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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型智能专业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牛晓伟  陈  强  谢  辉  李洪兵 

（重庆三峡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万州  404100） 

 
摘要：智能专业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学科实践条件建设，工程应用性强，

科技含量高。针对我校电信院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实践实验环境现状，进

行深度剖析和研究，提出产教融合，充分发挥高校和科技工资各自优势，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更好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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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与现状分析 
人工智能[1]的相关科学与技术，不但是工科门下新的一级学

科，而且会向所有学科和专业渗透，这种渗透会成为推动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核心驱动力，可培养具有跨界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
的优秀人才。同时智能学科是一门实验性较强的学科，工程应用
性极强，更需大量的实践应用于工程项目。需要配合大量实验来
辅助教学，因此，建立一套合理而完整的实验体系和环境是必不
可少，然而，当前通用教学模式[2]，已完全不能满足交叉学科课
程需要，急需一套完善合理的实验环境提供教学支持。 

我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智能科学技术”专业为新工科建
设专业。为使人才培养能快速响应落实人工智能案例、实训，产
业设计规模发展之特点。亟需建设符合时代趋势的人工智能/大
数据实验实训创新基地，为师生提供集教学、实训、创新开发于
一体的综合教学环境。服务于我院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目标，同时
面向交通、农业、机器人等专业和学科的辅助教学。满足学校技
术性、应用型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也为我院相关科研项目
提供技术设备支撑。 

我院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骨干教师均有博士、教授、或副
教授学历、职称，因专业差异，亟需高新科企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方面进行，案例化、工程化方面深入学习。尤其是建设能支撑
现代云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区块链、知识管理新
技术的实践创新基地软硬件设施。 

鉴于此，考虑借助高新企业科技优势，共建设学院实验实训
基地，深化产学研全方位合作，深化产教融合[3]，提升 AI 产业实
践应用和科教转化产能，促进交叉学科产教融合的新教学模式 

2.实践基地建设模式 
高校联合实验室建设之所以要依托高新企业，优势特色如

下： 
1）依托高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技术、设备优

势，引入企业 优质的技术资源设备、工程师、工程意识、知识
管理、共享资源等高效资源优势。 

2）聚焦人工智能学科 新实验基地创新资源建设、产学研
用结合的实践工厂模式建设。依托高新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实验实训建设优势，为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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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并付诸实践，服务智能产业和地方经济。 

3)依托 Docker 技术而科学构建的实验体系，高效便捷的管理
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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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更合理的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核心技术。 

3.实践基地建设目标 
购置支持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实验实训的软硬件

实验设施及训练数据包。建立能支撑学院开展人工智能学习的实
践实训基地。 

通过购置国内外先进实验设备和软件，提高实验教学和科研
水平，充分保证教学和创新训练需要。 

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提供实验实训指导，建立一套
合理成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实验指导讲义，并附带相关软、硬
件操作视频资料。方便带动师生积极参与实践教学，创新项目等
实践交流活动。 

为学院师资提供实验教学一体化课程指导方案，为大学生科
研创新、互联网+大赛，各类实践应用技术大赛提供支撑训练环
境。 

4.实验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1）为学院建设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实验基地（规模

初定 100 人左右，服务器集群组建，网络区，客户机分开列置。 
2）提供一套完成的虚拟化管理方案和实验实训管理策略。

包括软硬件体系及指导说明。提供所有人工智能知识体系和实验
体系学习软件资源。 

3）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实验体系实验指导书，教学视频，
PPT。教材实验软件等一体化教学资源。理论和实训教学融为一
体，案例化解决方案。 

4）企业提供免费培训，完成实验实训所有内容及设备调试
维护的培训。以完成项目为培训目的。后期提供设备，软硬件技
术顾问。 

5.实施计划及预期成果 
1）调研，考查 
前期科技公司工程师就实验建设规模，方案、规模、可行性

论证，设备采购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等相关事宜进行深入沟通，
明确双方合作意向和意图。 

2）企业派专人讲解实验室建设方案 
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项目解决方案，介绍讯方人

工智能/大数据实验室建设解决方案及技术优势。通过任务分解、
技术综合，提炼要点，进一步了解企业实验实训体系特点。 

3）公开招标，竞标合作、 
学校根据人工智能/大数据实验实训基地建设规模，具体设

备指标，公开发布招标详细信息，企业竞标成功后，走流程。按
照建设单位具体指标要求开始建设，开展双方合作。 

4）建设 100 人左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联合实验实训基地，
验收通过。 

培训教师达到具备熟练操作设备、处理故障及使用设备开展
日常教学的能力。 

5）完成培训资料，设备，总结交接，维保工作事宜。 
6.结束语 
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实践条件建设是涉及工程量大，技术复

杂，不断发展的跨学科交叉知识决定了实践性、工程应用难度，
因此，高校实践教学与企业技术有效融合是难度很大的系统性工
程[4]，需更进一步加大研究深度和广度，以更好的促进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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