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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急需突破传统教育理念束缚，重新

构建教育生态系统，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首先收集了影响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各种现象，然后聚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的深度融合，分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最后，构建“以赛

促创”的生态化培养机制。通过学科竞赛的“问题导向-过程迭代-成果转化”三维驱动，全力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

最大程度激发其创新热情，深度强化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致力于培育兼具创新思维的高素质创新型计算机专

业人才，以满足软件行业对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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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统的计算机专业的
教育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1]。传统的计算机教育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课
程架构偏重基础理论教学，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实际的动手能力较差，从而所学理论知识的具
体应用受到了限制；第二、实训环节多停留于模块化、碎片化的案例操作，学生仅能完成局部技术的操作，难以
从全局视角把握真实场景，进而无法满足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的要求；第三、跨领域协同培养机制欠缺，直接制
约学生适应“技术赋能型”复合岗位的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二）理论基础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文件的战略指引下，以智能技术为
驱动力，赋能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然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推进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2]。
同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4年 11月 14日组织开展了第二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的征集、
论证与推荐工作。各高校加强研究交流，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在人工智能
技术的辅助下优化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
创新发展[3]。以上内容为该课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研究基础。

（三）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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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旨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通过相关的教学改革措施，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提
升计算机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满足行业对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智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专业的相关课程的发展和迭代的速度
也非常快[4]。但是，目前还有部分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的内容偏于陈旧，致使毕业生知识
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就业竞争力不足且难以快速适应企业实际工作需求。

（一）人才培养方案陈旧、无法满足用人单位需求

在已有课程的设置上，基础理论课程占比过高，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课程课时安排不足。且部分
理论课程内容陈旧，无法及时满足行业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技术趋势，导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
实际需求[5]。

部分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相对薄弱，缺乏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内容，无法体现当前人工智能在教学实
践中的优势。因此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场景，动手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用人单位要求相脱节
[6]。

（二）课程内容陈旧，与实际企业需求脱轨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课程内容更新速度缓慢，例如《面相对象编程技术》缺乏当前最新的低代码框
架的融入；另外，在数据结构和算法方面，缺乏实际业务的应用场景，对具体的复杂问题分析不够全面，导致学
生很难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陈旧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在毕业后进入企业时面临巨大挑战。企业注重的是员工能否快速上手项目，解决
实际问题，而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不仅学生就业收到影响，
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质量也会受到质疑[7]。

（三）计算机专业师资构成不科学，学生创新意识不足

有部分高校计算机专业，存在这有师资力量薄弱，师资结构不均衡、年龄层次结构失衡的现象，尤其是在人
工智能及新兴学科方向，缺乏具备深厚教学经验、前沿知识以及创新教学理念的资深教师。在当前计算机专业的
教学过程中，部分高校仍然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培养的学生创新意识不足，不
具有创新能力，造成社会上创新型人才的短缺，形成了创新发展的瓶颈[7]。

（四）高校和企业产学院合作深度不足

目前部分高校计算机专业和企业的产业学院合作的内容仅停留在表面，如简单的实习实训、共建课程或者是
计算机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校企之前缺乏深层次的融合，缺乏创新人才培养的探讨。

三、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施措施

（一）调整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高校应积极调研用人单位对计算机专业的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增加前沿技术课程和实践教学比重，
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构建与用人单位需求紧密对接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
学体系，为社会输送更多适应时代发展的计算机专业人才[8]。

（二）教育思想的转变

高校教师应该积极推动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型，优化系统化的教学实施方法。围绕“人工智能+教育”的核心思
想对计算机专业课程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例如，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编程课程
中，教师不再单纯地讲解相关的语法，而是设计一个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场景，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探索去学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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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编程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9]。
另外在对学生进行考核时，不仅要体现出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还要对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进

行考核。比如在进行实践环节的时候，可以让学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数据分析技术，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分
析，并能够根据相关的数据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一系列的智能问答。

（三）课程体系的优化

根据课程的进度安排及时将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融入到课程体系中，确保学生能够与行业最新的技术同步发
展。例如，在算法设计课程中可以适量增加人工智能算法的原理与实践，在项目开发实践中，增加大数据分析模
块等。

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开设跨学科的课程，组织一系列的课程群，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和视野。例如：软件项目开发综合实验、面向对象开发技术、移动智能终端开发、软件测试以及软件
项目管理等，这几个课程可以建立一个课程群，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断开设新的前沿课程，如：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以项目为导向，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10]。

（四）教学方法的改进

不断推出项目式教学，通过实际的教学项目，学生能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培
养学生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写作能力。例如，安排学生参与房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通过真实的项目提升
了学生的前后端以及数据库操作的能力。引入行业和企业的最新案例和实际案例，对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引导
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利用超星、优慕课等在线教学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如分组讨论、在线测试、生生互
评、问卷调查等，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预习和复习。因此，在线下授课过程中，任课教师只需要进行答疑解惑、
重难点的讲解和实践指导等内容，提升了教学质量。

（五）新的教学实践平台的搭建

配备先进的教学软件和实验室设备，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例如：建立大数据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
室、软件测试实验室、移动终端开发实验室等，让学生在专业实验室中进行相关操作、项目开发和实践创新。

同时，高校要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管理，建立校外大学生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训环境和机会，让
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积累经验，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最后，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类竞赛活动，例如挑战杯、蓝桥杯、ACM、大学生软件设计打下
等，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和学习热情。

（六）加强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应该积极引进具有丰富企业经验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将企业和行业最新的技术带
入课堂，完善高校的教学内容。同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企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学术水平，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下一步将进一步挖局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专业课程的结合点，系统梳理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使人工智能
更深入、全面的融入计算机专业。并且构建以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跨学科知识运用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公
正、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为社会和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的计算机专业相关人才。

五、结束语

在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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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现状、挖掘问题、探索路径，为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提
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但是，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本研究只是初步探索。未来，将持续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动态，不断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实现产学研用充分融合，确
保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密切对接，为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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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Innovative Computer Science Talents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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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I+" empowering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urgently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rebuild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rst collects various
phenomena that affec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then focuse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phenomena, and finally constructs an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drive of "problem
orientation-process iteration-results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 competitions, we will fully tap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potential, maximize their enthusiasm for innovation, deeply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capabilities,
and striv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computer professional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for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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