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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件工程作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其教学模式需紧跟技术发展与行业需求。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技

术对软件工程实践教学带来的多维度挑战，包括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与编程能力弱化、学术诚信风险增加

与评价体系失准、教师角色转型及教学策略适配难题，以及学习动力可能受到抑制等问题，并针对性地

提出了教学方法革新、协作学习模式优化、实践驱动的教学内容设计以及评价体系完善等一系列优化策

略。通过系统性教学改革，实现技术赋能与教育目标的深度协同，培养适应产业变革的高素质软件工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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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ware engineering, as a discipline that emphasize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requires it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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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o keep pace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industry deman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to the practical teach-
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the weakening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
ing and programming abilities, increased risks of academic integrity violations and inaccuracie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and adapt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potential suppress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
lenges,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optimizatio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dels, the design of practice-driven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aim is to achieve a profound synergy between techno-
logical empowerment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rough systematic teaching reforms, thereby culti-
vating high-quality software engineering talents who are well-equipped to adapt to industrial trans-
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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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改变着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软件技术作为数字化变

革中的关键驱动力，不断地推动着智能制造、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创新，引领着各个行业迈向

新的发展阶段。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软件市场规模约为 6133.4 亿美元，预计到 2033 年将增长至

13005.5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8.71%。然而，在软件行业迅猛发展的背后，人才供需的矛盾也日益凸

显。市场对于软件技术理论深厚又能解决实际需求的复合型软件人才，已然成为企业亟需的稀缺资源。 
在此背景下，软件工程实践教学作为衔接理论知识与产业应用的关键纽带，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它

作为培养软件工程专业人才的核心环节，一直以来都致力于让学生通过实际项目操作，深入掌握软件开

发流程、方法与技能，培养学生全生命周期软件开发与设计能力以及工程伦理意识。随着软件工程教育

向实战化转型的加速，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已难以满足企业需求[1] [2]，改革实践教学体系已然成为

全球共识。从已有研究来看，传统软件工程实践教学已形成项目驱动、校企合作、案例教学、敏捷开发

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学生经过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实现、测试运维等各个环节锻炼，已能逐步构

建起工程化思维体系、团队协作精神、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意识。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近

年来以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为依托的智能化编程工具的涌现，如 GitHub Copilot、Baidu 
Comate、iFlyCode 等[3]，在代码生成和优化能力上展现出了强大的优势。与传统工具相比，智能化编程

工具不仅具备语法高亮、代码补全等基础功能，还可通过对上下文的理解并模拟程序员的思维，进行代

码编写甚至代码优化。而对于开发者，只需通过自然语言描述所需功能，就能快速生成相关代码。这将

大幅缩短开发周期，降低编程门槛。这一变化不仅影响着软件系统开发的实践，而且将对传统软件工程

实践教学模式带来冲击。因此，在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下，如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优化并改进软件工程

实践教学，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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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回顾 

软件工程的实践性要求较高，其目标不仅是开发和维护等基本理论讲解，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实

践、创新和综合应用素质，形成“认知–应用–创新”学习与成长路径。目前来看，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

践，新的教学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已逐步引入到实践教学，众多高校已构建了更加贴近软件产业实际

和创新的实践教学环境。 
 

 
Figure 1. Practice-oriented teaching mode 
图 1. 实践教学模式 

 
1)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模式已从早期以基础技能训练为主导、形式相对单一的教学模式，逐步迈向多元

化、系统化与实践化深度融合的轨道。在此进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实践教学改革举措，

如基于群体化、企业开发平台、敏捷开发、案例教学等改革与创新方法(见图 1)。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

育者积极探索并构建了分层、模块化、渐进式的实践教学体系。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能力发展水平，

划分为基础认识性实践、综合应用性实践和研究创新性实践三个递进的实践教学阶段[4]，强调通过群体

协作促进知识共享与能力互补[5]。逐步建立起对软件工程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提升实践操作水平和

问题解决能力，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而 IT 企业软件开发平台的引入[6]，为实践教学提供

了真实的团队开发环境和先进的开发工具，使学生能够在接近企业实际的工作场景中进行团队协作开发。

除此之外，为适应软件行业快速迭代的特点，敏捷开发方法更强调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如何高效沟通、

如何快速响应变化、如何共同解决问题[2]。以涵盖不同地域、行业和时效性案例库的形式，通过多样的

实践素材和真实的问题情境，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业已成为普遍的做法[7]。 
2)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 
在强化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软件工程教学模式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问

题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以企业真实项目贯穿实践教学全流程已成为当前软件工程实践教学领域的主

流发展趋势。其中，项目驱动教学法 PBL 作为一种将真实或模拟的工程项目深度融入教学过程的有效方

法广受欢迎[8]。它以具体且明确的任务需求为导向，不仅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更着重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项目管理能力以及创新思维，逐步将企业项目所需的关键技术及环节融入教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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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有效解决项目式实践中项目同质化以及跨学科复杂工程问题，辅以案例库作为支撑[10]，通过“选

题–计划–实施–评估”的完整闭环[8]，推动学生不断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其次，学科竞赛已成为反哺软件工程实践教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借助学科竞赛平台孵化项目，

能够将竞赛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的各类资源与宝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与提炼，形成具有高度可借鉴性的

实践成果，并进一步将这些竞赛案例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实现竞赛成果向教学效益的有效转化[11] 
[12]，提升学生竞赛表现与增强其实践能力的双重目标。然而，以学科竞赛反哺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离

不开健全完善的工作室机制的有力支撑。一方面，需要聚焦特定技术方向并建立初级、中级、高级项目

库，以适应不同年级和能力水平的学生。另一方面，需要固定的工作室，并形成教师选拔高年级带动的

“传、帮、带”机制，以此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与传承体系，从而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但此模式需持续

投入硬件资源[13]，且依赖教师的企业经验。 
另外，在产教融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校企协同模式正经历着从传统简单实习模式向全流程共建模

式的深刻转型。以 DevCloud 为例，赵伟[14]在实施敏捷开发后，迭代效率提升了 50%。陈建平[15]则构

建了“八环节”模型通过校企双导师制重构课程体系，其中企业案例占比达 70%。然而，在这一转型过

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姜立凯[16]指出师资工程经验不足仍是痛点，需建立教师企业挂

职长效机制。与此同时，在新工科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综合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这也对校企协

同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3. 人工智能赋能实践教学的优势 

AI 在软件工程实践中的首要优势在于能够为学生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智能辅导。传统教学

模式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难以满足学生在基础、兴趣和学习节奏上的差异。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

AI 可以自动生成基础语法练习题并提供分步讲解；对于能力较强的学生，则推荐项目实战任务。此外，在

具备实践数据积累的条件下，AI 还能根据学生的兴趣方向推荐相关学习资源，实现“因材施教”。通过 AI
辅助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成就感，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建立持续进步的正向循环。 

AI 工具的另一显著优势是能够提供即时、精准的反馈和自动化评估。在编程实践中，基于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的 AI 编程助手能够理解学习者用自然语言描述的编程问题，并生成相应的代码示例或解决方

案。这不仅降低了初学者的入门门槛，还能帮助学生快速跨越“不知道如何开始”的障碍期。在代码编

写过程中，AI 工具通过静态代码分析、动态测试用例执行和模式识别技术，可以实时检测学生的代码缺

陷，并给出具体修改建议，甚至能够优化代码结构。这种即时反馈机制显著缩短了“尝试–纠错”的周

期，让学生能够快速调整思路。同时，借助 AI 也可以开发自动化评估系统，实现从代码规范性、功能完

整性和性能等多个维度生成评分报告，通过高效、客观的评估方式，帮助教师提前干预潜在的学习困难。 
AI 工具还能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优化整体教学策略并整合优质资源。传统教学中，教师难以及时掌

握全班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而 AI 可以通过学习分析技术可视化班级的薄弱知识点分布，帮助教师调整

授课重点。此外，AI 能整合多源教学资源，根据课程目标智能生成教学案例或实验任务，确保教学内容

与行业需求同步。这种资源整合能力可以丰富教学手段，推动课程内容的持续更新，使软件工程实践更

具前沿性和实用性。 

4. 人工智能对实践教学的冲击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其所提供的自动化、智能辅助系统等开发工具，为软件工程实践教

学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其也带来了软件开发实际流程与需求的变革，引发了多维度挑战，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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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弱化与学习动力抑制 
智能工具能够快速生成代码框架与错误修复方案[17]，但其高便捷性导致学生对工具的依赖性增强。

部分学生在实践任务中倾向于直接获取工具的现成解决方案，而非主动分析问题逻辑或探索算法设计

[18]。调查发现，中低绩效学生更频繁使用 ChatGPT 追问答案，而高绩效学生仅用于前期辅助[19]。以网

络应用开发为例，学生可能借助大语言模型直接生成网站代码，却无法阐述 HTML、CSS 等技术原理与

实现细节。当项目调试过程中出现异常时，缺乏独立排查问题的能力[20]。从长远来看，长期依赖这类工

具会严重削弱学生的调试能力和算法设计思维。编程不仅仅是写出代码，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并解决代

码中的问题，以及设计出高效合理的算法。若学生始终依赖 AI 来完成这些工作，自身在这方面的能力必

然得不到有效锻炼和提升，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编程任务时，将难以独立应对。尤其在团队协作实践中，

工具无法替代教师在小组矛盾调解或创新思维激发中的作用，并且可能削弱学生的协作意愿与创造力。 
2) 学术诚信风险与评价体系失准 
工具的代码生成功能增加了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难度。在学术诚信风险层面，主要存在过度依赖与

思维惰性、数据隐私与伦理问题、误导性内容以及评价环节潜藏的风险。学生可能直接复制如 ChatGPT、
GitHub Copilot 等 AI 工具生成的代码，部分学生还会因工具的便捷性放弃自主思考，将 AI 生成的代码当

作作业提交，从而引发学术剽窃风险[19]。数据隐私与伦理问题上，AI 工具可能记录学生提交的代码或

数据，存在敏感信息泄露风险。同时，使用公开数据集生成的代码可能涉及知识产权争议。此外，AI 生
成的代码可能存在逻辑错误或效率低下问题，若学生未经验证直接使用，就可能被误导[3]。而对教师来

讲，学生可能通过智能工具快速完成编程作业或考试任务，导致教师难以区分代码原创性、难以准确衡

量学生对核心概念的真实掌握程度[21]。 
3) 教师角色转型与教学策略适配挑战 
智能工具的介入迫使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与过程监督者。一方面，AI 具备自动生成教

学内容、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的能力[21]，这使得教师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转变，更注

重组织学习过程、设计高阶任务，如项目式学习[20]。以编程课程为例，教师无需再逐行讲解语法，而是

借助 AI 辅助学生自主纠错，自身则聚焦于算法优化和系统设计等复杂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 AI
缺乏情感交互能力。尽管 AI 工具如虚拟助教能通过模拟人类语言提供积极反馈、挫折疏导等情感支持和

激励，但本质上这种互动是预设算法响应，缺乏真实人际交流的深度与灵活性，比如无法像教师那样通

过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线索感知学生情绪变化。教师需弥补这一短板，通过一对一辅导、团队协作

任务等方式增强学生的社会性学习体验[22]。同时，教师还需引导学生批判性评估 AI 生成的内容，避免

学生过度依赖技术。此外，在新工科背景下，教师还需承担起跨学科整合与课程设计者的角色，将 AI 技
术与专业领域相结合，融合计算机智能技术与工程实践[23]。 

以上挑战表明，智能工具的应用需结合系统性教学改革，既需优化工具本身的功能边界界定，亦需

同步重构教学评价、师资能力与资源生态体系，以达成技术赋能与教育目标的深度协同。 

5.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的优化策略 

5.1. 教学方法革新 

在 AI 带来的影响之下，教学方法的也将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学术诚信保障层面，教师肩负着关键

职责。一方面，引导学生对 AI 生成的内容展开批判性评估。在编程教学中，指导学生通过验证代码的正

确性、深入剖析代码中的逻辑漏洞等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减少抄袭现

象，应明确禁止学生直接提交 AI 生成的作业，同时精心设计开放性问题或创新性项目，激发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自主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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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角色也亟需重新定义和定位。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下，教师侧重知识传授。新形势下，教师将转

变为学习的引导者，更多地承担起学习组织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因此，在 AI 工具辅助的前提下，实践老

师更应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并聚焦于批判性、创新性等高阶思维的培养。此外，AI 以助教的形式

来处理作业批改、知识答疑等重复性任务，而教师则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新教学设计和情感支持

上。通过给予学生充分的人文关怀，在线下课堂中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弥补 AI 在情感沟通方面的

不足。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推动教学改革的核心动力。可采用项目驱动的模式，通过布置真实场景任务，激

发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利用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融合、逆向设计实验的方式，课前要求学生

AI 推送的知识点通过教材、视频等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自主学习基础知识，课堂上则专注于实践指导、组

织讨论以及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还可依据 AI 分析的学习数据，

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动态调整学习难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

求，如为学习薄弱的学生推荐基础练习，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挑战任务。 

5.2. 协作学习模式 

AI 辅助下的协作学习模式可优化策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在线上线下的协作策略上，一方面采取双

师协同教学模式，线上由 AI 教师发挥优势，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作业错误类型，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编程

路径推荐、实时代码纠错及智能反馈，并自动推送针对性练习；线下真人教师则聚焦情感引导和项目实

践，例如组织小组调试竞赛，结合 AI 分析出的共性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另一方面构建无缝衔接平台，整

合 GitHub Copilot 等工具支持线上协作编程，同时线下课堂借助其他辅助技术模拟团队开发场景，营造

真实开发氛围。在师生互动革新方面，引入 AI 虚拟助教支持，将学生提问自动分类为语法错误或逻辑问

题；还能利用情感识别技术监测学生学习焦虑情况，触发教师介入机制。同时，基于 AI 对学生能力画像

实现动态分层分组，自动组建异质化小组，如将编程能手与设计特长者搭配，并为薄弱学生分配 AI 生成

的脚手架代码，防止学生搭便车。推行人机结对编程，初级阶段学生与 AI 结对，AI 实时建议代码优化，

高级阶段转为真人轮换结对，AI 仅在代码审计时标记冗余代码，担任评审员角色。 

5.3. 实践驱动的教学内容 

AI 辅助下软件开发实践驱动的教学内容主要呈现于多个方面。在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上，一方面借

助自适应学习系统，利用 AI 深入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进度以及能力水平，从而动态地调整学习内容和

难度；另一方面构建丰富的教学案例和项目库，学生能依据自身兴趣选择项目，而 AI 会辅助生成契合其

需求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在智能编程辅助工具的应用方面，集成如 GitHub Copilot、讯飞星火等 AI 编程

助手，实现代码生成与纠错功能，并给出优化建议。同时，运用 AI 技术进行自动化评估，自动批改代码、

分析代码质量，涵盖相似度查重、性能评估等方面，并提供可视化反馈。在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中，引

入行业实际案例作为真实场景项目。此外，鼓励学生开展跨学科整合，将 AI 与其他领域相结合，开发具

有创新性的应用。 

5.4. 评价体系优化 

实践评价体系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在多元化评价指标上，利用 AI 技术从代码可读性、可维护性、健

壮性、安全性等维度对代码质量进行自动化评分。利用在线学习时长、错误修复次数、提交频率等学习

行为数据，对学习进度开展过程性评价。通过项目成果、团队协作表现及 AI 生成的个性化反馈，评估学

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思维，衡量其创新能力与协作能力。智能化评价工具方面，集成 GitHub Copilot、
通义灵码等静态/动态分析工具进行自动化代码分析，检测代码缺陷并提供实时优化建议。动态反馈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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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调整方面，AI 依据学生编程错误实时推荐复习资料或调整题目难度，构建实时反馈机制。针对学生

算法逻辑缺陷等薄弱点，生成针对性练习，形成自适应学习路径以优化学习。人机协同评价方面，AI 初
步评分后教师复核代码创新性等关键指标，确保评价全面性。并借助 AI 分析学生互评数据，识别共性问

题和个体差异，实现学生自评与互评。实践与项目导向评价方面，通过 AI 分析项目完成度、功能实现复

杂度及文档规范性，评估学生解决方案的实用性。 

5.5. 自动化工具支持 

自动化工具在实践进程中正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在智能代码生成与补全环节，GitHub Co-
pilot、Baidu Comate、通义灵码等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工具能够显著减少开发人员的重复性输入操

作，并具备支持复杂逻辑生成的能力，从而有效提升代码编写效率。在自动化测试与调试领域，相关工

具可自动检测代码中存在的语法错误、逻辑漏洞等缺陷，为代码质量提供基础保障。同时，Cursor、Tabnine
等 AI 工具集成于集成开发环境(IDE)中，能够即时提示代码错误并提供针对性的修复建议，进一步优化

代码调试流程。在代码质量优化与审查方面，通过分析标识出具有高维护风险的代码模块，为后续的代

码优化提供明确方向。集成 GitLab 等平台进行自动化分析，可确保代码风格在跨团队协作过程中保持一

致性。在个性化学习与开发辅助的教育领域，利用 AI 生成分难度的编程题目，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实训

内容。同时，通过分析学生的代码提交历史，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建议。 

6. 总结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软件工程实践教学面临多维度的深刻挑战。智能工具广泛使用，

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与编程能力将出现弱化趋势。不仅如此，智能工具的即时反馈虽能带来一定激励，但

过度依赖却会削弱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长此以往，将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编程任务。同时，智能工具

生成的代码使得学术不端行为监管难度加大，评价体系将面临失准困境，教师也将难以准确衡量学生对

核心概念的真实掌握程度。此外，教师角色转型及教学策略适配难题凸显，教师需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

学习引导者与过程监督者，并适应智能工具带来的教学变化。针对这些挑战，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

列优化策略，涵盖教学方法革新、协作学习模式优化、实践驱动的教学内容设计以及评价体系完善等方

面。通过系统性教学改革，以实现技术赋能与教育目标的深度协同，从而培养出适应产业变革的高素质

软件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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