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北京人工智能师资，北京人工智能师资招聘

大家好，关于北京人工智能师资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
关于北京人工智能师资招聘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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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硕士研究生好就业吗？

人工智能学院是由计算机学院改名过来的。专业还可以，就业不成问题。可以去互
联网公司，可以去当老师，都可以。

AI人工智能那个机构教的好？

人工智能，英文简称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
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三大尖端技术(基
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能)之一。

简单点说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实现原来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每天都在使用人工智能了，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

资讯类APP的推荐算法属于人工智能的范畴、人脸识别系统、手机自动修图软件都
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完美志愿”也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给大家提供精准志愿填报方案，
是不是特别好用、特别方便呢！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

目前的本科专业中尚未设置人工智能专业，到研究生阶段才有相应的研究方向。尽
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其学科关联性，选择一些与人工智能非常紧密的专业，
为以后转去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学习做准备。

人工智能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它与计算机科学、信息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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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有极强的关联性。

目前，人工智能在计算机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在机器人，经济政治决策，
控制系统，仿真系统等方面得到应用。

因此，在本科阶段可以选择与计算机、数学相关的专业，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通信工程、应用数学、统计数学等专业，以及近年来高校新设立的智能科
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

此外，也还可以考虑自动化、机械类专业，有些高校在此类专业基础上延伸至人工
智能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人工智能就业前景

现在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非常短缺，未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人工智能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三步走”发展战略，2020年，人工智
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2025
年，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
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哪些人适合报考

人工智能对数学基础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数学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不建议选择人工
智能。

另外，人工智能属于高精尖领域，对于从业者要求很高，所以本科毕业之后继续深
造是有必要的。

根据领英中国的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人才普遍特征是高学历，中国62.2%的人工智
能从业者拥有硕士以上学位，12.6%的人拥有博士以上学位。

                                    2 / 5



智行理财网
北京人工智能师资，北京人工智能师资招聘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集中在80后这一群体，占比超过56%；只有38.7%
的从业者拥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而其中3年的经验在人工智能领域仅仅属于入门
级别。

专业高校选择

2017年5月28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文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学院，成为我国人工智
能技术领域首个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新型学院。

其实，我国多所高校很早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了，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都可以作为第一选择，不过各校人工智能研究的方
向不同，要区分选择。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北京大学智能科学系在2003年提出成立的，智能科学系主
要从事机器感知、智能机器人、智能信息处理和机器学习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
。

目前开设该专业的高校已有三十多所，也可以选择，如北京邮电大学、中南大学、
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武汉工程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等等。

除了以上的选择之外，也可根据学科关联性，按照计算机类、数学类，甚至自动化
类、机械类的相关专业来选择学校，然后考研深造学习人工智能方向。

如果对你有帮助请关注点赞谢谢！

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怎么样，以后就业方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来回答一下。

首先，当前人工智能专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相对比较大，所以当前选择人工智能专业会有比较广
阔的就业前景。

在工业互联网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联合推动下，未来人工智能领域会汇集大量的行业
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工智能相关岗位的岗位附加值也会比较高，这一点在近几年研
究生的就业上，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随着当前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始纷纷
布局人工智能领域，未来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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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都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当前一部分高校陆续
在本科阶段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会在本科设立人工智能
专业。在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开始落地应用之后，人工智能领域不仅需要具有创新能
力的高端人才，同样需要大量具有行业应用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而且技能型人才的
需求量往往会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本科生甚至是专科生学习人工智能专业
，也都会有较好的就业前景。

人工智能是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涉及到哲学、数学、计算机、控制学、经济学、
神经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所以不仅知识量比较大，学习难度也相对比较高，因
此选择人工智能专业一定要做好充分地思想准备。

最后，虽然当前本科阶段就可以选择人工智能专业，但是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发展，
当前应该考虑读一下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我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目前也在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集中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我会陆续写一些关于互联网技术方面的文章，感兴趣的朋
友可以关注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如果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考研方面的问题，都可以
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

人工智能会不会最终完全取代教师？

关注飞鱼，关注教育，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由于现代科技发展十分迅速，各行各业都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论断已被事实证明，人们越来越惊喜于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但
是，也有不少人为科技的逐步强大而感到担忧甚至恐惧！

为什么感到担忧？因为科学技术已经夺取了许多人的工作岗位。

为什么感到恐惧？因为科技太过智能，人们担心有朝一日它对取代人类而“自立为
王”！

以前，这些问题是那些科学家们、伦理家们、政治家们应该讨论的问题。

现在，这种担忧已经辐射到教育领域，人们担心：人工智能会最终取代教师或“消
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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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却“不会变成现实”！人工智能无法完
全取代老师！

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从1958年美国开创计算机辅助教学先河起，互联网技术就被人们不断地应用到教
育教学领域。到现在，互联网教育信息技术发展已经开始由“1.0时代”向“2.0时
代”过渡。在“1.0时代”，教育信息技术只“互联网+计算机”等简单要素，而在
“2.0时代”，则包含了“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诸
多要素。这些要素已经成为当前大学最热门的专业，当人们抓住了一种的一个要素
，也就勉强算是抓住了这个科技的时代。

二、人工智能终将走进中小学

采用先进的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已经不再是科学前沿，而是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人们
眼前，走进了教材，走进了课堂。比如北京二中雾霾天“停课不停学”，通过“云
教育系统”进行在线上课；安徽省蚌埠二中的智能测评、精准教学、智能推送，更
好地为学生学习服务。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支撑下，数字化教学资源会成为学校教材的标配。

三、人工智能能够取代一切技术性的教学手段，但无法取代精神领域的教育和培养

人工智能确实足够先进，先进得让人惊诧，让人担忧。它可以从教材解析、知识归
纳、考点总结、学习检测、生涯规划、成绩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展示，但
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心理疏导、精神塑造、情感沟通等方面，人工智能
就显得不够智能，无所适从了。

技能和情感不再是准确地将人和机器、人和动物区别出来的手段，只有思想，才是
区别人和机器、动物的唯一标准。

机器，即便是有了感情，也不会有思想；即便是有了思想，也不会有超过人类思想
的思想！

关注飞鱼，关注教育，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关于北京人工智能师资和北京人工智能师资招聘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
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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