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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新工科内涵简析—— 提出与发展

■ 2016年，CDIO 工程教育联盟成立，同年“新工科”的概念被提出；

★ 2017.2， “复旦共识” ；
★ 2017.4， “天大行动” ；
★ 2017.6， “北京指南” ；

■ 2018.3，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公布；

■ 随后，工科优势、综合性和地方高校组先后组建，新工科战略全面启动。

■ 2017年，教育部正式推出新工科计划：

■ 2000年，  工程教育理念创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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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新工科内涵简析—— 目标与要求

■  “要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卓越工程

技术人才，发展新兴工科专业、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前瞻布

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人才培养，提升国家硬实力”。

——陈宝生：教育部部长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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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新工科内涵简析—— 概念与内涵

■  新工科指的是Emerging Engineering，可以理解为科学、应用科

学、工程科学和工程实践的创新与进步、不同学科交叉与交融所

形成的新兴工程学科或领域、新范式和新工科教育等综合概念。

——顾佩华：《新工科与新范式：概念、框架和实施路径》 高等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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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新工科内涵简析—— 概念与内涵

■ “新”的含义：

     ◆“新兴”：指从其他非工科的学科门类孕育、延伸和拓展出来的面向未来

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的学科；

     ◆“新型”：指的是对传统的、现有的（旧）学科进行转型、改造和升级；

     ◆“新生”：指传统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林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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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新工科内涵简析—— 概念与内涵

■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

 ◆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

 ◆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

 ◆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

——教育部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课题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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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粤港机器人学院成立于2015年9月，由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香港科技大

学机器人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联合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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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与粤港机器人学院

创业
领军人才

• 优秀技术管理人才
• 敏锐需求观测能力
• 产品定义能力
• 企业管理及运营能力

• 技术、艺术与文化
• 吃苦、耐劳、大气、决断

• 创新型技术人才
• 精通多门专业知识
• 项目定义及管理
• 团队组建管理

• 团队合作
• 中英文协调沟通能力
• 国际视野
• 积极心态

• 扎实理论基础
• 1-2门专业领域系统设计能力
• 再学习能力

 2+2产教结合，校企融合

 多学科交叉、多专业融合
 探究型教学，以项目为引导

 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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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学缘结构：现行总体培养规划——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

例：广东工业大学粤港机器人学院组织架构和学缘结构示意图

一级学科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设计学等

通识教育
中心等

本部学院 机电工
程学院

自动化
学院 

信息工
程学院

计算机
学院

应用数
学学院  

艺术与设
计学院

粤港机器人学院 

专业组成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信息与计
算科学  

工业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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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例：广东工业大学粤港机器人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总体规划(2+2模式)

课程体系：现行总体培养规划——“2+2”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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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学缘结构：现行总体培养规划——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

例：东莞理工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组织架构和学缘结构示意图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

机器人学院（粤港机器人学院组成单位）

机械工程
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机器
人方向，30人/年，

遴选招生）

电子工程与
智能化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机器人方向，15
人/年，遴选招生）

自动化专业（机器
人方向，30人/年，

遴选招生）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机
器人方向，15人/年，

遴选招生）

电子工程与
智能化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
（90人/年，单独招

生）

智能制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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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例：东莞理工学院粤港机器人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总体规划(3+1模式)

课程体系：现行总体培养规划——“3+1”培养模式

课 程 类 别 学分 比例
思想政治课 16 8.44%

通识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 44 23.22%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4.22%

专业类
课程

学科基础课 48 25.33%
专业必修课 32 16.89%
专业选修课 6 3.17%

集中实践
教学环节

项目类课程 36.5 19.26%

实习 7 3.69%
毕业设计(论文) 8 4.22%

总学分 189.5

东莞理工学院粤港机器人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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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课程体系：全程“项目驱动式”学习+“创新创业”训练

通识|基础第一学年

机器人入门项目I+II 企业参观调研+市场调研

通识|基础|专业第二学年

机器人入门项目II 市场调研+夏令营

通识|专业第三学年

跨专业设计项目I+II 企业实习+高级暑期班

通识|专业第四学年

跨专业设计项目III 毕业设计+创业孵化

深造、创业、就业... 项
目
驱
动
与
产
品
开
发
结
合
实
践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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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课程体系：夯实数理基础课程
学年 数理课程 专业 学分 课内外时间（1：X） 总学习时间

第一年

高等数学（1） 全部专业 4 1:3 256

数学分析（1） 信息与计算科学 5 1:3 320

线性代数 全部专业 3 1:2 144

高等数学（2） 全部专业 4 1:3 256

数学分析（2） 信息与计算科学 3 1:3 192

大学物理 全部专业 3 1:2 144

大学物理实验 全部专业 3 0 48

第二年

高等代数（2） 信息与计算科学 3 1:3 19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全部专业 3 1:2 14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全部专业 3 1:2 144

常微分方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3 1:2 144

数学分析（3） 信息与计算科学 2 1:3 128

数值分析 信息与计算科学 4 1:3 256

第三年 实分析 全部专业 3 1:3 192

第四年 / / / / /

统计分析

1. 一般专业
• 共计8门课程
• 总学分：26
• 学分占比：

16.61%

2. 信息与计算科学
• 共计14门课程
• 总学分：46
• 学分占比：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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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课程体系：领域必修课程设置——少而精，多专业共享

机器人学院各专业的必修领域课程

专业 领域核心课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器人学，传动与控制，结构分析

自动化 机器人学，运动控制，计算机控制系统

信息工程 机器人学，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器人学，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机器人学，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工业设计 信息与交互设计，产品系统设计，设计方法学

场景
教学

多课
融合

理实
结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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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课程体系：领域选修课程设置——国际优秀课程引入

《Real Analysis》
香港科技大学数

学教授，48学时，
全英文授课

《Introduction 
to Aerial Robot》
香港科技大学教
授，32学时，全

英文授课

《Feedback 
Control》

香港科技大学教
授，32学时，全

英文授课

《Advanced 
Industrial 
Design》

香港理工大学教
授，32学时，全

英文授课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香港科技大学教
授，64学时，全

英文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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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学院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课程体系：领域选修课程设置——MOOC推荐

中国大学MOOC 学堂在线

国家精品课程网 MIT open courseware

edX

cours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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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项
目
驱
动
与
产
品
开
发
结
合
实
践
体
系

实践体系：实践创新体系设计与实施——项目式驱动
学年 学期 机械专业 电子专业 自控专业 计算机专业 应数专业 工设专业

第
一
年

一学期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二学期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I （1）（Robocon专题训练）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通识|基础

第
二
年

一学期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I （2）（Robocon当年竞赛）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二学期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I （3）（Robocon当年竞赛）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通识|基础|专业

第
三
年

一学期
跨专业项目设计I（选题）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二学期
跨专业项目设计II（迭代）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第
四
年

一学期 跨专业项目设计III（定型）/毕业设计I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二学期
毕业设计II/创业孵化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通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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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项目驱动式学习的特点和意义——
◆ 不同专业联合组组，进行跨专业的交叉融合；

粤港机器人学院跨专业项目组组架构示意图

应用数学

工业设计 计算机（软件
工程）

自动化

电子信息

机械工程

例：数控机床

       机器人

       智能汽车

       ......

电子产品？

机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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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 项目从调研->迭代->定型->产品层层提高；

◆ 发现问题->分析痛点和需求->解决问题；

◆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试错纠错，螺旋上升；

Design Thinking非线性七步法

项目驱动式学习的特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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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 团队合作，领袖能力，德才兼备，甘苦与共。

项目驱动式学习的特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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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学年 实践体系 内容

第
一
年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 完成一个具备特定要求功能的机器人（例：由分立元器件搭建的寻

迹小车）

项目课程 I＋（寒假） 进行功能要求的持续升级，如小车寻迹过程提升到MCU (MSP430) 

+ 电机驱动 + 传感器模式完成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I （1） RoboCon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一年主题训练及组队

市场调研与实践（暑假） 暑期去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参与暑期培训和市场实地调研

第
二
年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I （2） RoboCon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专题训练

企业参观调研（寒假） 去企业和市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 II （3） RoboCon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当年主题训练及组队

暑期课程及原型项目设计与开发（暑假） 参加暑期系列课程选修并完成原型产品初步设计与开发全过程

…… …….

项
目
驱
动
与
产
品
开
发
结
合
实
践
体
系

实践体系：实践创新体系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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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课程目标（第一学期开设）：
  1、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电气工程（包括电路、模拟电子技术及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控制）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原理；
  2、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机器人及其部件所需要的基本设计能力；
  3、当本课程结束时，学生应完成一个具备特定要求功能的机器人（例：由分立元器件搭建的寻迹小车）。

例1：机器人入门项目课程I（ELEC125: Introduction to Electro-Robot-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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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例2：机器人入门项目设计II (Engg395X: Engineering Project Design:RoboCon)

以竞赛（RoboCon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为引领，重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合作、竞争意识等能力。

机器人入门项目设计II(1) 3学分，第2学期，上一年RoboCon主题；

机器人入门项目设计II(2) 3学分，第3学期，当年RoboCon主题；

机器人入门项目设计II(3) 2学分，第4学期，当年RoboCon主题；

以竞赛为牵引，以兴趣为动力，学中做，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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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学年 实践体系 内容

…… …….

第
三
年

跨专业项目设计I（选题） 精心选题，结合实际市场需求和团队技术进行实物产品设计或系统开发

产品市场调研（寒假） 项目设计I或II产品定位与市场调研

跨专业项目设计II（迭代） 精心选题，结合实际市场需求和团队技术对项目I产品进行深入改进或重新选题，进

行实物产品设计或系统开发

毕业设计市场调研 初步进行毕业设计调研，完成市场调查与定位

第
四
年

跨专业项目设计III（定型）/毕业

设计I

精心选题，结合实际市场需求和团队技术对项目II产品进行定型或重新选题，结合毕

业设计选题进行实物产品设计或系统开发

毕业设计预备 完成毕业设计选题、开题和任务分析等工作

毕业设计（学生创业项目） 经历项目训练后提升及综合性很高的产品设计级设计

毕业设计产品/原型展示与反馈 进行产品展示与评估反馈，对有价值产品进行研发孵化培育

项
目
驱
动
与
产
品
开
发
结
合
实
践
体
系

实践体系：实践创新体系设计与实施（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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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主要合作团队 完成情况

1 手势控制 李森等 逸动科技 较好完成

2 智能音箱 刘伟民等 木卫科技 基本完成

3 智能窗帘 郑志洲等 木卫科技 基本完成

4 网球回收机器人（2） 黄伟杰等 逸动科技 较好完成

5 多功能一维倒立摆 唐嘉辉等 逸动科技 较好完成

6 无人驾驶物流车（2） 陈威等 工业设计，无人驾驶 较好完成

7 仿生动物陪伴机器人 赖玉芳等 康复机器人 基本完成

8 智能运动服 谭健楠等 推拿机器人 设计阶段

9 智能枕头 吴雨奔等 康复机器人 设计阶段

10 跟随搬运机器人 梁丽怡等 服务机器人 设计阶段

15级学生(多专业融合)第五学期项目设计I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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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学生第五学期在项目设计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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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15级学生(多专业融合)第六学期项目设计II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员 开题情况 结题评价
1 基于三维视觉的鞋底打磨 唐嘉辉 等 新开题，企业合作 良好
2 半自动钢筋捆扎机 郑志洲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良好
3 鞋底自动喷胶视觉系统 李涵  等 新开题，企业合作 良好
4 推拿机器人 张紫来  等 迭代，企业合作 中等
5 高楼外墙清洗粉刷机器人 谭健楠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良好
6 智能储物柜 黄奎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优秀
7 全自动网球回收机器人    周键朗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8 女性出行监护器 郑雨洲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中等
9 仙人掌指南（新型生活引领者）  蔡铨贤 等 迭代更新，自拟题目 良好
10 双臂协同作业机器人 李森 等 新开题，企业合作 优秀
11 智能助力手拉车 梁丽怡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12 全自动网球回收机器人 梁杰舜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13 智能机器人抱枕和智能宠物猫粪
便清理器（智能铲屎官） 赖玉芳 等 迭代更新，自拟题目 良好

14 无人驾驶物流车    马建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15 扫地机器人检测平台 刘伟民 等 新开题，企业合作 良好
? 浴室穿衣靠座 【黄彦玮 陈锦涛】 放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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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15级学生(多专业融合)第七学期项目设计III（毕业设计I）项目汇总表（团队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员 开题情况 结题评价
1 全自动网球回收机器人    黄伟杰 等 定型，获创业资助 优秀
2 全自动网/高尔夫球回收机器人 梁杰舜 等 定型，获创业资助 优秀
3 仙人掌指南（新型生活引领者）  蔡铨贤 等 定型，获创业资助 优秀
4 智能猫砂盆 赖玉芳 等 定型，自拟题目 良好
5 轮式倒立摆 赖嘉骏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良好

6 基于三维视觉的鞋底激光打粗系
统设计 陈嘉丰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7 基于三维视觉的鞋底涂胶系统 吴雨奔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8 基于三维点云技术的墙体平整度
方正度检测 李卓玮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中等

9 智能婴儿床 梁丽怡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中等
10 无人驾驶开发套件 陈威 等 定型，自拟题目 优秀
11 双臂机器人协同作业算法工具包 李森 等 迭代，自拟题目 良好
12 基于视觉引导的物流服务机器人 黄彦玮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良好

13 分布式移动机器人集群系统 杨益枘 等 新开题，自拟题目 良好

14 站立式钢筋绑扎装置的设计 章亦帆 等 迭代，自拟题目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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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15级学生创业团队及毕业设计I（项目设计III）安排——

创业团队式

毕业
设计

项目团队式

个人独立式

8组申请，3组获批，5组
在培育

11队，跨专业，跨年级，
子课题

考研或实习
的个人（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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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基地团队指导优势——40+

云鲸智能 天荧智能 胡桃科技

纳密智能 海柔科技 松灵机器人

松山智能

模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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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 团队指导组织——组对多组，组组互助

……

■ 指导原则——明确目的，把控标准，主动引导，浸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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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实践体系：国际交流

国际大学交流 参加国际会议（展会）

国际专家讲座
与国际学生共同进行项目研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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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实践体系：丰富的寒暑假活动

基
于
项
目
与
产
品
开
发
流
程
的
学
习

机器人学院

一学年
寒假 入门项目学习/企业参观

暑假 市场调研入门与实践

二学年
寒假 专题项目学习+竞赛训练

暑假 原型项目设计与开发+夏令营

三学年
寒假 冬令营+专业沙龙

暑假 毕业设计深入调研+高级暑期班

四学年

寒假 创业团队企业项目实习

暑假 毕业设计产品原型展示+创业孵化

粤港机器人学院（多专业）寒暑假培养体系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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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例：寒暑期课程设置1-大一项目训练-市场调查与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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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从兴趣到实战

例：寒暑期课程设置2-暑期选修课程（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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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三天课程

半天制作

60多同学

四人一组
不同专业

全部成功

◆ 《Model-based Design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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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 《Design Definition Tools & Constructing Design Solutions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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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院实践体系探索与实践

◆《Advanced Carpentry Workshop》

重现达芬奇木工机械_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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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校企联合办学，产学深度融合，构建良性“生态闭环”，形成”三赢“局面

校企联合
创建学院

• 基地：生态闭环

• 学校：新工科实践

• 学生：双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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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2+2”或“3+1”培养模式，夯实基础，突显核心，精简体系，注重实践

通识|基础
课程

（100学分）

专业|领
域课程

（38学分）

项目|实
训课程

（51.5学分）

国际优秀教师授课

精品MOOC推荐

国际知名大师讲座

优秀企业工程师指导

企业实地参观

常态式市场调研

企业浸入式合作

基地创业指导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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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项目式驱动贯穿整体培养体系，注重市场调研、项目管理、企业指导和国际合作

通识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领域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课内实验

入门
项目
II(1)

入门
项目
II(2)

入门
项目
II(3)跨专

业项
目I

跨专
业项
目II

跨专
业项
目III

毕业
设计

II

入门
项目I

入门提高+企业参观

市场调研入门与实践

专题项目学习+竞赛训练

原型项目设计与开发+夏令营冬令营+专业沙龙

毕业设计深入调研+高级暑期班

创业团队企业项目实习

毕业设计产品原型展示+创业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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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双创培养初见成效，学生素质全面提升，“双师型”优秀师资队伍逐渐形成

粤港机器人学院“黄埔一期”学生毕业统计
(共80人)

形式
读研 创业 就业 其他

国
内

国
外

基地
孵化

自行
创业

基
地

其
他 待定

人数 13 2 24 2 15 19 5

小计 15 26 34 5

占比 18.75% 32.5% 42.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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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双创培养初见成效，学生素质全面提升，“双师型”优秀师资队伍逐渐形成
姓名 学位 毕业院校 企业/职务 主讲课程

李泽湘 博士 美国伯克利大学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董事长，联合创始人 工业发展史

甘洁 博士 美国MIT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董事，联合创始人 投融资课程

高秉强 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董事，联合创始人 创业指导课程

张延亮 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 Matlab高级开发

王红 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群自动化高级工程师 机器人学

吕恕 硕士 - 固高科技研发副总经理 《传动与控制》+《电力
拖动与运动控制》

禹新路 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固高派动（深圳）总经理 同上

徐正高 硕士 - Mathworks中国区高级工程师 基于模型的项目设
计(树莓派)

石金博 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群自动化总经理 创业指导课程

万小康 本科 香港科技大学 逸动科技总经理 项目开发设计课程

董国华 博士 国防科技大学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项目指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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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问题思索——

机器人学科和专业体系架构的 ？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改革的 ？

产学研实践体系和平台融合的 ？

师资队伍发展与评价激励机制改革的 ？

新工科 改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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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与思考

■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静待花开，期木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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