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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什么是人工智能

像人一样思考的系统 理性思考的系统
•“要使计算机能够思考..….意思就是：有头脑的
机器”（Haugeland, 1985）
•“与人类的思维相关的活动，诸如决策、问题求
解、学习等活动”（Bellman, 1978）

•“通过利用计算模型来进行心智能力的研究”
（Chamiak和McDermott, 1985）
•“对使得知觉、推理和行为成为可能的计算的
研究” （Winston, 1992）

像人一样行动的系统 理性行动的系统
•“一种技艺，创造机器来执行人需要智能才能完
成的功能”（Kurzweil, 1990）
•“研究如何让计算机能够做到那些目前人比计算
机做得更好的事情”（Rich和Knight, 1991）

•“计算智能是对设计智能化智能体的研究” 
（Poole等，1998）
•“AI..….关心的是人工制品中的智能行为” 
（Nilsson, 1998）

Ø 上边：强调思维过程        下边：强调行为

Ø 左边：强调类人                 右边：强调理性



p 人工智能三大学派

逻辑主义
功能模拟

又称为符号主义、心理学派或计
算机学派，其原理主要为物理符
号系统假设和有限理性原理。

进化主义
行为模拟

又称为控制论学。通过模拟自然
界的进化现象或者生物群体智能

行为而设计的问题求解算法。

联结主义
结构模拟

又称为仿生学派或生理学派，其
原理主要为神经网络及神经网络

间的连接机制与学习算法。

人工智能的三大学派（三个主义、三个分支）



p 人工智能三次浪潮





计算机类一共有18个本科专业

跟人工智能专业相关：

            智能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类一共有18个本科专业

其中有1个：

                人工智能



p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

p 软件工程 (0835)
   （不设二级学科）

p 网络空间安全 (0839)
   （不设二级学科）

华南师大目前有2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点）

                    软件工程（博士点）



• 研究生教育：一级学科3个

• 本科教育：专业18个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软件工程

• 网络工程

• ……

• 若干新兴专业

 (人工智能、大数据、

  网络空间安全、区块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约250个

  软件工程

(0835) 约150个

网络空间安全
(0839) 约70个

•计算机系统结构（01）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02）
•计算机应用技术（03）
•网络与信息安全

学科与专业有关联，也有区别。

学科是龙头(教育部学科评估)，本科专业是基础。





华南师大是
全国首批

“人工智能”
本科专业35
所建设大学

之一



ü 主要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学制学分、专业核心课程及课程设置等

p 培养从事人工智能和相关领域的科研、教学与应用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培  养  目  标

p 学制：学制4年，学习期限3-8年
p 毕业学分与小时：正式课程158学分+非正式课程40小时
p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学  制  学  分



ü 主要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学制学分、专业核心课程及课程设置等

p 人工智能引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数理逻辑与知识表示，
离散结构，数据结构，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大数据处理技术及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智慧学习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p 高等数学（数学分析），线性代数（高等代数），离散结构，应用概率统计

数 学 必 修 课



ü 主要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学制学分、专业核心课程及课程设置等



p 2019年全国首次招收“人工智能”专
业本科生，2019级和2020级各招生
50人。

p 2021年招生100人，跟阿伯丁大学联
合培养招生60人。

p 2022年计划招生150人，跟阿伯丁大
学计划联合培养招生150人。

招    生

p 2019年计算机学院专门成立了人工智
能系。

p 2021年华南师大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师    资



p 发展定位：新工科、交叉学科、国际化、
研究型。

p 跟佛山市、南海区共建华南师大工学部
（人工智能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半导体科技学院、北斗研究院）。

工学部（南海校区）

p 学科：软件工程（博士）、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硕士）、电子信息（专硕）

p 本科：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

人工智能学院

广东省
教育厅

华南师
范大学

佛山市
政府 南海区

政府



p 发展定位：与大湾区产业深度融合，培
养人工智能专业高层次人才。

p 招生规模：2025年人工智能专业在校
本科生超过1000人。

p 主要方向：教育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
p 人才招聘：师资（计算机、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学院

全国师范大学

9所拥有计算机一级学科博士点

5所拥有计算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19年9月22日，中国人工智能教育联席会在西安召开了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议。该

联席会围绕全面提高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共同研讨新工科背景下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的理念、方法和机制。中国人工智能教育联席会第一届理事长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理

事长为郑南宁院士，会员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华南师大计算机学院成为

首届理事单位（蒋运承教授为理事）。



华南师大计算机学

院积极参与全国人

工智能专业教学资

源的建设，是教育

部下辖的全国人工

智能专业教学共享

资源的40个共建

单位之一。



积极推动校企联合人

才培养机制，探索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加强学生课堂知

识与企业实际应用的

密切结合。

与华为共建课程，加

入 华 为 “ 沃 土 高 校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扶持计划”，派出多

位一线教师赴华为公

司参与人工智能专业

课程培训和实训。



    加入教育部-华为“智能基

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建

设计划。

    建设一批教育部—华为“智

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

地，深化产教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和协同创新，构

建以信息技术领域关键技术

为基础的产业与人才生态，

提高高等教育支撑关键核心

技术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有 2 2 门 课 程

为华师-华为

共建课程，其

中 有 1 0 多 门

为人工智能专

业的核心课程



p 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
同育人基地

p 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p 广东省示范性产业学院（人工智能机器

人教育、智能软件产业学院）
p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专委会

人工智能育人平台



p 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华为全联接2021高校峰会华南师范大学分会场

人工智能育人平台



p 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课程对接

人工智能育人平台



p 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CCF华南师大学生分会互联网就业分享会
华为昇腾CTO朱勇以“昇腾万里-创造智能新时代”为主题，讲述了AI技术发展历

程和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难题和华为AI开发平台。

人工智能育人平台



p 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人工智能专委走进华为东莞松山湖

人工智能育人平台



p 恒电科技牵头，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参与。

p 覆盖人工智能所有主要领域：Python、机器学习、机器
学习与深度学习框架、网络爬虫、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
图像识别与机器视觉、图像识别与机器视觉、智能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p 图像识别案例：基于模式识别的车牌识别、基于LBG算法
的图片压缩、基于FCN的图像语义分割、基于全连接神经
网络的时尚商品分类、基于ResNet和迁移学习的昆虫分
类、图片风格迁移系统、基于全搜索算法的公交车运动轨
迹计算等

人工智能教学案例库建设



p 每个案例都配备详尽的资源，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案例说明文档、实
验环境配置文档、实验手册、演示PPT、演示视频、数据集等相关文
件，对案例涉及的算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和仿真实验都有充分的讲解。

人工智能教学案例库建设



人工智能教学案例：基于CNN模型算法实现花卉识别



本科生林宏拓和简楚帆同学的科研论文CIBM (中科院SCI工程技术二区期刊) 发表

本科生陈羡珲和陈莹同学的科研论文IEEE BIBM (CCF B类会议) 发表

本科生陈莹同学的一作论文《计算机科学》(计算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T2类期刊) 发表

博士生蔡伟珊的一作论文被IJCAI（CCF A类会议）录用



人工智能: 新时代的开启

牛刀小试: 察异辨花

别具慧眼: 识图认物

耳听八方: 析音赏乐

冰雪聪明: 看懂视频

无师自通: 分门别类

识文断字: 理解文本

神来之笔: 创作图画

运筹帷幄: 围棋高手

数学与编程基础、搜索、机器学习、

线性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与强化学习等



广东省2020年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种子教师培训

  2020年9月计算机学院成功组织了广东省人工智能

+教育中小学种子教师培训，全省各地的50名学员参

加了培训。



广东省2021年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种子教师培训

  2021年9月计算机学院成功组织了广东省人工智能

+教育中小学种子教师培训，全省各地的50名学员参

加了培训。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慧教育
p教育资源获取、检索、分类、推荐

p知识问答、智能问答

p智能评测、智能阅卷、智能题库

p个性化学习、个性化教育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慧教育



p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显示
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
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
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
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百度百科）



p 知识图谱发展历程



p CN-DBpedia是由复旦大学知识工场实验室研发并维护的大规模通用领域结构化百科，其前身是复
旦GDM中文知识图谱，是国内最早推出的也是目前最大规模的开放百科中文知识图谱，涵盖数千万
实体和数亿级的关系。



p XLORE是融合中英文维基和百度百科，对百科知识
进行结构化和跨语言链接构建的多语言知识图谱，
是中英文知识规模较平衡的大规模多语言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构建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知识来源）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知识抽取）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

三角函
数

余弦
函数

余弦
两角
和差
公式

三角函
数的诱
导公式

函数

二倍角
公式

锐角三
角函数

三角函
数的应

用

正弦加法
和差化积

公式

正切减法
和差化积

公式

正弦
函数

正切
函数

辅助角
公式三角函

数的运
算

三角形

正弦函
数的性

质1

正弦函
数的性

质2

16%

56%

28%

小学 初中
高中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

头实体 关系 尾实体

函数 父类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包括 余弦函数

三角函数 包括 正弦函数

三角函数 包括 正切函数

正弦函数 性质 正弦函数的性质1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存储：函数到正弦函数的性质1的实体链接

过程，以头实体 – 关系 – 尾实体的形式进行存储。



细粒度教育知识图谱
实体 属性

函数
设�、�是非空的数集，如果按照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使对于集合�中的任意一个数�,在
集合�中都有唯一确定的数�(�)和它对应,那么就称�: �  →  �为从集合�到集合B的一个函数
(function),记作� = �(�), � ∈ �.

三角函数 以单位圆上点的坐标或坐标的比值为函数值的函数，将它们统称为三角函数(trigonometric 
function).

正弦函数 三角形中一个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值，记作����.

余弦函数 三角形中一个角的邻边与对边的比值，记作����.

正弦函数的性质1 正弦函数是周期函数，2��(� ∈ �且�  ∉  0) 都是它的周期，最小正周期是2�.

细粒度知识图谱中实体附带了各自拥有的属性，描述实体的深层次特征。



基于细粒度知识点的试题标注
ID 题目信息 答案 选项 答案解析 知识点 考点

568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第
四象限内有一点 � ，
到� 轴的距离为 4 , 到 
�轴的距离为5 , 则点

� 的坐标为
D

A. (−4,5)
B. (−5,4)
C. (4, − 5)
D. (5, − 4)

根据点 � 在第四象限,
且到 � 轴的距离为 4 ,
到 � 轴的 距离为 5 ，
可知点 � 的纵坐标为
−4, 横坐标为 5 ，所以

点 � 的坐标为
(5, − 4). 故选 D.

平面直
角坐标
系、象
限、 � 
轴、 � 
轴、点

的
坐标

平面直
角坐标
系的性

质4

742

一个多边形的内角和
是 1080∘ , 则这个多边 

形的边数是 B

A. 9
B. 8
C. 7
D. 6

设这个多边形是�边
形, 则

180∘ × (� − 2) =
1080°

, 解得 � = 8

多边形
的内角
和、多 
边形的
性质1

多边形
内角和
与多边
形边数
的关系

874

已知一次函数
� = �� + 3 的图象经
过点 �, 且 � 随 � 的增
大而减小,则点 � 的坐

标可以是
B

A. (−1,2)
B. (1, − 2)

C. (2,3)
D. (3,4)

∵ � 随 � 的增大而減
小, ∴ � < 0,即
�−3
�

< 0 ，故
� > 0, � < 3 或

� < 0, � > 3, 故选
B

一次函
数、一
次函数 
的图象

一次函
数的图
象的性

质

初中数学试题示例

大部分试题特点为涉
及知识点较多，知识
点与考点的逻辑关系
较为明显。



基于细粒度知识点的试题标注

高中数学试题示例

大部分试题的知识点
与考点逻辑关系隐晦，
需借助外部知识才能
得到它们之间的关联。

ID 题目信息 答案 选项 答案解析 知识点 考点

568 已知抛物线 �: �2 = 2��(� > 0)
的焦点为 � ，点 � 是抛物线 � 
上位于第一象限内的一点， � 
为线段 �� 的中点, �� 垂直 � 
轴于点 �. 若直线�� 的倾斜角

为 �, � ∈  �
2
, �  , 则直线 �� 的

倾斜角为 (）

D A. �
B. 2�

C. 
� − �

D. 
2� −
�

设点 � 的坐标为 $  �
2

2�
, �  ，

�  �
2
, 0  $, 则由中点坐标公式
可得点 � 的坐标为

 �
2+�2

4�
, �
2
 , 所以点 � 的坐标

为 ��� = 2��
�2−�2

. 设直线 ��
的倾斜角为 � ，则

��� � = 2��� �
1−���2 �

= ��� 2�,
所以 � = 2� + ��, � ∈ �.

因为 2� ∈ (�, 2�), � ∈  0, �),  所以 � =
2� − �$. 故选 D.

抛物线，
正切函数

抛物线的
焦点，正
切函数的

性质1

691 已知某圆锥的侧面展开图是半
径为 2

的半圆，则该圆锥的体积为 ( )

A A. 3�
3

B. 
3�
C. 

2 3�
D. 2�

设圆锥的底面半径为 �. 因为圆锥的侧面展
开图是半 径为2的半

圆, 所以圆锥的母线长
� = 2,2�� = 2�, 所以 � = 1，ℎ =

�2 − �2 = 4 − 1 =
� = 1

3
��2ℎ = 3�

3
.选 A.

圆锥的侧
面展开图

圆锥的高，
圆锥的体

积



基于细粒度知识点的试题标注

图像试题示例

数学试题中还包含一
些图像（函数图形、
几何图形），需要通
过图像识别算法从图
像中提取它所描述的
信息，对图像做出细
粒度的识别。往往需
要通过图像和题目信
息的融合才能得到更
准确的语义信息。



基于细粒度知识点的试题标注

图像描述生成

图像描述是一个融合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综合问
题，直观上就是翻译一副图像为一
段文字描述。该任务对于人类来说
非常容易，但是对于机器却非常具
有挑战性，它不仅需要利用模型理
解图像的内容并且还需要利用自然
语言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
还需要能够提取图像的语义信息，
并且生成人类可理解的句子。

图像描述：三个圆的圆心形成的
一个三角形

图像描述：一个圆分成三部分

图像描述：两个三角形和一对平行线



基于细粒度知识点的试题标注

试题题干：如果将拋物线 $y=x^{2}$ 向上平移 3 个单位长度,那么所得新的拋物线

的表达式是\_\_\_\_

试题细粒度知识点：二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图像、二次函数图像平移步骤

标注后的数据：{"ex_id": "train_000002", "left_context": ["如果","将","拋物线"," 

","$","y","=","x","^", "{", "2", "}","$"," ","向上","平移"," ","3"," ","个","单位","长度",",","

那么","所得","新","的"], "word": "拋物线", "right_context": ["的","表达式","是

","\\","_","\\","_","\\","_","\\","_"], "y_category": ["二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图象","二次

函数图象平移步骤"]}



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追踪
提出一个知识追踪模型Knowledge Structure-
aware Graph-Attention Networks (KSGAN)

1. 通过全连接网络对习题标签和知识点标签训练，
得到对应的嵌入向量。

2. 引入知识结构和嵌入向量加入图注意力单元
（Graph Attention Layer）。

3. 通过图注意力单元获得每个习题的表示向量，
用习题记录找到对应的表示向量，并加上回答正
误情况，输入到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Short 
Term Memory）。

4. 模型优化部分，提出了一个表示优化过程
（Representation Optimization），即优化习题
的表示向量，使其在平面空间内更加贴近相关知
识点的嵌入向量。



基于知识图谱的试题推荐
构建带属性特征的试题-知识点二部图，提出了基于注
意力机制的知识联合网络来获取试题的表示。

模拟学习者做题过程，提出了基于LSTM的记忆感知模
型，通过对之前记忆的注意力汇聚并利用记忆感知门
进行控制，得到学习者对未来试题的预测得分。

将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试题难度、知识点覆盖率等）
转化为奖励函数，通过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得到最优的
试题推荐策略。

通过知识联合、记忆感知、推荐为学习者推荐个
性化试题。





p报告内容：华南师大人工智能育人体

系、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知识图谱）

p下一步工作

Ø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实习实践、科技

创新与学术竞赛、教学资源与成果等）

Ø 教育人工智能（多模态教育知识图谱、

教育资源智能获取与推荐等）

如梦令·元旦

毛泽东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