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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交叉融合、科教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培养掌握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和技术，具备前沿知识快速学习能力与扎实工程能力，能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交叉领域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人工智能本科微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备如下能力： 

1. 拥有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具有坚持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理想信念，

具备优秀的科学、人文素养； 

2. 掌握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经典算法，了解人工智能领域前沿热点技术与

发展趋势； 

3. 具备应用人工智能方法、技术进行交叉领域课题研究、技术研发与解决

方案创新的能力； 

4. 能熟练阅读智能领域学术与技术资料，具有良好的专业文档写作能力，

能快速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 

5. 具备一定系统工程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三、修读年限、学分、证书或证明 

1. 修读年限：2 年，且不超出主修专业修读年限 

2. 学分：26 

3. 证书或证明 

修满规定学分、达到要求的，颁发修读证书；未达授证标准的，颁发修读证

明。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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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W25001 Python 智能编程 3 2  1     2  

40W25002 人工智能导论 3 3       2  

40W25003 机器学习 4 3  1     3  

40W25004 自然语言处理 4 3  1     3  

40W25005 计算机视觉 4 3  1     4  



40W25006 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 4 3  1     4  

40W25007 具身智能前沿 4 3  1     4  

五、先修课程及相关要求 

本专业要求修习学生具备一定数学基础与编程能力，并了解计算机相关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

程序设计》等。部分课程需要学生对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应用

领域有初步认识。此外，学生应具备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人工智

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具有科技文献阅读基础与人工智能基本概念并修习过计算机

算法类课程的学生尤其适合修习本微专业。 

六、课程简介 
1. Python 智能编程(Python for Intelligent Programming) 
课程编号：40W25001 
学    分：3 
学    时：2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2 
课程简介： 

Python 语言是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编程语言之一，本课程旨在介绍 Python 开发环境及

常用工具、基本理论、数据分析以及智能算法开发。课程内容包括 Python 基础编程知识、

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算法基础及代码实现等。 
先导课程：数学基础课 
 
2. 人工智能导论(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课程编号：40W25002 
学    分：3 
学    时：30 教学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2 
课程简介： 

人工智能导论是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先导课程，本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对人工智能基

本概念、技术和应用的全面理解。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人工

智能模型及相关算法、人工智能的前沿进展等。 
先导课程：数学基础课 
 
3.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课程编号：40W25003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3 
课程简介：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课程旨在介绍机器学习的基础概

念、基本理论、经典算法和数据分析应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机器学习概论、机器学习



经典算法、模型评估与选择等。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算法、数学基础课 
 
4.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课程编号：40W25004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3 
课程简介： 

自然语言处理是一门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如何利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和交互的学

科。本课程旨在系统介绍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使学生掌握词法分析、

句法分析、语义分析、信息抽取与文本挖掘、对话系统与机器翻译等多个方面基本知识，

同时深入探讨深度学习等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最新应用。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算法、数学基础课 
 
5.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课程编号：40W25005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4 
课程简介： 

计算机视觉基础课程，作为跨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学生构建坚实的图像

处理、图形学及计算机视觉理论基础。课程系统阐述图像处理基本技巧、图形学核心原理

以及视觉分析的前沿算法，包括但不限于图像预处理技术、图像变换技术、三维图形的表

示与渲染、特征检测算法、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等。通过严谨的理论讲授与丰富的实践案

例，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为其在计算机视

觉及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学基础课、机器学习、Python 智能编程、人

工智能导论 
 
6. 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Data-driven Intelligent Control) 
课程编号：40W25006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2 
开课学期：4 
课程简介： 

数据驱动的控制理论与方法是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具身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之一，也最广泛使用的研究与开发工具之一。本课程旨在介绍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的基础

概念、基本理论、经典算法和应用场景，通过本课程考核的学生应具有选择合适的机器学

习工具解决控制领域的常见问题的能力，具体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移动机器人、类人机器人

等智能体的运动决策与控制。课程主要内容由以下内容组成：控制理论基础、动态规划、

模仿学习和强化学习等。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算法与数据结构、数学基础课、人工智能导论 
 



7. 具身智能前沿(Frontiers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课程编号：40W25007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2 
开课学期：4 
课程简介： 

具身智能是探索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新兴且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该课程专注于研

究智能体如何通过与其所处环境的物理交互来实现高级认知功能和行为表现。本课程旨在

深入介绍具身智能的基本概念、核心理论、最新技术进展以及实际应用案例。课程主要内

容包括：具身智能概论、感知与行动一体化模型、具身认知与学习机制、环境交互与适应

性行为，以及具身智能在机器人、虚拟现实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前沿应用探索。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将能够全面了解具身智能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掌握具身智能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方法，并具备在该领域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机器学习、数据结构、计算机算法、数学基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