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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院校工科研究生课程“人工神经网络”改革与实践
——以沈阳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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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  水利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摘  要］ 人工神经网络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基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作物性状识别、电网负荷预测、工程材料检测、土壤

和水利等领域。在农业院校工科包括水利工程、农业工程、信息与电气工程等学院中，主修或选修“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生日

益增多。因此，有必要对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满足不同专业研究生的需要。以沈阳农业大学“人工神经网络”硕士研究生

课程为例，从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指导学生计算机应用、精心选用制作课件、主动征询学生意见持续改进等方面进行尝试，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取得的教学改革成果为高校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

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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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机器人等新技术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深入推进，国家对新农科、新工科建设提出

了新要求，要求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级

专业人才［1］。研究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研

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级教育［2］，因此，

研究生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硕士生培养有其特有的

规律，其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应随时代发展和

国家要求而变化。“人工神经网络”这门课程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成

就和最新成果，2018年被列入沈阳农业大学水利

工程专业硕士、农业水土工程学术硕士等研究生

培养方案，同时也作为本校相关工科研究生专业

的选修课，并于2019年正式开课。作为一门面向

工科（包括水利学院、农业工程学院、信息与电气

学院）新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人工神经网络”课

程通过几轮的教学实践，在内容选择、教学方法、

持续改进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可为其他

类似新工科、新农科研究生课程的开设提供思路

与借鉴，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早在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中央部门

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

要推动校内校际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3］。线

上教学作为一种教学补充手段，造就了教学模式

改革契机，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视

角［4］。线上教学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能够让学

生随时随地学习、多次反复学习、充分共享名师

名课等明显的优点。然而，线上教学也存在一

些不足，如师生交流不如线下教学方便和直接、

缺乏教师现场督促、课堂纪律松散、学习效率低

等［5］。因此，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才能发挥两

种教学方式的优点。调查研究表明，有76.5%的

高校教师愿意在疫情发生后采用“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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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45.9%的高校教师愿意继续采用线上

教学［6］，这说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得到

大部分教师的认可，有可能成为近阶段主流的教

学模式。

在讲授“人工神经网络”课程中，线上和线下

内容比例设置为1∶1，充分发挥线下和线上教学

方式的优势。线上教学内容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进

行，并且根据各个专业适当加以扩充，以满足研究

生的不同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的需求。对于比较

简单的内容和学生容易理解的内容则采用线上学

习，如：本课程基于Python语言实现人工神经网络，

Python是较容易上手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因此

对于基础语法、变量类型、各种语句、内置函数和

循环等采用线上教学。线下教学则主要对线上学

习的内容进行答疑，或者安排课程中共性的且大

家均有兴趣的内容，这样才能使线上教学和线下

教学更好地融合，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学

习热情。因为本门课程的授课对象是土木工程、

水利工程、农业水利和信息与电气工程专业的学

生，涉及不同的专业，本门课程主要作为研究生的

科研工具和方法，具有知识内容发展更新速度比

较快的特点，因此，采取的措施为：在开课伊始给

学生列出参考教材和相关书目清单，发布主流参

考教材中的案例目录，让学生自主选取比较关心

和感兴趣的案例，教师统计后根据多数学生的意

见，选择学生关注比较多的3～5个案例在课堂上

进行详细讲解。

二、指导学生计算机应用，培养学生操作能力

“人工神经网络”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研

究生运用计算机编程解决科学研究中面临的实际

问题的能力，编程的魅力不仅在于编码，更重要的

价值还体现在问题解决过程及思维能力的延伸，

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学习者观察、反思和结构性思

考等无形技能的培养［7］。因此，仅通过传统的教

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模式，很难实现该目的，

必须重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本门课的线下教

学中，要求学生自带电脑，教师在课上帮助学生解

决其在线上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比如，

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用Python和TensorFlow 2.0搭

建神经网络运行的环境和平台，但是在安装这些

软件和环境配置时，由于每个学生的个人电脑硬

件和软件环境不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版本不兼

容问题，首次接触Python和TensorFlow的学生会感

到非常困惑，这些情况在课堂中师生可以面对面

解决。另外，有些学生本科期间并没有系统学习

计算机专业的相关知识，没有编程经验，基础比较

薄弱，比如，发现学生常常在代码中将中文和英文

符号混用，或者将简单的字母拼写错误而导致程

序运行中断，有经验的教师在线下教学中非常容

易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的态

度和动手能力；但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令学生充满

挫败感，从而导致对整门课程丧失兴趣。本门课

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或应用最前沿的编程

工具和算法，然而教材或者参考资料往往给出的

是算法的伪代码，通常需要修改才能够运行，所以

通过教师课上当面逐一点拨和指导，学生能自己

修改并运行，快速掌握要领，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并

体会学习和动手的快乐。

三、精心选用制作课件，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线 上 教 学 中，注 重 知 识 点、关 键 点 和 核

心内容，精心选用和制备教学视频，在教学过

程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在“人工神经网

络”的概述部分中，为使学生整体把握人工

神经网络的原理，采用了由西瓜视频和科普

中国联合出品，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李永乐制作的一系列科普视频中的两段：《机

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吗？》

《卷积神经网络——人脸识别啥原理？》；在讲神

经元与感知机、梯度下降法实现线性回归、Ten-

sorFlow的自动求导机制时，采用中国慕课网中西

安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牟琦教师团队

制作的教学视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Python

模块、包和库的安装、波士顿房价数据和鸢尾花数

据集的下载等容易出错的关键问题，采用EV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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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Premiere软件自己剪辑制作了相关的教学

视频。教学的课件包括PPT、视频、案例，这些构

成了一整套教学材料，学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可

以分屏查阅PPT，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关键环节可

以反复观看，并根据配套的案例进行练习，取得了

很好的线上教学效果。

课前通过QQ群将制备好的教学视频和教学

课件发送给学生，同时发布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让学生做好预习和线上学习。线下课堂环节通过

提问、抢答环节检验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通过小

组讨论和学生演示强化所学知识点，每次下课前

布置需要学生课后查阅的资料、线下学习内容和

练习。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学习课程

的自由度变大，积极性增强，对人工神经网络的理

解和实际应用能力均有提高。

四、主动征求学生意见，持续改进课程教学

每轮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

主动征求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让每位学生交

一份关于本门课程及教学的调查问卷，设置调查

问卷时，题目可以是单选或多选，也可以是主观题

如体会和建议。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合理的建议进

一步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该措施的好

处在于，一是给学生评教和表达的机会，二是教师

能够看到评教的结果，正视自己在该论教学活动

中的长处和不足，也能感受到教改活动实施后学

生的反响，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在学生反馈的体会与意见中，有学生表示喜

欢该门课程的教学模式，特别是抢答问题的方式，

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上课气氛。对于进度

和难度的反馈中，有学生反映进度和难度适中，也

有学生反映进度较快且内容较难，原因可能是学

生的基础和学习能力不同。有学生建议，可以让

各位同学在第一堂课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自己

的论文需要做什么写下来，这样就可以根据每位

学生的特点对其归类，进行针对性的课程讲解，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们认为此建议非常好，

本门课程就是希望各位学生把在本门课程学习到

的知识应用到他们目前正在做的课题之中。有学

生希望多布置作业，采用多种考核形式，该条建议

可适当考虑，因为部分研究生的科研任务较重，需

要做大量的田间和室内试验，能够用来认真完成

各门课程的时间有限。个别学生认为可减少课程

内容，有针对性地研究1～2个案例，加强实践，达

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也有的学生建议增加师生互

动环节，如建立小组集体讨论，推荐学生PPT汇报

发言或实际操作等。这些意见大多数都是非常中

肯的，有些失之偏颇的地方，鉴于反馈意见学生的

认知的局限性，教师应平和客观地看待这些意见，

抓住主要问题，在下一轮的教学中进行改进。

五、体会和建议

通过4年的“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生课程教

学改革与实践，主要有以下体会和建议。

重视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对于开设的研究生

课程，可根据学科发展和科技成果的进展与突破

灵活调整，但只要开设就应重视，只有领导和教师

重视研究生教学，学生才会重视；要摒弃重科研、

轻教学的观念，重视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果，达到“以课程助科研”的效果；在教学人员安

排上，尽量安排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较强的教师

授课，并给予新承担任务的年轻教师或缺少课堂

经验的教师全面指导。

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方法研讨。研究生有区

别于本科生的特点，研究生对课程学习的目的性、

自主性以及能力更强，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研究生

课程的教学研讨，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实时调整

重点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设计等，尽量将多种形式

的互动融入授课过程，注重学生参与、强化互动效

果，保证课程的先进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对研究生教学进行全面考核评价。目前，研

究生课程的考核大多数仍然采用督导员听课的方

式，然而有时督导员对教学的内容并不熟悉，较难

反映教师授课质量及整体设计。因此，建议将学

生评教落到实处，在教学活动中，使学生既成为授

课主体也成为授课对象，这样才可能对研究生授

 张旭东，等  农业院校工科研究生课程“人工神经网络”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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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质量进行全面考察；也可举办一些研究生课程

的教学设计大赛等活动，促使师生重视教学、搞好

教学，不断提升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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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in crop character recognition, power grid load prediction, engineering material detec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other fields.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hydraulic engineering,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has been increas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of this course to meet 

the needs of graduate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Tak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course as an example,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guiding students in computer application, carefully preparing courseware, asking for students’ suggestions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e reform fully mobilized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cultivated their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ability. The result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ostgraduate related courses in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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