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5 期） 

1241  

综合论坛 

协同创新机制下人工智能师资能力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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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万州  404100） 

 
摘要：针对我院新办专业“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工程应用性强，科技含

量高，涉及多学科知识交叉，学习难度大之特点。我院师资在人工智能

方面知识能力严重不足，亟需培训。提出了一套 AI 企业培训师资的构想

和计划，并分析了由企业培训的优势、对培训目标、所能达到要求做了

客观分析，以期达到较好的培训效果和目标，提升教师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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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背景与现状分析 
人工智能[1]是一种引发诸多领域产生颠覆性变革的前沿技

术，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为核心，
在视觉、语音、自然语言等应用领域迅速发展，已经开始像水电
煤一样赋能于各个行业。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 2016 年起已有《互联网+人工
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
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多个国
家层面的政策出台。2017 年“两会”期间，人工智能（简称 AI）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7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标志着人工智能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 

重庆三峡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智能科学技术”专业为
新开设专业，以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性卓越工程师为己任。为
使学校能快速响应胜任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建设，服务地方经济、
助力智能产业发展建设需求。亟需一批专业能力扎实，业务突出
的骨干教师参与新专业建设，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深度学习[2]、区块链、知识管理等新技术，提升教师专业技术能
力，我院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骨干教师均有博士、教授、或副
教授职称，因专业背景差异，亟需高新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机器学习方面进行深入学习培训[3]，提升业务能力。 

2.选择高新企业-师资培训原因 
1）高新 AI 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技术，项目研发和

实践工程建设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和资源，同时又拥有最优质的
技术资源设备、工程师、工程意识、知识管理、共享资源等资源
优势，对师资培训能起到导向和引领作用，便于老师们培训完就
能接触一线的最新的项目经验，及时反馈到教学中去。 

2）AI 企业大多拥有学科最新实验基地创新资源、利于教师
们开展产学研用结合的实践工厂模式开放式教学革新。同时 AI
高新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验实训建设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可实时的对教师培训，同时对高校现有 AI 教学设备存在的不足
加以指导，为教师教学提供从实训方案到软硬件环境一体化全方
位的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使师生快速掌握人工智能方面的最
新技术，并付诸实践，服务智能产业和地方经济。 

3）最新 Docker 技术基础上的 AI 虚拟集成开发环境，使得
师资培训和教学简单，方便。清晰的实验流程，丰富的行业实训
数据，实训模块和教学体系。便于师生员工及工程师之间更合理、
高效的沟通和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核心技术。 

3.师资培训目标 
1）通过师资培训，AI 高新企业为重庆三峡学院电信学院培

训若干名具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方面专业技术能力的“双
师双能”型教学业务骨干教师，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2）通过师资培训，AI 企业为重庆三峡学院电信学院“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提供技术指导，带
动参训教师积极参与教学培训、课题研究、技术研讨、学习和交
流活动,最好有师资参与企业的 AI 工程应用项目。 

3）通过师资培训，为重庆三峡学院电信学院师资提供理实
研一体化课程[4]指导方案，承接企业技能培训认证，服务地方特
色产业的创新合作模式，培训符合国家资格认定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工程师若干名。 
4.师资培训内容 
1）根据企业技术和电信学院专业特点，师资培训方向，主

要分 4 个方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通信技术，教师自
主选择培训方向内容。 

2）推行项目工程管理制度，实操时以培养“双师双能”型
师资为目标，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通信不同方向实
战项目演练，将技能和知识点实行标准化、流程化、系统化培训。 

3）实施理实一体化培训，项目式驱动。理论和实训教学融
为一体，“讲”和“练”融为一体，边讲边练，课程以项目为主
线贯穿始终，以完成项目为培训目的。分组学习，最终以小组协
作完成项目的方式进行学习，以作品的形式作为课程学习的结
果。 

5.师资培训方式 
选派教师到企业规定地点师资培训，不设独立培训点。 
1）线上学习 
利用 ICT-ilearning 在线学习平台，提供线上服务，参训教师

参与系统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线上学习，内容资源涵盖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通信等知识领域。 

2）线下集训 
由派驻现场的工程师讲师，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项目演练，引导参训教师掌握实用技术和教学方法，通过任务分
解、技术综合，提炼要点，形成科学实用的技术演练和教学体系。 

3）顶岗锻炼 
结合岗位需求，为具备条件的教师提供顶岗锻炼机会，公司

产品设计研发、教学资源开发等内容，充分把握信息技术行业发
展及岗位用人需求，教师再将企业经验反哺教学过程，培养符合
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信息技术人才。 

6.结束语 
本文对我院和 AI 企业联合进行人工智能师资培训做了构想

和展望，期待从师资培训计划，师资培训内容，师资培训目标，
师资预期培训结果方面做了更进一步细致的规划，期待能取得更
好更圆满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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