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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radle for cultivating future commanders, military academies need to grasp the 

direction of cul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human beings entering the intelligent age.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training of military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ole of mili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and giv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rom various angles to analyze its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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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军事院校作为培养未来指挥官的摇篮，需要根据时代特点把握培养方向。人工智

能的发展加速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军校学员的信息素养与计算思维能

力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出发，阐述了军校学员培养计算思维能力

的作用，并从五个角度给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分析其可行性。 

1．引言 

1950年10月图灵（Alan Turing）发表的《计算机器与智能》[1]一文标志着人工智能的萌

芽，其后人工智能研究历经两次高潮与低谷。其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是2016年3月，智能机器人

AlphaGo以总比分4：1战胜世界围棋冠军、九段棋手李世石。深度学习技术的这一突破掀起

了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浪潮。 

国内高校近几年来相继设立人工智能专业，2018年7月国家教育部学校规划发展中心将国

内28所高校确立为“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院项目试点学校，随后多所大学持续跟进，

包括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宣布智能学院的成立。作为

承担为全军培养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的全军综合大学，在本科教育阶段把握现

代科研的潮流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针对具体学科专业和培养目标改革教学内容，训练学

员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专业应用才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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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校学员培养计算思维的意义 

计算思维指的是针对某一问题设计解决方案所涉及的思维过程，通过这个可执行的过程

使“计算机”—— 人或机器可以有效地执行[2]。人类计算思维的形成对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依托大数据计算和数值分析，计算思维在金融业，医疗业，人文科

学业，法律业等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培养计算

思维适应是每个人应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具备计算思维将对自然和工程系统的运行

更加了解[4]。 

军校生长干部作为军队未来的骨干力量，其综合素质和能力状况对于部队未来战斗力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关系到军队谋打赢的长期建设目标能否实现。未来战争发生在现代化高科

技环境下，战场情况复杂，形势瞬息万变，面对信息系统纷繁的情报信息，一个合格的作战

人员应该具备计算思维能力，对获取的情报信息有所选择，这种能力是我军打赢未来信息化

战争的重要保障[5]。不仅如此，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知识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计算思维的培

养对于学员创新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计算思维的

培养。 

3．如何培养军校学员计算思维能力 

3.1 重视学员编程能力培养 

程序语言是人与计算机之间沟通的桥梁，编程并不是强制需要学员终身掌握的技能，更

主要的目标是让学员有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程序设计教学是学员理解计算机命令执行的基

础，人工智能教学的基本环节就是引入编程课程，当前最为流行的人工智能编程语言是

Python[6]，被称为是实现机器学习最优秀的编程语言，没有之一。它提供了许多内置的程序

库，方便开发者进行功能调用。python已经广泛应用在无人驾驶、金融、个人助理、网络商

城、医疗、教育等各大领域。教员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应结合趣味案例，力求深入浅出地介

绍案例背后所蕴含的经典的计算思维，激发学员进行参与式学习，调动学员的学习状态，在

课程学习与实践中培养他们的计算思维。 

3.2 将计算思维培养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传统的课程教学方法多为填鸭式教学，教员在讲台上单纯地讲述一节课的知识点，教学

内容和教学环节设置不够生动灵泛，无法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改革教学方法并将计算

思维培养融入到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展现计算思维在实践上的思维魅力。灵活引入趣味案

例，以系统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对实际问题进行拆解分析，层层推进逐步掌握问题所涉及

的计算原理，引导学员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剖析并形成求解思路，提高学员活用计算机知识，

尤其是人工智能知识对问题抽象和分解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学员可深刻体会到课堂知识背

后所蕴含的计算思维模式和问题求解思维组织过程。 

以程序设计教学为例，在上机实验环节，将教学重点集中在引导学员系统思考工程问题

上，画出逻辑实现图，系统化地编程实现，避免学员纠结于程序语言与语法规则等细节。程

序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载体，掌握计算思维的特点和规律可以帮助学员在将来工作中学习其

它编程语言时触类旁通，因此教员本身应将精力集中在引导学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通过合

理的实践操作强化这一过程。 

3.3 做好考核和总结 

课程考核是教学成果验收里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督促学生主动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的重要动力，高校教员应该根据教学目标设置考核内容，采取适当的方法科学验证学员完

成课程学习的情况，努力摆脱传统课堂以完成任务为唯一目标的考核方式，多总结点评学员

完成课程任务的情况，关注学员是否将知识点内化吸收，做到触类旁通。此外，此项工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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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化和程序化，验证学员在系统学习相关学科知识后是否具备计算思维的能力，能否做

到触类旁通。同时，教员要及时总结和点评学员完成任务的情况，与学员进行良性互动，这

种良性互动对于促进课堂教学也有裨益。 

3.4 通过云计算技术充实课程内容 

当前国内高校还未有通用的人工智能教材，不同学校之间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多数高

校的人工智能课程还处于边建设边教学的探索阶段。教材的选择决定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是课程建设的核心内容，因此需要结合高校生源的资质情况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当前网络上

国内外慕课平台数量多，平台上相关网络课程资源丰富，云计算技术的运用使得资源共享变

得方便，高校教员应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多取经，学习国内外不同高校的在线网络

课程，审视他人的教学内容，并结合本专业课程进行教学内容上的革新；另一方面是资源共

享，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慕课平台上开设网络课程，将线下教学内容搬到线上进行

教学，关注网络上学员的反馈，改进教学内容。 

3.5 通盘考虑课程体系设置 

培养学员的计算思维能力，只通过单独的一门课程教学基本难以实现，需要从全局的角

度谋划学科建设，丰富课程教学资源，对课程体系架构进行调整，通盘考虑学员全周期学习

进程安排，设置不同层次的课程教学。尽量保证知识点由易到难、前后衔接合理，使学员循

序渐进进行学习。课程体系不是单一的一个点，课程体系也不仅仅是一条线，课程体系是由

很多个知识点纵横交错的一张网。 

高校教学教研标准体系的建立是个螺旋式上升的长期过程，只有不断改进、不断调整、

不断优化才能前进发展，要认识前进上的困难，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前期的积累将会泡汤，

影响学科建设。 

4．结束语 

过去十年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术高速发展的十年，硬件设备如图形处理器

等计算平台的快速发展助力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从理论到应用的实现，人

工智能逐渐融入到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发展人工智能，

国家层面利好政策频出，吸引了大量资本和海内外相关专业人才，促使人工智能行业爆发式

增长。 

军校作为培养未来新型作战人才的摇篮，决定着军队是否可以打赢未来的战争，人工智

能对于促进科技进步的作用有目共睹，军校引入人工智能课程、培养学员的计算思维是大势

所趋。本文论述了军校学员培养计算思维的重要性，并从五个角度给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探

讨如何培养军校学员计算思维能力。希望通过此文可以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共鸣，推进人工智

能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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