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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赋能新工科本研课程智慧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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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顺应数智化时代对新工科教育的新要求，开展数智化赋能新工科本研课程智慧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培养迫在眉睫。

文中从目前新工科本研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深入剖析本研课程教学中智慧教学与个性化指导对新工科教育的影响，

重点探讨数智化赋能本研课程智慧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的优势，进而提出解决数智化教学过程中智慧型教学与智慧型学习间

的共存关系。从招生特点、生源质量、教学资源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实际问题出发，提出推动新工科课程教学从传统

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实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工科本研课程智慧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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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digital age for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smart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courses empower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new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course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mart teaching and personalized guidance on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course teaching.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n smart teach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the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teaching and smart learning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aching. Starting from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enrollment characteristics, student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 platforms, and faculty team 
building, effec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urriculum teaching from traditional 
"experience-driven" to "data-driven", so as to achiev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smart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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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智化时代使得各行各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也给教育

行业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不断地冲击传统的教育模式，

使得教育先驱者们不得不思考数智化时代新型智慧教学

模式对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影响
[1-2]

。新工科作为世界各

国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行动，在新兴高科技产

业的专业建设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发展新工

科专业对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以数智化发展背景探索新型智慧教学模式并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有助于将智慧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有机结合，

服务现代社会的发展
[3-5]

。 

1 传统新工科本研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新工科课程教学一直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尤其将新

工科的基础知识与工程技术问题结合，培养新工科学生科

学的思维方式、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新工科创新型高

素质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6]
。但在数智化教育背景下，

传统的新工科本研课程教学面临诸多问题(图 1)： 

（1）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差距大，标准化的授课模式

无法实现智慧型学习。受招生制度的改革和不同地域学校

生源质量的影响，造成从不同省份、不同学校招收的学生

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科研素养的差距较大，层次参差不齐；

同时，研究生还受调剂的影响，部分研究生入学前可能未

接受过相关基础知识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另外，考虑跨学

科调剂，可能部分研究生连相关或相近基础知识都未曾接

触过。但新工科本研课程的授课方式往往是统一化和标准

化的，这样会导致部分学生觉得内容浅显，而部分学生又

无法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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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生互动不足，无法跟踪和评估学习情况，难

以实现个性化指导。新工科的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

程一般情况都是大班授课，师生交流互动不足，存在对学

生的学习反馈不及时现象，难以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进

行跟踪和评估，进行个性化指导。专业必修课和非学位课

程虽然小班授课，但受教师专业知识能力的影响，个性化

培养难度大，也很难实现个性化指导。 

 
图 1  传统新工科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3）传统的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难以分析和

评价学生的学习数据和学习行为，无法使学生实现智慧型

学习。现虽进行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但是线上教学

过程中仅停留在布置作业、分享视频、批改作业等，对学

生的各种学习表现数据缺乏有效的分析和评估，从而无法

指导学生学习。对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

修课和非学位课程授课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数据的

完善，有助于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因此，需基

于大数据搜集、分析和统计，对新工科本研课程教学实行

智慧型教学。 

（4）新工科课程与科研的交融不足，难以激发新工

科学生的学习兴趣。除了公共基础课外，开设的其它专业

课程，基本都是为学生后续两年的学习，尤其是为工程技

术知识和科学研究打基础的。学生的偏好更多的是偏重于

所研究的方向的前沿知识的学习或是相关领域基础知识

的学习，但传统本研课程中很难兼顾不同爱好和不同需求

学生所需的专业知识；对不同学习兴趣和不同研究方向的

专业知识的搜集，任课教师在传统的教授知识的框架下，

很难实现课程与科研相融合，难以激发其学习兴趣。 

2 数智化赋能本研课程智慧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能力培养 

数智化已席卷全卷，对各个行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数智化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数智化教育理念的萌发，将数智化的管理模式、教

学模式应用于新工科课程教学，有助于分类分层次为新工

科学生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智慧教学模式，突破时间和

空间限制，使新工科学生可自由支配学习时间和学习场地。

基于智能化的智慧教学模式，结合授课教师融入的科研和

课程思政相关内容，有助于培养具有科学家精神和爱国主

义情怀的有志青年人才。但在数智化背景下，新工科课程

教学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现象，需对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和

教学内容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数智化时代对本研课程教学

变革的新要求。针对传统新工科本研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措施对数智化时代新工科课程教学

进行改革，以适应数智化时代的新工科智慧教学。 

（1）结合数智化相关技术和新工科学生生源特点，

推进学生基本信息数智化建设。结合新工科课程特色，掌

握学生的基本信息有助于后续课程建设。针对新工科学生

培养的专业性、开放性和主动性，制定适合于学生发展的

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新工科学生基本信息数智化建设，如

图 2所示。首先，通过学校招生数据统计，获得新工科学生

的基础数据，如生源地、一志愿报考院校、报考专业、考试

科目、高中/本科所学课程以及成绩等进行生源特点分析。

其次，通过调查问卷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动机、需

求和爱好，建立学生基本信息数智化库。最后，结合学生在

学习表现，推送相关微视频等课程，实现个性化培养。 

 
图 2  新工科学生基本信息数智化建设 

（2）基于数智化的学生基础数据，建设促进师生互

动、实现“兴趣驱动、稳步提升”的分类分层次培养的课

程教学资源。通过新工科学生基本信息数智化建设，深入

了解新工科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以及学习兴趣，制定教学

计划，准备教学资源
[7]
。设置师生互动的教学案例，促进

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和探讨，推进融合课堂呈现为数字化、

虚拟化、智能化的智慧课堂。 

 
图 3  新工科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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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包括学习指导、电子教材、视频、测试题、

讨论题、章节思维导图、知识图谱、生活中新工科课程知

识相关现象的剖析、相关科学家介绍等，如图 3 所示。针

对不同基础知识的新工科学生分享不同的教学资源，按课

程成立教学团队，挖掘和专业相关的知识并拍成小视频或

者文字；按基础和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讲解相关的新工科课

程知识。其次，教学资源分成难、中和易三个层次，特别

是对每个知识点和知识点对应的测试题、讨论题目要分层

次，提供个性化服务。 

（3）通过数智化技术、数智化教学环境和教学数据

分析挖掘推进本研课程的智慧教学，构建服务于地方高校

新工科教学的大数据智慧平台。通过智慧教学实现对新工

科的分类分层次培养，可获得大量的有效数据，搜集这些

数据，可用于新工科学生的学情分析。因此，需创建大数

据智慧平台，获取教学环节的所有信息，通过数智化技术、

数智化教学环境和教学数据分析挖掘实现对新工科学生

的学习行为、学习数据等的分析。基于新工科学生基本信

息数智化的大数据智慧教学平台，主要分为课前、课中和

课后三部分，如图 4 所示。课前老师推送微视频、基于重

难点知识凝练出的问题、知识点相关的人文知识介绍、预

习情况测试题、课中需讨论的问题等。课中通过教师的讲

授将学生碎片化的知识形成体系，并推送课堂练习实时掌

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行为。课后，布置课后作业，学生完

成，教师批改后讨论。通过这些学习过程，实现新工科本

研课程的个性化服务。 

 
图 4  大数据智慧教学平台建设 

（4）推动教学从传统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

转变，加强科教融合、课程思政融合和师资队伍建设，探

索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工科课程改革方案。在数智化背景

下，教学思维向“数据驱动”转变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如图 5 所示。一流的课程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

队伍，在数据驱动下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工科课程教学

改革需要教师的教学理念转变，从而对教学队伍的建设至

关重要。首先加强新、老教师的培训，让教师到市内、市

外高校进行教学观摩学习，参与相关的教学研讨会议，改

变观念并熟练掌握教学过程。其次，定期进行教学研讨，

每两周进行一次教学相关的研讨会，对教学中的问题和经

验进行及时交流和解决，提升教师教学技能。最后，积极

引进人才，补充师资队伍。增加教学的师生比，更好地实

现个性化智慧教学，建设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

的师资队伍。 

 
图 5  数据驱动的新工科课程改革方案 

将科研与教学相互融合，让新工科学生在课程学习的

过程中体验科研的乐趣，加深对所学课程知识的理解。通

过项目学习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新工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探究能力，引导新工科学生研究性、创造性地学习。项目学

习库中包括挑战杯大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以及教师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应

体现所从事研究方向内容丰富且易实现的课题进行能力提

升训练。将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不但教授新工科学生的课

程知识，还融入了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及家国情怀，将相关定律和规律产生的历史背景、相关

的学者风范和科研态度、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等内容做成

微视频或者 PPT，推送给学生进行阅读并在课堂教学中有机

融合，达到“立德”和“树人”的双重目标
[8-9]

。 

3 结语 

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新工科课程的教学模式

难以顺应时代的发展，存在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

能力、无法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情、无法实现个性化

人才培养的问题。针对这些典型问题，提出数智化赋能本

研课程智慧教学可实现针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个性化教

学、可实现新工科学生的自主化学习，从而节约时间和课

程资源等成本。通过学生基本信息数智化建设、个性化新

工科课程资源建设、大数据智慧平台建设和新工科师资队

伍建设实现新工科课程改革和创新能力培养。通过数智化

的新工科本研智慧型教学课程的改革，有利于探索符合新

时代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课题项目：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yjg243120；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43215；

重庆三峡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XYJG2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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