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智慧作业研究实践案例 

一、基本信息 

申报人 沈毓骏 工作单位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授课年级 中职 2年级 

二、实践案例 

案例题目 你能在泰坦尼克海难中生存吗？ - 回归神经网络的交互式体验 

学科名称 人工智能入门 应用的平台系统 Python + Jupyter 

案例简介 

（200字 

以内） 

本案例利用 Jupyter 工具搭建了一个泰坦尼克海难幸存者推理系统，根据所有乘客的

各项数据构建乘客的幸存概率模型。本案例作为人工智能入门课程中机器学习启蒙单元，

学生在 jupyter 平台上可以完全参与数据采集、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模型构建、模型

训练、模型推理等各个环节的互动，进行数据选择，参数修改等交互操作。从而使学生深

刻了解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并且通过该案例懂得尊重生命的基本道德要求。 

实践应用 

介绍 

包括但不限于案例的目的、内容、实施方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案例的目的： 

本案例通过让学生全程体验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搭建、训练、使用，使学生能够具体

的理解比较抽象的神经网络结构和机器学习过程，使学生更好的接受人工智能的启蒙普及，

为之后的学术发展或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案例的内容： 

本案例首先利用 Jupyter 平台设计了一个基于浏览器的一体化教学载体，在案例中采

用浏览器页面显示技术图文并茂的向学生展示了泰坦尼克号海难事故的背景、逻辑回归的

概念描述、乘客的可视化数据分析、幸存回归网络的构建、幸存回归网络的训练及自定义

乘客幸存推演。页面中内嵌实现代码（代码采用 Python 开发，机器学习采用 TensorFlow

实现）。 



 

 

 

图 1:事故背景介绍 

 

图 2：模型拟合问题描述 



 

 

 

图 3: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图 4：乘客幸存推演 

 



 

 

所设计的学生作业包括： 

1.分类模型过拟合和欠拟合的头脑风暴讨论以及汇报。 

2.乘客数据可视化分析中数据项筛选代码修改和数据项必要性的讨论 

3.幸存回归模型的训练参数修改以及参数对推理结果影响的分析。 

案例的实施方法： 

教学实施（4 课时）： 

1.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作为课程导入介绍泰坦尼克号海难事故的情况。 

2.教师和学生都以 Jupyter为载体代替传统的纸质教材和 PPT进行知识点讲解。 

3.讲解模型过拟合和欠拟合概念时以 jupyter 上学校考试为类比引导学生进行头脑风暴讨

论并由小组代表进行汇报发言。 

4.讲解乘客数据可视化分析时引导学生对数据项的必要性进行讨论，如：乘客船票的价位

是否影响其幸存率，乘客的性别是否影响其幸存率等。学生可直接在 jupyter 上修改代码

中数据项并重新运行和查看可视化分析结果。 

5.讲解模型训练部分的时候结合前章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对模型代码中优化器选择、训练

次数等参数进行修改，通过自动生成的模型训练曲线图对训练结果进行比较从而选择合适

的优化器和次数参数。 

 

6.模型训练完毕后指导学生以电影中角色 Jack 和 Rose 的数据进行幸存推理验证模型的有

效性。 



 

 

 

图 5：Jack的验证结果 

 

 

三、专家意见 

推荐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