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5), 694-69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19 

文章引用: 郑海艳, 黎健玲, 邓镇国. 人工智能 + 新工科背景下“数值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 教育进展, 2025, 
15(5): 694-698. DOI: 10.12677/ae.2025.155819 

 
 

人工智能 + 新工科背景下“数值分析”课程

教学改革探索 

郑海艳*，黎健玲，邓镇国# 

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4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5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1日 

 
 

 
摘  要 

新工科建设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标准和更高要求，急需要创新型高级人才作为支撑。“数值分析”作为

工科类硕士研究生的一门重要学位课程，本文旨在分析当前广西大学工科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教学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在新工科背景下，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从教材选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

设计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提高教学质量，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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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new standards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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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which urgently demands innovative senior talents as support. Numerical analysis is an im-
portant degree course for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numerical analysis for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at Guangxi 
University, and discusses aspects such as textbook selectio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design, and so on, which combin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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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计算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应用范围渗透到几乎

所有的科学活动领域[1]-[3]。作为科学计算的核心基础和数学工具，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数值分析”

课程就成为了高等院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的公共学位课，其主要研究各类数学问题的数值求解方法及相

关理论[4]。2018 年我国新工科建设奏响“复旦共识”、“天大计划”、“北京指南”三部曲，明确提出

要改革研究生培养方式，加快建立科教融合、产学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机制；2019 年教育部连续发文进一

步强调“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及时将学术研究、科技发展前沿成果引入课程，这些文件对

工科硕士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崛起

和不断发展，“数值分析”课程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将探讨人工智能 + 新工科背景下广

西大学工科硕士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动

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2. 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数值分析”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位课程，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教学改革研究，例如课程改革[5]-
[8]、课程思政[9] [10]等。本文以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为全校工科硕士研究生所开设的“数值分

析”课程的教学实践为例，探讨人工智能 + 新工科背景下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

应用实践能力，更好地符合新工科建设需求。 
数值分析是借助于计算机来解决实际问题，课程主要讲授一些典型数学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及相关

理论，同时给出相应的程序实现[11]，其主要内容包括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法、方程求根、插值、数值逼

近与曲线拟合、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矩阵特征值问题、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等，这些内容既有纯数学的

高度抽象性和严密的科学性，又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一定的技术性，这也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数学基础

和一定的编程能力。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值分析”课程教

学也需要进行调整和与时俱进。目前我校工科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使用的教材内容更新相对比较滞后且前沿性不足，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融入程度有限。研究生

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核心，为新工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由于新工科建设需要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强的人才，“数值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需紧跟技术发展，不断更新内容，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1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郑海艳 等 
 

 

DOI: 10.12677/ae.2025.155819 696 教育进展 
 

同时加强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此外，新工科建设要求人才德育优先，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如何将思政教育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

题。 
2) 教学方法相对比较传统，信息化教学资源利用不充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参与度不高。目前

“数值分析”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以任课教师讲授为主，即以教师“教”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并没

有向以学生“学”为中心转换，这样就无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个性

化学习进行培养，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此外，仅靠传统的板书以及 PPT 授课难以将抽象难懂的数

值算法具体化和形象化，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重视理论知识和数值模拟，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和跨学科融合。对于学生来说，理论知识固然重要，

然而，能将所学理论知识灵活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求解或相关学术研究中才是真正考验他们的能力，真正

领悟相关理论知识的内涵，这也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因此，加强实际应用案例的教学研讨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结合实际案例的教学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效率和应用实践能力，而缺乏与

实际问题的联系或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会限制学生的创新思维。 
基于上述问题，结合新工科教育背景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从教材选取、教学内容更新与组

织、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等方面重点研究我校工科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将课程学习与

专业领域相结合，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最终提高其创新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3. 人工智能赋能“数值分析”课程教学 

作为当今时代特征，人工智能在包括课程教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下面就人工智能赋

能我校工科硕士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教学进行探讨，有望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培养符合社会

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3.1. 更新教材，完善和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教师在讲授“数值分析”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搜索并获取大量的学习资源，

将最新研究成果与研究理念融入到教学中，以深化和拓展教学内容。例如：插值法作为“数值分析”课

程中经典而又非常重要的方法，近年来在多学科交叉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理论突破方

面有基于 Chebyshev 节点族和最小化 Runge 现象影响的最优插值节点理论；高效计算方面有分布式插值

算法；跨学科应用创新方面有气候建模中利用改进的 Kriging 插值法结合卫星数据以提升降水预测的空

间分辨率等研究成果。这些新成果几乎缺席所有的数值分析教材，此时教师可适当选取相关内容进行介

绍，这样一方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开阔学生的视野。当然，也可引导学生去搜索相关资料，

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个性化自主学习。这样任课教师才真正起到主导、引领、启发和传递信息

的作用，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应用实践能力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3.2. 优化课程教学环节，做好教学设计，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由于“数值分析”课程内容较多，而教学课时相对较少，此时可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

将一些相对简单的知识点制成微课，并在课前发布给学生作为自主学习任务来完成，或推荐一些好的线

上学习资源给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中则对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和讨论，为加深印象也可

进行小组讨论和互动评价以及 AI 互动答疑等，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和学习动力；课后巩固阶段，则可

通过布置课后作业、课后反思、课程小论文、实践应用任务等来达到消化巩固并能灵活应用所学知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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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外，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及时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适当调

整，同时还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相对公平、公正的评价，给出合理的平时成绩。 

3.3. 增加跨学科交叉教学内容，进行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应用能力 

通过引入实际问题应用案例，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起来，可以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和掌

握相关理论知识以及方法的实际应用，进一步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进而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创新思维。例如：线性方程组及其数值解法作为“数值分析”课程中经典而又非常重要的部分，

很多学生并不清楚其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但其在大家所熟知的医学成像问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图像重建、噪声控制和参数估计等关键环节，所以教师在讲授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法时可考虑

将 CT 扫描这一实际问题作为案例进行讲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搜索相关资料，形象准确介绍 CT 重建是

通过 X 射线投影数据反推体内结构，形成大型稀疏线性方程组，但由于每条投影路径仅穿过少量体素，

从而方程组的系数矩阵具有非常稀疏的特点，而欠采样或噪声导致矩阵的条件数高，方程组呈现一定的

病态性，然后逐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如何快速有效求解该类型线性方程组、保持系数矩阵的稀疏性以及

克服病态现象等问题。像这种互动式案例教学，可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促进学生

的综合全面发展。 

3.4. 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师生间互动和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与自己的专业领域相联系。例如：针对土木工程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可借助 DeepSeek AI 助手生成涵盖数值分析核心知识点的实际案例，形成如最小二乘法在混

凝土材料本构模型中的应用、蒙特卡洛模拟在工期预测中的应用、数值积分在排水系统优化中的应用等

小课题，然后将课题分配给学生进行分组研讨，要求学生查阅最新资料，熟悉相关问题的数学模型构建

到数值求解以及结果分析等整个过程，最后形成正式的课程小论文进行提交。学生在完成课程小论文的

过程中，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可以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方便快捷的交流，加强了交流和合

作，另一方面可以查阅和研究最新研究成果，还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个性化学习体验。总之，整

个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应用实践能力得以锻炼和增强。此外，通过人工智能还可提取和分析相关数

据的特征和规律，教师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及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优化，使得学生能够更

加深入的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3.5. 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科技强国、勇于创新的思想品质和正确的“三观” 

根据我国德育教育发展的需要，在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内容，可充分发挥

课程育人的引领作用。借助于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可以很好地搜集相关题材进行相应的课程思政教

育。例如：在介绍各类数值算法时穿插一些科学名人事迹，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质的熏陶；通过对相关理

论的严格推导证明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的数学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介绍相关算法的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结合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前沿共享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等。 

4. 总结 

随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及面对新工科建设创新型高级人才需求，研究生“数值分析”

课程亟需进行教学改革。本文针对当前我校工科硕士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研讨，重点从更新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选取和设计、教学方法与教学手

段的多样化、思政教育等方面进行探索，重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最终实现提高教学质量、实现课程育人的目的，培养出新工科背景下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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