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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周东岱 教授 实验室整体规划

2 魏来 教授 整体实验设计

3 李辉 副教授 实验室建设及机器人实验设计

4 刘志勇 副教授 大数据、软件工程实验设计

5 李明 工程师 实验室设备部署与管理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2.1.1 学科专业发展需要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及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新要求，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进一步明确学院的办学目标与特色，凝练学科方向，优化专业布局，创新运行体系，走

向融合发展之路。在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工程的学科结构基础上，坚

持“多学科融合发展，打造新兴交叉增长点”的建设思路，以国家教育信息化重大需求

为导向，针对“智慧学习的智能科学理论、方法关键技术与平台”的重大学术问题，构

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开发完整的重大学术链，打造“智能科学与技术”新兴交叉增长

点，带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技术学多科协同发

展。助力我校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由一流学科建设大学向一六建设大学

迈进的战略目标实现。学科发展定位为应用型，学科特色为“智能教育”，即智能科学

与技术及其教育领域的融合创新。

依据我院的目标、定位和特色，当前重点建设四个学科方向，智能信息理论与算法、

智能知识组织与服务、模式分析与智能教育平台、认知与人工智能+教师教育。未来待

建设学科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和脑认知。

四个重点建设学科方向重点解决的学术问题在于大数据环境下智能信息处理的基

础理论与算法、智能教育领域知识组织与智能服务创新的方法与技术，智能教育模型、

行为模式分析与智能教育平台构建关键技术，认知与人工智能支持教师教育的模式策

略。这些学术问题的解决为智慧学习提供了基础理论与算法、模型、方法与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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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学术问题需要具备基础支撑软硬件环境，主要包括高性能计算平台、智能

机器人、虚拟仿真平台。

2.1.2 专业培养方案的需要

学院有 6 个本科专业，分别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教

育技术学、图书馆及信息资源管理。根据学院新的专业发展方向要求，各专业形成了新

的专业培养方案。新的专业培养方案形成了“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

本着教学与科研一体化的建设原则，根据行业产业人才需求，围绕智能信息处理，

在培养方案中设计了大数据、深度学习、虚拟仿真、机器人等系列课程以及实验。

这些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实验需要相应的软硬件和网络环境。

2.1.3 社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缺少重大原创成果，

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据腾讯研究院《2017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调研表明，全

球 AI 领域市场每年需求在百万量级，而每年毕业 AI 领域的学生约 2 万人，远远不能满

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据工信部预测，我国对各类人工智能人才需求缺口超 500 万，供

需比接近 1:10，可以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储备存在很大缺口，人工智能领域人

才的培养落后于社会和产业需求，“量”和“质”都有待提升。因此急需培养人工智能

方面人才，以适应新形势下提高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能力、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和工匠精

神的需要。

2.1.4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围绕“智能科学与技术及其教育领域的融合创新”的学科特色，经过近几年的建设，

基本能够支撑教师科研和部分学生竞赛，在教学方面支撑度仍然不足，少数基础理论课

程能够完成课堂教学，但是课后实验尚无法开展。具体情况如下：

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方面，建设了基础网络、部分存储和部分计算节点。基本满足

本院科研需要，能够支撑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专业的课堂教学，但是开展学生的实验支撑

仍不足。

在机器人方面，高端设备数量仍然不足，部分满足教师科研和部分学生竞赛需要，

课堂教学和实验尚无法开展。

在虚拟仿真方面，基于前期购买的硬件环境，尚缺乏显示设备，在教学和科研方面

都无法支撑，仅在毕业实习时依靠企业提供的设备和软件开展部分学生的虚拟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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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根据现状分析，需要的硬件资源：1）机器人及开发平台，包括：Nao 机器人, 创客

与机器人教育套件。 2）数据采集及处理平台,包括外置便携高性能计算设备，工作站。

3）虚拟仿真平台,包括 3D-LED 立体系统（混合演示系统）。

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

的建设情况)

2.2.1 建设目标

根据学院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建设目标为：支撑“智能

科学与技术”新兴交叉增长点，为学院四个学科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构建基础支撑软硬件

环境，形成产-学-研-赛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平台。

2.2.2 仪器设备数

仪器设备共 18 台（件）

2.2.3 面向的专业

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实验室主要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教育技术专业、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让学

生能够在学院良好的实践环境中学习、进步。实验室也可为校内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智

能信息处理服务。

2.2.4 覆盖的实验室和实验项目

实施方案主要覆盖 4 个实验室 6 门课程，涉及实验项目 13 项，其中 9 项是新增实

验项目，4项是更新实验项目。

实验室 课程名称 实验项目 备注

智能机器人

实验室

机器人学导

论

认识机器人

运动规划实验

机器人视觉实验

语音交互实验

语音控制机器人完成取物任务

更新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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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和深

度学习实验

室

人工智能 模拟与自动推理技术的融合

类脑计算与意识控制

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个性化学习方案设计

人机交互的计算机视觉技术研发

基于人工智能的物体分拣机器人开发

更新

更新

新增

新增

新增

模式识别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课堂分析研究 新增

智能教育实

验室

教育技术综

合实践

基于开源硬件的创意设计与人工智能开发 新增

学习科学与

技术

学习的脑机制 更新

虚拟仿真实

验室

虚拟仿真 辐射场三维可视化及软件箱制作 新增

2.2.5 学生受益人数和实验课人时数

实验室覆盖了 6 个专业 6 门课程，受益人数 661 人，实验人时数为 19480 人时。具

体如下：

智能机器人实验室：一次实验容纳 30 人，250 人*40 小时=6000 人时

大数据和深度学习实验室：一次实验容纳 100 人，400 人*16 小时=6400 人时

智能教育实验室：一次实验容纳 20 人，380 人*6 小时=2280 人时

虚拟仿真实验室：一次实验容纳 10 人，600 人*8 小时=4800 人时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可分为：1、机器人及开发平台； 2、大数据采集及处理平台；3、

虚拟仿真平台。

1.机器人及开发平台相关

覆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 4 个专业，对应

课程为《机器人学导论》。具体包括：

（1）教学方式变革，培养学生创新设计意识

（2）组建机器人创客空间

（3）以竞赛促创新、促科研、促学习、促实训

设备包括：Nao 机器人 v6, 创客与机器人教育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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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数据采集及处理平台

覆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6 个专业。在满足本院科研（大数据和深度学习）需要的基础上，能够部分支撑

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堂教学与课后实验。

涉及课程主要包括：大数据处理及教育应用，Python 基础，机器学习基础实践及基

础的嵌入式实验，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个性化学习方案设计，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课堂

分析研究 HADOOP 环境搭建，Linux 基本操作，HIVE 实践操作，HBASE 实践操作，SQOOP

实践操作，Mahout 数据挖掘等。

设备包括：外置便携高性能计算设备，工作站。

3.虚拟仿真平台相关

覆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6 个专业。可以为本院或者本校学生提供教学、科研、竞赛等综合服务。

涉及课程主要包括：数学建模与模拟实验、计算机图形学、 计算机图像处理、计

算机虚拟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模式识别、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计算可视

化、目录学、文献学、信息用户与服务、信息服务实践、信息组织项目实践等课程。

申报的设备包括： 3D-LED 立体系统（混合演示系统）。

总体预算为 58 万元。

按照季度实施内容和时间如下表：

季度 实施项目内容 完成时间

第二季度 设备及相关产品询价，制定招标方案

并完成公开招标。

2021.5.30

第三季度 设备安装、测试、试运行。 2021.9.20

第四季度 建设成并投入使用。 2021.12.30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

价

现购

置数
现单价

合计金额

(含自筹)

修购基金支

出金额

(不含自筹)

学院自

筹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散)

1

3D-LED 立体系

统（混合

演示系统）

1.产品显示像素间距：

2.5mm
2.产品显示换帧频率：

120Hz
3.产品显示刷新频率：

3840Hz
4.产品整体显示面积：

11.52㎡
5.3D立体眼镜数量：10副
6.3D立体眼镜类型：主动

式立体

7.工作电压：200 V-240 V

1 1

集中

服务器：CPU 5218*2 颗内

存 32G DDR4 3200*8 硬

盘 1.92TSSD*2 raid 卡

H730P 2G 显 卡 RTX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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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电源 1100W*2 块

●支持分辨率为 7680×2160
的视频图像流畅播放

●支持硬件解码，超强渲染

能力，播放性能卓越

●不限通道，自动拼接融合

●支持几何变形功能，呈现

出创意显示的效果

●支持多联机，实现多台设

备级联带载超大屏

● 预案式预编辑播控，可

在不影响输出的情况下编

辑预案

●仿真式屏幕布局管理，显

示口拆分、异形显示、任

意布局所见即所得

●特效叠加重塑素材，多种

特效可任意组合

●不限视频图层播放控制

●主备模式预案联动

●支持多视频音频单独输

出（选配）

●支持工程编辑自动备份，

防止现场意外导致工程重

新编辑

1



9

●支持 DVI、SDI各两路信

号采集与管理

●支持 NDI网络屏幕采集

●支持 PPT特效播放控制

●功能窗口模块任意布局，

可保存多种布局

●云控系统无线控制，不局

限于操控室控制

●素材树形结构、预案分组

跳转、时间裁剪、快捷键

等便捷功能

●画面克隆，素材播放完全

同步

●控制命令支持 UDP 协议

下的远程指令控制

●人性化面板设计，实时监

测运行状态

●支持与拼接器、控台联动

控制，实现场景切换

2 Nao机器人 V6 第六代机器人 1 2 集中

3
创客与机器人

教育套件

机器人教育类：

1. 人形比赛机器人套装

（非模块化+模块化）。

具体参数：

10 3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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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比赛机器人参数如

下：主机板可扩增自由度；

具有 32G 以上空间的动作

程序存储器；编程软件基

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内

嵌式 3D动画仿真设计；可

连接国际标准航模遥控

器、无线手柄和加装 wifi
模块。支持开发者进行二

次开发和传感器拓展。

非模块化人形机器人参数

如下：包含主控、超声波

传感器、陀螺仪、摄像头

等，参数不低于珠穆朗玛 4
号。

创客教育类：

1. 乐 高 科 创 套 装

45678+45680（包含主控、

伺服电机、超声波传感器、

颜色传感器、大颗粒积木

等）。

10 9

4
外置便携高性

能计算设备

技嘉 RTX3090 GAMING

OC 魔 鹰 电 脑 显 卡

RTX3080 VISION 10G 雪

4 1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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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 雕盒 3090 显卡坞

5 工作站
I9-9900k/RTX2080-8G/32G

DDR4/512GB+2TB
3 1 分散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20 年 7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