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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课程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的发展历程与应用。主要讲解了大数据的概念、产生、

发展、作用等基础知识；云计算的体系结构；大数据的采集、

预处理、存储、分类与挖掘、可视化等大数据处理流程；人

工智能概念、分类、学派、发展、研究内容等基础知识；主

流的机器学习算法。 

二、课程目标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是理论性较强，知识面广泛，方法和

技术复杂的一门学科。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应掌握人工智

能的一个问题和三大技术，即通用问题求解和知识表示技术、

搜索技术、推理技术。在扎实的人工智能数学基础上，学生

能够利用这些数学工具来进行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推

理；理解问题求解的状态空间法，能应用几种主要的盲目搜

索和启发式搜索算法完成问题求解；熟悉几种重要的不确定

推理方法，利用数值分析中常用方法进行正确计算。认识机

器学习对于智能软件研制的重要性，掌握机器学习的相关概

念，机器学习的方法及其相应的学习机制，几个典型的机器

学习系统的学习方法、功能和领域应用。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论 

一、课程内容 

（一） 大数据的定义 

（二） 大数据的产生 

（三） 大数据的来源 

（四） 大数据的特征 

（五） 大数据的作用 

二、自学要求 

本章着眼于学习本课程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概念，为进

一步深入学习后续各章打好基础。 

 总体要求：理解大数据的相关概念。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大数据的定义要求达到识记层次。 

2.大数据的产生要求达到识记层次。 

3.大数据的来源要求达到识记层次。 

4.大数据的特征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5.大数据的作用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第二章 大数据架构 

一、课程内容 

（一）云计算 

1．云计算两大核心功能 

2．云计算的典型特征  

3．云计算的三种模式 



4．云计算的服务方式 

5. 云计算数据中心 

6. 云计算典型应用 

（二）大数据架构及关键技术 

1．大数据架构 

2. 关键技术 

（三）Hadoop 体系架构 

二、自学要求 

本章从云计算角度切入，介绍了大数据架构的相关知识

以及相关技术。要求在本章的学习中通过关键技术的学习

深入理解有关大数据架构的相关知识并能运用于实际。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云计算，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1.1 云计算的两大核心功能 

 1.2 云计算的典型特征 

 1.3 云计算的三种模式 

 1.4 云计算的服务方式 

 1.5 云计算数据中心与实际应用要求达到识记层次 

2.大数据架构及关键技术，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3. Hadoop 体系架构，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第三章 大数据分析过程中相关操作 

一、课程内容 

（一）大数据采集 

（二）网络爬虫 



（三）数据预处理 

1．数据预处理的原因 

2．数据预处理技术 

（四）常用 ETL 工具 

（五）大数据存储概述 

（六）大数据的存储设备 

1. 数据存储设备 

2. 数据存储模式 

（七）数据库和数据仓库 

1. 传统数据库 

2. 大数据数据库 

3. 数据仓库 

（八）大数据分析 

（九）大数据分析方法 

（十）大数据挖掘 

（十一）数据可视化 

（十二）大数据可视化的方法 

（十三）大数据可视化工具 

（十四）大数据应用 

二、自学要求 

本章介绍了数据分析的流程中相关的操作。涉及到数据

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以及

数据可视化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总体要求：对于本章所讲

概念方法熟悉并掌握，并且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应用解决相



关问题。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大数据采集及网络爬虫的应用,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

次。 

2.数据预处理的方法,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次。 

3.数据存储以及数据仓库应用，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

次。 

4.数据挖掘相关方法，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次。 

5.数据可视化的方法以及工具，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

次。 

6.大数据应用，主要为国内外的相关应用，要求达到识

记层次。 

第四章 人工智能概论 

一、课程内容 

（一）人工智能的概念 

（二）人工智能的分类和学派 

1．人工智能的分类 

2．人工智能的学派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 

（四）人工智能研究的基本内容 

（五）当人工智能遇上大数据 

（六）人工智能引发的思考 

二、自学要求 

本章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的途径



（方法）、研究的领域等内容。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学生

应理解什么是智能、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研究

的目标、人工智能研究的内容、人工智能研究的途径，了

解人工智能研究的历史和研究领域。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人工智能定义，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 

1.1 人工智能的定义达到识记层次 

1.2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达到领会层次 

2.人工智能应用系统 

2.1 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和应用领域，达到领会层

次 

第五章 机器学习 

一、课程内容 

（一）机器学习概述 

（二）机器学习的基本流程 

（三）机器学习算法 

（四）决策树分类 

（五）逻辑回归分类 

（六）支持向量机 

（七）聚类 

（八）关联规则 

（九）人工神经网络 

二、自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机器学习的定义，理解机器学习与



人类学习的区别、智能程序与一般程序的区别，深刻理解机

器学习主要方法的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机器学习概述，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2.机器学习的方法及相关算法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次 

2.1 决策树 

2.2 逻辑回归 

2.3 支持向量机 

第六章 深度学习 

一、课程内容 

（一）深度学习概述 

（二）卷积神经网络 

（三）循环神经网络 

（四）生成对抗网络 

（五）强化学习 

（六）迁移学习 

（七）对偶学习 

二、自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深度学习的定义，了解神经网络的

相关概念和功能，学习相关深度学习算法，要求达到实际应

用层次。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深度学习概述，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2.卷积神经网络，要求达到实际应用层次 



3.循环神经网络，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4.生成对抗网络，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5.强化学习，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6.迁移学习，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第七章 人工智能应用 

一、课程内容 

（一）图像分类与识别 

（二）语音识别 

（三）人脸识别和情感计算 

（四）自动驾驶 

（五）智能家居 

（六）专家系统 

（七）机器人 

（八）自然语言处理 

（九）其他 AI 应用 

二、自学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各方面应用，在实际应用

上加强对于人工智能功能的理解，总体要求了解本章提到的

技术，加深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解。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本章提到的人工智能应用达到识记层次 

第八章 实践 

一、课程内容 

（一）Python 概述 



（二）Python 语法基础 

（三）列表与字典 

（四）Python 控制结构 

（五）文件与数据库 

（六）Python 常见库类 

二、自学要求 

本课程强调实践与知识相结合，本章内容可以帮助考生在

学习过程中对知识进行实际应用。本章包括 Python 的发展

简史、特点、应用领域和开发环境等知识点，介绍了 Python

中相关的变量和控制结构，以及在人中智能领域可能用到的

常见的库类。 

总体要求：对该部分内容加以了解，可以通过实际操作加

强知识点的记忆。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要求对于本章的内容达到识记层次。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 I )、领会（ II )、

简单运用（ III )和综合运用（ IV ）四个层次规定其

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这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

四个能力层次的含义分别是： 

识记（ I )：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的主要内容，如定义、特点、原则、规律、模型、原理

等，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判断和选择。 

领会（ II )：要求考生能够全面领悟和理解人工智能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能掌握和分析有关概念和原理的区

别与联系。 

简单运用（ II )：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掌握知识，分

析人工智能方面的基本问题，得出正确的判断或结论，并能

正确地把分析过程表达出来。 

综合运用（ IV )：要求考生能够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和

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或者能综

合运用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

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的高低

不是一个概念。试题的难易程度是指思维过程的复杂程度和

分析处理的简繁、技巧。能力层次体现的是对本学科概念的

理解程度，以及对知识点的综合运用能力，在各个层次中，

有不同难易度的试题，切勿混淆。 

 

 

相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制定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及其作用 

自学考试大纲是考生自学，社会助学的依据，也是

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自学考试大纲明确规定了课程自

学和考试的内容、范围和相关要求，使考试标准化。应

考者在使用大纲时，一定根据大纲提出的要求，结合教

材，全面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使其融会贯通，提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自学要求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

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

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

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

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

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



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

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

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

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

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

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

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

骤）间的逻辑关系。 

三、应考指导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不能只靠概念学习，要在实际操

作中切实体会方法。 

四、助学建议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

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

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

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

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

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



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

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为了确保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程度和能力层次之间

的关系，我们需要考虑到在每个不同的能力层次中都可能

存在不同难度级别的试题。 

五、命题考试的规定 

（1）本课程命题考试的范围为本大纲各章所列考核知

识点规定的内容。命题注意到试题的覆盖面。 

（2）合理安排反映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在一份试卷

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约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3）合理安排难度结构，做到难易适中。试题难易分

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

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4）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