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专业

一、专业简介

本专业紧密结合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强调服务于国家和区域

经济建设，在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方面与国际接轨，培养能够在国家和区域人工

智能学科与产业技术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人才。

本专业以数学、电子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为基础，充分发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优势，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着重提升学生人工智

能的软硬件综合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能从事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

究与开发、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与创新落地的工程应用型人才。

专业面向学科交叉：针对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需求，基于“人工智能+”培养

交叉学科工程人才，制订“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专业面向产业需求：与国内外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合作办学，引进行业师资、

课程、

标准、技术、平台、工具等资源；校企共建实验室、前沿技术课程群、行业导论

课程群；

专业面向工程实践：实践“做中学”的工程教育理念；加强课程实验与研讨

环节；营造真实企业生产环境，开展层级工程实训。

专业面向国际竞争：高度国际化的师资；部分专业课实行双语教学；采用国

际经典原版教材；丰富国际学术交流，引进海内外各校教授和企业资深工程师，

讲授短期强化课程。

二、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代码：080717T

（二）专业名称：人工智能

（三）所属专业类：电子信息类

（四）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五）学制：4 年

（六）修业年限：3～6 年

三、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建

设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

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掌握相关应用领域基础知识，具有系统的计算思维和数据

思维，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国际视野，具有良好的社会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团

队精神，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系统设计开发、教学、

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工程应用型人才。本专业毕业生经过五年的工作锻炼后应达到

如下目标：

目标一：能够将数学、电子、计算机科学及相关学科知识应用于人工智能领

域。

目标二：具有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与创新能力，能够分析和解决人工智能相关

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技术问题。

目标三：具有人文社科知识，具有正确的道德观、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

德。

目标四：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

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目标五：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知识更新

和技术能力的提升。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人工智能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接受从事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相关的技能训练，从而系统地掌握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设

计开发人工智能构件及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知识与

能力要求：

1.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并将其应用到解决相关

领域人工智能工程问题计算、建模及分析推理的能力；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所学数学、自然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识别、

表达和分析相关领域复杂的人工智能工程问题；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有设计开发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功能模块和系统

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设计针对特定领域复杂人工智

能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相关领域的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进行

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结果评价，进而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具有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全方位多渠道获

取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信息的能力；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

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

6.工程与社会：针对人工智能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其可能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理解

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基本发展方针、

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能够考虑和评价实际工程实践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能够在人工智

能的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道德和相关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具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

够在团队中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10.沟通：能够针对人工智能的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

通和交流，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交流；

11.项目管理：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能够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项目进行

有效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方法和新技能，能够适应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能力。

四、核心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一）核心课程

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数字图像处理、深度学习与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嵌入式系统与应用、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实践、人工智能综合

实践。

（二）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项目入门实践、智能硬件系统课程设计、软件系统课程设计、人工智能系统

开发实践、人工智能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论文）。



本专业设有创新与创业、企业实习，已经与诸如 Cloudera、阿里云、中国

东盟信息港等企业签署协议，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另外，本专业设立本科生科研

项目（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 URP），鼓励学生从 2 年级起进入教

师研究项目和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参与高质量科研项目训练，培养本科生的科学

素养与创新精神，提升批判思维、交流合作与研究创新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为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智能驾驶实验室



Ahmad-Chaddad 教授日常指导本科生科研项目 URP 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