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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军事指挥院校本科课程对学员科技素养培养存在不足的问题，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为例，

本文围绕“问题–理论–应用”三要素提出课程培养模式和考核方式改革，旨在为学员终身发展打牢素

质基础，重点培塑学员的工程思维，关注学员创新力以及智能化学习力的培养，提升学员运用信息化手

段的能力以及信息化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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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quality in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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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graduate courses of military command colleges, taking the cour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raining mode and assessment method re-
forms around three elements of “problem-theory-application”. The aim i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ir engineering thinking, pay at-
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tellig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comba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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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素养培养的意义和内涵 

2021 年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指出[1]：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

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四科两能力。信息时代的军事人才不仅要熟练掌握操作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技术，

具有丰富的信息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要具备信息思维和方法，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意识。培养信

息化军事人才，必须深刻理解军事人才信息化素养的科学内涵，构建信息化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探索信

息化军事人才的成长规律，从思想认识、课程教育体系、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上有所创新，实现从“知

识为本”到“能力为本”再到“素养为本”的一种跃升。 
军事指挥院校本科教育对学员的培养不仅要求掌握专业领域知识和具备军政综合素养，还应注重科

技素养的培养。科技素养包括自然科学素养和工程技术素养，是决定未来工作水平高低和职业发展上限

的内隐性核心素养。依据信息化人才建设需求，军事指挥院校需构建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群，加强对基础理论、实际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把新理论、新知识充实到学

科建设中[2]。人工智能是一门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由计算机、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叉

学科、新兴学科，能够很好地贯彻科技素养培养。 

2. 科技素养培养的挑战 

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将人工智

能上升为国家战略，鼓励高校形成“人工智能 + X”的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重视人工智能与数学、计

算机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3]。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门面向 2030 年之前的

智能科技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编写了《智能时代计算机专业系统能力培养优化纲要》，近年来，众多院

校纷纷开始探索智能科技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改革方案，比如清华大学围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多学科交叉进行改革创新、国防科技大学开展军事智能化信息类生长军官培养试点等等。然而，在

军事指挥院校本科教育中，科技素养的培养面临以下关键问题。 

2.1. 培养目标不到位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类课程的数学知识跨度大、实际应用范围广、技术更新迭代快，而现有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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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相关课程的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中存在内容不够有针对性、教学内容科普性、实践环节缺乏前沿性等

问题。科技素养培养涵盖面广，包括技术理解力、科技运用力、思维力、学习力和创新力等，对学员的

培养目标如下。 
1) 技术理解力：能理解和感悟实际背景问题(如作战问题和武器装备运用)背后的科学技术原理； 
2) 科技运用力：能自觉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认识和解决领域问题； 
3) 思维力：能通过抽象和推理认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4) 学习力：能通过实践、体验、反思等方式，获得知识与技能，并能主动运用到相关领域问题的分

析； 
5) 创新力：能突破惯性思维束缚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并运用科学方法论开展实践验证。 
课程教学应做到问题驱动和能力导向相结合，立足实践需求确立教学目标，将知识目标、技能目标、

学习能力相结合。 

2.2. 培养模式单一 

科技素养包括科学思维(数学思维、实验思维、计算思维、工程思维)、科技认知和科技应用等，为贯

彻科技素养培养理念，应在课程建设中突出高阶性教学内容，注重深化分析、评价、推理、创造等高阶

思维的培养，融合前沿和经典，贯通不同学科领域。然而传统的人工智能类课程一般以教材为核心设置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对学员的自主性、实践性深度学习的能力要求少，对现代化、信

息化社会所需素质素养培养的支撑作用弱。传统教学中将数学复习与模型讲解分离，教学内容枯燥、缺

乏实际联系，导致学员对技术原理及模型理解困难。 
因此需要创新信息素质教育理念、方式方法，使教与学紧密结合，才能解决传统教学手段难以解决

的问题，从而顺应科技素养培养的要求，使科技素质在军事指挥院校教育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2.3. 应用类考核不足 

当前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类课程的考核中，内容大多局限于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由于机

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教材内容更新的不及时，考试内容常选择线性回归模型、决策树、反向传播神

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经典模型作为主要考点，标准答案相对客观。学员为获取更好的考试成绩花费大

量时间在传统模型概念复习和公式推导，无暇顾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学习。考核内容落后于技术发展，

会导致学员学习兴趣不强、自主学习意识缺乏，难以有效应用所学前沿技术解决实际问题[4]。 
考试方式改革需要以实际问题为背景，根据学员岗位需求和未来发展，重点关注培塑学员的工程思

维、创新力的培养以及智能化学习力的培养，提升学员在实战环境中利用科技素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课程改革实例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是一门与信息论、线性代数、计算机基础等学科紧密联系的新型综合学科

[5]，以多门学科为基础，着力于“人工智能 + 军事”，全方位满足对学员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对科技

认知和应用的提高等要求。本文在科技素养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围绕“问题–理论–应用”教学模式，

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考核评价三个方面《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的教学改革措施。 

3.1. 立足科技素养确立教学目标，问题牵引突出领域背景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授课对象为是大二学员，学员具有一定的数学和编程基础，但对人工智能

内涵不了解不掌握，未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库；学员接受新理论、使用新工具能力强，但欠缺使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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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培养目标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1) 知识与技能。掌握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了解现代科技发展前沿

与军事应用，能够自觉运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认识理解军事问题、作战问题，具备与智能化时代相适应

的科学认知力和技术理解力。如在第四讲“决策树”中，通过人类思维、决策过程理解决策树的递归模

型，并结合鱼雷攻击决策问题进行分析。 
2) 思维与素养。具备理论思维、实验思维、计算思维、工程思维等思维方法以及较强的科技运用能

力，能够自觉运用科学思维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军事问题。如在第二讲“模型评估与选择”中，通过

题目“威胁判断更注重查准率还是查全率”，让学员从实际问题的角度理解相关概念。面向本科生的人

工智能课程更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非底层理论的讲授，需要让学员真实体会人工智能算法与技术的实

现和应用过程。 
3) 实践与能力。具备工程实践经历，具备较强的科技运用能力，初步掌握运用科技方法手段解决军

事问题的方法。如在深度学习实验中，以船舶目标识别问题为背景，让学员动手完成神经网络算法的

python 编程实现。 

3.2. 融合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教学实践，拓展学习突出高阶性 

随着智能学习平台、在线教育的迅猛发展，基于智能化的学习力成为实现终身发展、适应未来变化

的核心素养之一。由于教学内容多，课时有限，对于基本概念、扩展学习等理论知识可以利用丰富网上

教学资源组织学员自主学习。在严格依据教学大纲、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增设适当学时的线上

学习教学内容。为保证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有效完成，线上学习的学时安排不宜过多，否则不但会影响

正常教学进度，还会加重学员的课外学习负担，使学员有枯燥厌倦之感。学员通过雨课堂平台推送的自

主学习任务观看视频，采取信息化教学手段，也有助于学员信息化思维、信息技能的培养。如“机器学

习基本术语”部分，涉及内容比较基础，更适合让学员提前自学，课上在此基础上进行重难点的讲解。 
课前自主学习主要侧重快速入门的零基础课程，该类课程用简化的案例抽象实际问题，案例分析过

程穿插数学推导。课后自主学习主要侧重进阶课程，有利于学生对关键知识点的系统性掌握，对教学内

容进行扩展和拔高，突出教学的高阶性。 
由于课下学习无从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指导督查，为防止学习效果打折扣，制定自主学习测试。

如在第二讲“模型评估与选择”的自主学习后，布置相关测试供学员自测，掌握属性、特征、属性值，

示例、样本，属性空间、样本空间，训练集、测试集等概念及辨析。 
课程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度完成实施，线下教学综合运用讲授式、基于问题的学习、任务驱动式等

教学方法和手段，为提升学员的智能科技素养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3.3. 基于前沿技术围绕领域背景汇报考核，自主学习突出应用性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坚持“考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对于素质和能力的考核。

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主动学习的形式使得考评方式、分数构成与

比例设置更加充分地反映学员课程全阶段的学习成果。1) 形成性考核。占总成绩的 70%，评价内容包括

随堂测试、实作课报告。其中每次实作报告占 5% (四次实作课共占 20%)；随堂测试利用雨课堂开展并记

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2) 终结性考核。占总成绩的 30%，采用汇报答辩的考核方式，由学员自主选

题，搜集资料形成小论文并完成 PPT 汇报，检验学员课上知识的扩展性应用，锻炼学员的综合素质。满

分 100 分，通过汇报、以及专家现场提问等方式进行评定。其中考核 4~6 人一组，每组进行 PPT 汇报 8
分钟，答辩 7 分钟(包括专家提问和编程实现)。在答辩环节，专家对论文撰写质量、PPT 制作质量、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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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答辩情况等四个方面进行评分，四个方面的权重分别为 0.3、0.2、0.2、0.3，采用百分制赋分，分

别占 30 分、20 分、30 分、20 分。 
根据《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内容设置，汇报选题从应用的角度出发，主要依据三个原则：一

是所选题目为军事领域；二是选题的篇幅和内容便于学员通过 8 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 PPT 汇报展示；三

是选题贴近课上讲解的内容，使学员能够将课上所学与领域应用结合。课程组整理出装备、情报和作战

三个方向共 20 个选题供学员参考。 

4. 结束语 

本文对军事指挥院校科技素养培养进行探索，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为例，通过建立“问

题–理论–应用”的改革模式，从认知、基础到探究等层次，循序渐进夯实学员理论基础和前沿创新。

课程将问题驱动与能力导向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有效地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

意识。课程有助于培养军队信息化人才，提升信息化战斗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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