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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人工智能的特点和学院新增加的智能制造工程系出发,针对人工智能这门课的特点,将

深度学习应用于课程中,并通过一个具有神经网络思维的逻辑回归案例进行剖析,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并使用高效框架编程实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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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是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

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感知、推理、学习、

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来解决需

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决的问题,以延伸

人们智能的科学。我校机电学院的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经过不懈的努力,

已顺利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同

时也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专业、江苏省一流本科专业以及苏州

大学一流本科专业。我院于2020年新增

了智能制造专业,如何结合深度学习把

人工智能这门课上好成了亟待解决的

问题。 

在计算机不断发展的今天,涌现出

了很多优秀的软件,用于深度学习的首

推Python语言,它是结合了解释性、编译

性、互动性和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学生

不需要非常扎实的编程基础也可以快速

入门。在国外一些知名大学已经采用

Python语言老教授程序设计课程,例如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编程基础、麻省理工

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及编程导论就使用

Python语言讲授。本文通过一个具有神

经网络思维的逻辑回归案例展开分析,

主要涉及到二分类、逻辑回归以及梯度

下降法等理论,通过Spyder软件的运行

可以让学生直观的了解实验结果,并对

理论理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 人工智能课堂教学 

1.1授课内容 

目前国内各院校基本都开设了人工

智能[1]相关的课程,python作为一门基

础编程语言,具有易学、严谨的特点,因

此成为人工智能学习中的主流编程语

言。针对这门课的特点,我们在掌握基本

的python语法的基础上可以重点学习该

专业课所涉及的理论知识,通过具体的

仿真图可以更直观的理解深度学习的基

本思想。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我们应该把

握课程前沿知识,充分了解人工智能的

具体现状以及应用场景。结合python这

门工具把处理过程展现出来,充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具体的实验结果

来进行理论的分析与讲解。我们在课堂

上至少留出30%到50%的时间让学生上机

实践,可以对课程中的实例进行代码编

写以及验证,为了进一步提高同学的动

手能力,我们鼓励学生在完成基本实例

的同时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多找一些题目,

自己编写代码完成题目要求,锻炼自身

的编程水平和加深概念的理解。 

1.2考核方式 

传统的考核方式以闭卷考试为主,

而人工智能这门课更需要体现其实际应

用价值,我们要把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实

践当中。比较合理的方式应该增加过程

性考核,我们在每个月进行课堂检验,具

体内容可以包括学生讲解案例,独立编

程完成一个具体的功能,充分体现学生

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深度学习在人工智能中的具

体应用 

2.1基本概念 

机器学习最基本的做法是使用算法

来解析数据、从中学习,然后对真实世界

中的事件做出决策和预测。与传统的为

解决特定任务、硬编码的软件程序不同,

机器学习是用大量的数据来“训练”,

通过各种算法从数据中学习如何完成任

务。机器学习是一种实现人工智能的方

法,深度学习[2,3]是一种实现机器学习的

技术,而python语言是将深度学习转化

为代码的有力工具。 

我们以一个具有神经网络思维的逻

辑回归为例,具体的分析常见的概念,比

如二分类、训练集,测试集,迭代次数,误

差值以及学习率等基础知识。这里举一个

二分类的例子,假如你有一张图片作为输

入,比如一个人,如果识别这张图片为人,

则输出标签1作为结果,如果识别出不是

人,那么输出标签0作为结果。我们的基本

思想就是将一个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和

测试集,在训练集上进行模型的基本训练,

最终在测试集上来判断输出结果,测试集

的准确性反应了你所建立模型的好坏。 

2.2具体实例 

我们的图片共有259张,其中训练集

为209张,测试集为50张,每张图片大小

为64*64*3,训练集标签维数为1*209,相

应的测试集标签维数为1*50,部分核心

代码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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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迭代次数设置为2000次,初

始学习率设置为0.005,最终的代价函数

运行曲线如图2所示,最终的误差值为

0.140872,训练集准确性为99.04%,测试

准确性为70%。 

 

图2 代价函数曲线图(学习率为0.005) 

在训练过程中,很多超参数对最终

的分类结果都会有影响,为了使学生能

够深入的理解相关概率,我们进一步改

变学习率的值分别为0.01,0.001以及

0.0001,三者对应的测试集准确性分别

为70%,68%以及40%,最终结果如图3所

示。通过该图我们发现学习率越小,更新

参数的速度越慢,因此收敛的也越慢,最

终导致测试的准确性下降,那么当学习

率变小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迭代次数

达到同样的效果。 

 

图3 不同学习率对应的代价函数 

为了验证我们的分析过程,当学习

率为0.001的时候,我们将迭代次数增加

到5000次,最终测试集的准确性达到了

74%,而相应的代价函数如图4所示。 

 

图4 代价函数曲线图(学习率为0.001) 

3 结语 

我们结合具体的例子将深度学习
[4,5]应用于人工智能的教学中,结合

python语言进行了实验,学生不仅学到

了专业性较强的人工智能知识,同时锻

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在调试参数的过

程中可以直观的了解输出结果,根据结

果来反向推理参数设置是否合理,通过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积极思考,进

而推动教学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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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改变学习率的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