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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新内涵

互联网的普及、传感网的渗透、大
数据的涌现和群智社区的崛起

人工智能2.0的定义：基于重大变化的信息新环境，实现新目标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驱动力

新目标

新技术

新环境

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自主
智能、混合智能和群体智能等

智能城市、智能经济、智能制造、智
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驾驶

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7月20日

连接→智能



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Ø 机器智能：从封闭人工智能到开放人机智能

Ø 真实复杂开放环境下的稳健人工智能   

Ø 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拟人化人工智能

Ø 与人类社会共融的人机智能

Ø 机构、感知、认知仿生学：从局部到融合

Ø 感知周围环境和预测使用者意图的仿生肢体

Ø 基于脑机界面的仿生肢体控制

Ø 人机共融社会：人机社会的伦理、法律和协作

Ø 人与机器人互动中衍生的伦理道德和法规

Ø 人与机器人的可靠、安全、高效协作机制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毕  业  要  求

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研        究

使用现代工具

工程与社会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
个人和团队
沟        通
项目管理
终身学习

专业技术能力 非专业技术能力



新工科建设

2016-09-30：中国工程院小型座谈会

2017-02-18：“复旦共识”

2017-04-08：“天大行动”

2017-06-09：“北京指南”
让“考生”变学生

让教师成“导”师

让教材成为参考书

从“教”课到“学”课

从“听”课到“问”课

从“学”课到“研”课



新工科建设“成电方案”

价值塑造，启迪思想

唤起好奇，探究知识

激发潜能，个性发展



02



专业概况

n 控制科学与工程

n 自 动 化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过（2021）

博士后流动站

博士点学科

硕士点学科

本科专业

n 控制科学与工程——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前75名

n 交通运输——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第20名

n 电子信息

n 控制科学与工程——四川省重点学科

n 电子信息、交通运输



课程体系设置



课程体系设置
选修方向 核心引领课程 方向选修课程

人工智能（方向） 人工智能基础

模式识别

机器学习导论

计算机视觉导论

工业大数据

智能控制

过程控制（方向） 过程控制系统
过程控制仪表

现场总线技术

自动检测技术

运动控制（方向） 运动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与PLC原理及应用

机器人

数字图像处理



团队科研成果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低照度矿井下的目标跟踪 电力系统安全、组合间隙检测

非约束环境下的人脸识别研究消防安全通道障碍检测及人员在岗检测 航拍图像处理及应用



团队科研成果

车辆跟踪 多模态融合感知

认知地图 拟人化决策 语义分割

目标检测

智能网联汽车



团队科研成果
机器人与精密运动控制

外骨骼机器人

精密定位与控制 无人机智能巡线

可穿戴计算机系统 智能制造生产线和数字化工
厂

基于工业大数据的故障检测与诊断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控制系统信息

智能信息处理与控制



2015年全国残运会林寒传递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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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循序渐进，实践内容由浅入深、实践覆盖面由窄到宽

课程体系架构

项目式课程设计

+

贯穿式项目课程



教学内容

Ø 实践是工程的本质，实践是创新的基础

Ø 实践教育教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最有效方式

应用性：理论知识应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

综合性：综合应用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问题   

实践项目



Ø 课程项目化：以“项目”为作为课程设计和实施的中心，

课程的设计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

的同时实现课程目标。

项目选择
科研项目

创新创业项目

Ø 源于工程实践

Ø 多学科交叉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环节设计

自行组队
合理分工

学生沟通协调
能力的挑战

学生的文献资料检索、
知识的理解、系统设
计、总体把握方面

能力的挑战

系统设计、总体把控能力
的挑战

快速学习、沟通合作
能力的挑战

查阅文献
确定选题

方案设计
审核评估

阶段汇报
模块实现

系统集成
测试调试

团队合作、领导能力
的挑战

验收
答辩

语言组织能力、
演讲能力的挑战

提交项目

时间规划及
统筹能力的挑战



Ø 聚焦“产出”能力，多角度全方位评价

考核方式设计

过程评价 阶段审核 答辩验收 结题报告

根据每个学生在项
目进行过程中的具
体表现进行评价，
约占总成绩20%

根据各阶段成果完
成情况进行评价，
约占总成绩20%

根据PPT汇报和实物
演示效果进行评价，

约占总成绩30%

根据结题报告的撰
写质量进行评价，
约占总成绩30%



实际案例1：模式识别课程设计

大作业：   找小鱼，找啊找
已知：训练正样本集(目标小鱼)
要求：自行寻找设计并训练一个合适的分类器模型，用于测试图像中的目标检
测给出性能评价指标

考察知识点：
• 目标检测的模式识别系统整体的设计

与实现
• 数据预处理
• 特征提取和变换
• 分类器设计
• 性能评估
• 数据集的制作也让学生参与，充分调

动积极性



实际案例2：无人驾驶系统贯穿式课程设计

年级 项目主题 项目内容

大一学年
第一学期 无人驾驶

技术
了解无人驾驶的发展历程、关键技

术、应用领域

第二学期 无人车实
践

引导学生自己动手组装小型无人车，
并能实现简单的控制功能

大二学年 交通场景
理解

利用车载多传感数据实现交通标志
牌、车道线等的识别。

大三学年 运动决策
与控制

实现车道保持和换道的运动决策与
控制

大四学年
视觉引导
的自主泊
车系统

实现特定环境的自主泊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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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学生研讨环节
互相提问解答



成果展示

课
程
设
计
成
果



成果展示

项
目
式
课
程
作
品
展



成果展示

项
目
式
课
程
作
品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