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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一流课程背景下的应用本科高校课程教学和大语言模型对教学带来的冲击，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例，

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的学情和课程特点，在秉持“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和“问国际前沿立标准”

等理念的基础上提出课程教学及其建设需着力于教学案例库构建的趣味化、复杂抽象数学公式的直观形

象化和实例化、课程思政融入的多维化和自然化、相关课程(或交叉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和工程应用

的探究化、高阶化与挑战化等五方面的“十化”，旨在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并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

性和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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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first-class courses and the impac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on teaching, taking natu-
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s of “asking for students 
interests to change methods” and “asking for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to set standards”, proposes that 
the teach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focus on five as-
pects of “ten transformations”: the fun of teaching case library construction, the intuitive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exemplification of complex abstract mathematical formulas, the multi-dimen-
sional and natural integration of course ideology,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of related courses (or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and the high-order and challenge-ori-
ented nature of teaching content. This aim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courses and fully 
mobilize and ut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subjective role of students. 

 
Key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s, First-Class Course Construction,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

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

量。近几年很多高校对一流课程的教学和建设相关问题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研究和实践。如孙雪

结合“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认定办法，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组织实施等六个方面，基

于指标体系提出研究型大学本科线下“金课”建设的基本思路[1]；郭莹等提出了从“学校、专业、课程、

环境、教师、学生”六个层面全方位建设金课的路径[2]；也有的学者强调通过项目建设强化课程教学目

标、完善线下教学环节与资源，并开展教学内容模块化与过程案例化等方面的教学实践[3]，或提倡采取

“导、学、教、练、思、考、评”的多元化教学过程，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等[4]。总体来

看，这些相关研究对高校一流课程的建设和教学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引导或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当前 DeepSeek R1、ChatGPT 和千问等大语言模型对高校教学的冲击[5]，尤其对教育资

源和生源均有一定差异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面临内容抽象、繁琐、难度大或劝退指数高的一些工科

专业课程，要建立起能够对标国际前沿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的一流课程仍有一定的难度和困

难。有必要进一步按照教育部实施意见中所强调的“确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改进

课程的教学设计、方法和内容，使得教学与学生能力发展需求相匹配，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

构，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实际上“学生中心”的理念源于建构主义理论，即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

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其次，杜威的“兴趣与努力”理论也强调教育应不依赖

外部压力，而是基于学生的兴趣，通过真实情境激发学习动机。而学生的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往往

能激发内在动机，促使学生主动探索志趣方向。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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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通过跨国比较以推动教育质量提升，促进知识共享与公平竞争。鉴于以上几方面因素，本文提

出了秉持“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和“问国际前沿立标准”等理念，结合课程特点、地方应用型本科学生的

学习基础和能力、金课的“两性一度”建设标准以及课程思政融入要求等情况综合进行考虑，进一步完

善和创新教学方法体系，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以适应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为目标

的办学定位和“学生中心”理念的贯彻。以下以“自然语言处理”课程的教学及其建设为例展开讨论。 

2. 自然语言处理课程特点、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的目标是实现人机之间的有效通信，使得计算机既

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的意义，也能以自然语言文本来表达意图与思想。“自然语言处理”融合了语言学、

计算机科学、机器学习、数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是人工智能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程。课程内容有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两个方面，包括文本分类、结构分析(词法分析、分词、

词性标注、句法分析、篇章分析)、语义分析、知识图谱、信息提取、情感计算、文本生成、自动文摘、

机器翻译、对话系统、信息检索和自动问答等。其教学目标在于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自然语言

(特别是中文语言)处理技术(特别是基于统计的语言处理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了解当

前国内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概貌，具备运用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解决工程应用技术中实际问题的

能力。同时结合 ChatGPT 和我国“文心一言”等在该领域的前沿发展，在讲授自然语言处理知识体系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自觉接受理想信念与价值判断层面的精神指引。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更新换代快，且课程内容大多数都很抽象、繁琐及难度大。尤其当前我国

DeepSeek 和 OpenAI 联合微软公司所研发的 ChatGPT 等代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复杂工程应用领域的

国际先进水平。它们的出现直接推动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023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

风险[6]。同时也可以看到，大型语言模型对于传统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范式方面形成了潜在颠覆性。其次，

ChatGPT 绝大部分的技术细节还没有完全公开，一些已经公开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也仍然需要更多时间进

行验证[7]。虽然 DeepSeek 开源了其学习参数，但其实现的源代码仍未公开，而现阶段的很多教材内容仍

以传统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范式和内容为核心，在保持学科知识的前沿性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所

提供的案例有限或比较陈旧，数学推导公式繁多，尤其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中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来说，

劝退指数更高，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上这些都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中自然语言处理面向一流课程的教

学及其建设带来了挑战。若仅以当前内容较为陈旧的教材为核心内容按部就班的方式教学，课堂上一些

学生大概率会成为“后排养老区”、“中间娱乐区”的“低头族”。  

3. 面向一流课程的教学和建设思考 

首先为尊重课程自身的特点和保证学科知识的前沿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触及国内外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的新方法和新理念，尤其是对国际上 ChatGPT 和国内大语言模型新技术核心思想的掌握和理解。

针对课程数学推导公式繁多、内容抽象、劝退指数高和当代基于大算力大模型技术实现自然语言处理在

普通实验室环境难以实现，进而难以直观感受和理解其实现技术和基本原理等问题，需要重点解决教学

案例库构建的趣味化、复杂抽象数学公式的直观形象化与实例化、工程应用的探究化、高阶化与挑战化、

课程思政融入的多维化与自然化以及相关课程(或交叉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及其思政推进的协同化等

五方面的“十化”教学实践和建设。为保证课程教学内容的工程应用的探究化、高阶化与挑战化，需要

设计、模拟和实现当前源代码、技术细节不公开、风靡全球的 DeepSeek 或 ChatGPT 中多种功能，并通

过这些前沿领域难度大的工程实践应用和课堂场景实验等环节的建设及运用，充分体现自然语言处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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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及其建设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以下图 1 展示了五方面的“十化”开展课程教学及其建设

的思路。 
 

 
Figure 1. Approaches to teaching practice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urse 
图 1. “自然语言处理”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路 

3.1. 授课案例库趣味化 

一般来说，普通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总体上弱于研究型高校，有必要构建教学启发式案例库，

并使其趣味化，以激发学生对自然语言处理课程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对课程的自主学习。以词法分析教

学内容为例，如“我看见你很高兴”、“门把手弄坏了”或“南京市长江大桥”等。其中的“我看见你很

高兴”，到底是“我高兴”还是“你高兴”？ 
对这类案例中的语句分词若处理不当就会有分歧。将类似这些趣味性的案例库应用于课程理论教学

中，在引起同学哄堂大笑的同时，更能促使其主动思考计算机该如何处理自然语言中这些分词问题。因

此有必要根据课程章节内容进行搜集和构建系统化的趣味化案例库。 

3.2. 复杂抽象数学公式的形象化和实例化 

数学公式繁多、枯燥和抽象难懂是该课程显著特点之一。若按部就班的讲解，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并激发其学习兴趣。尤其对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劝退指数更高。然而将复杂抽象数学公式的相关章

节内容进行形象化和实例化并用于教学，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在图 2 中，左图是本轮课程关于教

学内容“Seq-to-Seq + 注意力机制”原始的抽象数学公式，而右图则是课程组所设计的以“苹果”和“粉

红色”这样简单词句的分析，对复杂模型数学公式进行了形象化和实例化。若对左图仅用传统公式推公

式的讲法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而设计了右图并展开讲解，学生就很容易理解“苹果”一词中的“苹”

字比“果”字被赋予更高分值而合情合理，也符合人类对话中的注意力机制，进而也有助于学生理解左

图中复杂抽象的数学公式。实践表明这种教学设计能够起到较好效果，有必要根据近期的前沿技术进一

步改进、完善这类形象化和实例化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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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sualization and instantiation of complex abstract mathematical formulas 
图 2. 复杂抽象数学公式的形象化和实例化 

3.3. 工程应用的探究化、高阶化与挑战化 

当前 DeepSeek 和 OpenAI 联合微软公司所研发的 ChatGPT 代表了国际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复杂

工程应用领域的最高水平。这些大模型平台除了众所周知的能够实现文本生成、论文写作、与普通用户

对话交流、编程、解答用户提出的复杂数学或物理难题，还有图 3(a)所示。只需要根据用户的描述就能够

生成想要的图像。 
 

 
Figure 3. (a) The astonishing capabilities of LLM; (b) The scale of parameters used to recognize handwritten digit 3 
图 3. (a) 大模型的惊人能力；(b) 识别手写数字 3 所用的参数规模 

 
以上大模型的这些出色表现当然离不开背后的大模型和大算力，当前 DeepSeek 和 ChatGPT 等的训

练参数数量均超过了千亿级规模，而图 3(b)则展示了识别手写数字 3 所用的参数仅仅只有 1 万个左右。

通过这种直观对比，可想而知要想全面实现 DeepSeek 或 ChatGPT 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度。面临这些具有

挑战度和高阶性的难题，有必要设计、模拟和实现当前技术细节不公开、风靡全球、基于大模型和大算

力多模态技术平台中的多种功能，并通过这些难度大的工程实践应用和课堂场景实验等环节的建设及综

合运用，充分体现自然语言处理课程教学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以激发学生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学

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掌握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提升其解决网络自然语言信息

处理、机器翻译和聊天机器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设计和研究等方面的能力。目前笔者所在课程组已模

拟并实现了基于 Transformer 技术的一个具有情感分析能力的聊天机器人，并在课堂讲授中予以应用、展

示效果和讲解模型算法的核心代码，使其在现场展示中，激发了学生探讨模型实现方法的热情和学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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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起到了良好教学效果。 
其次，通过引导和鼓励兴趣高的优秀学生参加各种平台举办的线上竞赛。比如，飞桨 AI Studiop 中

由百度公司所举办的线上知识对话、段落检索语言与智能技术竞赛或飞桨杯网页生成 prompt 指令设计等

赛道的竞赛。这种以赛促学的方式，不仅能够引导学生对这些技术前沿开展探究，也客观上体现了高阶

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其中以 2023 语言与智能技术竞赛为例。该竞赛针对近来深度学习模型的可解释性

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但模型的可解释性评估还不够完善。该竞赛项目的基线提供了预训练模型 ERNIE-
3.9-base、情感分析人物的评测数据和相关评测指标，旨在使得竞赛选手在项目的基线基础上对模型可解

释性进行评估。参赛的学生不仅要熟悉竞赛项目的基线采用的运行环境选择、模型源代码及其运行机制、

测试集加载、数据预处理，也要在对课程所学内容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对比赛项目算法或模型进行改进，

并进行源代码的修改和模型参数的调整。这些过程既能够激发学生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

习的能动性，也充分体现学生对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问题的接受和掌握程度。 

3.4. 思政元素融入的多维化和自然化 

由于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世界观、人生观和家国情怀等价值观方面的形成会受到很多方面

影响，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较长的复杂过程。其次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理论若能带来“自

然的逻辑美感”和思想魅力才能打动人和触及灵魂，否则难以避免陷入“贴标签”的窘境。因此需要形

成课程思政“多维化”融入课程的“自然化”方法体系，并应用于课程教学过程中。具体论述可详见本文

作者发表的文献[8]。这里仅对上述“自然的逻辑美感”可举一例。 
如图 4 所示，笔者所在团队模拟大语言模型的部分功能，即基于中华古诗数据库训练集设计并实现

了“五言绝句”的古诗自动生成系统。该系统训练伊始连标点都点不对，然而随着 epoch (深度学习轮次)
的增加及其交叉熵损失函数值 loss 的降低，自动生成的“五言绝句”文本越来越朗朗上口了。当讲解自

然语言处理中的文本生成章节时，课堂上如果以教材为中心对枯燥的模型及公式展开讲解，一些学生大

概率会显得无精打采。然而课程组备有了该系统，现场展示以上场景实验及其核心代码，能起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课堂实践表明：当多数学生看到这类结合理论的场景实验演示和对核心代码的讲解，学生的

目光陡然聚焦，互动也明显增多了。课堂上的这种教学除能激发学习兴趣之外，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实现该系统的深度学习模型所体现出来的美妙、我国 NLP 头部企业 DeepSeek
等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我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其次，从以上古

诗自动生成系统的训练基础和过程看，模型训练的数据倘若不是来自优美的中华古诗，而是“投喂”给

它一些具有误导性、非法性、意识形态风险或有违伦理的“脏数据”，那生成的文本可想而知。因此该案

例也就自然向同学们展示了“天使或魔鬼”不在人工智能中，而在于驾驭他人的心灵中。同时也使学生

容易理解“警惕一些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在所谓‘算法中立’的包装下，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

式价值观渗透的工具”[9]。 

3.5. 相关课程或交叉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及其课程思政的协同化 

自然语言处理课程是一门与编译原理(程序设计语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课程紧密相

联系的交叉性课程。以交叉度较高的“编译原理”课程课程为例，编译原理这门课所支撑的“遵纪守法”、

“党的领导”等多项思政指标点可以用来对自然语言处理中词法分析、语法分析及语义分析中基于规则

分析法方面的教学。反过来自然语言处理的基于统计及深度学习的方法也可对编译原理课程相关内容的

教学进行有益补充和支持。尤其针对人才培养方案未安排编译原理课程的人工智能专业学生来说，以上

对相关内容讲解有必要。然而针对学过编译原理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在自然语言处理课程中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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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则的语法分析方面的相关内容，可酌情省略或删减。因此相关(或交叉)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化以及

课程思政推进的协同化是需要关注的又一个方面。 
 

 
Figure 4. Automatic generation example of “five-character quatrains” 
图 4. “五言绝句”自动生成举例 

4. “十化”方法的应用效果及其推广适用性 

4.1. 应用效果 

笔者课程团队将以上五方面的“十化”方法体系应用在了“自然语言处理”和“编译原理”等课程的

教学和建设，并已通过了连续两年两轮的教学实践，结果表明以上模式的效果较为显著。其中“自然语

言处理”课程的班级期末考核课程目标评价达成度由原来的 70%提升至 80%左右。另一方面，从学生平

时听课、学习行为和参与度等表现情况来看，也有明显变化。比如授课案例库趣味化、复杂抽象数学公

式的形象化和实例化等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后，明显降低了人工智能专业课堂上学生看手机的“低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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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对课堂所授内容关注度有了明显提高。再比如，类似“古诗自动生成”这种具有自然逻辑美感

的思政元素自然化融入课程教学的案例，在丰富课堂内容的同时也促使学生将注意力转向晦涩难懂的深

度学习神经网络的训练及其文本预测生成，提高了对其所学专业的认同，激发了一些学生对当今DeepSeek
或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的工作机理及背后训练逻辑的学习热情。如有一次本课题组成员将所研发的具

有探究化、高阶化与挑战化的工程应用案例放在某新生班级 QQ 群，其初衷仅是做简单的一个专业介绍

或引导，然而却吸引了 7 名学生主动前来咨询，并报名参加本课程团队的“NLP 兴趣组”。另外也有一

些学生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领域内的相关前沿知识，积极申报并成功立项了省级大创项目，

而在全国大学生相关学科竞赛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所有这些教学实践反馈均表明这些方法体系既开拓

了学生的课程视野，有效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和形成具有挑战性的创新思维，也提升了对具有挑战性复杂

工程的应用和实战能力。  

4.2. 推广适用性 

很多专业的专业课程实际上同样具有抽象、复杂、难懂或数学公式多等特征，尤其是“智能建造”

“通信工程”“自动化”或“机械工程与智能制造”等工科专业更是如此，因此“十化”方法体系在这些

专业的课程教学实践及其一流课程建设中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比如其中的“复杂抽象数学公式的形

象化和实例化”，在《流体力学》课程中可利用 MATLAB 动态模拟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形象地展示出

不同流速下流线变化，从而能够直观形象地理解方程含义。再比如在“计算机网络通信”课程中，“数

字”方波信号很难通过普通双绞线进行远距离传输的根本原因是它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有些学生对这

个机理难以理解，这时我们可以利用动画展示出周期函数的“傅里叶变换”，即方波一般由无穷多级正

弦函数波形叠加而成，进而容易理解其中高次谐波通过带宽受限的双绞线而导致失真。再比如，当某专

业开展“AI 与社会治理”课程群的教学及其建设，其中包括《智慧城市》《机器学习基础》《数据伦理》

等课程，这可能就需要相关课程教师共同设计“算法偏见修正”协同课题，以促使这些课程教学实践和

建设互为补充和互为支撑而形成体系，这实际上就需要“相关课程或交叉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及其课

程思政的协同化”。而对于“教学案例库构建的趣味化、工程应用的探究化、高阶化与挑战化和课程思政

融入的多维化与自然化”等方法在其他专业课程教学及其建设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这里不再赘述。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适应新时代对高等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发展要求，上述基于“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和

“问国际前沿立标准”理念的五方面“十化”应用于教学实践及其建设，增强课程吸引力，也有利于激

发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使得在学习和掌握国际国内自然语言处理先进技术的基本

原理、新方法和新理念的同时，也能够自然地体会到我国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所取得的成就、中华历史、

文化和语言的博大精深以及 NLP 头部企业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从而更好适应一流课程背景下

的应用本科高校课程教学和大语言模型对教学带来的冲击。同时，这些方法体系对其他专业课程教学和

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工科专业中类似抽象、复杂难度高的课程，更具有较大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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