掌握基本的人

工智能知识。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逐步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人工智能”课程的规划和教学内容应与国家战略需求和 AI 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相适应。“人工智能”课程还将结合实际应用进行课程设计学习，学生将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应用的新

知识技能集，例如“中国制造 2025”“数字新基建”的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智能制造、5G 数字新基建、

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中心等新知识技能集。这将为学生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2.2.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大纲概要 

作为面向自动化、计算机类专业及数字媒体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必修/选修课程，“人工智

能”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或 python 程序设计、通信原理等。

以南昌理工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例，“人工智能”课程选用的教材和参考书目：

(1)《人工智能导论》(第二版)，徐洁磐，徐梦溪，中国铁道出版社(ISBN 9787113278366)，2021 年[9]；
(2)《人工智能》，王东，利节，许莎，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531876)，2019 年[10]。课程教学

内容的简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表 1.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内容简介 

章节 章节内容 章节 章节内容 

基础 
理论篇 

1、人工智能总论 

应用 
技术篇 

1、知识工程与专家系统 

2、知识及知识表示 2、计算机视觉 

3、知识组织与管理——知识库介绍 3、自然语言处理 

4、知识获取之搜索策略方法 4、机器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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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知识获取之推理方法 

 

5、大数据技术 

6、知识获取之机器学习方法 

—— 7、深度学习与卷积网络 

8、知识获取之知识图谱方法 

3. 明确“人工智能”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3.1. 思政育人理念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国家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求加强思政课建

设，提升思政教育质量。 
思政育人是指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运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

育资源，对学习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引导，以培养其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强烈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人

才的过程。思政育人，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旨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社会责

任感以及全面发展的能力。“思政育人理念”的理论依据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它主要源自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等多方面的思想精华和理论成果。这些

理论依据为思政育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指导方法[1] [3] [6] [11]。 

3.2. “人工智能”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为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导方

法，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精神为基本遵循，

明确“人工智能”课程思政育人目标。通过修订教学大纲和“教与学”的教改实施，坚持知识传授与价

值观引领相结合，将课程中蕴含的哲学元素、价值观元素进行提炼，形成主题式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

到“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中，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基于主题式思政元素“人工智能”课程思政育人

目标可设计为以下三点：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1：了解人工智能的特点、主要研究领域、研究历史及未来发展动向，能够依据

需求进行趋势判断、分析、设计和评估，建立有效的解决方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结合人工智能近 70 年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惊人成就的研究历史和文化，以及“创新中国”国家战略，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和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2：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够从复杂问题中发现人

工智能的要素，具备积极的创新思维和敏锐的创新意识，善于发现工程应用和科学研究中的创新点，掌

握基本创新方法。从人工智能的学习内容中让学生初步了解人工智能所蕴含的智能科学思想和方法。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3：了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范例，能够为复杂程序系统开发人工

智能需求，能够掌握理论分析工具，从原理角度实现对工程问题的分析和预测，并在此过程中理解解决

工程问题中的各种局限性。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工程道德和伦理的敏感性以及规则意识。 

4. “人工智能”思政育人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国内高校和学者对课程思政育人的研究日益深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专业课程

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7] [11]-[13]。多数高校已

经将课程思政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实施课程思政[11]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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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工智能”课程主题式思政元素的梳理和确定 

不同的学科和专业课程教学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专业特点、课程知识体系和教学规律，有机融入到“人

工智能”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应根据“人工智能”课程知识体系和教学规律而加以科学合理的规划。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重挖掘课程中的育人素材，结合家国情怀、核心价值观、社会责任等内容，通过梳

理课程知识内容蕴含的家国情怀、辩证思维、社会责任、励志人物为主线的思政育人素材，确定以“辩

证思维与职业精神”、“辩证思维与工程伦理”、“辩证思维与自主创新”作为主题的思政元素，并通

过发掘“人工智能”课程知识内容的思政映射点和融入点，将主题思政元素同步融入“人工智能”课程

教学的全过程[13] [14] [16] [17]。 

4.2. 主题思政元素与课程教学过程的同步融合关系 

主题式思政元素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的同步融合关系如图 1 示意。 
 

 
Figure 1. The synchronously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lemen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图 1. 主题思政元素与“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的同步融合关系 

 
通过将“辩证思维与职业精神”、“辩证思维与工程伦理”、“辩证思维与自主创新”三个主题思

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一种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有机结合体。图中左侧部分示意了三个

主题式思政元素，图中右侧部分示意了“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内容与主题思政元素的映射点及教学过程

中的融入关系。例如，“辩证思维与职业精神”思政元素可融入“总论”、“知识及知识表示”、“知

识组织与管理”等章节的教学过程中；“辩证思维与工程伦理”思政元素可融入“总论”、“知识工程

与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之搜索、推理方法”、“计算机视觉”等章节的教学过程中；“辩证思维与

自主创新”思政元素可融入“知识工程与专家系统”、“机器人系统”、“大数据技术”等章节的教学

过程中。 

4.3. 基于主题式思政元素的课程教学案例 

结合主题思政元素和“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内容与知识点，规划设计教学案例，见表 2 所示。 
教学案例(1)。创新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讲解案例。结合人工智能发展简史，以业届领

先的美欧等国公司为对表，介绍分析我国在多数人工智能技术点处于“跟跑”或“并跑”，极少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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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领跑”的基本态势。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引导学生担当起科技报国

使命，弘扬社会主义职业精神。 

 
Table 2. Teaching cases based on the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表 2. 基于主题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 

主题思政元素 典型教学案例 学习形式 

辩证思维 
与职业精神 

(1) 创新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讲解案例 
(2) 励志人物——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讲解案例 

课堂讲授 
观看视频 
集体讨论 

辩证思维 
与工程伦理 

(3) 大数据分析与伦理和隐私讲解案例 
(4) 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信息泄露风险讲解案例 课堂讲授 

课后提升 
单元实验 辩证思维 

与自主创新 
(5) 高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环境与自主创新讲解案例 

(6) 辩证思维：算力处理器和 AI 基础软件的辩证统一讲解案例 

 
教学案例(2)。励志人物——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讲解案例。结合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篇

的教学内容，介绍大国脊梁：200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的奋斗人生。 
教学案例(3)。大数据分析与伦理和隐私讲解案例。大数据分析为社会、商业和科学领域提供了巨大

的机会，但同时也引发了伦理和隐私问题。维护个人隐私和伦理原则是确保大数据分析持续发展并产生

正面影响的关键。随着法规和伦理框架的不断发展，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平衡数据洞察和个人隐私的

保护，以确保可持续和道德的数据应用。培养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具有高度社会

责任感和较强的工程伦理素质。 
教学案例(4)。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信息泄露风险讲解案例。人脸识别成为身份鉴定、访问认证、

核验查证的重要载体，广泛应用于支付认证、考勤打卡、疫情防控、门禁识别、公共安防等各种工作和

生活场景。同时，人脸识别潜藏的信息泄露隐患日益凸显，引发的失泄密事件也层出不穷，亟待引起重

视和警惕。梳理计算机视觉知识内容的思政映射点与融入点，协同理论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培养学生

工程伦理素质。 
教学案例(5)。高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环境与自主创新讲解案例。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上，了解美国及

西方盟国对中国的围堵态势，了解美国新一轮加大对我国人工智能的打压力度和芯片制造工具的半导体

出口限制。树立全球视野，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勇于自主创新，

坚毅的责任担当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教学案例(6)。辩证思维：算力处理器和 AI 基础软件的辩证统一讲解案例。硬件(算力底座)和软件(AI

基础软件)是完整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相互依存的两部分，具备先进的硬件和高效的软件才能充分发挥性

能。AI 大模型拥有超过 10 亿个参数的深度神经网络，能够处理海量数据、完成诸如自然语言处理、计

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各种复杂的任务。AI 基础软件则是大模型训练、管理应用的重要平台，但必须以

先进的 AI 芯片作为算力基础。以国内性能领先的算力处理器——华为昇腾 AI 处理器为例，介绍昇腾 AI
处理器为基础，通过模块、标卡、小站、服务器等多种产品形态，打造面向“端(End)、边(edge)、云(cloud)”
的全栈解决方案，为 AI 基础软件和大模型的运行和更新迭代提供底层核心支撑。使学生清晰人工智能应

用系统硬软件的辩证统一关系，上升到方法论，训练学生的哲学思维。 

4.4. 思政育人问题的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 

基于思政育人问题反馈机制的“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主要包括四个环节：(1) 思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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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问题的线上线下调查与动态分析；(2)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与专业课程教学评价相结合；(3) 思政育

人问题的反馈机制；(4) 基于思政育人问题反馈机制的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 
(1) 思政育人存在问题的线上线下调查与动态分析 
在每节课的线上线下交流中，通过与学生交流，分析学生在接受能力、专业知识内容的掌握和思政

元素的领悟等方面的问题。同时通过平时作业、结课考试成绩和总成绩的分析，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

整体掌握情况。此外还通过“在线学习调查”、“线下收集学生意见或问题”等方法，以便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反馈机制进行持续改进[16] [18]。 
(2)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与专业课程教学评价相结合 
将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融入“人工智能”课程的传统评价之中，以健全对传授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的

全面评价。例如，建立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多元化学习考核评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

过“学习–结对–分享”学习小组的形式，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课程设计讨论、提交实验实物/软件/程序演

示和实验报告，或者撰写自拟题目的千字左右小论文等。这种非标准答案形式的考评不仅评价学生的人

际交往技能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还对学生的严谨理性、科学钻研精神、辩证思维与工程伦理、

辩证思维与自主创新等方面进行评价[10] [11]。 
(3) 思政育人问题的反馈机制 
在“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课程中设置的思政内容映射点，完善专业课程教

学评价(包括专业知识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同时通过课程思政问题的反馈机制，逐渐形成一套日趋

成熟的“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和方法。 
(4) 基于思政育人问题反馈机制的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 
基于思政育人问题反馈机制的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见图 2 示意。图中的上半部分，示意了“人工

智能”课程学习过程。图中的下半部分，示意了反馈机制环节。 
 

 
Figure 2.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based on the problems feedback mecha-
nism 
图 2. 基于问题反馈机制的“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 

 
在“人工智能”课程学习过程中，“课前导学”包括阅读教室讲授 PPT 文档、自学前移内容等。“教

室学习”包括教室讲授、讨论交流等，教师通过创新教室教学方法，组合运用板书、多媒体教学、教室

讨论、时政视频等方式，提高教室思政育人效果[19]。“课后提升”包括课后作业和巩固知识、推荐阅读

有关新技术发展文章等。“实验教学”包括基本原理实验、课程设计等，通过创新实验教学方法，设置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课程设计，其中一种是基本水平的实验设计(基本原理实验)，另一种是高级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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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课程设计；基本原理实验以学生个人提交实验报告为主，课程设计的实验教学(真实实验–虚拟仿

真结合实验)是在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并提交实验实物/软件/程序演示和实验报告。 
在反馈机制环节中，包括学生意见等线上线下调查、思政育人问题的动态分析等模块，通过思政育

人问题的反馈机制，修正课程思政内容映射点和教学讲解案例，支撑课程思政教学的持续改进，以更好

地培养学生思想道德、人文素养、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5. 结束语 

本文以课程思政与工程教育结合的专业技术课程教学为背景，介绍和讨论了思政育人理念下“人工

智能”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通过明确“人工智能”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梳理“辩证思维与职业精神”、

“辩证思维与工程伦理”和“辩证思维与自主创新”作为主题的思政元素，确定了主题思政元素与“人

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的同步融合关系。在此基础上，规划了基于主题式思政元素的课程教学六个典型

案例，并探讨了在教学过程中基于思政育人问题的反馈机制，以及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的实施路径。

实现知识、能力与思政育人的协同前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观、工程系统能力、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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