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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世界各国科技巨头持续加大以算力、算法、算据为核心的先进计算研发投入与前瞻布局，但国际竞争与

高新技术限制成为国内技术与人才发展的障碍，本文针对研究生培养国家战略需求，依托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以

国产“芯片—模块—基础软件”等核心产品研制为基础，深化计算机领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协同创新，全方位支撑

电子装备的自主可控，提高高等教育支撑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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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echnology giant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and forward-looking 

layout in advanced computing R&D centered on computing power, algorithms, and data.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high-tech restrictions have become obstac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talent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of 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deepens the reform of postgraduate 

cultivating mod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computer field rely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products such as domestic "chip-module-

basic software". It fully supports the Autonomous control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improves the ability and level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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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支撑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国家战

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了“复旦

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并发布了《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

《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
[1-2]

。新工

科是新经济背景下工程教育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也

是今后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新思维、新方式。与传统

的工科教育相对比，新工科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应用能

力、创新能力等，这也是解决一些复杂工程所需要具

备的重要素质
[3]
。在先进计算领域，人类社会的组织、

生产和生活方式正伴随着计算技术创新、融合、扩散、

升级，呈现深刻的变革趋势，计算对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升级跃升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各国科技巨头持

续加大以算力、算法、算据为核心的先进计算领域研

发投入与前瞻布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和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联合发布《先进计算产

业发展白皮书(2022 年)》
[4]
,提出到 2025 年中国先进

计算产业规模将超 3.5 万亿元。但国际竞争过程中，

先进计算产业由于高科技禁运和贸易保护主义面临严

峻形势
[5]
，因此构建自主先进计算新工科人才生态，对

推动国产基础软硬件技术发展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推动自主先进计算生态建设，本研究

依托武汉理工大学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建立的“智能

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同时与中国电子进行

合作，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国产“芯片—模块—基

础软件”等核心产品研制为基础，建立自主先进计算

生态的校企合作模式（见图 1），引领自主先进计算的

创新发展全方位支撑电子装备的自主可控，深化计算

机领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协同创新，从而应对中美

战略博弈局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2022110）,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项目编号：Hnjg2023-23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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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等教育支撑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 

 

图 1  自主先进计算生态建设校企合作模式 

2  自主先进计算新工科研究生培养问

题分析 

（1）培养主体单一 

传统课程教学只依赖学校作为主体来制定教学方

案，实验教学方法缺乏对创新意识和工程能力的培养，

与产业要求脱轨
[6]
，未能构建起产教研融合的人才培

养共同体，应对国家战略和经济新需求的协同培养方

法尚未形成。 

（2）自主先进计算课程体系不成熟 

当前计算机课程内容大多是以国外的 Intel、

Windows、Oracle 作为基础教学实践平台，课程内容未

融入国家自主可控计算根技术，容易受到国外技术制

约，缺少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平台，传统实践能力培

养的体系明显无法适应自主先进计算人才培养的要求
[7]
。 

（3）重理论、轻实践 

计算机研究生的培养重在实践，传统的实践教学

体系中，缺乏学科交叉知识的运用，不利于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不利于开拓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提高实践能力
[8-9]

。基于现行的教育模式，

研究生过分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从而忽略了理论在

实际工程以及生活中的应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现象普遍存在
[10-11]

，特别是工程硕士培养实践环节不

足。 

3  自主先进计算新工科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 

3．1 面向自主先进计算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 

在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方面，从基础和系统层“强

基固本”，推进国产化软硬件教学生态建设，结合武

汉理工大学获批建设的“教育部深度学习课程虚拟教

研室”，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构建跨时空、跨区域的交

流共享平台，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师教学与实践能

力（见图 2）。重构教学内容，将鲲鹏、昇腾、MindSpore

及华为云生态等计算根技术植入课程，突破时空限制，

深化核心课程与国产化系统、芯片与计算平台融合，

实行理论与实践适配，引导学生扎根行业企业，解决

传统教学“上不了天，落不了地”，无法适配产业需

求的问题。在综合和创新创业层“求实创新”，结合

学校建材建工、交通、汽车和数字传播特色，进行学

科交叉融合，开设材料、车联网、智能交通、数字出

版等领域 10余门科技创新课程，与领军企业、科研机

构和优秀校友组成一流教学团队，并聘请国际知名教

授共同开设国际化课程和学科前沿讲座。 

 

图 2  面向自主先进计算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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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计算机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产教研共同制定

培养方案，探讨培养目标及教学内容。结合华为“智

能基座”和学科交叉前沿技术改革教学内容，依托众

智计划研究项目和国产化平台实验实践，引导学生从

问题或任务出发，提出问题、制订计划、实验分析、

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等活动，包括国产平台下 k8s

云原生项目、数据库和知识图谱优化等项目。将科研

人员纳入教学团队，承担专业课程及创新实践指导，

依托科研项目实践培育创新创业大赛，将科研成果制

作成如智能汽车等实践实训案例，聚焦学科专业领域

的前沿知识，并构建边界清晰且有序衔接的课程群的

知识点，形成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动态性

的计算机系统，提升学生复杂工程实践能力和科技创

新能力。 

3．3  建设自主先进计算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培

养平台 

依托卓越华为 ICT 创新人才培养中心、“智能基

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中国电子 PKS 平台及国

家重点实验室，共建产教研资源共享的开放式平台，

支撑工程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见图 3）。开放式

平台汇集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项目案例，为师生提供

真实工程环境进行综合实训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强

化“专创融合”，构建“专业+创业”专创融合课程体

系，依托学校梦工场，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同时

为其他高校提供鲲鹏、昇腾和人工智能、openEuler、

OpenGauss、HarmonyOS 等国产软硬件系统和平台的师

资培训和示范推广，支持相关技术认证和企业资质培

训。

 

3．4  建立校企联合的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培

养模式 

武汉理工大学与华为等企业长期以来密切合作，

围绕企业需求开展众智计划等研究，共建实习基地，

协同开展人才培养，进行华为专班试点改革（见图 4）。

工程硕士研究生在研二阶段进入华为等企业进行为期

两年的实习，解决企业中遇到的图像处理、模式识别

等技术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开题和毕业设计。 

4  自主先进计算新工科研究生培养模

式建设成效 

研究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毕业生竞争力

及就业层次明显提高，教师能力提升，成果在社会推

广应用效果明显。 

（1） 教师长期坚持自主先进计算新工科人才培

养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改革，成绩突出。 

 

 

图 3  基于华为生态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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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立

项自主先进计算相关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9 项，省级及以上教研项目 10 项，发表教研论文 20

余篇，编写教材 20 余本。3 名教授获得昇腾 MVP、华

为火花奖、华为众智星光奖等奖项，7名专业教师获华

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栋梁之师称号。 

（2）培养了具有家国情怀的新工科创新人才，学

生创新氛围和学业挑战度显著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和

竞争能力全面增强。 

学院承担众智项目，鲲鹏众智项目 15个，昇腾众

智 129 个算子，21 个模型，28 个 onnx 推理模型，20

个图文案例，1 个套件等，累计投入 600 多人次，培

养近 150余名 MindSpore开发者，贡献 300条代码 PR，

产生 43 名 “未来之星”，40 多人次获得昇腾众智金

质量奖，昇腾星光奖，获奖人数全国前列。在首批

MindSpore 认证中，获评 1 名布道师，1 名资深开发

者，2 名高级优秀开发者。 

 

在华为专班企业实践中，62 人分别在光产品线、

消费者 BG、公共开发部参与华为班学习。多名学生获

得华为奖学金、光产品线“Optix Star”、“光耀之

星”等荣誉奖项。同时获得以下收获： 

·学到了先进严格的 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研发流程，养成了规范的研发习惯； 

· 提高研发标准，同优秀的同事共同进步； 

·在项目开发中逐渐掌握了计算机基础能力，学习

了多门语言，加深了代码理解； 

· 实习过程中能感受到公司对实习生的重视，公司

对实习生的培养花了不少心思，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

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前期在学校中掌握了一定的学术能力，后期在公

司的产业环境中掌握了一定的工程能力，了解了学校

和产业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为未来职业发展打基础。 

5  结束语 

武汉理工大学通过探索多主体协同的自主先进计

算新工科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将国产鲲鹏、飞腾、昇

腾芯片、麒麟、华为云等技术生态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计算机专业的实验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平台和质量

保障体系，进行实践教学综合改革与试点，为助力高

校新工科转型，培养创新型人才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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