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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机器人为主线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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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了智能机器人系统、控制理论与工程概论、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机
器人技术专题研讨等课程，或教学内容即为机器人关键技术，或大量地使
用各种最新的机器人研究进展作为教学案例，或以移动机器人作为明确的
实验对象

 将机器人操作系统（Robot Operating System）引入自动化系统综合设
计

 将乐高机器人的编程实践并开展机器人竞赛作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的实践
环节

 将全向移动机器人的建模与运动控制作为控制系统仿真设计的大作业
 邀请国内外机器人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本校机器人技术专家每学期
均面向本科学员开设第二课堂等讲座

二、以机器人为主线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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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2012年开始应用机器人操作系统（Robot Operating System）开
展机器人技术研究

 2014年引入自动化系统综合设计课程，36学时
 目标跟踪
 行人跟随
 ………

二、以机器人为主线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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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平台模块化、功能多样化”思路，建设了控
制技术实验室的机器人设备群，支撑实践教学，为
学员夯实学科基础知识、提高动手能力提供了环境
保证。

三、机器人实践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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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 开设年度 人次
1 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 2014、2015、2016 205
2 自动化系统综合设计 2011、2012、2013、2014、2015 182
3 计算机辅助控制系统设计 2012、2013、2014、2015、2016 264
4 数字化装备接口课程设计 2014、2016 102
5 计算机接口与应用课程设计 2011、2012、2013、2014、2015 182
6 嵌入式控制系统原理与应用 2012、2013、2014、2015 178

合计 1113

序号 开设实验 序号 开设实验
1 电机闭环控制实验 8 物体跟踪实验
2 超声波测距实验 9 穿越迷宫实验
3 CAN通信实验 10 巡线实验
4 RS232通信实验 11 物体抓取实验
5 Zigbee通信实验 12 轨迹规划实验
6 色彩识别实验 13 机器人姿态控制实验
7 物体识别实验 14 机械臂控制实验

……



国防科技大学 16

按照“虚拟与实际结合、技术与战术结合”思路，建设了无人系
统实验室的机器人设备群，支撑学员系统深入地学习机器人技术
专业知识，为无人作战对抗式毕业设计提供一流环境。

三、机器人实践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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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科竞赛牵引、自主创新研制”思路，建设机器人技术创

新基地，为学员参加高水平机器人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

三、机器人实践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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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建设了以机器人技术为主线贯通基础课程和专业

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全过程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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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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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控制技术实验室“平台模块化、功能多样化”、

无人系统实验室“虚拟与实际结合、技术与战术结合”、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基地“学科竞赛牵引、自主创新研

制”等创新建设思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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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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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教员团队化育人、学员阶梯式成长”的创新能力

培养长效机制，教师指导团队学科背景交叉融合、专业

特长优势互补，学员团队“见习者-参与者-领导者”有

机结合，“基础实践—综合应用—竞赛创新”逐级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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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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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多学科/方向交叉融合、专业互补的创新实践指导团队

四、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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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学员阶梯成长计划，搭建“基础实践—综合训练—竞赛创新”
创新实践平台，学员在“见习者-参与者-领导者”的角色中成长。

四、经验总结



国防科技大学

阶段性成效

 学科竞赛成绩优异：合计52人次获国际级奖、407人次获
国家级奖、301人次获省级奖

 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12项
 本科学员获发明、实用新型专利1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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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器人为主线构建课堂教学与创新实践相融合的教学体系，创新人才培

养”，获得2017中国自动化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厚基重实强能，打造控制类精品教学资源，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获

得2016中国自动化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打造四位一体的竞赛实践平台，培养创新型机电控制类军事人才”获得军

队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国防科技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紧贴装备信息化发展，培养控制大类创新人才的实践与探索” 获得国防科

技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以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为牵引，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提高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获得军队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国防科技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全向移动机器人开放式综合实验平台”参加首届全国高校自动化专业青年

教师实验设备设计“创客大赛”，获得“运动控制系统”组银奖（金奖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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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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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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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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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
 移动机器人视觉感知：同步定位与建图（SLAM）、仿生视觉SLAM、

目标识别、环境建模与理解等
 多机器人协同控制：多机器人任务分配、编队控制等，注重提高存在

机器人失效、少通信/无通信情况下的多机器人系统鲁棒性
 机器人系统的鲁棒、柔性控制：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学控制、智能控

制、基于脑电/肌电信号的人机交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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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已经完成无人装备工程、无人系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

按照（强军）新工科的要求具体实施
 按照课程群划分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包括机电系统课程群、信息系统

课程群、控制系统课程群和智能系统课程群
 主要特点：以智能机器人/无人系统为主线，贯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每个课程群设置综合实践项目，最后还有一个专业综合设计项目。
 学员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的机械、电子、通信、控制、导航、智能等方

面知识，设计并实现一套典型的地面无人系统装备，完成复杂地形穿
越或者对抗竞赛等预定任务。学生通过该综合设计，实践典型无人系
统装备的“需求分析、资料查阅、方案设计、理论计算、工程实现、
试验调试”的全套设计实现流程，巩固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培养工程素养和协作精神，激发创新思维和科研兴趣，提升创新实践
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结合学院使命任务，以智能无人系统为主线，贯通本硕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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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请多多批评指正！
欢迎大家来访国防科技大学智能

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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