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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探讨了AI时代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

需求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首先对当前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

革方案,包括增设人工智能方向课程、建设融合人工智能的软件工程实践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改

革教学方法和跨学科合作等。这些改革方案将有助于软件工程专业更好地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培养出更

适应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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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of the cours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I era, aiming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course system are 

analyzed, and then a series of specific reform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addition of AI-oriented 

cour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rse system integrating AI into software engineering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staff,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hese reform proposals will 

help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better integrate AI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 talents that are more 

adaptable to future technological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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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的关键力量。新工科教育应运而生,旨在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国际视野和跨学科素养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软件工程

专业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其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成为教

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现有课程体系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

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课程内容更新滞后、实践教学环节不

足等问题,这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因此,探讨

新工科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融合人工智能的课程体系改革,对于

培养符合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部在2017年提出了新工科建设,并在2018年4月提出了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强调了人工智能与新工科

教育的结合[1-2]。相关文献[3]探讨了软件工程专业和人工智能两

种学科融合的可能性；文献[4]则探讨了在低年级教学中将程序

设计课程和人工智能专业内容相结合的可能性。此外,文献[5]

讨论了双学科下人才的培养方式,强调了存在的缺点并提出了

解决方案,以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文献[6]针对人工智能时代

的教学改革,对《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进行了教学方面的探索

与实践。这些研究在新工科和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提供了重要的

见解和实践经验,为推动人工智能与新工科教育的融合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首先对大连交通大学当前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随后提出了融合人工智能的课程体系

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包括课程理论体系更新、课程实践

体系更新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等具体措施。 

1 当前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的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在与人工

智能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课程内容更新滞后 

许多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内容还停留在传统的编程语言、

软件开发方法等基础知识上,对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等前沿技术的介绍和应用不够及时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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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论与实践脱节 

现有的课程体系过于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将这

些知识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教学,导致学生在实际操作

中难以将理论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 

1.3缺乏跨学科课程设计 

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往往局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缺少与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这限

制了学生对人工智能多维度理解和应用的能力。 

1.4教学方法单一 

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仍占主导地位,缺乏互动

式、探究式和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方法,这不利于激发学生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兴趣和创新思维。 

1.5实践教学资源不足 

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在人工智能实践教学方面资源有限,

缺乏足够的实验室设施、项目案例和行业合作机会,无法为学生

提供充分的实践操作和经验积累。 

1.6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师资队伍建设上

投入不足,导致教师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有

限,难以满足学生对高质量教学的需求。 

1.7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未得到满足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生对个性化、灵活的

学习路径有更高的需求,而现有的课程体系往往无法提供足够

的选修课程和个性化学习方案。 

1.8评估和反馈机制不完善 

现有的课程评估体系可能过于侧重于考试成绩,而忽视了

对学生在人工智能项目实践、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

合评价。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不断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

法、加强师资培训、丰富实践教学资源、以及建立更为全面和

多元化的评估体系。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将人工智能技术

融入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培养出更适应未来技术发展趋势

的软件工程人才。 

2 融合人工智能的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针对上面提到的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本文

提出了融合人工智能的课程体系改革方案,主要包括融合人工

智能的软件工程专业理论课程体系、融合人工智能的软件工程

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具体见图1)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方法

改革和跨学科合作等方面。 

2.1增设人工智能方向课程 

引入人工智能导论、Python语言程序设计、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基础、生成式AI技术以及大模型基础等课程,确保学生掌

握AI的核心理论和技术。 

这些课程的引入将有助于拓展软件工程专业的知识边界,

图1 融入人工智能的软件工程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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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学生可以接触并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应用。通

过学习人工智能导论,学生可以全面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基本概念和技术应用,为其提供了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整体认知

和理解。Python语言程序设计的引入为学生提供了一种高效的

编程工具,而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基础、生成式AI技术以及大模

型基础等课程则使学生可以深入学习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理论

和实践技能。 

这些课程的融入也有助于提高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综合能

力。通过学习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学生可以掌握一种在人工智

能领域广泛应用的编程语言,为其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而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的学习则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具备在实际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此外,生成式AI技术和大模型基础等课程的

引入也将有助于学生扩展视野,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领域

的应用场景,提高其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2.2建设融合人工智能(AI)的软件工程实践课程体系 

2.2.1实践内容与AI融合 

软件工程实践在课程设计、综合实训实践、企业实习实践

和毕业设计等环节中都应与人工智能应用相结合,通过整合人

工智能技术来完成软件开发。在课程设计阶段,可以选择与人工

智能相关的项目题目,如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应用、深度学

习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等,以便学生在实践中接触和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在综合实训实践中,学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具有智能化特点的软件系统,例如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对

话系统、基于机器学习的推荐系统等。在企业实习实践中,学生

可以参与企业的人工智能项目,了解行业应用,积累实际经验。

而在毕业设计环节,学生可以选择结合人工智能的课题进行研

究,如基于生成式AI技术的创新软件设计等。 

2.2.2在软件开发实践中应用AI技术 

实践过程中可利用AI技术辅助开发,如自动化代码生成(如

GitHub Copilot、CodeWhisperer等)、自动化UI设计(如Galileo 

AI、Fronty)、AI代码审查(如Trag、AI Code Reviewer和CodiumAI

等)和自动化测试(如Cover-Agent和LambdaTest)等。这些工具

利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实时的代码补全和优

化建议,自动生成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原型,分析代码质量和安全

隐患,并自动生成测试用例和执行测试,从而提高开发人员的效

率和质量。 

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课程设计、实训、实习和毕业设

计,学生能够接触并应用最新技术,增强就业竞争力。同时,在软

件开发实践中应用AI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和质量,自动化工具帮

助团队减少重复工作、提高代码质量,推动软件开发向智能化、

高效化发展,使开发人员更专注于创新和核心业务实现。这种融

合促进了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也推动了软件开

发实践的进步,助力行业持续发展。 

2.3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丰富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师资队伍,

学校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2.3.1引进专业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教授 

学校可以积极引进具有人工智能研究和实践经验的专家教

授,他们可以为学生提供权威、实用的人工智能知识,帮助教学

内容与行业应用有效结合,推动软件工程课程体系与人工智能

的紧密融合。 

2.3.2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校可以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与合

作,邀请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学术讲座、合作研究

等活动,从而提升师资队伍的学术影响力和资源,为软件工程师

资队伍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2.3.3组织师资培训班 

学校可以组织人工智能领域的师资培训班,培养现有教师

的人工智能教学能力,提升其在该领域的实践经验与教学水平,

使其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 

2.3.4建立产学合作机制 

与人工智能行业企业建立合作机制,邀请在职专业人士或

企业技术专家到校授课或进行科研合作,使学生能够接触到实

际应用案例和最新技术动态,促进软件工程专业的实践能力和

就业竞争力提升。 

通过以上措施,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师

资队伍将得到有效丰富,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将得到提高,为学

生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软件工程课程体系

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 

2.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改革对于融合人工智能课程具有重要意义。针对

人工智能课程的特点,引入多种教学方法,具体如下： 

2.4.1引入案例教学 

通过引入案例教学,学生可以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实

际场景中的应用,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教师

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促进他

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2.4.2推行项目驱动教学 

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真实的人工智能项目,

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实际项目的

设计与实施,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并培养实际操作

的技能。 

2.4.3实施小组合作学习 

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通过协作完成任务,促进他们

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力。小组讨论和合作项目可以激发学生的

团队合作意识,培养他们的沟通技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4.4采用问题导向学习方法 

引导学生通过问题导向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和探索知识,激发

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

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索,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2.4.5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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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研讨和实

验。通过与同学和教师的互动,学生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

高实际操作能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创新。 

通过这些教学方法改革,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课程体系将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

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他们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这样的教学方法改革将促进软件工程教育的

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人工智能人才。 

2.5跨学科合作 

跨学科合作对于软件工程专业融合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改革

至关重要。具体措施如下： 

2.5.1建立跨学科教学团队 

学校可以建立跨学科的教学团队,由数据科学、计算机科

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软件工程专业的

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这样的团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全

面的知识视角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的综合能

力的提升。 

2.5.2组织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 

学校可以组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讲座等活动,邀请数据

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这样的活动可以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增强他们的综合学科素

养,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学术资源和交流平台。 

2.5.3推动跨学科科研项目合作 

学校可以推动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合作,鼓励学生参与不同

学科领域的科研项目,培养其团队合作与创新能力,提高综合应

用能力。这样的合作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促进不同领域知

识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通过跨学科合作,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将能够更好地理解

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拓展其知识边界,提高综

合应用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这样的跨学科合

作将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软件工程专业与人工

智能领域的融合发展。 

2.6课程评估体系 

针对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建立

完善的课程评估体系至关重要。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明确的课程目标和教学标准：学校可以与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共同制定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的目标和教学标准,以

确保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2)引入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可以建立学生、教师和企业

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通过学生评价、教师评估和企业反馈等

方式收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实

际应用价值。 

(3)借鉴国际先进的课程评估方法和标准：与国内外知名高

校开展合作,进行课程评估的经验交流和分享,提高课程评估的

专业性和科学性。 

(4)建立健全的课程改进机制：学校可以建立健全的课程改

进机制,及时根据评估结果对课程进行调整和改进,以确保人工

智能相关课程能够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

软件工程专业人才。 

通过以上举措,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可以建立起完善的

课程评估体系,更好地把握人工智能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方向,为

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学习环境。 

3 结论 

本文针对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在融合人工智能方面的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首先,通过增设人工智能方向课程,

建设融合人工智能的软件工程实践课程体系,以及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跨学科合作等措施,可以更好地将人工

智能技术融入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培养出更适应未来技术

发展趋势的软件工程人才。这些改革方案将有助于弥补现有课

程体系的滞后和不足,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技能和综合应

用能力。同时,建立健全的课程评估体系也将确保人工智能相关

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和

学习环境。综合而言,通过本文提出的融合人工智能的课程体系

改革方案,软件工程专业将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需求,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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