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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Ｘ＋人工智能”计划是笔者所在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一流新型军事人才
的重要举措。在 “Ｘ＋人工智能”试点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结合学员特点和特长开展个性化的
专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学习与实践，可以获得更好的培养效果。通过对试点专业本科学员开展问

卷调查，统计分析调查结果，总结出目前我校学员的 “Ｘ＋人工智能”融合学习的现状和主要问
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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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顺应军事智能化变革，培养适应未来战争
的一流新型军事人才，海军工程大学结合学科专

业建设需求，在部分专业推行了 “Ｘ＋人工智能”
试点专业建设计划。“Ｘ＋人工智能”计划中 “Ｘ”
代指学科专业，也包括依托学科专业而开展的教

育教学活动的某一方面，如教学方法、教学条件、

教学内容等［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布局中，

传统工科专业开展 “Ｘ＋人工智能”，一般是以既
有专业为主体，不改变专业名称，而是主动寻找

专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突破点，在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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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向人工智能拓展或与

人工智能交叉融合［２］；在人才培养目标上， “Ｘ＋
人工智能”要在原专业既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学员对人工智能理论、方法、技

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从而为未来智能化军事实

践活动预置培养人才［３］。

知识获取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是 “Ｘ＋人工智
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能针对不同

学员的个性特点、爱好特长，在 “Ｘ＋人工智能”
计划中实施适合学员自身发展特点的 “一对一”

或 “多对一”的个性化指导和实践活动，无疑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学员个人优势，获得更好的培养

效果。但传统工科专业学员对开展 “Ｘ＋人工智
能”个性化学习和实践的能力基础如何、态度意

愿如何、知识储备如何、有何困难和问题等，都

需要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估，并找到相应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方案，从而为更好开展个性化人才培

养提供依据。

一、调查问卷设计

在开展调查问卷之前，首先了解了调查对象

的总体情况，并向调查对象宣讲了开展 “Ｘ＋人工
智能”计划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了在专业内开展

“Ｘ＋人工智能”试点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特别是计划针对部分学员开展的个性化人才培养

的初步方案；同时，介绍了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

和问卷填写要求。

（一）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为笔者所在学院内８个本科专业
的２０１８级至２０２０级学员。上述专业以专业群形式
加入了 “Ｘ＋人工智能”试点专业建设，前期建设
过程中已逐步在课程、教学条件、学员创新实践

等方面开展了专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建设，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问卷采用实名方式，学员自愿填写和提交。

问卷中选择报名参加试点专业个性化培养的学员，

后期将进入与试点专业导师的双向选择环节。问

卷调查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初，此时２０２０级新学
员已完成军训，转入课程学习阶段。本次调查共

回收有效问卷２７２份，回收问卷的调查对象覆盖了
参加调查的各相关专业各年级学员。

（二）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题型包括选择题和主观题两类，在

了解学员年级、队别、专业等信息的基础上，主

要对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调查：

一是学员学习情况。问卷包括一道填空题

“学习成绩”和一道选择题 “学习压力”。“学习成

绩”中大一年级学员填入学成绩，其他年级学员

填在校成绩，如学校总排名、标准分等，并选填

不及格课程和门数；“学习压力”一题在 “是”或

“否”中进行选择。

二是学员的爱好特长情况。问卷为一道主观

题，学员自由填写个人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范

围不限。

三是学员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学习和实践的经

历。问卷包括三道填空题，分别为 “人工智能、

算法、编程等方面的学习经历”“开展创新实践活

动的经历”和 “参加相关竞赛和获奖经历”。

四是学员报名参加 “Ｘ＋人工智能”试点专业
个性化培养的意愿和动机。问卷包括两道选择题

和两道填空题。选择题为 “报名意向”和 “方向

选择”。前者选择 “报名”和 “不报名”；后者要

求选择了 “报名”选项的学员在给出的三个培养

方向中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两道主观题

分别为 “报名动机和意愿 （报名学员填写）”和

“不报名原因 （不报名学员填写）”。

总体而言，本次问卷主要考察学员对加入试

点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意愿，同时了解学员的

爱好特长、人工智能相关基础，并分析学员的学

习、爱好特长和相关基础与报名意愿的相关性，

以及学员不参加个性化培养的主要原因。

二、调查数据分析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２７２份。其中，大一学员 ８６
份，大二学员１４２份，大三学员４４份，覆盖各专
业和各年级调查对象 （其中专业１仅大二学员参
加调查），问卷基本数据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学员调查问卷基本数据统计表

年　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人数

学习压力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人　　数 ７ ７９ １１２ ３０ ３７ ７

占　　比 ８％ ９２％ ７９％ ２１％ ８４％ １６％

２７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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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年　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人数

报

名

统

计

专业１ ０ ０ ４ ２ ０ ０ ６

专业２ ０ １２ ３ １ ３ ０ １９

专业３ １ １４ ４ ２ ０ １ ２２

专业４ １ １６ １６ １０ ７ １ ５１

专业５ １ １２ １ ３ ０ １ １８

专业６ １ ６ ４ ２ ０ ０ １３

专业７ ０ ５ ３ ３ ０ １ １２

专业８ １ ５ ４ ７ ０ ２ １９

合计 ５ ７０ ３９ ３０ １０ ６ １６０

占比 ８７％ ４９％ ３６％

不
报
名

合计 ２ ９ ７３ ０ ２７ １ １１２

占比 １３％ ５１％ ６４％

（一）本科大一学员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收回２０２０级本科学员问卷 ８６份，数据分析
如下：

７９人 （占９２％）认为当前无学习压力。主要
原因可能是，调查时大一学员刚从军训转入课程学

习阶段不久，学习任务相对轻松和单纯。

兴趣爱好广泛，主要集中在运动、音乐、游戏

等方面。

在人工智能基础方面，在高中阶段参加过人工

智能相关创新实践竞赛的学员有５人 （占５８％），
学习过编程知识的学员有１２人 （占１４％）。大一
学员普遍缺乏人工智能相关的学习和实践经历，少

数同学在高中 “信息技术”类课程上开展过简单

的实验，更多的同学仅有 “与小爱同学 （一种人

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聊天”“用导航程序规划出

行”等使用智能设备的经历。

对个性化培养兴趣浓厚。报名加入个性化培养

的学员有７５人 （占８７％）。其中，学习无压力的
７０人，有５人在学习有压力情况下选择报名；不
报名的１１人中学习无压力的９人，说明大一学员
不报名的主要原因不是学习压力过大。进一步分析

填写的不报名原因可知，主要是学员 “基础薄弱”

（５人）、“对人工智能无兴趣”（２人）、“学习较吃
力”（２人）、“想集中精力学专业知识” （１人）、
“打算观望一年再看是否报名”（１人）。

（二）本科大二学员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收回２０１９级本科学员问卷１４２份，数据分析

如下：

３０人 （占２１％）认为当前无学习压力，相比
大一学员９２％的比例有了大幅下降，说明进入大
二后学员学习压力增加。

兴趣爱好与大一学员类似，个别学员对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产生了一定兴趣。

在人工智能基础方面，由于开设了 Ｃ＋＋、
Ｐｙｔｈｏｎ等编程课程，因此学员在编程基础方面相比
大一学员有所提升。此外，４人 （占２８％）参加
过人工智能学科专业竞赛，其他开展过创新实践经

历的学员仍较少。

报名加入个性化培养的学员有 ６９人 （占

４９％）。其中，学习无压力的３０人，有３９人在学
习有压力情况下选择报名；不报名的７３人中均反
映学习有压力 （占１００％）。进一步分析问卷中填
写的不报名原因可知，主要是 “学习压力大、时间

不够用”（３０人）、“学习压力大且对人工智能无兴
趣” （９人）、 “人工智能基础薄弱或学习能力较
弱”（６人）、 “兼职队干花费较多时间精力” （３
人）、“要抓体能锻炼” （３人）、 “优先专业课学
习”（１人），部分同学未写具体原因。

（三）本科大三学员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收回２０１８级本科学员问卷共４４份，数据分析
如下。

７人 （占１６％）认为当前无学习压力，相比大
一、大二学员比例进一步下降，说明随着年级升高

学习压力进一步增加。

兴趣爱好与大一、大二学员类似，个别同学展

现出对人工智能较浓厚的兴趣。

在人工智能基础方面，基本具有一定的编程能

力，大多数学员通过了计算机等级考试。大三学员

由于陆续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在创新实践环节较大

二学员有较大提升，基本都在课程中或创新实践俱

乐部中开展过创新实践，７人 （１５９％）参加过人
工智能学科专业竞赛。

报名加入个性化培养的学员有 １６人 （占

３６％）。其中，学习无压力的６人，有１０人在学习
有压力情况下选择报名；不报名的２８人中反映学
习有压力的２７人 （９６％）。进一步分析填写的不报
名原因可知，表明 “学习压力大、学习能力较弱”

２７人、“学习压力不大但对人工智能没有兴趣”１
人。由于问卷为学员自愿返回，因此大三学员返回

问卷比例较少，未返回问卷的学员至少表明由于各

种原因不愿加入个性化培养，使得愿意接受个性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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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大三学员在年级人数中占比更低。

三、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一）现状和问题

１学员对人工智能学习的兴趣和意愿随年级
升高有所下降

新入学的军校大一学员对新事物接收意愿较

强，兴趣浓厚，学习热情高；随年级升高，学员在

学习、体能训练和考核、兼职学生干部等各方面压

力增加，课余时间减少，同时由于军校学员没有就

业压力，对学习掌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内驱力不

够，因此加入 “Ｘ＋人工智能”试点专业个性化培
养的意愿随年级升高而下降；部分高年级学员对专

业和人工智能的融合学习与实践展现出了浓厚兴

趣，并通过自学或参加学科竞赛等活动积累了较好

的基础，是开展个性化培养的好苗子。

２人工智能基础薄弱和学习能力不足是学员
不愿加入个性化培养的根本原因

返回的有效问卷中明确表示对人工智能没有兴

趣的学员共１２人，占总人数的４４％。尽管部分学
员不报名参加个性化培养，但接受问卷调查的绝大

部分学员表现出对人工智能未来军事应用前景的充

分肯定，也表示具有学习兴趣，说明学员在专业与

人工智能融合学习的情感与态度方面是积极的。进

一步与问卷调查中表示 “学习压力大”“时间不够

用”的不报名学员沟通了解到，不参加 “Ｘ＋人工
智能”试点专业个性化培养的根本原因还是 “人

工智能基础薄弱” “学习能力不足”，从而使学员

担心加入个性化培养难以达到培养要求。

３本科阶段缺乏人工智能学习经历可能影响
学员未来岗位任职能力

参加问卷调查的学员为传统工科专业学员，非

计算机或信息类专业，在高中以及大一、大二阶段

缺少系统开展人工智能学习实践的经历，人工智能

相关的学习和实践基础总体较薄弱。此外，由于军

队院校在时间管理、上网学习、社会实践等方面的

特殊性，学员与地方高校学生在入学后，对智能化

知识、技术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差距，将可能不断

拉大；一旦学员毕业后走上任职岗位，更难以系统

学习掌握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和技术。军事智能化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落地应用，已经使作战概念、作战

模式，作战平台和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专

业领域内缺少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和技能，可

能导致军事人才能力素质与不断深化的军事智能应

用要求之间的不匹配。

（二）解决途径分析

１本科阶段人工智能学习实践 “不断线”

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生活的信
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很多高校开始重视学生素

质和信息化素养的培养，提出了 “大学四年英语和

计算机学习不断线”的要求［４－５］。教育部１９９９年
颁发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修订版）》规定，在

应用提高阶段， “专业英语为必修课”，且 “抓好

高年级的专业英语教学，保证英语学习四年不断

线”；教育部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也曾提出

“大学计算机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很多

高校还提倡学生在校期间通过英语四级、计算机二

级考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也取得了较好的提升个人素质的效果。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各种智

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学习生活必备，学

生对智能设备和应用都不陌生，但是还需学习提高

“信息素养”，即 “智能素养”。因为这是对学生

“智行”“智学” “智思”和 “智辨”能力的全面

要求，需要相对系统地学习、思辨和实践人工智能

技术［６］。

对军校学员而言，可以从大一入学开始，在学

员对新知识学习充满热情且时间相对较为宽裕时，

由各学科专业根据需要，以公共选修课或在线课程

学习的方式，安排人工智能导论、简史类的课程和

讲座，同时开展基础软硬件学习和简单实践，打下

人工智能的知识基础，培养和激发学员的学习兴

趣；从大二开始陆续结合专业背景，通过学员创新

实践俱乐部、创客空间、学科专业竞赛等，开展更

加高阶的创新实践活动，以实践进一步牵引人工智

能知识学习；从大三开始，转入 “专业 ＋人工智
能”的融合性学习实践中，以未来岗位任职需求为

牵引，以个性化指导为主要方式，以完成本科毕业

设计为目标，开展导师／导师组指导下的学员团队
模式的学习实践，让学员通过前期基础性学习实践

获得的人工智能知识和能力，逐渐转化为专业能

力，并进一步支撑未来岗位任职能力提升、军事职

业教育和职业生涯发展。

２多维度创造学员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条件，
提供有力教学条件支持

调查中了解到，尽管学员们都肯定人工智能技

术在军事应用中的重要价值，但不少人觉得人工智

能学习门槛高，担心自身学习能力不足，难以完成

学习实践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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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缺少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和教

学条件来支撑军校学员的人工智能学习实践活动。

一方面专业实验室资源有限、技术性强、管理严

格，不适合学员日常性的创新实践活动；另一方面

学员学到的书本知识又不能通过实践形成能力闭

环，阻碍了学员的知识积累和能力养成。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是，多维度地打

造学员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平台，充分利用 “小”

“多” “散”等创新实践平台的灵活性和差异性，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手段，提供不同的教学资源，

设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让学员找到适合自身特点

的人工智能学习和实践的途径。例如，在教学场所

上，从学习编程和软硬件实践的基础实验室，到学

员创新实践俱乐部，到创客空间，到专业教室，再

到专业实验室；从教学方式上，从学员在线自主学

习，到组团学习实践，到学员间开展的互助学习，

再到教员带领下的 “专业 ＋人工智能”学习实践；
在教学资源上，从线上线下讲座，到校外实践基地，

到参观见学，到联合培养；在阶段目标上，从计算

机等级考试，到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竞赛，再到专业

领域竞赛，最后完成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通过上

述方式，创设人工智能学习实践的环境和阶梯式递

进的学习过程，让学员逐步培养出人工智能新知识

和新技术学习的风气和习惯，培养出学习的兴趣和

信心，获得看得见的进步，实现持续的自我激励。

３重视专业教员队伍的人工智能相关教学和
科研能力建设

军校中传统工科专业教员常常也缺乏人工智能

相关专业基础。师资力量弱，是军校学员进入专业

课程学习阶段后开展人工智能学习实践的主要障

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关专业的课程

改革建设难以在教学内容、方法手段上融入人工智

能元素。课程是教学环节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单

元，缺乏专业课程学习的牵引，会使学员在进入专

业学习后，逐渐失去人工智能学习实践的动力，也

破坏了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向专业技能的

有效转化。二是教员难以真正实现对学员 “专业＋
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培养。既难以结合学员个人能

力特长找到合适的培养方向，又难以针对学员的实

际问题给出具体的指导帮助。

“育人先育己”。只有先建设好教员队伍，才

能做好 “专业 ＋人工智能”的融合建设和人才培
养。而教员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和人

才培养过程相辅相成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一是 “内培”。鼓励教员关注军事智能化的发

展，关注学科领域前沿，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

展变化给领域带来的技术革新；积极开展相关学术

研究和科研，更新自身知识结构；开展技术储备，

在此基础上以研促教，积极将学术成果和科研成果

向教学转化；围绕 “专业 ＋人工智能”开展课程
改革建设，指导学员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设定毕业

设计课题等。同时，对教员能力提升在政策上予以

扶持，在学校的科研自主立项、教学改革和教育理

论研究方面，开设 “专业 ＋人工智能”专项研究，
或在立项上予以倾斜，鼓励教员走出传统专业的舒

适区，积极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挑战；二是 “外

引”。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引入地方高校、研究院所

或高科技企业的相关人才，来校为师生开办系列讲

座、培训，或作为导师团队中的 “人工智能导

师”，参与学员的个性化培养工作。也可以通过联

合培养、假期实践、学研项目合作等方式，让校外

师资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

四、结语

通过对 “Ｘ＋人工智能”试点专业的本科学员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了学员对军事智能化技术应用

前景的态度，掌握了学员对参与试点专业建设的个

性化人才培养的态度、困惑和实际困难，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开展 “Ｘ＋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需要做
到的几方面内容，为相关院校专业建设提供参考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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