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江苏省

专业名称： 人工智能

专业代码： 080717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学位授予门类： 工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4-08-19

专业负责人： 解相朋

联系电话： 15895987876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学校代码 13989

学校主管部门 江苏省 学校网址 http://www.nytdc.edu.
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江苏扬州邗江区润扬南
路33号

邮政编码 225127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o公办 þ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o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o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o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无

建校时间 1999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99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尚未通过本科教学评估 通过时间 —

专任教师总数 674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320

现有本科专业数 2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273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2891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5.04%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南京邮电大学于1999年创办的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2012年根据江苏
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全省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方案，南京邮电大
学与扬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在扬州共建新校区﹐主要为信息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学院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设
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专业。深化新工科、新文科建设，对现有专
业升级改造，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在经过充分调研、严格论证的基
础上做出专业调整。
2021年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023年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
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2024年新增信息安全专业。
2022年停招市场营销专业，2023年停招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2024年
停招电子商务专业、网络工程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80717T 专业名称 人工智能

学位授予门类 工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电子信息类 专业类代码 0807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申报专业类型 新建专业 原始专业名称 —

所在院系名称 电气工程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自动化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注
：可授理学或工学学士

学位）
开设年份 2006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算法、无人系统、智能电网等相关领域的分析、设

计、研发及管理

人才需求情况

本专业是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立足自身人才培养定位和办学特色，面向
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各行业领域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领域对人工智能方向人才的巨大需求，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工智能专业高质量人才，坚持“厚基础、强实践、重应用
”的原则，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具有电子、信息和通信特色的人
工智能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根据学院相近专业近五年毕业生的就业情
况和趋势，本专业学生就业形式将包括单位就业、升学、出国（境）等
，其中主要就业领域是智能信息处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其相关领
域，用人单位主要包括：
（1）中国移动
（2）中国电信
（3）中国联通
（4）中国邮政
（5）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7）亚信安全、博智安全、易安联、森根科技等扬州软件谷相关安全企
业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等企业已经选择并实施了人工智能优先的
发展战略。目前三家公司均建立了专门的人工智能研究院或实验室，进行
人工智能系统建设、应用和运营，与本专业相关的岗位包括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每年人才需求量较大。
亚信安全、博智安全、华为、中兴等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在其的业务领域
内的应用，是当前人工智能应用基础平台研发的中坚力量，每年需要大量
的人才补充，涉及的岗位包括数据工程师岗位（数据采集、数据整理）、
算法工程师岗位（算法设计、算法实现）和软件工程师岗位（应用落地
）等。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7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60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
中国联通等企业 20

华为、中兴等信息与通
信技术企业 12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金鑫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
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亚信安全、博智安全、
易安联、森根科技等扬
州软件谷相关安全企业

20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附件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方案 

 

 

 

 

 

 

 

 

 

 

 



 

“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方案 

 

所属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标准学制： 四年 

学科门类： 工学 专业代码： 080717T 

专业门类： 电子信息类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适用年级： 2025 级 专业负责人： 解相朋 

 

一、培养目标 

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质过硬，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具

有健全人格、良好人文素养和品德修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自然

科学基础、人工智能技术基础，熟练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沟通与

团队合作能力，较好的创业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视野，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

相关领域从事机器感知与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智能系统与应用等方面从事设计、

开发、测试、维护、项目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预期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能达到的目标如下： 

（1）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过硬的政治素质，具备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人

文、自然科学素养与品德修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优良的职业道德； 

（2）能熟练将专业知识运用于解决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具

有较强的问题分析、技术方案设计、实施能力； 

（3）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成为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人工智能装备的运行与维护、生产、制造等相关领域的技术骨干；  

（4）能够通过继续深造或其它学习途径来更新知识，具有较好的不断学习

适应社会发展和行业竞争的能力； 

（5）具有在团队中分工协作、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

交流合作能力，能胜任技术负责、经营与管理等工作。 

二、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人工

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

达、分析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机器感知与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智能系



 

统与应用等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人工智

能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方案实施：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实施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包括在实施

过程中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

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人工智能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

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

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等。并具备一定的

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

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三、主干学科与交叉学科 

主干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交叉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四、核心课程 

人工智能导论、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数据结构、模拟电子线路、数

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自动控制原理、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Python
程序设计与实践、现代控制理论、嵌入式系统及应用、深度学习、智能机器人课

程设计、智能系统课程设计。 

五、方向及特色 

结合本专业自身特点和学校在信息学科的优势，注重数学、计算机、工程等



 

多学科交叉融合，以人工智能理论基础与先进技术为核心，注重人工智能基础知

识和智能机器人、智能电网等实际智能系统的开发设计能力的培养，以适应当今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六、毕业学分及比例要求   

 

                   学分及比例 

    课程模块 
学分 

其中 

实验实践学分 

其中 

选修学分 

通识教育类 

公共基础课程 38 4.5 13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29.5 3 0 

综合素质课程 4 0 4 

小计及百分比 71.5/46.1% 7.5/4.8% 17/11% 

专业教育类 

专业基础课程 45 8.5 0 

专业限选课程 9 2.25 9 

小计及百分比 54/34.8% 10.75/6.9% 9/5.8% 

实践教育类 29.5 29.5 0 

总学分/比例 155/100% 47.75/30.8% 26/16.8% 



 

大学英语
A(II-V)/B(I-IV)/

C(I-IV)

大学英语
A(II-V)/B(I-IV)/ 

C(I-IV)

大学英语
A(II-V)/ B(I-IV)/ 

C(I-IV)

思想道德

与法治

图
例
说
明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上学期 下学期 上学期 下学期 上学期 下学期 上学期 下学期

军事理论 

军训

体育I

大学生

心理健康

大学英语
A(II-V)/ B(I-IV)/ 

C(I-IV)

高等数学

A1(上)

线性代数与解

析几何

高级语言

程序设计

人工智能导论

中国近代史

纲要

体育II

高等数学

A1(下)

大学物理A(上)

物理实验A(上)

电路

综合素质课程

电装实习

体育III

大学物理A(下)

物理实验A(下)

数字电路

与逻辑设计B

综合素质课程

电工电子基础

实验I

信号与系统 B 

认识实习

体育IV

模拟电子线路 
B

综合素质课程

电工电子基础

实II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电机学

综合素质课程

电子电路

课程设计

微型计算机原

理与接口技术

智能机器人课

程设计

生产实习

毕    

业     

设    

计

七、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

通识教育类 专业限选课专业基础课 实践课

嵌入式系统

及应用

程序设计

(上机)

自动控制

原理

数字图像处理

模式识别与机

器学习

机器人学基础

计算机控制

技术

智能系统课程

设计

机器视觉

制图基础及计

算机绘图

形势与政策

（Ⅰ ）

形势与政策

（Ⅱ ）

形势与政策

（Ⅲ ）

形势与政策

（Ⅳ ）

思想道德与

法治实践

形式与政策实

践（上）

形式与政策实

践（下）

形式与政策实

践（下）

形式与政策实

践（上）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职业生涯与发

展规划

现代管理科学

基础

文献检索与

论文写作

大数据与云计

算

智能信息处理
数学实验

就业与创业指

导

劳动教育

金工实习

“四史”教育

创新与创业

管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劳动教育实践

现代控制理论

深度学习

Python程序设

计与实践
数据结构

智能语音应用

开发

自然语言处理

与应用



 

 

八、专业教学进程计划 

1. 人工智能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2. 人工智能专业实践教育教学环节安排表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人工智能导论 16 1 高浩 1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48 3 朱博 3

数据结构 48 3 刘烨 4

模拟电子线路 48 3 赵勃 4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48 3 王晓玲 5

自动控制原理 64 4 樊春霞，周颖 5

数字图像处理 48 3 高广谓，宋杰 5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48 3 朱松豪，尹海涛 5

Python程序设计与实践 48 3 聂建辉 5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56 4 张腾飞 5

现代控制理论 40 3 胡松林，石敏 6

深度学习 48 3 于洋 6

智能机器人课程设计 32 2 梁志伟，周映江 7

智能系统课程设计 32 2 吴飞，胡长晖 7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张腾飞 男 1980-04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教授 上海海事
大学

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

动
博士 智能电网 专职

徐丰羽 男 1979-10 机器人学基础 教授 东南大学 机械电子
工程 博士 机器人技

术 专职

樊春霞 女 1972-04 自动控制原理 教授 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复杂网络
控制及应

用
专职

丁磊 男 1985-10 现代控制理论 教授 大连海事
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群体分布
式控制与
优化

专职

解相朋 男 1982-05 计算机控制技术 教授 东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智能信息

处理 专职

高浩 男 1976-03 人工智能导论 教授 江南大学 信息技术
与工程 博士 三维重建

技术 专职

范保杰 男 1983-08 机器视觉 教授

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

所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计算机视
觉与机器
学习

专职

余亮 男 1986-10 智能信息处理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通信与信
息系统 博士

信息融合
、深度学

习
专职

胡松林 男 1982-06 现代控制理论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非线性控

制 专职

朱松豪 男 1973-02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副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模式识别 专职

王彩玲 女 1979-10 机器人学基础 副教授 南京理工
大学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模式识别
、深度学

习
兼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聂建辉 男 1984-01 Python程序设计与实
践 副教授 大连海事

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计算机图

形学 专职

尹海涛 男 1985-12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副教授 湖南大学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图像处理
、深度学

习
兼职

刘烨 男 1986-06 数据结构 副教授 复旦大学 计算机应
用 博士

机器视觉
、机器人
导航

专职

高广谓 男 1986-09 数字图像处理 副教授 南京理工
大学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机器学习
、模式识

别
专职

周颖 女 1978-04 自动控制原理 副教授 东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控制理论 专职

梁志伟 男 1980-04 智能机器人课程设计 副教授 东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机器人控

制 专职

吴飞 男 1989-12 智能系统课程设计 副教授 南京邮电
大学

信息与通
信工程 博士

模式识别
与机器学

习
专职

胡长晖 男 1983-02 智能系统课程设计 副教授 东南大学
检测技术
与自动化
装置

博士
模式识别
、智能交

通
专职

蔡子赟 男 1987-03 深度学习 副教授 谢菲尔德
大学

计算机视
觉 博士 深度学习 专职

王晓玲 女 1987-12
数字信号处理，微型
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
副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复杂网络 专职

周映江 男 1984-07 智能机器人课程设计 副教授 东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机器人技

术 专职

赵勃 男 1986-08 模拟电子线路 讲师 天津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无人机控

制 专职

宋杰 男 1986-08 数字图像处理 讲师 南京理工
大学

计算机应
用 博士

深度学习
、医学图
像处理

专职

石敏 男 1981-05 现代控制理论 讲师 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复杂网络

控制 专职

朱博 男 1981-10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讲师 东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机器人控

制 专职

翟明亮 男 1994-09 智能信息处理 讲师 哈尔滨工
程大学

信息与通
信工程 博士 计算机视

觉 专职

于洋 男 1991-10 深度学习 讲师 日本国立
富山大学

数理信息
工程专业 博士 多智能体

系统 专职

谢九成 男 1992-10 机器视觉 讲师 澳门大学 计算机与
信息科学 博士 图像处理 专职

王邢波 男 1975-11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讲师 山东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应

用
博士 控制理论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28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9 比例 30.00%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22 比例 73.33%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30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30 比例 100.00%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4 比例 13.33%

36-55岁教师数 26 比例 86.67%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2:28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4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2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解相朋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计算机控制技术 现在所在单

位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20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控制科学与控制工程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21年获中国自动化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五)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解相朋，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青、省杰青、ESI全球高被引学者
(2020-2023)、IEEE/CAAI/CAA高级会员，担任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电气
工程学院副院长。目前主要从事电力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可解释性、模
糊系统建模与控制等研究。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自动化学会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仿真学会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百篇最具影响
国际学术论文奖、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国赛一等奖及江苏赛区特等奖(第一指导老师)、南京邮电大学第三届“十
佳优秀研究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科研
奖励。担任IEEE TII、IEEE TFS、IEEE TCYB等五个SCI国际期刊编委。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3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1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网络安全技术》课程学时5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1672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52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本专业开办经费能满足专业教学、建设、发展的需要，其来源主要有学院
自筹资金，来源于学费收入、学院预算下达资金、校友捐赠等。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5256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6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本专业具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障措施。
1）已制定有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
学校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实验设备管理、维护、更新、共享作出明确规定
。
2）专业实验室生均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符合申报专业的国家标准。
3）目前有6个实习实训基地和4个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实习实训
基地面积和设施满足实践教学要求。
4）专业图书符合国家规定并不断充实，中外文期刊能满足教师的日常教学
、科研和学生专业学习需要，当前图书馆中文人工智能件类图书覆盖率达
95%，中文电子类期刊覆盖率达90％以上。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Nao仿人机器人 第五代NAO 是一个双足
人形机器人，身高58公
分，能够听、能够看、
能够说 ，也能够与人
互动 ，或 N

12 2017年 960

Summit—X服务机器人 Summit-x移动平台
，Mico-2轻量仿生机械
臂，控制系统集成
（CPUi7，HD180Gb，RA

1 2017年 480

刀片仿真计算平台 刀片式工作站
HPEWS460c Gen E5-v4
CTO Server Blade, 刀
片式控制节

15 2017年 1171

深度学习服务器平台 戴尔T640（CPU
6133*2、RAM DDR4
512G、企业级SAS HDD
* 8、企业级

1 2023年 50

高速3D打印平台 拓竹P1S高速3D打印机
、拓竹AMS自动换料系
统、打印机配件及耗材

1 2023年 7

双目实感追踪摄像头 英特尔 实感 追踪摄像
头 T265

3 2023年 7

双目深度摄像头 OAK-D-Lite双目深度摄
像头（集成VPU单元）

4 2023年 5

ARM边缘计算开发板套件 香橙派5 16G*3、香橙
派5Plus 16G*1、香橙
派5 4G *5、PCIE硬盘
*9、USB无

9 2023年 9

四旋翼无人机飞控平台 ACFLY A9飞控、富斯
I6遥控器、碳纤维机架
（轴距333mm）、好盈
乐天65A四合一电调、
四旋翼

4 2024年 12



三维激光雷达 觅道MID360混合固态三
维激光雷达

3 2024年 12

智能小车 STM32F103C8T6主控、
MG513X直流减速霍尔编
码器电机、6轴IMU惯导
模块、12V航模电

5 2024年 15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