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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基本信息 

（一）教材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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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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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简介 
 

近年来，在神经网络、大模型的引领下，机器学习技术迈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已经成为推动芯片研发、无人驾驶、智能制造、医疗诊断、

药物研发等应用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机器学习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型专业的基础。由于机器学习涵盖领域众多，

技术原理难点多、算法复杂，适用学校用于机器学习最新全技术、全流

程与实践融合的教材缺少，尤使能帮助学生全面了解机器学习原理、最

新前沿技术、易于动手实践的入门教材更为缺失空白。 

针对此问题，本教材通过案例实践全面深入详解了机器学习原理的

基础知识、特征选择与降维技巧、典型学习算法、深度神经网络、集成

迁移学习、强化学习、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AI云平台等技术，并引

入了大模型、端到端学习等案例实践。全书共九章，共分四部分：分别

为机器学习基础，机器学习核心技术部分；机器学习应用部分；机器学

习云端应用。 

本教材作为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等专业的专业课。通过

真实项目案例，建构贯穿机器学习基础及核心技术、应用知识体系，涵

盖了机器学习应用的全流程操作，具有从理论→实践→应用的操作性，

教材具有完整的视频案例讲解、源代码、软件包、课件等资源。  

教材编写团队由职教名师（同时为国家级精品课负责人）+行业企

业一流技术专家+一流院所（中科院）研究专家组成，全为高级职称。

团队成员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行业领域新技术研（发）、教

（学）、实（践）、应（用）的高水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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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特色与创新 

该教材解决了当前由于机器学习涵盖领域众多，技术原理难点

多、算法复杂，适用高职院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等专业的专

业课用于学生学习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新技术、全流程操作与实践

融合的教材短缺的问题。 

本教材应用“项目驱动(Project-Driven)”的教学组织模式，在

Project-Drive Training（“做中学”）的基础上，通过项目实践，

使读者清晰了解技术应用的目标（为什么学），对技术原理更好地融

会贯通（学什么，怎么学），也可以更好地检验学习效果（学得怎

样）。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已在本校及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

高校采用。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项目模块化多元融合创新 

将“思政育人的职业观、实践培育的设计观、产教融合的开发观”

三观与思政育人、实践培育、爱国情怀及7个精神（爱国精神、工匠精

神、责任精神、协作精神、求实精神、合作精神、探索精神）融入项

目，设计活动任务中，采用项目任务和情景案例，显著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育人成效。 

2. 产教融合协同设计 

构建数字化立体新形态。编写者高级职称100%，来自产、教、研

三主体协同开发评价。结合真实场景，结合典型案例，按照从问题—

理论—实践—应用的全流程操作，从初级技术—核心技术——高级拓

展的全过程，开发了62个单项技能和8套综合技能的真实项目案例贯



5 
 

穿整个内容体系，帮助学习者的掌握相关技能。 

3. 全景教学资源配套融入 

丰富的配套教学资源，支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支持学生随时

随地学习，突破了纸质教材的物理限制，有较好的教学和实践应用效

果。 

4．项目贯穿职业能力培养 

项目为主线，提升职业能力培养全过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内容编排上设计了从浅入深、由易到难的知识学习路径，符合人才培

养、学习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在实践上，通过总-分-总的编排设计，

以综合项目案例为牵引，分解各个技能点的训练要点，再通过案例集

成，贯穿所有技能点的衔接实践点学习，编排符合职业技能训练规律、

结构严谨、层次清晰、体系完整，充分体现了以职业岗位、职业能力

培养为导向的教学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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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指导行业专家团队 

 

（一）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AI实验室主任——王斌 

 

 

王斌，小米公司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AI实验室主任，自然语言处

理NLP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前瞻研究实验室信息检索课题组组长、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多项国家973子课题、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基金、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持续发展计划等课题。在包括国际

重要会议SIGIR、CIKM、EMNLP等在内的会议和刊物上发表及合作发表

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得软件注册3项，专利6项。 领导开发的多个系

统在相关部门实际使用。独译《信息检索导论》、《大数据：互联网

大规模数据挖掘与分布式处理》两本斯坦佛大学教材，合译《机器学

习实战》。自2006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讲授《现代信息检索》课

程。担任ACL、CIKM、COLING、AIRS多个国际国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及

组织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文信息学会理事、中文信息学会信息检索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中文信息学报》编委、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

/Yosef委员及中国计算机学会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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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为云公司技术总监——童得力 
 

 

 

童得力，华为云开发者创新中心总监，华为16年工作经历，其中10年手

机系统软件研发经验，6年开发者生态运营管理经验，致力于产教融合、企

业创新、开发者生态建设与发展。担任过国赛互联网+大赛、挑战杯大赛等

评委，兼任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业导师、海南大学硕士生导师、全国鸿蒙

端云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秘书长等职务。在华为工作期间发表了三篇发

明型专利，《一种模拟硬按键的操作方法及触摸屏终端》、《生成无线固件

升级包的方法和装置》、《一种实现同声翻译的方法、装置和移动终端》。

参与编写和出版了多本书籍，《华为HMS生态与应用开发实战》、《华为1+X

移动应用开发（初级）（中级）（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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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配套数字资源 
 

（一）在线开放资源 
 

网址： 

https://www.cmpjjj.com/details?courseId=&productId=26192&productType=10&code=7409

549620365312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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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应用院校、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审读意见 

（一）教材应用院校试用情况 

 

1、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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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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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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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协会和产教融合共同体审读意见 

1、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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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会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审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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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企业审读意见 

1、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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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科荣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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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中软国际教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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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企业专家审读意见 
 

1、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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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为云公司技术总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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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主编获奖情况 
 

（一） 主持国家级、市级教研课题项目 

5.1 毋建军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社区舆情疏导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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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毋建军 2023 年职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程负责人《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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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毋建军 2022 年教育部虚拟仿真项目：仿真技术的计算机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实训教

学模式与效果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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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毋建军 2023 年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就业实习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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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毋建军 2020 年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5G 移动智能互联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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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毋建军 2022 年北京市教学资源库 计算机智能应用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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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毋建军 2022 年北京市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移动应用开发技术（高职专科、高

职本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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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获得国家级、省级教研类奖励 

5.8  2024 年-毋建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被评定为“优秀”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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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3 年-毋建军获北京市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5.9 2021 年-毋建军获北京市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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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2023-毋建军获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赛项，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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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2023-毋建军获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司法技术赛项，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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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毋建军 2020 年度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选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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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毋建军 2022 年北京市职教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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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编简介 
 

 

毋建军，工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为北京政法职业

学院信息媒体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市职教名师，北京市职业院

校专业带头人，教育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赛项专家组成员，职业教育

国家学分银行专家，2023年国家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负责人（移动

应用开发技术），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优秀”等

级），2022年教育部虚拟仿真课题负责人、协同育人项目负责人，北

京市司法鉴定业协会声像资源专委会专委，北京市专业教学资源库

《计算机智能应用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负责人， 2023年和2021年北

京市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2023年获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裁判。入选北京市政法委

“十百千工程人才计划”。四次获校级教学质量一等奖。 

主持多项科研、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主要从事移动应用开发、

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在国际会议及期刊上发表

30多篇中英论文，获得3项发明授权专利和5个软件著作权。 

主编教材：《Android应用开发案例教程》、《Android应用开发

案例教程》（第2版）、《Android高级开发技术案例教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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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原理及应用》、《Python数据分析、挖掘与可视化》、《网页制

作案例教程》、《Java Web核心技术》、《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

《机器学习原理及应用》等多部教材。其中《Android应用开发案例教

程》已经被全国100多所本科、高职院校使用。《Python数据分析、挖

掘与可视化》已经被全国30多所本科、高职院校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