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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研究生课程中的创新能力培养 

陈 碌，胡天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人工智能是当代高技术的核心部分之一，课程教学具有综合性、创新性和实践性三个显著特 

点。本文以素质教育观为指导，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从课堂教学、实验设计和课后阅读等多个环节，阐述了在 

实际教学中对于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以及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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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in the Postgraduate Cour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N Jing，HU Tia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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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modem hish technologies， it has been a 

comprehensive，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course for the postgraduates．Guided by the view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years，we propose a new teaching idea，which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for a few 

semesters，an d ha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with comprehension，innova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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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是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科学、技术和各种实 

践活动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新思想、新 

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培养创新人才， 

需要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学实践上不断创新。 

人工智能是当代高技术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控制科学 

与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综 

合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等显著特点。如何在这样一门课程 

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引 

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 _4 J。本文结合 12年来 《人工智 

能》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进行 

探讨。 

一

、 课程特点分析 

人工智能的一个长期 目标是发明出可以像人类一样或 

能更好地完成知觉、推理、学习、交流和在复杂环境下行 

动的机器；另一个目标是理解这种智能行为是否存在于机 

器、人类或其他动物中 J。因此，人工智能包含了科学和 

工程的双重 目标。 

从 1956年诞生至今，人工智能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 

的道路。一方面，在前苏联和我国，人工智能曾经被认为 

是伪科学 ，是唯心主义；在西方，IBM公司曾禁止开展人 

工智能研究 ，1972年英 国政府发表的报告指责人工智能 

“即使不是骗局，至少也是庸人 自扰” J。另一方面，人们 

有时又对人工智能寄予过高的期望。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 

识呈现出的两面性 ，说明它还远远没有成熟 ，同时也表明 

人工智能还在迅猛发展之中，充满活力。综合分析，人工 

智能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 是综合性强。其学科基础包括哲学、数学、心理学、 

经济学、语言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等等， 

人工智能领域的大科学家往往横跨多个领域，例如Simon、 

NeweN作为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他们建立的认知学派不仅 

在人工智能领域，而且在心理学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学生学习这门课程当然不需要完全掌握这些基础，但是要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仅仅靠教材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的。 

二是创新性强。从纵向上看，人工智能的历史就是一 

部不断创新的历史，新思想新方法不断涌现，2O世纪50年 

代的百家争鸣，60年代对神经网络的否定，7O年代专家系 

统的兴起，80年代神经网络的重新崛起，90年代所谓的人 

工智能寒冬等等，几乎每十年这个领域都会兴起一场革命； 

从横向上看，在各个历史阶段，认知主义、连接主义、行 

为主义等诸多学派之间分歧巨大，斗争激烈，1991年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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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领域的最高学术刊物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还专门出 

版了各学派论战的专辑，这也反过来促使了各个学派的不 

断创新。 

三是实践性强。在实践问题上，人工智能付出过惨重 

的代价。自诞生至1970年代，人工智能都是停留在实验室 

中的，但走出实验室面向真实世界之后，人工智能遭遇了 

惨重的失败，1980年代启动的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美 

国陆地自主战车 (ALV)等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人 

工智能系统纷纷下马。痛定思痛，在 1990年代，人工智能 

学者喊出了 “到现场去 (Go Situation)”的口号，以实践来 

检验各学派观点的正确与否。 

在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上，必须紧密结合上述三个 

特点，才能在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 

二、以素质教育观为指导，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应，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 

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重视人的思想道德、能 

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反映到人工智 

能教学上，要改变学生应付考试拿高分的思想，赵晖等 ]、 

陈白帆等 均从教学方法角度进行了探索 ，我们从考核、 

教学方法和广泛阅读三方面尝试引导学生自觉拓宽知识面， 

提高综合能力。 
一 是从源头上着手，改变传统的考核方式。学生最终 

的成绩由平时、实验和笔试三部分组成 ，平时成绩以学生 

的课堂讨论发言，不以正确与否来评价，而是要看是否经 

过 自己思考；实验成绩 以分组对抗性实验为主，培养学生 

的团队协作能力，照抄照搬书本或以往设计方案不可能拿 

到好成绩，鼓励创新思考；笔试不要求学生背书本，开卷 

考试，参照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外名 

校的考题，强调对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 

二是在教学内容组织上，充分体现人工智能综合性强 

的特点。在课堂上，和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相结合，以讲故 

事的方式，告知学生人工智能诸多方法、理论的初始源头， 

例如 Albus的小脑模型思想来源于神经科学和数值计算方 

法，Brooks的行为主义思想来源于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理 

论，以前人的成功作为榜样引导学生认识到知识面宽广的 

重要性。 

三是精心选择信息量大、理论体系构建好的优秀教材 

和文献。国内现有的中文教材数量十分可观，但是它们的 

内容大多是方法的堆砌，就事论事，缺乏完整体系。我们 

在国内较早引进了California大学 Berkeley分校教授 Stuart 

Russell 编 写 的 《Artifieal Inte~igence： A Modem 

Approach)) j，该教材以智能体设计为主线，理论体系构建 

完整，充分反映了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语言风趣， 

附有大量的实例，容易激发学员延伸阅读的兴趣。在课后， 

向学生推荐文献时，尽量对文献的风格、侧重面等做出说 

明，推荐文献不仅仅局限于人工智能领域，例如我们向学 

生重点推荐了控制论创始人Wiener的 《控制论与社会》， 

并引导学生就人工智能与控制理论之间的关系开展讨论， 

从而达到拓宽视野的目的。 

三、授之以渔。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古语说的好：“授人 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告诉学生人 

工智能发展 “是怎样”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 

“为什么这样”。在这一点上，区别于其他学者注重教学内 

容的组织 J【 和教学方法创新 J，我们强调对算法和公式 

背后的思想、思路的掌握，讲授的重点不是算法的步骤、 

流程和公式的推导。而且课堂教学应留有余地，有些问题 

不在当堂课上讲清楚，鼓励学员主动思考，在下一次课中， 

再组织讨论和剖析。 

以约束满足问题 (CSP)为例，在讲解完基本概念和 

方法之后，向学生提问如何改进提高基本方法的效率，给 

出四个问题：(1)变量赋值的顺序对效率有影响吗? (2) 

变量应该先赋哪个值?(3)能否提前发现不可避免的错误? 

(4)问题本身的结构可以利用吗?在下一次课中，采用研 

讨式教学方法 ，由学生们在讨论 中自己去发现答案，教师 

关注的重点不是答案的正确，而是学生给出答案的思考过 

程，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逐步掌握创新思维的方法。 

每一个专题，都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和应用现状， 

包括各种理论思想、主流研究方向，尚未解决的难题，以 

及它的应用领域和作用等等。结合学生感兴趣的方面，如 

导师的研究方 向，探讨书本上的知识如何应用于其中。通 

过串讲或专门开设 的讲座 ，让学生明 白所学内容的作用， 

对于在以后的论文研究和课题研究工作中将会用到的技术 

以及面临的难点，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而使他们的学习更 

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也更有积极性。 

此外 ，还需要抓住学生感兴趣的事物，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习效果。我们从现在年轻人感兴趣的两个方面着手， 
一 是计算机游戏，另一个就是武器装备。与课堂上所学的 

知识相结合，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游戏软件中的应用，比 

如即时战略游戏中作战单位的路径规划问题、行为决策等。 

四、在游戏中对抗，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人工智能 目前的潮流是 “到现场去”，因此各院校一直 

重视人工智能课程的实验设计，我们以往的实验设计和陈 

白帆 、王甲海 类似，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如排课表、 

下象棋等，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学生编程水平 

参差不齐，时有抄袭高年级学生作业的现象等。 

从2008年开始，我们设计了一个追逐游戏平台，经过 

4年的不断改进完善，已成为一个稳定成熟的实验平台。 

追逐游戏在一定大小的地图上展开，地图上的多个警 

察 (Pc)和一个小偷 (rrF)分别位于不同的初始位置，Pc 

的目标是追捕小偷，小偷的目标是逃出地图。游戏分为管 

理方和Agent方，管理方负责游戏进程的控制与管理，由辅 

导教师担任；Agent方负责扮演Pc和TF角色，由学生分组 

设计实现。游戏以网络方式展开，管理方架设在主机服务 

器上，扮演 PC和 TF的各个 目标机 Agent通过 TCP／IP与服 

务器进行连接，通过与服务器的信息交互，在服务器的管 

理与控制下从初始位置开始进行移动，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通过这种基于游戏平台分组对抗的方式开展实验，主 

要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学生自行编组，自行分工合作， 

以团队的形式对抗，有利于培养协作能 (下转第1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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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使学员的思路自然而然地向正确的解决方法靠 

拢。除此之外，要强调多角度看待问题，鼓励学员对老问 

题提出新办法，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学员的创新意识。 

第四，引导学员加强科技论文的撰写能力。调查表明， 

本科学位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条理性、逻辑性， 

重点不突出；之二是论文格式不规范。有些学员在写作论 

文时，不考虑资料与论文的相关度，一味进行资料堆砌， 

没有逻辑性，究其原因是写论文之前并没有清晰的思路。 

因此，应当要求学员先拟定详细的论文提纲 (包括章、节 

甚至小节)，然后与教员讨论提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 

意见，还要强调论文的重点在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 

结论，这样才能使论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结论明确。 

同时，应当重视对学员写作规范的要求，注重培养良好的 

写作习惯。因此，在论文格式上要求严格按照统一的规范 

格式，尤其是对图表、公式、参考文献及其引用等进行严 

格把关；在论文措辞上要求通顺、简洁，符合科技论文撰 

写要求。这些对培养学员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科学素 

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引导学员增强与人交流和 自我展现的能力。通 

过定期见面指导、网上答疑、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与学员 

进行沟通，不仅可以深化师生感情，还能锻炼学员与人交 

流的能力。此外，还可以要求学员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制 

作简单的ppt并加以讲解，教员从旁提出疑问，类似一场小 

小的答辩。这样学员在最后毕业答辩时会更从容和懂得应 

变，更能充分展现自己。 

最后，引导学员树立严谨的学术态度。一定要对论文 

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坚决杜绝抄袭、剽窃等行为。一旦发 

现苗头，必须严厉批评，从思想上进行深刻教育。 

四、结束语 

军校教员肩负着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重要使 

命，要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本科毕业设计是高等 

院校教学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对提高学员 

综合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 ，军校教员如何发挥主观能 

动性，做好本科毕业设计的 “引路人”，是一个需要不断思 

考和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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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二是将学生实验的主要工作量从编程转移到算法和策 [2] 

略设计上；三是采用游戏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 

我们将以往历届的算法、策略全部公开，学生为了团队荣 [3] 

、 为了取得好成绩，只能动脑筋在学长的基础上不断创 [
4] 新

。 

五、总结 [5 3 

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关键是改 

变观念，不仅要追踪专业学科知识的快速更新，而且要注 

重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知识一体化和综合化。在实 

践中，应当努力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教与 

学，转变为探讨与思考。教学的重点不应是让学生在考试 

中取得高分，而是让他们理解和接受所学专业知识的思想 

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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