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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一抢而空”，一个班54人35名上班族

高校纷纷设微专业，到底“香”在哪

前沿热门领域
“长”出微专业

今年10月，诺贝尔化学奖
颁给了 3位科学家，其中杰米
斯·哈萨比斯和约翰·詹珀的贡
献是，他们开发了一个可以预
测蛋白质复杂三维结构的人工
智能模型。

在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
士生袁泺添看来，这一颁奖结
果恰逢其时：“近年来，人工智
能快速发展，赶上了化学这一
传统学科的脚步，两个‘巨人’
步伐一致、互相成就。”

袁泺添本科在化学系就
读，目前正在从事化学与人工
智能交叉领域的课题，利用人
工智能程序辅助药物开发的
多个复杂环节。这与他在本科
阶段学习了“AI+X”微专业有
直接关系：“我学到了计算机
知识，加深了对算法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未来能做
什么样的课题有了更明晰的
想法。”

“微专业”是指高校围绕某
个学术领域或核心素养开设的
一组核心课程，具有“小而精、
跨学科、灵活”等特点，不授予
学位，但学生修完后可以获得
证书。学校在设置微专业时会
聚焦小切口或交叉学科，通常
会围绕前沿技术、新兴产业等
市场和社会的热门领域。就像
北林老师在采访中提到的，微
专业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就是

“能学到最时髦的真本事”。
所谓“真本事”，是着重培

养校内外学生的专业技能或核
心素养。因此，微专业设置与
校园以外的社会环境对接更加
流畅和紧密，也更强调实践性
和实用性。这其中显现出的职
业性，不但对有职业规划和就
业计划的学生们有积极帮助，
也与有相关工作需求的上班族
们明确清晰的目标相吻合。

袁泺添选修的“AI+X”微
专业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南京大学首倡，联合同济大
学、华为、百度等于2021年春夏

学期共同推出，向以上6所高校
的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放，由
高校和企业联合授课，学生在
两年时间完成学习后可以获得
由6所高校盖章的证书。

本科毕业后，袁泺添成为
该微专业人工智能通识导论授
课教师、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吴飞的博士生。

用吴飞的话来说，当时建
设“A I +X”微专业是“形势所
迫”。

2018年，首批35所高校获
批设置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以
后，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高校
里，人工智能都越来越热门。
吴飞经常接到非计算机学院老
师的电话，诉求都是同样的：
给自己所在的学院开设人工智
能课程。

“在本院教学任务已经很
重的情况下，我们想把华东地
区6所高水平高校联合起来，抱
团取暖，采取课程互建、学分互
认的方法协作开设人工智能微
专业。”吴飞说。

经过前期调研，“AI+X”微
专业设置了12个学分的7门课
程，包括人工智能通识导论、模
式识别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与
深度学习的应用实践等课程，其
中有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
目的是让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在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以后，更好
地赋能自己所在专业的学科变
革。“这是一组让学生能较为全
面地掌握人工智能本领的最小

‘全家桶’。”吴飞表示。

课程体系快速建设
开设形式也在调整

当时，“AI+X”微专业向每
所高校招收50名学生。让老师
们没想到的是：报名的学生远
远超出限额，最后不得不按照
学习成绩来筛选；而学生中来
自理、工、农、医科的占多数。

吴飞观察到，这些学生都
具有很强的学习目的和自主
性：“通过微专业学习，有的学
生喜欢上了人工智能，踏入了
这个领域；有的利用人工智能
去推动所在领域的进展。”

如今，3年过去了。浙江大
学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在快
速建设中，微专业的开设形式
也在调整。“我们的构思是先
有通识课，再有交叉课程，最
后推出微专业。”吴飞介绍，本
学期，浙江大学的人工智能课
成为一门通识必修课，这门课
分为ABC三类，理、工、农、医、
人文、社科、艺术等不同专业
背景的学生可以根据各自基
础和需要选课；同时，各个学
院也在打造人工智能交叉课
程。此外，浙大的人工智能微
专业也在设计之中，预计明年
春夏学期推出。

实际上，近年来，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碳中和等
前沿热门领域开设微专业成为
不少高校的一种趋势。例如，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于2021年推出
首批5G+、区块链微专业，目前
全部 3 1个微专业中，有“微电
子封装”等 7个集成电路方面
的微专业；北京林业大学今年
9月招生的微专业包括人工智
能及其应用、碳中和与智慧环
保；9月22日，上海理工大学首
个跨校微专业“可持续发展与
碳中和”正式开班，首期吸引
了来自上海东北片7所高校的
本科生参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
夏春明在谈及微专业建设初衷
时指出，在新兴技术不断发展、
传统企业加速转型的大背景
下，应用型高校与行业企业共
同建设微专业，以“专微融合”
的方式培养学生，能够精准对
接、快速响应行业企业对人才
的需求。

夏春明举例，几乎所有工
科类高校都有自动化专业，该
专业的课程体系相对稳定，但
行业对自动化人才的要求不断
更新：不仅需要人才掌握传统技
术，还涉及较多新兴技术，比如
无人仓储要用到的机器视觉、人
工智能、5G导航等，这是传统的
自动化专业无法讲深、讲透的。
学生修读微专业，能精准匹配
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学
生获得学校、行业企业分别颁
发的微专业证书，也相当于拿

到了就业的“敲门砖”。

微专业为何在
多所高校“遍地开花”

记者注意到，微专业不仅
集中于前沿热门领域，多所高
校都在成批次地建设微专业，
且各有特色。

例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的31个微专业受到学生的普遍
欢迎。“集成电路”微专业报名
人数最多，甚至很多是全日制
在校研究生；“人工智能”微专
业的生源非常广泛，除了电子
电气类外，还包括管理类、机械
类、化学化工类、交通运输类、
航空类，甚至外语类专业。夏春
明告诉记者，学校办微专业的
鲜明特色是校企合作，学生选
择微专业时，重点聚焦科技前
沿技术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紧密连接以及面向就业市场
的新兴学科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卢晓东的观察是：多所高校探
索开设的微专业已经遍布各个
领域，尤其是与新工科、新文
科、新医科、新农科结合得比较
紧密。

究其原因，卢晓东认为，与
主修、辅修专业不同，微专业开
设由高校主导，不需要经过上
级教育部门审批，所以具有高
度的灵活性。

在一些高校，微专业不仅
对校内学生开放，也面向社会
人员招生。以中国传媒大学为
例，该校开设了多门实践性强、
贴近行业最新需求的微专业，
如“AIGC与商业摄影”“短视频
与数字文化传播”“数字新闻与
社会创新”“传媒产业投融资”
等，并在每个新学年调整微专
业的名称和内容。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大
四学生牛裕茗选修过该校文化
产业管理学院开设的“数字艺
术管理”和“数字虚拟制片”两
个微专业。在数字时代制片管
理课上学习了制片的基础流程
后，她和小组成员将一本小说
改编成了一个不错的影视项目
书。

微专业成为
高校新专业“增长点”

学科交叉、专业融合是近
年来高校调整专业的一个方
向。微专业的设立由高校主导，
设置、管理、运行都比较灵活，
这使得微专业成为不少高校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的一块“试验
田”。不少高校在培育建设新的
本科专业之前，通过运行微专
业打磨骨干课程、锻炼教师团
队，并在此基础上设立新专业。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副院
长贺小飞说，微专业的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专业发展新的生长
点”，孵化出了新的专业方向。例
如，“计算传播”微专业孵化出了
传播学（计算传播方向），目前又
迭代为传播学（智能与计算传播
方向）。

目前已有50多门微专业的
山东大学，在微专业这块“试验
田”上不断地开花结果。比如，
在“医学数据学”微专业探索基
础上，山大于2021年增设了生
物医药数据科学本科专业；在

“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微专
业基础上，2022年增设了“国际
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专业。

在最前沿领域的区块链，
山大这门微专业的7门课中有4
门课是完全的“新课”。经过三
年多的探索，今年这4门课被纳
入新版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的培养方案中。

“微专业作为一个平台，有更
多的空间让教师、学生、校企合作
等教育元素和教育资源融入其
中，提升学校的教学资源。”山东
大学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办公室工
作人员任立英分析。

在她看来，从教育改革的
角度来说，微专业主要有3种面
向：“一是‘向宽’，在本科专业
覆盖不到的地方加强专业交叉
融合；二是‘向深’，在本研衔接
领域，在本科生、研究生的延伸
阶段进行扩充；三是应用性，学
生进修后用于就业。”

记者注意到，已有教育主管
部门出台了支持高校建设微专业
的文件。例如，今年7月，上海市教
委发布《上海高校微专业建设工
作指导意见》，支持高校优先建设
3类微专业，一是准确把握科技革
新和产业发展趋势，主动探索和
布局未来学科专业；二是针对现
有学科专业无法及时精准匹配社
会和产业需求的情况，调整和优
化专业与课程设置；三是围绕国
家紧缺急需人才培养，拓展和强
化专业与课程建设。

下一步，高校微专业还将怎
样建设？鉴于这块“试验田”的独
特性，山东大学本科生院教学研
究办公室工作人员任立英建议：
高校设置微专业要主动适应新技
术、新业态、新产业的需求。夏春
明则认为，随着微专业的不断建
设推广、教育主管部门“搭台”，各
高校可以在线上共享教育资源，
体现各自的教学特色和校企合作
的优势，不仅为本校学生，也为外
校学生、社会上的学员提供“菜单
式”的学习服务。

据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

华东师大家庭教育微专业首次课程现场。 图源：华东师大官网

据报道，日前，北京林业大
学开设的自然教育、人工智能、
碳中和与智慧环保3个微专业
迎来首批新生。其中，自然教育
微专业一个班54人，35名来自
校外的上班族。而且，本学期开
设的微专业课报名截止前名额
均被一抢而空。

追根溯源，山东大学在
2020年探索建设了面向全校招
生的第一批17个微专业。山大
抛出这块“砖”引来无数的

“玉”——— 4年多来，多所高校结
合自身特点开设的微专业已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什么微专
业在高校这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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