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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概论   》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人工智能概论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课程代码 2050628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16 

开课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数字媒体技术（双

语）专业本科三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基础选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人工智能，刘鹏 张玉宏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20年 5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2050170 程序设计基础（C 语言），2100070 线性代数 

课程简介 

“人工智能概论”旨在向学生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

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提出、人工智能流派、重

要研究领域，掌握人工智能求解方法的特点，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基本方法，会用知识表示方法、推理方法和机器学习等方法求解简单问

题。了解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开阔学生知识视

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将来使用人工智能的相关方法和理论解决

实际问题奠定初步基础。通过案例分析、实践项目和课堂讨论，学生将

探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核心概

念。我们将并探讨其带来的社会和伦理影响。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人工智能概论课程适合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选修，要求学生具有扎实

的基础知识（数理逻辑、概率论、数据结构等），已掌握 1-2 门程序设计

语言，从而具备了学好该课程的抽象能力和基本必要的知识。 

大纲编写人 万永权（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3.12.10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定时间  

学院负责人 （签名） 批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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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能够理解和描述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包括：知识表

示、搜索求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应

用：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应用案例。 

技能目标 

2 

能够理解 Python 语言的基本语法、数据类型、控制流程、函数等

基础知识，了解在 Python 中常用的人工智能库（例如 NumPy、

Pandas、Matplotlib、Scikit-learn、PyTorch 等）及其基本用

法,能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3 

能够编写简单的人工智能搜索算法、能够实现基本的机器学习算法

（如线性回归、KNN 分类、神经网络等）并对其进行训练和评

估。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4 
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有清晰认识，强调技术应用

中的责任感和道德规范。 

5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学生在团队项目中合作，培养良好的沟

通和协作能力。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0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能够将数学、物理、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用于恰当表达工程问题。 

2具备扎实的数字媒体领域工程基础知识，能够应用其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表达与分析实际

计算机问题。 

L02;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 能够基于相关科学原理，针对数字媒体领域复杂工程问题选择合适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推

理求解和验证。 

L08: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思辩能力、处事能力和科学精神。 

L12: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2 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径。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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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的

贡献度 

L01

工程

知识 

1-1 M 

1.能够理解和描述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包括：知识表示、搜索求解、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等。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包括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应用案例。 

50% 

1-2 H 

2. 能够理解 Python 语言的基本语法、数据类型、

控制流程、函数等基础知识，了解在 Python 中常

用 的 人 工 智 能 库 （ 例 如 NumPy、 Pandas 、

Matplotlib、Scikit-learn、PyTorch 等）及其基

本用法,能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数据处理、数据

分析和可视化。 

50% 

L02

问题

分析 

2-2 H 

3. 能够编写简单的人工智能搜索算法、能够实现

基本的机器学习算法（如线性回归、KNN 分

类、神经网络等）并对其进行训练和评估。 

100% 

L08 

职业

规范 

8-1 M 
4.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有清晰

认识，强调技术应用中的责任感和道德规范。 
100% 

L12

终身

学习 

12-1 L 

5.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学生在团队项目中

合作，培养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 

 

100%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 1 单元  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 

 

理解人工智能的基础概念、原理；了解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应用领域。  

了解人工智能中常用的一些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知识。 

掌握 Python 基础编程和函数编写能力。 

 

重点：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的流派、矩阵、函数最优化、Python 编程基础。 

难点：函数最优化、Python 编程基础、Python 各种序列（列表、字典、集合）的运用 

 

第 2 单元 知识表示 和专家系统 

了解各种知识表示法的特点。 

掌握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 

理解概率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Bayes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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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专家系统的概念和结构； 

理解专家系统设计和实现方法；  

重点：产生式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专家系统 

难点：一阶谓词逻辑、贝叶斯公式 

 

第 3 单元  搜索算法 

 

了解状态图的基本概念、状态图的搜索基本技术和状态图问题求解的一般方法； 

理解搜索的概念，理解盲目搜索、启发式搜索；  

理解一些经典规划调度问题（如八数码、汉诺塔、八皇后等）的求解方法。  

重点：状态图搜索常用算法； 

难点：问题的状态图表示；启发式搜索； 

 

第 4 单元 机器学习 

 

了解机器学习的概念与分类， 

了解常用的机器学习方法； 

理解符号学习、连接学习的基本思想； 重点：机器学习的概念与分类；回归问题、分类

问题。 

难点：线性回归模型、 KNN 分类。 

 

第 5 单元  深度学习  

 了解人工神经网络的概念，发展历史； 

理解人工神经网络的原理； 

掌握基于反向传播网络的学习算法； 

了解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等经典深度网络模型。 

重点： 理解人工神经网络的原理，基于反向传播网络的学习算法；卷积神经网络、循环

神经网络、 

难点 基于反向传播网络的学习算法；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 

 

第 6 单元  

人工智能中的道德与伦理问题 要求： 了解人工智能在各研究领域中的道德；了解人工

智能中的伦理问题； 

重点： 人工智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难点：人工智能研究的伦理问题；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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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 √ √   

第二单元 

知识表示与推理 
√    √ 

第三单元 

搜索求解 
√  √   

第四单元 

机器学习 
√  √   

第五单元 

深度学习 
  √  √ 

第六单元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一单元 

人工智能基础

知识 

讲授、练习 单元测验、作业 2 2 4 

第二单元 

知识表示与推

理 

讲授、练习 单元测验、作业 2 2 4 

第三单元 

搜索求解 
讲授、练习 

单元测验、作

业、实验 
2 6 8 

第四单元 

机器学习 
讲授、练习 

单元测验、作

业、实验 
4 4 8 

第五单元 

深度学习 
 

讲授、练习 

 

单元测验、作

业、实验 
4 2 6 

第六单元 

人工智能伦理

问题 

讨论 

 
报告 2 0 2 

合计 16 16 32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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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宽度优先搜索解

决八数码问题 
掌握盲目式搜索原理 6 综合型 

2 线性回归 
理解并掌握线性回归的基础知识；掌握线

性回归模型的设计原理以及构建流程 
6 综合型 

3 KNN 分类 
理解 KNN算法的基本原理，掌握 KNN

分类的基本流程 
4 综合型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职业认同、理想情怀 

帮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职业特点，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职业

认同， 

2. 职业规范、立德树人 

引导学生了解人工智能行业的职业规范，培养学生在人工智能领域要严谨

治学的态度，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3. 自主创新、精益求精 

激发学生对科技事业的理想情怀，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为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4.科技伦理、责任担当 

提高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使其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明辨是非、负责任地

运用知识。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5  

X1 40% 课程报告 10 30 50 10   100 

X2 30% 单元测验 40 40 20    100 

X3 15% 作业（含实验报告）  40 40 20   100 

X4 15% 平时表现 30   30 40  100 

评价标准细则（选填） 

考

核

项

课 

程 

目 
考核要求 

评价标准 

优 

100-90 

良 

89-75 

中 

74-60 

不及格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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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1       

X1       

X2       

X3       

X4       

X5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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