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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智慧交通行业发展的重视度不断提升，自动驾驶技术、无人汽车等新事物

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中，公众对智慧交通系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高效交通工

程、交通运输等传统专业面临转型需求，智慧交通专业这一新兴跨学科专业应运而生。结合当

前科技领域热门话题——人工智能（AI），探究建设基于 AI赋能的智慧交通核心课程的实践路

径，对培养具备 AI技术与智慧交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智能时代背景下高校

交通类专业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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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untry 's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continues to increase, new things such as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and unmanned vehicles have
gradually entered the public 's field of vision, and the public 's demand for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s also increasing. In this context, traditional specialties such as efficient traffic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are facing transformation needs, and the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specialty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building a core course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AI empower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with AI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knowledge, and is also the main direc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of transportation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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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2029年智慧交通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报告》显示，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市场规模到 2023年已达 2817

亿元，并且呈现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 2025年市场规模将

突破 3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12%-15%，甚至有望

在未来几年持续增长至万亿元级别[1]。智慧交通产业的蓬勃

发展态势，离不开高校这一承担着为智慧交通领域输送高素

质人才重任的培养基地的支持，智慧交通专业作为新兴跨学

科专业，结合了交通工程、电子通信、自动化控制、物联网、

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旨在培养能够在智慧交通领域

从事规划设计、系统研发、管理运营等工作的创新型、应用

型专业人才。基于 AI 赋能的智慧交通核心课程建设，将从

高校教育着手，致力培养更多既掌握 AI 技术、又具备扎实

智慧交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充足

的人才支撑，进一步推动智慧交通系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

2 AI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建设的理论基础

2.1 智慧交通核心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

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

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智慧交通作为

融合了交通工程、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控制理论、人工

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聚焦交通流理论、交通设计、交

通管理、交通仿真、智慧交通系统等方面知识，致力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系统的智能化水平[2]。

2.1.1 交通流理论

探究交通流中车辆、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运动规律，涵

盖交通流量的测量、交通流特性的分析，以及交通流模型的

建立等。

2.1.2 交通设计

培养学生从事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的能力，涵盖道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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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设计、交叉口设计、公共交通系统设计等内容。

2.1.3 交通管理

涵盖交通信号控制、交通组织、交通执法等多个方面，

旨在提高交通效率、保障交通安全。

2.2 AI关键技术支撑

2.2.1 数据分析与预测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来优化城市交通的管理。AI

可以分析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预测交通流量和拥堵情况，

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2.2.2 实时交通管理

AI技术可以实现实时的交通监控和管理，如智能信号灯

系统可以根据路况实时调整信号灯的时间，优化交通流动，

减少拥堵现象。

2.2.3 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

利用深度学习和机器视觉技术，智能驾驶系统可以实现

对道路、障碍物和行人的精准识别，实时决策和自动控制。

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将大大提高驾驶安全性和驾驶舒适度。

3 AI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AI赋能的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将以建设目标为

导向，开展模块化课程内容设计，配合创新性教学方法和教

学评价体系构建起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系，着力提升学生专

业技能和知识的掌握程度，能够实现为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智

慧交通产业发展提供复合型技术人才。

3.1 课程目标定位

AI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其最终目标是为了

培养出更多既掌握 AI 技术、又具备扎实智慧交通知识的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能够精准契合智慧交通产业的人才需求

标准，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的无缝对接。

3.1.1 培养跨学科融合能力，聚焦智慧交通前沿技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 赋能智慧交通课程体

系建设的目标首要定位在培养有跨学科融合能力的专业人

才，这里的跨学科融合能力指的不仅仅是要掌握计算科学、

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更需要深入理解交通运

输工程、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3]。自动驾驶技术、

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大数据分析在交通规划中的应用等智慧

交通前沿技术的培训和运用，也应纳入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

系建设的课程目标之中，始终确保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与内容

是紧密切合行业需求和技术前沿的。

3.1.2 强化实践应用能力，注重智慧交通解决方案的创

新设计

AI 赋能智慧交通课程体系建设将能依据不同岗位的工

作需求，制定不同方向的专业课程，提升智慧交通课程育人

的实效性。课程目标的设计应明确学生对实际项目、案例研

究的参与需求，引导学生在模拟或真实场景下解决实际问题，

以此来锻炼和提升他们的实践技能[4]。AI赋能的智慧交通课

程体系在课程目标设置上，将明确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

际运用能力的培养，明确数据收集与分析、算法设计与优化、

系统集成与测试等环节教学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各项创新竞赛、科研项目，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和团

队协作精神。

3.2 模块化课程内容设计

AI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系的模块化内容设计，其整

体设计思路在于将复杂的智慧交通知识体系进行有序拆解、

划分和组织，使拆解开的若干模块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学生的发展需求。智慧交通

模块化课程内容设计对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做出了更

高要求，各模块均包含智慧交通领域内的核心知识点、技能

点，学生需要在独立掌握各模块知识的基础上，实现对知识

的整理与内容[5]。这实际上也对智慧交通模块化课程体系中

各模块间的逻辑联系做出了明确要求，要做到逐步引导学生

深入对智慧交通内容的理解与深化，以便快速构建起完整的

智慧交通专业知识框架。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行业快速进步，

使智慧交通领域知识体系呈现出不断更新、拓展的趋势，这

要求 AI 赋能的智慧交通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需要留足添

加新模块或更新现有模块内容的“入口”，以便更好适应行

业变化和学生的发展新需求。在此智慧交通模块化课程设计

总体思路引领下，该课程体系主要如下图（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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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I 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体系图

3.3 教学方法创新

3.3.1 智慧交通仿真系统与实践教学结合

基于智慧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和高成本，智慧交通专业课

程教学采用仿真软件进行实践教学，将成为未来高校智慧交

通专业转型的必然趋势。微观交通仿真（SUMO）、宏观交

通流仿真（MATSim）等集成 AI算法的交通仿真系统支持下，

学生在校内便可以在模拟的交通场景下，进行交通流特性分

析、交通信号控制策略优化，甚至完成自动驾驶车辆的路径

规划算法设计。AI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教学将践行“理论

讲解+仿真实践”的教学模式，在低实验成本下实现对学生

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在校内便能借助虚拟环境快

速迭代、验证设计理念

3.3.2 AI 驱动的数据分析与案例研究

观察到智慧交通领域在交通系统优化上对数据分析的

依赖，AI 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利用好

AI技术，借此强化对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的培养。通过 Python、

R等编程语言结合机器学习库（TensorFlow、PyTorch）进行

交通数据预处理、特征提取、模型训练和结果解释，则是当

前智慧交通领域比较常用的 AI 驱动数据分析方法。将城市

智慧交通管理系统、智慧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等国内外智慧交

通成功案例引入课程教学中，带入到课堂中引导学生进行分

析、讨论，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智慧交通项目的实施

背景、技术难点及解决方案，逐步培养起学生解决复杂交通

问题的能力[6]。

3.4 评价体系设计

为进一步落实 AI 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评价体系与评

价方式，教师需利用好学习通平台的辅助评价功能，即学生

借助平台进行线上实时提问、参与讨论、交流互动等活动，

平台能够留下相应的平台上的问答记录和互动情况，并将其

作为教师评价学生学习态度和参与度的重要依据。除了辅助

评价功能外，在课外结束时教师应统一组织一次综合测试，

以全面评估学生对智慧家庭模块化教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其

测试内容应涵盖智慧交通基础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等多个方面，更客观、系统的检验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运用能力。落实过程性评价机制（见表 1），以多维

度评价体系实现“以评促教”，是践行“教、学、做合一”

理念的重要举措，能够在全面评估学生当前学习成效的同时，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新意识，更好地为智慧交通行

业培养更多、更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表 1 AI 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的过程性评价表

评 价

维度

评 价

指标
评价标准 学生姓名/学号 得分 备注

课 堂

参 与

度

出 勤

情况

全勤：优秀；偶尔迟到/早退：良好；多次缺

席/迟到/早退：及格/不及格

课 堂

互动

积极参与讨论，提出有见地问题/观点：优秀；

偶尔参与，回答基本准确：良好；较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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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不准确：及格/不及格

作 业

完 成

情况

作 业

提交

按时提交且内容完整：优秀；延迟提交但内

容完整：良好；未按时提交/内容不完整：及

格/不及格

作 业

质量

准确、逻辑清晰且有创新点：优秀；准确、

逻辑清晰但创新点少：良好；存在错误/逻辑

不清晰：及格/不及格

团 队

协 作

与 项

目 实

践

团 队

协作

发挥关键作用，积极沟通协作，带来创新思

路：优秀；有贡献，有效沟通：良好；贡献

少/沟通不畅：及格/不及格

项 目

实践

设计合理、创新性强，解决实际问题：优秀；

设计基本合理，完成任务：良好；设计缺陷/

无法完成任务：及格/不及格

AI 技

术 应

用 能

力

数 据

处 理

与 分

析

熟练运用 AI算法，得出准确结论：优秀；运

用算法，结论有误差：良好；无法熟练运用/

结论错误：及格/不及格

智 能

系 统

设 计

与 优

化

设计创新、实用，有效优化：优秀；设计基

本，优化有限：良好；无法设计/优化不佳：

及格/不及格

4 结语

AI 赋能智慧交通核心课程构建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

的过程，它在为智慧交通专业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的同

时，也需要教师、学校、企业在实践中协力探索和完善，充

分发挥“人工智能+教育”优势，为智慧交通专业学生带来

更优质的教育体验。虽然 AI 能够为教学带来很多便利，但

在专业教学中也要注意避免过度依赖 AI，将其作为学习辅助

工具，而不是教学或学习替代品，重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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