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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在大类招生模式下的修订

陈毅东，曹冬林，李绍滋

 （厦门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大类招生模式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新趋势。以厦门大学为例，介绍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培养方案在大类招生模式下的修订方案，探讨大类招生模式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的几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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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大类招生是指高校各个专业的招生不细分专

业，只根据大的专业类进行的一种招生模式。大

类招生后的学生，在经过 1~2年的基础课学习

后，在大类学科学习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学习

情况和喜好以及社会需求，在与院系的双向选择

原则下进行分流培养 [1]。这样的模式适应了“宽

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需求，有利于高校培

养出更多复合型人才，也有利于基础平台课程的

优化整合 [2]，因而逐渐成为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模

式发展的新趋势。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

科。在大类招生的形势下，如何调整专业培养方

案，突出专业特色和个性，从而更好地吸引优质

生源、为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未来发展培养生力

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2012年底，厦门大学全面实施大类招生改

革。全校除一些特殊专业外，原则上各专业一、

二年级都要按照学科大类设置学科通修课程，

三、四年级通过选修专业（或专业方向性）课程

确定专业或专业方向。新修订的教学计划在 2012

级作为过渡年度进行预实施，并在 2013级进行

全面实施。

2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的凝练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交叉学科和近邻专

业（如计算机和自动化等）在很多课程上均有重

叠。在修订大类培养方案的过程中，我们认为重

新梳理并凝练出能突显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特色

的核心课程十分关键。因为特色鲜明的核心课程

设置一方面能明确出本专业与其他两个专业的

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对专业内涵的

认识。为此，我们对国内外相近专业的课程体

系进行了比较，最终凝练出了 6门智能专业核心

课程。

2.1 国外若干学校相近专业的本科课程体系

国际上目前设置有人工智能专业的机构中有

一大部分仅培养硕士以上学历学生，如美国的乔

治亚大学、Berkeley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Virje大学等。由于我

们主要关注的是本科课程体系，因此我们选择了

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两所包含相近

专业本科生培养项目的学校。这两所学校的专业

名称都是人工智能专业，虽与智能科学与技术有

一定差异，但也十分接近，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表 1和表 2分别给出了依据两所大学在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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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布学位课程介绍整理而得的主要专业课程

安排。

表 1 爱丁堡大学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 

类别 课程

公共基
础课程

计算机程序设计技巧与概念、离散数学与数学推
理、计算与逻辑、数据与分析、函数式编程、面
向对象编程、算法—数据结构与学习、计算机系
统概论、软件工程概论、数据库系统、编译技术、
计算机体系结构

专业必
修课程

认知科学、处理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推理与智
能体、逻辑编程、操作系统、应用机器学习、语
言语义与实现、视觉与机器人概论、自然语言处
理基础、高级视觉、自动推理

专业选
修课程

基于智能体的系统、计算认知科学、机器学习、
自然计算、智能机器人、知识建模型、机器翻译

表 2 曼彻斯特大学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 

类别 课程

公共
基础
课程

面向计算机科学的数学技术、计算基础、计算机工
程基础、计算机体系结构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分布式系统基础、数据库基础、软件工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与优化、符号主义人工智
能、操作系统、算法与编程语言

专业
选修
课程

逻辑与建模、处理器微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微
控制器、系统体系结构、计算机图形学与图像处
理、分布式计算、移动系统、软件进化、编译器、
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与游戏、高级算法、数据集
成与分析、自然语言系统、知识表示与推理

2.2 国内若干学校相关专业的本科课程体系

国内目前拥有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高校已

近 20家，我们从中选择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湖南大学等

5所高校进行考察。这些学校中，北京大学是国

内最早设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高校，南开、

西电、北邮 3家则是第二批设立该专业的高校。

这 4家都是国内建设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时间较

长且经验较多的学校，因而其课程设置很值得借

鉴。湖南大学的情况与厦门大学较为类似，且设

立本专业的时间也相近，因此也选择以作参考，

表 3—6分别给出各学校课程体系中与专业密切

相关课程的设置情况。

表 3 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3]

类别 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信息科学技术概论、程序设计实
习、微电子与电路基础、计算概
论、数据结构与算法

专业
基础
课程

理论基础

算法设计与分析、集合论与图论、
代数结构与组合数学、数理逻辑、
计算方法、信息论基础、数据结构
与算法实习

硬件基础
数字逻辑设计、微机原理、信号与
系统

智能基础
人工智能基础、脑与认知科学、机
器智能实验、机器感知实验

专业
开放
选修
课程

专业核心课
智能科学技术导论、模式识别基
础、生物信息处理、智能信息处理

机器感知与智能
机器人方向

图像处理、自动控制理论、计算机
图形学、自然语言处理导论、语音
信号处理、最优化理论和方法

智能信息处理与
机器学习方向

数据库概论、计算机网络与Web 技
术、机器学习导论、数据仓库与数
据挖掘、程序设计语言概论、时空
信息处理

新技术及其他
机器人学、实验心理学导论、数据
压缩、随机过程引论

表 3 南开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4]

类别 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电子技术、电路基础、计算机程序语言

专业必修课程 自动控制原理、智能技术、智能工程

专业选修课程 机器人学导论、数据结构、运动控制

表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5]

类别 课程

学科基础
课程

电工电子
技术

电路分析理论、信号与系统、数字
信号处理、模拟电子线路基础、数
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路信号与系
统实验、电子线路实验

计算机
技术

微机原理与系统设计、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单片机原理与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基础、软件工程、Internet
技术

专业基础课程

人工智能概论、智能传感技术、最
优化理论与方法、算法设计与分
析、模式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智
能导论、图像理解与计算机视觉、
智能控制导论、智能多媒体技术、
移动通信与智能技术、智能数据挖
掘、网络信息检索

研究型课程 新技术讲座（智能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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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6]

类别 课程

专业基础
课程

智能科学技术导论、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机器
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讲座

专业基础
选修课程

信息科学原理、机器学习、模式分析、自然语
言处理与理解、信息与知识获取、智能信息网
络实验、计算机图形学

专业选修
课程

科技史与方法学、计算智能、群体智能、多模
态信息处理、信息内容安全、智能机器人、智
能游戏

表 6 湖南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7]

类别 课程

公共基础
课程

计算机科学概论、C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基础
课程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电路分析基础、微电子
电路、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计算机
网络、操作系统

专业核心
课程

C++ 程序设计、信号与系统、脑与认知科学、
人工智能基础、科学计算导论、算法设计与分
析、控制理论基础、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人
工智能基础实验

专业选修
课程

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Java 程序设计、信息
安全原理、软件工程导论、物联网概论、嵌入
式计算机系统、应用统计与随机过程、生物信
息学基础、计算智能原理、智能控制导论、计
算机视觉导论、机器人学、智能信息处理、模
式识别

2.3 课程设置的若干特点分析

从国内外所选高校的专业课程体系对照来

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1）在公共基础课程方面，各高校的课程体

系基本都覆盖了电子、信息、计算机等大学科门

类的相关专业课程。这说明大家都较为一致地

认为这些课程是本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必不可少

的基础。

（2）在专业课程方面，除了几个目前大家已

经达成基本共识的课程：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机器智能和智能数学基础等

以外（各单位在设置这些课程时也多采用各自不

同的名称），各单位差异较大。

（3）各单位多依据自身研究特色和基础条件

来决定所开设的课程，国外单位开设的专业课程

显得更丰富和发散。

2.4 6 门核心课程

通过对国内外若干学校相近学科课程体系的

梳理和比较并结合厦门大学的研究特点，我们拟

定了 6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具体如表

7所示。

表 7 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名称 备注

智能科学与技
术导论

介绍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内涵等基础内容，
引导学生了解认识本专业

人工智能导论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理论与技术的导引

机器学习 介绍公用的核心方法论

脑科学基础 可支撑学生进一步向智能理论基础方向发展

智能控制原理 可支撑学生进一步向机器人控制方向发展

语言分析技术 可支撑学生进一步向智能信息处理方向发展

3 修订后的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课程体系情况

按照学校对培养方案修订的原则要求，综合

考虑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特色并与其他两个专

业多次协商调整后，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第 1年

大类培养、第 2年起分流培养的新方案。其中，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模块学生的总学分要求为

160学分。各类课程具体学分要求是：

①公共基本课程：28学分；② 通识教育课

程：14学分；③ 学科通修课程：35学分；④ 专

业或方向课程：≥ 70学分，其中， 专业或方向

必修课程：38学分，专业或方向任意选修课程：

≥ 32学分；⑤ 其他教学环节：≥ 13学分。

具体而言，修订后的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主要课程体系设置情况如表 8所示。

4 几点思考

在制订和实施大类培养方案的过程中，我们

也发现了若干问题，现讨论如下：

（1）目前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还缺乏权威统

一的课程标准，多数单位在设置课程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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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参照，多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设置，存在

一定的随意性，也未必能从学科全局出发进行考

虑。这对于本专业的整体向前发展十分不利。

（2）作为交叉学科，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涉

及计算机、电子、自动化等多方面。因此，本专

业学生需要学习的基础课程也十分广泛。然而，

受学制的限制，这些课程必然无法如所在专业的

相关课程那样全深度开设。这些课程究竟开设到

什么样的深度为宜，目前也缺乏科学的论证和统

一的规范。

（3）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很多特色课程都

带有较浓的研究性质。相比而言，由于目前尚未

形成明显的与本专业相关联的产业群，因而面向

就业的课程多不具有“智能”特色。这直接导致

本专业面向就业的这部分学生显示出较弱的专业

个性。另一方面，本专业虽也开设不少相关专业

的课程，但由学时限制，这些课程往往无法完全

深入，这使学生在应聘中与相关专业学生竞争时

容易处于弱势。

（4）作为一个新兴的年轻专业，智能科学与

技术专业和计算机以及自动化等老专业相比“知

名度”低；而目前本学科仅为计算机学科的二级

学科，“政治”地位也不高；再加上前面所提及

的尚无明显的相关产业群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影

响了学生和家长对本专业的认同，进而影响了优

质生源分流到本专业，也很不利于本专业的良性

发展。

5 结 语

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是高校教学改革的方

向。大类招生既给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建设带

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在分

流中更好地吸引优质学生决定了本专业将来是否

能更好地发展壮大。其中，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

是关键。

表 8 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学科通修和专业方向课程部分）

类别 课程

学科通修课程 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大学物理、概率统计、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原理

专业必修课
程

智能基础类
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脑科学基础、语言分析技术、智能控制原理、
数据挖掘与数据仓库、机器人足球竞赛、非经典计算

软件理论类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算法设计与分析、网络信息处理、数值计算、软件开发技术、
MATHLAB 编程、Linux 内核分析

硬件基础类 模拟与数字电路、汇编语言、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专业选修课程

XML 语言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C++/Java)、多媒体技术、计算机仿真、智能信息检索、数
理逻辑、计算理论、语音技术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数字图象处理、智能机器人、专家系统、
模式识别、机器人设计与组装实验、认知科学实验、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人工生命、
信息安全技术、嵌入式系统设计、单片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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