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人工智能 课程代码：0700004 选课人数： 120
开课学院：计算机学院 授课教师： 刘峡壁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刘峡壁，男，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图像计

算与感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2005 年 3 月获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工学博士学位。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讲本科生课程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课程《人工智能》。主要科学研究兴趣包括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医学人工智能。已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和国际重要学

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人工智能教材 1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973 计划项目子课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科技计划等科研

项目 10 余项，主持学校教改项目 2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6 项，获得兵器科学

技术二等奖、兵工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等奖奖励,指导学生获得国家“挑战杯”二等奖。

价值塑造

通过课程教学，首先使学生建立起对于人工智能的总体认识，在总体认识的

基础上再深入掌握其中的主要技术与思维方式，从而能够全面地而不是孤立地理

解人工智能的知识点，达到对相关知识融会贯通的程度；然后在所传授知识基础

上，通过能涵盖课程内容的综合实践练习，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人工智能知识

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与用相互促进，学以致用，学习的目标性和趣味性

更强，同时在应用中可有效加深对各个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最后通过理论与实

践的相互促进，使学生在真正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后，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从而能

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和深入地自我学习相关理论与方法，用于指导其开展相应的

研究与应用工作，对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有所贡献。

知识教育

介绍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中的主要知识点与最新进展，使学生建立起对于人

工智能的总体认识，为其在研究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或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奠

定基础，主要教学内容包括：（1）机器学习，包括机器学习基本概念与主要问题、

以及监督学习与非监督学习的当前主流方法；（2）人工神经网络，包括人工神经

网络基本概念与主要问题、以及前馈网络与反馈网络的当前主要模型；（3）符号

智能，分为搜索与问题求解、知识与推理两部分，前一部分介绍问题求解方法、

图搜索方法、以及博弈搜索方法，后一部分介绍知识表示方法、以及逻辑推理方

法；（4）进化计算，包括进化计算的基本思想、以及遗传算法、进化规划、进化

策略这三类主要的进化计算方法；（5）计算群智能，包括群智能的基本思想、以

及蚁群优化、粒子群优化这两类主要的群智能优化算法；（6）行为智能，包括智

能体结构、以及强化学习算法。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课程教学过程分为课堂教学与学生综合实践两部分，这两部分是紧密结合在

一起的。课程起始即布置一套能完整涵盖课程教学内容的学生实践大作业，学生

完成该大作业的进程与课堂教学进程相互协调、紧密配合。具体地说，一份大作

业是解决一个独立的有实际应用背景和意义的问题的，同时大作业又可划分成与

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挂钩的若干个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部分，针对这些部分，

分别设定相应的任务完成时间节点，引导学生随着课堂教学内容的推进分阶段完

成由已学习内容所支撑的任务部分，并在每个任务完成时间节点对大作业完成情

况进行检查和讲评。通过以上方式，使学生带着实际问题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从

而能更好地融入课堂和更积极有效地掌握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同时，反过来又能

很好地将这些内容融会贯通起来解决实际问题。

对于上述教学模式的支撑，提供合适有效的综合实践案例教学形式及其检查

与督促方式，提供多种案例供学生按兴趣进行选择，同时提供涵盖课程知识点的

较完备的题库，包括思考题和练习题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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