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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在线教育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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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作为与交通行业紧密结合的热门专业，课程知识涉及领域较多，学习内容涉及交通信号控制、软件工

程、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多领域学科。然而由于专业课时有限，授课老师没办法在所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细致的讲解和辅导，只

能有针对性有重点的开设课程。对于没有涉及的课程，如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热门就业课程，大多数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导致大多数学生对业内前沿知识了解不深，进而导致就业局势不利。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专业就业培训解决方案，旨在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通过自适应教学和项目化实战课程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企业实战能力，

并通过与企业建立联系，为学生提供去企业实训的机会，使得学生能清楚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在平台上有选择性的学习

相应的专业知识，弥补课程学时不足的问题，提高就业能力。

关键词：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机器学习；解决方案

根据《2017 年在线职业教育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的

在线职业教育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占全国市场规模的比例

也在增加，2018 年在线职业教育市场达到 134 亿元”。在《2017

年在线教育行业分析报告》中指出全球在线教育增长速度远高于

传统教育，行业以 7% 速度实现增长，规模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

2019 年全球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至 5600 亿美元。据艾媒

咨询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超 2600 亿元，到 

2023 年我国在线教育行业仍有三倍的发展空间，未来五年年复合

增长率将达到 31.7%，我国在线教育场未来几年将迎来一轮爆发

式增长。目前，国内针对职业技能的在线教育方案实现形式主要

有以下几类：（1）、在线辅导答疑；（2）、视频课件点播；（3）、

网络直播课堂。

这类综合的在线教育平台拓宽了求学者的学习范围，为学生

提供了更方便的互动，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随时请教老师，没有

时间空间的限制。但这类平台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劣势，在

线教育缺乏课后讨论和互动，只是单调的教学授课模式，没有形

成良好的学习闭环，所以教育授课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此外，

由于失去传统课堂的制度限制，在线学习的成果也难以保障。对此，

自适应学习致力于通过计算机手段检测学生当前的学习水平和状

态，并相应地调整后面的学习内容和路径，帮助学生提升学 习效率。

一、思路和做法

本方案拟开发的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就业培训平台（以下简称“智能网联在线教育平台”）是借助互

联网技术，通过线上利用名校名师课件学习基础的理论知识；线

下和智能网联方面的知名企业合作，开发实训基地，利用大量真

实的实战方案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学生提供企业实战经验，

巩固所学理论知识。使智能网联教育加向速虚拟化、开放化、分

享化，实战化等方向转变。学员还可以借助互联网，随时随地选

择网上课件进行就业辅导课程的学习，真正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对于高速发展但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的中国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通过大数据分析方法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量化跟踪，及

时为学生的学习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更加合理的学习规划，使教

育加向速虚拟化、开放化、分享化等方向转变，真正给传统教育

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本方案的核心价值是降本提效，促进教育行业升级。平台主

要面向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学生，旨在为职教学生提供更多的

接触企业实训的机会，为智能网联学生的就业打好基础；同时也

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在校学生和企业之间有一个双向沟通的机

会，使得学生能更清楚的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自己怎么

做才能使企业更看重自己；也使得企业可以考察学生，知道学生

在校学的是什么，从而可以和学校建立沟通机制，以便学校能随

时的明确企业需要什么，使得职教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

多的专业类知识，在同本科学生竞争同一岗位时拥有更大的竞争

力，提高此专业学生的就业率。

二、方案介绍

本平台采用分层的逻辑架构模式，实现不同粒度逻辑功能的

分离和解耦合，有利于系统服务功能的封装，提高系统的可扩展

性和可维护性。采用贴近实战的项目化教学，让智能网联汽车技

术专业学生走进企业。线上引入企业实战课程，开展项目化教学。

线下与企业合作，开发实训基地，创造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双向交

流机会。通过采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通过分析在线学习过程和在线考试结果，

调整学习内容和路径，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利用机器学习算

法评估学习效果和学习能力。利用网络爬虫，搜集大量的招聘信息，

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推荐和引导学生就业，为企业推荐人才。

（一）平台建设目标

1. 构建一套功能全面、性能优良的在线教育平台

采用分层的逻辑架构模式，实现系统功能服务的封装，提高

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采用云服务方式，使系统具有较好

的响应性能，系统运行的稳定。包括实战课程视频直播功能、教

学资源上传 / 下载功能、在线交流辅导功能、租户权限设计功能、

企业用户功能、工作单位推荐功能、推荐课程功能、学生签到及

在线模拟考试功能、作业提交和审批功能、充值付费功能等。

2. 引入智能化的自适应教育与就业处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对用户历史行为和招聘信息等数据进行在线分析。主要算法：

学习能力智能评估、学习效果智能评估、课程包智能推荐、职业

规划智能推荐、需求人员智能推荐、企业招聘智能推荐、实习单

位智能推荐、简历投递智能推荐、网络爬虫自动爬取招聘信息、

工作单位智能推荐等。

3. 开展项目化教学，开发实操实习的“实训基地”，提高学

员动手能力，增加实战经验

采用和企业学校双向合作的方式开发运营实训基地：通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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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提高实战经验。开发

线下企业名师讲堂，让学生面对面的和老师进行互动，将线下授

课进行直播，使地域相对偏僻的学生也能享受到同样的学习资源。

（二）平台架构模式

本平台采用分层的逻辑架构模式分为四层，第一层为客户端；

第二层为软件即服务层即 SaaS 层；第三层为软件平台作为服务即

Paas 层；第四层为基础设施作为服务即 Iaas 层，每层包含的功能

如图 1 所示。

图 1、平台逻辑架构设计图

（三）平台核心技术

本方案涉及的核心技术如下：

1.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评估系统

采用 LSTM+RNN（长短时神经网络 + 循环神经网络）网络模

型对用户历史行为和考试测评进行建模，给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习

能力进行评分，评估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长短时神经网络评估学习效果和能力

2. 基于深度学习的推荐网络

利用用户历史行为数据，训练基于树状神经网络的推荐系统

模型，提升【学生用户 - 工作】、【学生用户 - 课程包】、【学

生用户 - 职业规划】、【企业用户 - 招聘人员】\【学习情况 - 教

学计划制定】等功能之间的匹配度。

三、方案特色

本方案的特色如下：

（一）本方案是数据驱动的、可规模化的个性化教育

在教育行业，老师是核心生产资料，但优质老师非常稀缺。

从理论上讲，一位优质的老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同时面对无限数量

的学生，从而解决优质师资稀缺的问题，但这个过程缺乏有效的

师生互动，而且老师分配给每个学生的个性化服务时间极少。这

是人工智能自适应教育从业者的基本共识。传统面授教育的优缺

点都非常明显。在过去几年间蓬勃生长起来的在线教育所做出的

贡献，更多的是把传统面授教育的模式搬到了线上，而本质上并

未改变。人工智能自适应教育的雄心在于以数据和技术为驱动力，

实现规模化的个性化教育。

（二）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学习模型并输出学习建议

在现阶段，“搜集大数据——构建学习模型——输出学习建议”

是实现人工智能自适应学习的基本步骤。学习模型的构建过程非

常复杂，常人难以理解，通俗来说，它是在“借鉴”人类大脑的

思考过程，通过成千上万个函数点互相传导信息，用穷举的方式

从千丝万缕的函数嵌套关系中找出学习规则，并不断进化模型。

学生使用系统的时间越多，留下的行为数据越多，系统的效率就

越高。

（三）开展项目化教学，让学生走进企业实习

本方案有别于同类教育平台，本平台除基本的线上教学视频

以及相应的教学资料外，还会与相应的企业合作，开发相应的实

训基地，以方便学生在进行线上学习后可以进行实操训练，强化

专业技能的训练。另外，按教育部所做的未来中职教育升入高职

教育的规划，我们还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中职教育企业实

训课程，让中职学生也走进企业，贴近实战，为高等职业教育输

送专业素质强的学生。

四、结语

本方案边际明显，初期投入大，但越往后数据的反哺能力越强。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使用某个产品，产品所收集的数据量会越来

越多。在一般的在线教育产品中，这些数据会被储存起来，经由

人工挖掘和分析，用于优化产品；而在人工智能自适应学习产品中，

这些数据会像“燃料”一样被输送进人工智能算法这个“大锅炉”

中，由数据来训练算法，输出更接近真实情况的学习模型，赋予

学习系统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级的功能，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使用。

学生使用系统则产生更多的数据，继续上述流程，形成良性循环。

另外，系统通过数据对学生产生的“了解”会随着时间递增，学

生之后更换产品的转换成本会非常高。因此可以说，人工智能自

适应教育行业比一般的在线教育行业具有更明显的边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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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受 2022 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质量工程教育教

学研究项目课程思政融入高职汽车类专业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

的实践路径研究和 2020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JGGZKZ2020167）扩招背景下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路径

研究与实践——以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为例项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