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会
官
网



天津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天津大学  智能与计算学部 人工智能学院

王  鑫

2022.5.14



•3

汇报提纲

第一部分 国家社会发展需求

第二部分 AI专业建设现状

第三部分 天大新工科与AI

第四部分 AI专业建设规划

第五部分 AI培养方案设计



•4

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



•5

发
展
热
度

时间1956 198719801974 1993 2010

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

AI诞生

第一次低谷

第二次低谷

达特茅斯会议
算法仅能解决狭窄领域问题
计算能力不足，未达AI预期

符号主义
逻辑运算、演绎推理
Prolog语言

专家系统遍地开花
人工智能转向实用

专家系统应用领域有限
AI资金投入减少
神经网络出现，但计算能力不足
未达AI预期

大数据，大量学习训练数据
云计算，计算能力大幅提升
深度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发展

逻辑推理 专家系统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n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6



科研竞争力指数
（21个指标）

产业竞争力指数 综合竞争力指数
（13个指标）

全球竞争态势

中国正走向人工智能舞台的中央

中美两国的AI竞争力指数远高于其他国家，AI领域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竞争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美国、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各有侧重

中国重点是计算机视觉，美国重点是计算机视觉、规划与决策，欧洲重点是规划与决策

全球竞争态势——中美白热化博弈



多范式竞争/多S型发展周期律

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律与态势

u 理论创新：进入瓶颈期，孕育新一轮重大创新，迈向多范式融合长周期
u 技术创新：进入去泡沫化阶段，即将迈向获取深度学习的光明期和高峰期。

大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
长周期：库兹涅茨周期       20年
中周期：朱格拉周期          10年
短周期：基钦周期              3-4年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计划》，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的目
标，强调培育出产业及技术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AI人才

AI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人才匮乏

AI人才供不应求，需求爆炸式增长

p 全球AI人才约30万，仅仅中国对于AI人才的
需求量就突破百万，每年毕业于AI领域的学
生约2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p 2021年AI人才需求指数翻一番 平均薪酬达2
万元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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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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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

2018.4
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大人工智能领
域人才培养力度

2019.3
教育部 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共35所高校获首批“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建设资格
天津大学是天津唯一一所获批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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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 教育部 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共180所高校获“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建设资格

2021.3 教育部 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共130所高校获“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建设资格

2019~2022年，全国共435所高校获“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建设资格

2022.2 教育部 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共90所高校获“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建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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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首批人工智能本科专业，没有可借鉴方案
n主要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n没有可借鉴的成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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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人工智能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与计算机、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Ø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的特点、特色是什么？

Ø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如何服务于“新工科”建设，如何改造融合传统优势学科，
探索“人工智能+X”模式？



n CMU是人工智能教育
和科研的发源地之一

n 2018秋季招收美国第
一个人工智能学士学位

n 课程体系聚焦于复杂输
入，如视觉、语言和海
量数据库，如何用于进
行决策或提升人类能力

n 课程包括计算机科学、
数学、统计、计算模型
、机器学习和符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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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大学

n 计算机科学理学学士 
人工智能方向

n 构建Agent和人类级别
智能的自顶向下模型

n 重视数学与计算机基础
、重视自顶向下的计算
模型构建；注重AI与计
算机不同方向的交叉

n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
专业方向，先导课程要
求有扎实的计算机基础

佐治亚理工学院

n 计算-人工智能 
本科学位 4年

n 从课程体系上看重视计
算机基础和软硬件系统
能力，总体上是计算专
业的人工智能方向

n 培养具有扎实计算机系
统理论与工程基础，但
人工智能方向覆盖不够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调研20所国外高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n 培养具有坚实的数学基
础和计算基础、全面深
入的人工智能专业知识
、丰富的应用实践能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
源头创新能力和解决企
业关键技术难题能力的
专业精英人才

n 结合南大理科特点，基
础方面加强和重视数学
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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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n 培养目标具有坚实的数
学、物理、计算机和信
息处理的基础知识以及
心理生理等认知和生命
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知识

n 能够自我更新知识和不
断创新，适应智能科学
与技术的迅速发展

n 专业必修课程：专业数
学与理论基础、硬件与
系统基础、智能基础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n 企业科技首席科学家、
企业研究院院长担任学
院院长，强调“人工智
能产学研一体化”

n 专业课程体系按人工智
能方向进行模块化，包
括：通识教育、数学与
统计、科学与工程、计
算机科学核心、人工智
能核心、认知与神经科
学、先进机器人学

西安交通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调研20多所国内高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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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的工科能力● 天津大学智算学部的AI研发●

天津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
学，是中国最强的双一流工科
高校之一。累计获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100余项

2021年科研经费41.47亿元，信息学科群经费超
3亿元。2019年获授权专利1604项。

11个省部级
团队与基地

7个
科研攻关团队

认知计算与应用天津市
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集成电路与
计算系统技术工程中心
天津大学国际知识工程

联合中心

天津市机器学习
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网络大数据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

天津市先进网络技术
重点实验室

语音与语言处理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机器视觉与图形图像

数据科学与服务工程

软件工程

先进网络技术与应用

以高水平科研带动交叉学科高质量人才培养



n 新工科定义回顾

教育部2016年提出新工科建设以来，关于什么是新工科一直是大家关注的

问题。 

“面向未来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新工科教育变革与创新；探索建立新时代工科

教育的新范式；以新理念、新模式、新课程体系、新教与学方法、新课程内

容、新质量标准和新要求，建设新专业和创新现有专业，培养未来卓越工程

师、企业家、工程科学家和领军者。”



新工科

“新工科”建设“天大行动”

探索建立工科
发展新范式

构建工科专
业新结构

更新工程人
才知识体系

打造工程教育
融合新生态

增强工程教育
国际竞争力

l 建设智能与计算学部和学科也是践行新工科行动指南，完善天津大学专业布
局，提升传统优秀工科的需求

l 采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传统工科，实现传统优势学科的升级，培
养具有交叉学科和智能化思维的高层次人才



智能与计算+

新生工科

新型工科

智能
医学工程

智能
机器人

智能
无人系统

智能
网联汽车

智能
制造

智能
电网

智慧
城市

智慧
港口

无人机

智慧
水利

智慧
大坝

智慧
交通

智能
金融 智能

物流

智能
商务

跨界融合

升级改造

学科交叉

智慧
法学

以智能与计算为核心，学科交叉，探索新工科建设模式，引领新技术新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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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1983年 2001年 2006年 2017年 2018年

分析统计计算机专业
全国首批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
全国首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安全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智能与计算学部



学院设置 专业设置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网
络
安
全
学
院

国
家
示
范
软
件
学
院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院

人
工
智
能

网
络
空
间
安
全

软
件
工
程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动
画

智能与计算学部

学科设置

软
件
工
程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网
络
空
间
安
全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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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9

9 7 4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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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以下 36-45岁 46岁以上

教师年龄情况

教授 副教授 中级 初级 英才副教授 准聘副教授

专职教师情况

p 教职人员220人，教师137人

n 教授：41人

n 副教授：75人

n 双聘院士：1人

n 杰青：2人

n 优青：4人

n 973/重点研发计划首席：11人

p 教师队伍年轻，平均年龄42.55岁

5 5

11
14

1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国家级人才



人才培养目标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贯彻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面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需求，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坚持立德树人、通专融合、贯通培养，致力于培

养“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卓越人才”。

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

强化实践

以学促用

通专融合

交叉创新

  培养特色  



人才培养机制

跨界融合
升级改造
探索创新

工程基础
高端人才
项目载体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

通识教育
双创基地
国际合作

教学优先
校友基金
专项奖励

学科交叉 平台建设 模式改革 环境引育 多元保障

产学/校企融合教/研/学融合 多学科交叉融合

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

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

卓越人才三
级
融
合

五
位
一
体

一个
牵引

新工科

一个牵引，三级融合、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



专业规划

从学科导向转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From Discipline Oriented to Needs Oriented

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

From Specialization to Interdisciplinarity

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From Adaptive to Leading

坚持“三个面向”，实现“三个转向”
百度、腾讯、华为

恩智浦
国家超算中心

曙光集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哈佛、牛津、剑桥、
MIT、斯坦福、CMU、

佐治亚理工、伦敦帝
国理工等国外高校

清华、北大、浙大、
南京大学、国防科大、

上交、北航

专业发展规划

2020 2025 2030

专业规划，坚持“三个面向”，实现“三个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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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天津大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案特色

1. 考虑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实现本研贯通培养

2. 结合学部人工智能团队方向，实现科教融合育人

3. 加强支撑人工智能专业的人工智能数学基础课程

4. 实现“大类、核心、模块”的课程三级结构设置

5. 体现“人工智能 + X”的复合型新工科人才培养



•31

汇报提纲

第一部分 国家社会发展需求

第二部分 AI专业建设现状

第三部分 天大新工科与AI

第四部分 AI专业建设规划

第五部分 AI培养方案设计



模式改革
以核心技术为主线，前沿应用为牵引，重构“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人才
需求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

程序设计原理

计算机组成II
数据结构

数据库原理

算法设计分析计算机网络
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组成I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离散数学

矩阵分析

大类 
基础 
课程

自然语言处理

数据挖掘

认知科学导论
知识工程

机器学习

语音信息处理

计算机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信息系统安全
软件工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

逻辑与形式化方法

并行计算架构和编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编译技术
软件工程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人工智能

软件工程1

形式化方法

软件工程2
编译原理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软件测试技术

系统设计方向
人机交互方向

嵌入式系统方向

移动软件开发
软件项目管理
软件测试方向

机器感知与机器学习
语音与语音处理
数据与知识工程

网络安全方向
系统安全方向
应用安全方向

专业
核心 
课程

传统专业核心课整合成思维性大类基础课程下移到低年级讲授

学院

结合学科优势，突
出特色，依靠团队
办专业，加强专业
核心能力培养

学部

夯实基础，培养计
算思维，训练系统
能力



课程体系
以“卡脖子”技术为主线，前沿应用为牵引，重构课程体系

四年级学生进行分类培养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数据库原理

算法设计分析 计算机网络

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系统

线性代数工程数学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离散数学矩阵分析

大学物理 人文艺术

程序设计原理 数据结构 计算思维导论

编译原理与技术
指令系统
操作系统
编译系统

一年级夯实数理基础，强化计算思维培养

二年级瞄准“卡脖子”三个系统整合原有大类基础课程

并行计算架构和编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软件工程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人工智能

自然语言处理
数据挖掘 认知科学

知识工程
机器学习

计算机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信息系统安全计算机系统结构

三年级以前沿应用为牵引设计X个项目制课程，改革原有核心课程、选修课程

科研反哺教学
高水平科研项目

本硕博贯通

行业龙头企业实习、
实训、毕业设计
本硕贯通、就业

创业项目

学生自主创业

新工科“智能+”通识人才培养

程序设计

计算导论

智能系统

机器学习

数据科学

知识图谱

依托智算学部优势教学科研资源
开设“智能+”系列课程，

为学校新工科建设提供支撑服务

学科交叉项目
智能医学、智能建造
智慧城市、智慧法学

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设计“1+3+X+1”的递进式实践课程体系。



科研团队与方向

面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新型计算体系、
智慧网络、数据存储

高级机器学习

语音信号
处理

自然语言
处理

图像视频
理解

跨媒体数据理解与推理

知识图谱学习 

关
键
技
术

基
础
理
论

智能网
联汽车

智能
制造

智能无
人系统

智慧
城市

智能
电网

智慧医
疗

支
撑
应
用

n

机
器
感
知
与
模
式
识
别

n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与
理
解

n

知
识
工
程

二
级
学
科

AI专业课程方向包人工智能领域
一级学科

信号与系统 语音信息处理

信息检索与
智能问答

情感计算

语音与语言处理方向



•36



•37



•38

人工智能
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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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 支撑课程 实验教学条件

程序设计综合实践 程序设计原理（平台） 自研实验教学平台

计算机系统综合实践 计算机系统基础（平台） 自研“指令系统”平台

机器学习综合实践 机器学习（必修） 自研实验教学平台

知识工程综合实践 知识工程（必修） 自研实验教学平台

语音与语言理解综合实践 语音信息处理（必修） 自研实验教学平台

智能识别系统综合实践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基于Jetson NX

智能无人系统综合实践 智能无人系统 基于ROBO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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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智能网联汽车微缩仿真平台

支撑课程

智能无人系统

智能无人系统综合实践

智能识别系统综合实践

基于Jetson NX的ROS机器人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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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无人系统实验平台

智能无人系统

智能无人系统综合实践

ROBOLAB-AGV定制高端智能无人车

智能识别系统实验平台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语音信息处理

Xavier NX AI板卡

语音与语言理解综合实践

智能识别系统综合实践

Respeaker AI智能
语音识别

认知科学实验平台

认知科学导论

信号与系统

情感计算机器人导论与群体智能

EMOTIV 14 通道脑电
信号采集系统

自研定制实验平台：充分考虑人工智能实践教学需求，支撑人工智能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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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工程与知识图谱系统实验平台

自研定制知识工程与知识图谱系统实验平台：课程思政与AI技术融合、培养家国情怀

党
史
知
识
图
谱

精
神
谱
系
图
谱

知
识
本
体
编
辑

知
识
众
包
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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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人工智能专业教学资源 构建AI专业知识图谱

n 知识工程、认知科学基础（天津大学负责）
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实验、人工智能概论



n 专业领域知识本体构建
n 人工智能概论

n 知识单元10、知识点91

n 认知科学基础
n 知识单元7、知识点95

n 机器学习
n 知识单元14、知识点240

n 模式识别
n 知识单元10、知识点104

n 深度学习
n 知识单元12、知识点130

n 知识工程
n 知识单元8、知识点131

n 人工智能实验
n 知识单元19、知识点248

n 总计：知识单元80、知识点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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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 天津大学腾讯新工科实验班（依托智能与计算学部）

中汽研 智能网联技术与应用联合实验室

紫光云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云平台

腾讯 基于腾讯资源的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探索

腾讯 校企联合新工科师资培训基地建设与新工科师资培训

微软 校企合作的自然语言处理精品课程建设

v 首   批：基于多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的新工科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v 第二批：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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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天津大学-百度AI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天津大学-百度松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天津大学-百度飞桨人工智能教育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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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天津大学腾讯新工科实验班
天津大学腾讯新工科实验班 天津大学腾讯新工科创新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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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天津大学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天津大学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课程建设 天津大学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实验平台

智能
基座
建设
课程

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计算机系统基础 数据库原理

智能无人系统

自然语言处理

人工智能导论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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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清华,王国兰 ,王鑫.校企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22(03):43-50+57.



1. 不同高校要全面思考自身的特点和定位，因地制宜地进行人工智能
专业建设

2. 人工智能专业亟需出台相应的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的人工智能人才
培养需求制定不同的专业建设标准

3. 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对数学基础要求高，多学科交叉性强，未来
“智能思维”将与“计算思维”并列，高校将人工智能基础作为公共基础
类课程可能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4. 人工智能专业应面向国家、社会和企业需求，培养不同层面的人才，
既要培养AI科学家又要培养AI工程师，不同类型高校应对自身培养什
么类型的AI人才有清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