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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在经过过去近10年

的快速发展中已经取得非常大的突破，随着这一理论和技术的不
断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即将走进千家万户，人工智能场景融合是
当前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人工智能落地化发展是科技企业日
后发展的重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人工智能落地化方面发
展较早，近年来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政策和资本的双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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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重大变革。《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技术，它已经
在高端制造业、教育行业、互联网行业、生物医疗等诸多技术领域提供助力。目前，《深度学习》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已经成为了工科
专业的学科必修课程，但是，在现阶段的深度学习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阶段对学生深度学习
知识的培养需求。然而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深度学习》教学模式希望能够将所学的理论与项目案例结合起来，既掌握了深度学习
知识，又完成了理论应用与项目研究的融合，达到了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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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changes to our society. "Deep
Learning" is the core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has provided assistance in many technical fields such as high-end manufacturing,
education industry, Internet industry, and biomedicine. At present, "Deep Learning"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has becom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jo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deep learning teaching,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students' deep learning knowledge training needs. However, the "Deep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guided by
project cases hopes to combine the theories learned with project cases, not only mastering the knowledge of deep learning, but also comple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nd project research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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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下，推动人工智能的落地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人工智能
技术已经涉及到很多方面，并且在安防、教育、交通、金融、
医疗、制造、零售等多个领域都实现技术落地，不仅应用场景
越来越丰富，技术水平也在落地化应用中不断提高。

由表1 可知，我国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多元化，不仅瞄准
一些迫切需要智能改造升级的基础领域，更将目光放在了国民发
展、国家富强不可或缺的领域。通过研发与应用的不断融合来优
化技术的发展，切实推动人工智能的技术落地。

近年来，人工智能是我国新型基础建设发展的重要领域之
一，将成为“十四五”规划期间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
家发改委在2020 年 4 月份确定了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其
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三大类，
人工智能是其中发展的重要领域。2020年11月，十九届五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瞄准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
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已经被放在前沿领域的首要位置，这
体现了我国对发展这一领域的重视，从最开始的注重人工智能技
术研发到现在的注重落地化应用，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心已经有所
改变。然而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也是科技革命的重
要支撑点，是当代学生想要全面提高自己的必备技能[1]。为了
促进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这一领域向学习者敞开了大门。

序号 领域 具体用途

1 教育 智能作业批改、辅助教学、辅助辅导

2 制造 产品质检、智能机器人、智能运维、智能供应链

3 安防 人脸检测、布控、公安监控

4 金融 智能投顾、风险评估、AI反欺诈、身份认证

5 医疗 疾病预测、医疗影像、制药研发、健康管理

6 零售 智能结账、无人商店、智能配货、智能物流

7 交通 自动驾驶、智能调度、交通控制、智能停车

8 通信 流量调度、网络控制、网络优化、网络异常监测

9 农业 Al分析卫星图指导种田、智慧养殖

10 智能家居 智能宅配、智能管理、家庭机器人

11
智能可穿戴

设备
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跑鞋

12 智能机器人 智能感知、智能识别、人机交互

表1    人工智能行业涉及领域



    12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开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
公司提出，可供学生、专业人士学习。例如 Google 公司的
TensorFlow 框架,是当今十分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包括
Airbnb、DeepMind、Intel、Twitter 在内的许多著名公司
都在使用。TensorFlow 构建了活跃的社区、完善的文本体
系，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本，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语言体
系，开始深度学习之旅，这使得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快速走向
实用化[ 2 ]。

不仅一些著名的公司为学习者提供了开源框架，国外许多著
名的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深度学习在线课程。例如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以及卡耐基梅隆大学等等，一系列基础课和进阶课
程方便不同阶段的学习者学习。

可见，在如此普及的互联网教育下，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
深度学习教学模式具有非常可观的发展前景。对于深度学习，
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各样的入门、进阶课程，这些课程良莠不
齐，如果让学生自己挑选合适的课程既耗费时间又效果不佳[3]。
此时如果辅以项目案例的引导，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将深度学习这
一项技术应用在自己的研究中，还可以在应用过程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1  研究内容
针对工科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自己研究的工程实际推广

应用深度学习技术能力弱的特点，提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基
于项目案例引导的深度学习教学模式，通过对评估背景、创设
教学情境、构建知识的过程与机制、学习者的主动意识和自我
调控能力以及评价迁移结果等方面进行探讨，得出案例教学模式
的设计方式以及实施策略[4]。以下

（1）通过研究项目案例这种教学模式的由来和发展过程、
项目案例的管理及教学法主要概念的判定、以及教学法的实施意
义和对《深度学习》研究生教育的适用度,并结合自有案例库、国
内外文献梳理和教学实践总结项目案例教学模式目前所遇到的困
境及研究趋势。

（2）在对学习《深度学习》的学生进行分析过程中，剖析了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学习迁移观的内涵，综合考虑了深度学习的经
典教学模式，最终形成了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

（3）通过研究基础理论来构建深度学习项目案例教学的模型，
并分析这一教学模式的最初案例,选取了西安某高校《深度学习》
自有案例库中的案例进行分析来发现目前这一教学模式的现状和
困境。同时采取专家访谈的方法来分析案例应用实施，综合得出
深度学习项目案例教学发展到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4）通过对研究生各个年级学生问卷调研的方法来检验
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证实这种教学模式的是否符合科学性以及
是否具有可信度，同时也对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和改进。

2  研究目标
为了研究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深度学习》教学模式，本

研究通过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学习迁移观等相关理论对学
习者进行评估经验背景、创设相关教学场景、建构知识的过
程、学习者的主动意识和自我调控能力以及评价迁移结果等方面
进行探讨。摸索基于项目案例教学模式的设计方案和实施策略，
最终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项目案例引导的深度学习教学模式，为硕
士研究生的教育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构建主义[5]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它是一种关于知识、学
习和教学的理论，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传递的过程，更是学习者
结合自身经验阅历主动创造的过程，认为主动创造、构建理解
才是学习的意义。而这种过程是在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完成的。
构建主义与传统的教学不同，他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影响，对教
育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构建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知识观、
学习观和教学观等。如图 1 所示：

图1    构建主义基本观点

构建主义理论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不完全是对现实的准确表
达，甚至不能精确的描述世界的法则，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具
体分析并进行在创造的一个过程，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历，
对世界的认知也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也会有不同，所以对
于一种命题不同的学习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获取的知
识也会受自己阅历的影响[6]。

构建主义的学习观认为学习知识不仅仅是知识的转移和传
递，而是有学习者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理解主动构建的过程，每
一个学习者都有非常丰富的日常生活，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
式以及理解知识的方式。同样的，学习也不仅仅是教师向学生
传递知识的过程，学生是带着自己的思维接受了老师传递的知
识，但同时也会在大脑中构建自己的知识。所以，学习者不是
被动的学习知识，主动构建知识、自主创造才是学习的真谛。

传统的教学方式侧重点在于教师的授课，教师大多并不了解
每一位学生的经历，因此做不到因材施教，只是采取千篇一律的满
堂灌的教学。而构建主义的教学观认为激发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诱发学生学习新的知识才应该是好的教学方式，在原
有经验上进行知识的构建可以促进知识经验的转移和重组[7]。而
激发教学就是在我们为学生创造特定的学习活动时，激发学生的
逻辑能力、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而不是让学生仍然停留在原来
的基础水平上。当然单纯的靠学生自主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教师也要适时的给学生提供大量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教学上的帮
助，加以点拨才能事半功倍，促进学生自身建构意以及解决问题
的方法。

由此可见，构建主义认为所有的知识在潜在的应用范围和主
观的应用范围上都具有一定的外延性的，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范
围来理解知识的意义。而对于迁移学习来说，就是在新条件新环
境下把知识进行重新构建，为了促进学习者在新条件新环境下对
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构建主义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教学理
论，他们认为应该让学习者在不同的情景中反复应用新知识，
才可以做到对知识的进一步学习、理解以及扩充。因此，学习
迁移就变成了在新条件下对知识的再学习、再创造的过程。

3  拟解决的教学问题
传统传授式的教学模式是将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的组织、传递

和吸收上，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向学习者传
递大量知识信息，但这种知识逻辑型教学行为却很容易忽略了个
体知识向能力及高级思维升华的升级,无法将理论知识和个体经验
进行有机整合并生成个体知识,并将其应用在现实实践中的各种问
题中[8]。而应用项目案例引导的深度学习教学模式，可以解决
目前教学中的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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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上各种各样的有关深度学习的课程质量参差不
齐，如果靠学生自己挑选课程学习有一定的困难，此时如果辅
以项目案例的引导，可以帮助学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学习深度学
习，让学习不仅仅存在理论层面，而是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全
面提高自己。

（2）项目案例引导的学习模式可以促使学生积极推进项目的
完成，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自主学习，发现问题，设法解决问题，
并能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4  研究方法
首先查找相关文献，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通过构建

主义相关理论研究教学模式和方法然后通过教师访谈和个案研究
的方法揭示课题研究的现状，最后通过验证假设和评估效果对教
学模式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具体研究方法如图2所示：

图2     研究方法

4.1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
为了整体上把握本研究的方向并廓清研究思路，查阅了大

量关于案例及案例教学的起源、发展、特征及案例教学国内外
实施现状的文献，同时也通过文献考察深度学习教学特点及人
才培养目标的内容并对目前案例教学有效实施的相关策略进行
广泛的了解。并通过各类文献梳理，发现当前案例教学的相关
理论和实践研究尚面临诸多困境，在策略实施方面也显得零碎
而不系统。

4.2统计分析、文本挖掘及网络分析法
本研究将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文本挖掘方法(包括分词、词

频统计、词共现等具体分析)以及网络分析方法(包括网络分析和
信息可视化)。对典型案例库采集得到的总共2608条案例数据信
息进行挖掘、分析与进一步研究。探讨原创案例采编开发中的
问题，以得出进一步改进的建议和途径。

4.3教师访谈
为了保证国内案例教学模式和应用的现状分析的科学性，采

用专家评议的方法对现行案例教学实施现状和问题进行综合评
议、分类和聚焦，为了体现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分别邀请
国内一流院校的专家教授对本研究进行评议，给出具有参考价值
的建议，然后再根据专家评议梳理出问卷存在的的关键问题，
有助于在问卷目的的可实现性及在问卷信息完整性和清晰性等方
面获取有价值的研究信息。

4.4问卷调查
为了验证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深度学习教学模式的可行性，

本研究根据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结合前期查找的大量相关文献
和专家教授的评议结果，设计学生调查问卷，选取深度学习教
学在校生和校友进行调研。来验证教学模式构建的影响因素。
并对访谈问卷得出的深度学习案例教学模式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检
验，得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提出有参考的建议。

4.5个案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深度学习案例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模型分析
及实证检验，选取西安地区某高校作为该模式的典型个案进行剖
析和研究，将选择该课程的学生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学生
仍旧按照传统的学习方式学习该课程，另外一部分学生在项目案
例引导下学习深度学习，然后在学习效率、掌握程度以及实操
能力等方面对两部分学生进行学习评估，据此来对深度学习案例
教学模式在现实实施中的效果进行观照和功能检验，并以此作为
模式推广应用的借鉴。

4.6演绎推理
本研究是为了探讨更好的深度学习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其

中包含了大量的归纳演绎、逻辑推理方面的内容。在案例教学
模式构建方面，都是立足于相关管理理论并通过层层演绎推理得
出的结论。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探讨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教学模
式的可行性，并验证相关结论。

5  主要特色
（1 ）针对《深度学习》案例教学的效果缺乏系统化的现

状，提出基于构建理论对其系统化梳理和总结，建立《深度学
习》项目教学案例中的可行性评价和实证研究。

（2）提出构建融项目案例开发- 教学- 行动- 评价为一体
的整合式深度学习案例教学模式，通过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等相关
教育学和心理学视角进行理论构建和模型设计，使得整个模式的
构建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信度，从理论层面对深度学习案例
教学的发展形成支撑。

（3）实现了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中整体教学行动和行业发
展的整合。提出将深度学习案例教学视为一种教学思想并将其融入
更广泛的教学领域中；通过整合深度学习案例教学模式的创建，实
现了《深度学习》教学模式在科研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

6  推广价值
（1）构建“案例研究 - 案例教学 - 案例实训”三位一体

案例教学体系，打通了研究性案例、课堂案例教学、工程案例
教学、综合案例课堂、全员案例大赛、等培养环节之间的逻辑
关系，可以在其他工程类课程中加以推广。

（2）科学研究反哺教学，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吸取教学经验
以及前沿知识，以教学训练能力，及时归纳整理，消化吸收；
以实训塑造竞争力的培养路径和多情境、多形式、多层次进行
训练的案例教学模式，实现了科研与教学的协同发展。

（3）成功的教学模式并不单单适用于某一个学科，而是具
有辐射作用，影响其他学科的教学方式，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
教学模式正是可以通过示范引领和经验辐射推广这一教学模式在
其他教学环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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