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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专题汇报，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1.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深度学习技术对纳米科技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5-2）



2. 以多学科交叉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可在团队中合作共事。（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9-1）

二、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课堂讲授

第一章 深度学习背景介绍（支撑课程目标 1）

1.1 人工智能简介

1.2 深度学习的历史趋势

1.3 深度学习的应用领域

要求学生：了解本课程的讲授对象和应用领域。

第二章 深度学习理论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1）

2.1 人工神经网络简介

2.1.1 实例：学习 XOR

2.1.2 基于梯度的学习

2.1.3 隐藏单元

2.1.4 架构设计

2.1.5 反向传播算法

2.2 深度学习的正则化

2.2.1 参数范数惩罚

2.2.2 数据集增强与噪声鲁棒性

2.2.3 提前终止



2.2.4 参数绑定和参数共享

2.2.5 稀疏表示

2.2.6 Dropout 方法

2.3 深度模型的优化

2.3.1 学习和优化的区别

2.3.2 神经网络优化中的挑战

2.3.3 基本算法

2.3.4 参数初始化策略

2.3.5 自适应学习率算法

2.3.6 二阶近似方法

2.3.7 优化策略和元算法

要求学生：掌握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及反向传播算法的核心思想，了解深度学习中

的正则化和模型优化方法。

第三章 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支撑课程目标 1）

3.1 卷积网络

3.1.1 卷积运算

3.1.2 池化

3.1.3 基本卷积函数的变体

3.1.4 结构化输出

3.1.5 数据类型

3.1.6 卷积网络的特性



3.2 循环网络

3.2.1 循环神经网络

3.2.2 长期依赖的挑战

3.2.3 回声状态网络

3.2.4 渗漏单元和其他时间尺度的策略

3.2.5 长短期记忆和其他门控循环单元

3.2.6 循环网络的特性

3.3 实践方法论

3.3.1 性能度量

3.3.2 默认的基准模型

3.3.3 决定是否收集更多数据

3.3.4 选择超参数

3.3.5 调试策略

要求学生：掌握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特性及应用场景，了解人工神经网

络中的性能度量和超参数选择的方法。

第四章 深度学习算法的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2）

4.1 深度学习的实现方式

4.1.1 快速的 CPU 实现

4.1.2 GPU 实现

4.1.3 大规模分布式实现

4.1.4 专用硬件实现



4.1.5 模型压缩与动态结构

4.2 计算机视觉应用

4.2.1 图像分类

4.2.2 目标检测

4.2.3 图像分割

4.3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

4.3.1 语音识别

4.3.2 语言模型

4.3.3 机器翻译

4.3.4 知识表示、推理和回答

4.4 强化学习应用

4.4.1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4.4.2 Q 学习

4.4.3 深度 Q 网络

4.4.4 学玩游戏

4.5 其他应用

4.4.1 图像生成

4.4.2 看图说话

4.4.3 蛋白质结构预测

要求学生：了解深度学习的几种硬件实现方式，了解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音处理、

强化学习等领域的应用。



第二部分 课堂演讲与讨论 （支撑课程目标 1，2）

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独立选题、分工明确，合作演讲与本课程相关的专题。

三、考核方式（请根据上面做好相应调整）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1.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深度学

习技术对纳米科技领域的复杂

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在实际生活、生产，或科研工

作中，对深度学习知识的熟练

运用。

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2. 以多学科交叉为出发点，培养

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

可在团队中合作共事。

自主选题、分工协作、语言表

达、PPT 制作、等能力。

专题汇报

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 = 平时作业（30%）+ 专题汇报（20%）+ 期末考试（50%）

平时作业（30%） 专题汇报（20%） 期末考试（50%）

课程目标 1 0.8 0.6 0.8

课程目标 2 0.2 0.4 0.2

课程目标（即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请根据上面做好相应调整）

课程目标（n）达成度 = (课程目标 n 对应的平时作业平均分* 30% + 课程目标 n 对应的专题汇

报平均分*20% + 课程目标n对应的期末考试平均分*50%) / (平时作业在课程目标n中的分配分

*30% + 专题汇报在课程目标 n 中的分配分*20% + 期末考试在课程目标 n 中的分配分*50%)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90-100

（优秀）

75-89

（良好）

60-74

（及格）

0-59

（不及格）

1. 培养学生

利用所学的深

度学习技术对

纳米科技领域

的复杂问题进

行 预 测 与 模

拟。

学生可以准确

利用所学的深

度学习技术对

纳米科技领域

的复杂问题进

行 预 测 与 模

拟。

学生可以较准

确利用所学的

深度学习技术

对纳米科技领

域的复杂问题

进行预测与模

拟。

学生基本可以

利用所学的深

度学习技术对

纳米科技领域

的复杂问题进

行 预 测 与 模

拟。

学生不能够利

用所学的深度

学习技术对纳

米科技领域的

复杂问题进行

预测与模拟。

2. 以多学科

交 叉 为 出 发

点，培养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并

可在团队中合

作共事。

针对遇到的深

度学习领域的

问题，学生具

有准确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可在团

队中合作中积

极认真地负责

和参与。

针对遇到的深

度学习领域的

问题，学生可

以较准确地分

析和解决问题

的，并可在团

队中合作中表

现较认真。

针对遇到的深

度学习领域的

问题，学生具

有基本的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并可在

团队中合作共

事。

针对遇到的深

度学习领域的

问题，学生不

具有基本的分

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不能

够从事团队合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