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技术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 

人工智能微专业 2024 年招生简章 

一、微专业简介 

未来技术学院以国家双一流学科为支撑，以未来领军人才培养和

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为核心，以未来智能无人系统为载体，通

过本硕博贯通、基于挑战性项目牵引的进阶式研究和学习体系，培养

具有全球视野、战略思维的未来智能无人系统领域领军人才。团队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人工智能代码重大基金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

计划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在科研竞赛中培养学生获第十八届挑战杯

“揭榜挂帅”赛道国家特等奖、空军“无人争锋”挑战赛异构无人集

群组冠军等奖项。 

人工智能微专业课程体系以现代人工智能核心基础理论与应用

实践为导向，课程内容主要包括：Python 智能程序设计、人工智能

导论、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控制、具身智能

等。本微专业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交叉创新实

践能力，根据学生不同专业背景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鼓励学生将人

工智能前沿技术引入自身所在学科领域，通过交叉创新解决领域科学

与工程问题。 

二、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交叉融合、科教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培养掌握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技术，具备前沿知识快速学习能力与扎实工程能

力，能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交叉领域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人工智能微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备如下能力： 

1. 拥有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具有坚持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

理想信念，具备优秀的科学、人文素养； 

2. 掌握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经典算法，了解人工智能领域前沿

热点技术与发展趋势； 

3. 具备应用人工智能方法、技术进行交叉领域课题研究、技术

研发与解决方案创新的能力； 

4. 能熟练阅读智能领域学术与技术资料，具有良好的专业文档

写作能力，能快速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 

5. 具备一定系统工程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四、修读年限、学分 

1. 修读年限：2 年，且不超出主修专业修读年限 

2. 学分：26 

五、成绩及证书或证明 

成绩单独管理，不计入评奖评优。修满规定学分、达到要求的，

颁发修读证书；未达授证标准的，颁发修读证明，经主修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同意，修读的课程可抵冲主修专业的任意选修课或专业选修

课，总计不超过 5 学分。 

六、课程设置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共

计 

教学环节 

讲 实 上 自 项 读 其



授 验 机 学 目 书 他 

40W25001 Python 智能编程 3 2  1     2  

40W25002 人工智能导论 3 3       2  

40W25003 机器学习 4 3  1     3  

40W25004 自然语言处理 4 3  1     3  

40W25005 计算机视觉 4 3  1     4  

40W25006 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 4 3  1     4  

40W25007 具身智能前沿 4 3  1     4  

七、先修课程及相关要求 

本专业要求修习学生具备一定数学基础与编程能力，并了解计算

机相关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计算机程序设计》等。部分课程需要学生对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有初步认识。此外，学生应具

备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具

有科技文献阅读基础与人工智能基本概念并修习过计算机算法类课

程的学生尤其适合修习本微专业。 

八、课程简介 
1. Python 智能编程(Python for Intelligent Programming) 
课程编号：40W25001 
学    分：3 
学    时：2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2 
课程简介： 

Python 语言是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编程语言之一，本课程旨在介绍 Python 开发环境及

常用工具、基本理论、数据分析以及智能算法开发。课程内容包括 Python 基础编程知识、

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算法基础及代码实现等。 
先导课程：数学基础课 
 
2. 人工智能导论(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课程编号：40W25002 
学    分：3 



学    时：30 教学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2 
课程简介： 

人工智能导论是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先导课程，本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对人工智能基本

概念、技术和应用的全面理解。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人工智能

模型及相关算法、人工智能的前沿进展等。 
先导课程：数学基础课 
 
3.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课程编号：40W25003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3 
课程简介：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课程旨在介绍机器学习的基础概念、

基本理论、经典算法和数据分析应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机器学习概论、机器学习经典算

法、模型评估与选择等。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算法、数学基础课 
 
4.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课程编号：40W25004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3 
课程简介： 

自然语言处理是一门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如何利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和交互的学

科。本课程旨在系统介绍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使学生掌握词法分析、句

法分析、语义分析、信息抽取与文本挖掘、对话系统与机器翻译等多个方面基本知识，同时

深入探讨深度学习等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最新应用。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算法、数学基础课 
 
5.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课程编号：40W25005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1 
开课学期：4 
课程简介： 

计算机视觉基础课程，作为跨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学生构建坚实的图像处

理、图形学及计算机视觉理论基础。课程系统阐述图像处理基本技巧、图形学核心原理以及

视觉分析的前沿算法，包括但不限于图像预处理技术、图像变换技术、三维图形的表示与渲

染、特征检测算法、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等。通过严谨的理论讲授与丰富的实践案例，本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为其在计算机视觉及相关领

域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学基础课、机器学习、Python 智能编程、人



工智能导论 
 
6. 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Data-driven Intelligent Control) 
课程编号：40W25006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2 
开课学期：4 
课程简介： 

数据驱动的控制理论与方法是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具身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

一，也最广泛使用的研究与开发工具之一。本课程旨在介绍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的基础概念、

基本理论、经典算法和应用场景，通过本课程考核的学生应具有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工具解

决控制领域的常见问题的能力，具体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移动机器人、类人机器人等智能体的

运动决策与控制。课程主要内容由以下内容组成：控制理论基础、动态规划、模仿学习和强

化学习等。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算法与数据结构、数学基础课、人工智能导论 
 
7. 具身智能前沿(Frontiers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课程编号：40W25007 
学    分：4 
学    时：30 教学课时，20 上机课时 
开课学年：2 
开课学期：4 
课程简介： 

具身智能是探索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新兴且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该课程专注于研究

智能体如何通过与其所处环境的物理交互来实现高级认知功能和行为表现。本课程旨在深入

介绍具身智能的基本概念、核心理论、最新技术进展以及实际应用案例。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具身智能概论、感知与行动一体化模型、具身认知与学习机制、环境交互与适应性行为，以

及具身智能在机器人、虚拟现实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前沿应用探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将能够全面了解具身智能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掌握具身智能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

并具备在该领域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先导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机器学习、数据结构、计算机算法、数学基础课 

九、教学团队 

序

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主要任教专业/从事

行业 
近三年曾授课程 

1 岳晓冬 
教授、

博导 

上海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研究院） 

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智能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算

法设计与分析》、

《智能数据分析》 

2 叶林奇 

副研究

员、硕

导 

上海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研究院） 

机器人工程、智能控

制、人形机器人 

《 人 工 智 能 导

论》、《机器人时

代》 



3 赵国翔 

副教

授、硕

导 

上海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研究院） 

机器人工程、智能控

制、人形机器人 
《连续时间线性

系统》 

4 张闻华 
讲师、

硕导 

上海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研究院） 

人工智能、计算机视

觉、图形学 
《计算机导论》、

《计算机图形学》 

5 刘晗笑 
讲师、

硕导 

上海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研究院） 

人工智能、智能控

制、集群智能 

《 人 工 智 能 导

论》、《现代控制

理论》、《智能系

统群体协同控制

理论》 

6 王超 
讲师、

硕导 

上海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研究院）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

处理、多模态大模型 
《自然语言处理

前沿技术》 

十、授课安排 

授课地点：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授课方式：线下 

授课时间：周一至周五 9-12 节 

十一、学费缴纳 

按学分收费，107 元/学分 

十二、招生对象、招生人数及报名要求 

1. 招生对象：具有上海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大二、大三年级

本科生。 

2. 招生人数：50 人 

3. 报名要求： 

（1）政治素质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学习成绩优良，未受到过试读警告； 



（3）一个学生同时只能修读一个微专业； 

（4）对人工智能专业具有浓厚兴趣，具备信息类专业基础知识。 

十三、招生时间安排及报名方式 

详见教务部网站通知 

十四、录取规则 

若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将按照下述规则择优录取： 

1. 平均绩点从高到低 

2. 平均绩点相同的情况下，依次比较程序设计(C 语言)、微积分

(3)等单科成绩（具体课程由招生学院界定），高者优先。 

十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未来技术学院（黄老师） 

电话：021-66132062，邮箱：huanglei0404@shu.edu.cn 

咨询地点：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 716 号未来技术学院 415 室 

十六、其他 

各项事宜均遵照《上海大学本科生微专业建设方案与管理办法

（试行）》（上大内〔2024〕84 号）文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