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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在民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特别是

在电子对抗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为了使青年骨干教师在教学能力和科研创新能

力适应新技术发展，借助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创新平台，联合地方优势公司和企业采用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模式，开展青年骨干教师技术创新能力师资培训。本项目可提升团队成员

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教学水平，达到师资水平、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共同提升的良性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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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15〕3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有关企业支持高校共同开展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有关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申报指南（2019年第二批）的通知》要求，笔者在单位支持下向企业提交项目申
请，有关企业对申报项目进行了遴选并向社会公示。2020年 6月 5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关于公布 2019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教高司函〔2020〕6号）
公布，笔者申请的师资培训类项目“青年骨干教师技术创新能力培训”获批，项目编号为

201902164008。
经过一年时间的建设，本项目已经执行完毕。应《产教融合研究》杂志邀请，将有关

结项文件进行整理，形成本文，供交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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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教育部 2019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教育部批准文件为教高司函〔2020〕6号，项目编号为 201902164008，项目建设周期自 2020
年 1月到 2020年 12年，为期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周期延长，现已完成项目建
设。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以下简称“电子科学学院”）与合

作企业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进行了师资培训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较有成效

的教学改革成果：依托产学合作进行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师资培训，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优化了电子对抗方向课程建设，完善了电子战技术课程教学体系；提升了青年骨干教师科

研创新能力。

图 1: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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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成果

本项目经过一年时间的建设，实现以下项目成果：

1.校企合作开展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根据青年骨干教师教学和科研需求，依托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师资

培训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团队成员教学和科研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教学团队成员通

过培训，使理论知识和企业一线案例相结合，提高了实践教学水平。

主要培训情况如下：

（1）2020年 8月，项目负责人张敏参加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举办的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参与了关于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的研讨，获项目结项证书；

（2）2021年 8月，项目主要成员吴癸周、张敏、郭福成等人参加北京至芯开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举办的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FPGA视频图像处理教学师资培训活动，获
培训证书；

（3）2022年 6月，项目主要成员张敏、李曦、熊坤来等人参加开元教育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举办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暨产教融合高级研修班，参与了线上一流课程、虚拟仿

真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

图 2: 项目负责人参加师资培训

2.依托产学合作进一步优化教学课程体系建设
近年来电子科学学院电子对抗方向课程体系逐步完善，陆续开设了电子对抗原理、电

子战技术、无源测向与定位技术等相关课程。教学团队依托产学合作优化课程体系，在电

子对抗方向课程教学中紧密结合新理论、新方法，融入创新思维、创新理念。

主要成果包括：

（1）教学科研团队主编教材《电子对抗原理》（第二版，2023年 5月出版）系统介绍
了电子对抗的基本原理、技术、系统与应用等内容，包括电子对抗的历史、概念和发展，电

子侦察信号截获原理和测频接收机技术，无源测向和辐射源定位技术，信号处理技术及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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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系统，电子干扰原理和技术，电子干扰系统，隐身与反辐射武器硬摧毁技术，电子防护

技术；

（2）教学科研团队出版的专著《无源定位原理与方法》（2021年出版）系统介绍无源
定位原理、方法的学术专著，重点包括无源定位系统的概念、组成、工作流程、定位的几

何原理、测角技术、多站测向交叉定位、多站时差定位、多站频差定位、多站时差／频差

联合定位、时差频差测量方法、信号直接定位法、单站定位法等；

（3）教学科研团队出版的译著《分布式传感器阵列定位技术》（2024年 1月出版）深
入研究分布式传感器阵列辐射源定位和传感器自定位问题，介绍了接收信号强度、到达时

间以及到达时差、到达频差定位体制，详细推导了压缩感知定位、协同定位和多维尺度方

法等定位技术。这些教材和专著的出版，构建较完整的电子对抗课程教学体系，也为青年

骨干教师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图 3: 出版的教材和专著

3.依托产学合作进一步提升青年骨干教师科研创新能力
通过与合作企业开展师资培训、科研交流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团队成员科研水平，提

高了电子对抗方向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素质和能力水平。

主要成果如下：

（1）项目组成员张敏、郭福成、吴癸周等人完成《基于 **的任意阵型干涉仪二维测向
方法》等 3项国防专利申请；
（2）项目组成员张敏、郭福成作为主要完成人的《星载 **基线干涉仪无源定位方法》

获得 2021年度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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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成员张敏、郭福成作为主要完成人的《时频混叠信号精确电子侦察理论与
应用》获得 2021年度中国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二等奖。

图 4: 获奖证书

三、合作项目创新与特色

本项目所在团队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新一轮电子对抗方向本科专业教学大纲

和人才培养方案论证的核心单位之一，也是电子对抗领域新技术重要研发团队，承担电子

对抗方向本科生、研究生、任职教育等多种类型的课程教学任务，以及大量重大装备预研

和型号研制任务。如何将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到人才培养和装备研制

中，对提高我军信息化装备水平，提升我军信息化作战理论和作战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拓展了本团队教学骨干人员在人工智能等学科方向上专业知识广

度和深度，提升了本团队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将人工智能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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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方向上专业知识引入电子对抗方向教学课程体系中，进一步提升了团队的教学质量。

四、参与人员及分工

本项目参与人员及分工如表 1所示。

\caption{获奖证书} 

\label{fig:map} 

\end{figure} 

三、合作项目创新与特色 

本项目所在团队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新一轮电子对抗方向本科专

业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论证的核心单位之一，也是电子对抗领域新技术重要

研发团队，承担电子对抗方向本科生、研究生、任职教育等多种类型的课程教学

任务，以及大量重大装备预研和型号研制任务。如何将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新理

论、新方法引入到人才培养和装备研制中，对提高我军信息化装备水平，提升我

军信息化作战理论和作战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拓展了本团队教学骨干人员在人工智能等学科方向上专

业知识广度和深度，提升了本团队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

过将人工智能等学科方向上专业知识引入电子对抗方向教学课程体系中，进一步

提升了团队的教学质量。 

四、参与人员及分工 

表 1  参与人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电子邮件 承担任务 

1 张敏 副教授 zhangmin1984@126.com 项目建设 

2 吴癸周 副研究员 wuguizhouacademic@163.com 培训交流 

3 李曦 讲师 lx_njgc@163.com 培训交流 

4 熊坤来 讲师 comecloud@163.com 课程建设 

5 晏行伟 副教授 yanxingwei@nudt.edu.cn 课程建设 

6 郭福成 教授 gfcly75@21cn.com 课程建设 

五、原定计划与实际成果 

五、原定计划与实际成果

本项目原定计划与实际成果如表 2所示。

五、结论与体会

通过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与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组青年

骨干教师加强了与企业一线导师和不同高校和专业方向的专家、教授的交流学习，开拓了

视野和思路。通过师资培训促进项目组成员紧跟跨境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形势，完善了

电子对抗方向课程教学体系建设与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说，提高了

相关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素质。同时，应加强与同院校专业老中青骨干教师的交流学习，

共同电子对抗方向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师资教学团队的建设等，提高本学科整

体建设能力，强势资源对接，产学研协同合作，打造了校企产教融合，实现了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李昌奎〕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项项目：青年骨干教师技术创新能力培训（项

目编号 201902164008），国防科技大学与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合作。
作者简介 张敏，男，1984年出生，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无源定位技术，Email: zhangmin198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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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福成 教授 gfcly75@21cn.com 课程建设 

{\centering\section *{ 五、原定计划与实际成果}} 

本项目原定计划与实际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项目原定计划与实际成果 

原定计划任务 完成情况 主要成果 

参加开来科技

（深圳）有限

公司提供面向

人工智能方向

的师资培训 

校企合作

开展青年

骨干教师

教学能力

培训 

（1）项目负责人张敏 2020年 8月参加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举办的教

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参与了关于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讨，获培训证书； 

（2）项目主要成员吴癸周、张敏、郭福成等人 2021年 8月参加北京至芯开

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FPGA 视频图像

处理教学师资培训活动，获培训证书； 

（3）项目主要成员张敏、李曦、熊坤来等人 2022年 6月参加开源教育（深

圳）有限公司举办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暨产教融合高级研修班，参与了线上

一流课程、虚拟仿真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 

在师资培训的

基础上优化电

子对抗方向课

程体系 

依托产学

合作进一

步优化教

学课程体

系建设 

（1）教学科研团队主编教材《电子对抗原理》（第三版，2023年 5月出版）

系统介绍了电子对抗的基本原理、技术、系统与应用等内容，包括电子对抗

的历史、概念和发展，电子侦察信号截获原理和测频接收机技术，无源测向

和辐射源定位技术，信号处理技术及侦察系统，电子干扰原理和技术，电子

干扰系统，隐身与反辐射武器硬摧毁技术，电子防护技术； 

（2）教学科研团队出版的专著《无源定位原理与方法》（2021年出版）系统

介绍无源定位原理、方法的学术专著，重点包括无源定位系统的概念、组成、

工作流程、定位的几何原理、测角技术、多站测向交叉定位、多站时差定位、

多站频差定位、多站时差／频差联合定位、时差频差测量方法、信号直接定

位法、单站定位法等； 

（3）教学科研团队出版的译著《分布式传感器阵列定位技术》（2024年 1月

出版）深入研究分布式传感器阵列辐射源定位和传感器自定位问题，介绍了

接收信号强度、到达时间以及到达时差、到达频差定位体制，详细推导了压

缩感知定位、协同定位和多维尺度方法等定位技术。这些教材和专著的出版，

构建较完整的电子对抗课程教学体系，也为青年骨干教师技术创新能力培养

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加开来科技

（深圳）有限

公司组织的项

目总结和经验

分享研讨会巩

固培训成果 

依托产学

合作进一

步提升青

年骨干教

师科研创

新能力 

（1）项目组成员张敏、郭福成、吴癸周等人完成《基于**的任意阵型干涉仪

二维测向方法》等 3项国防专利申请； 

（2）项目组成员张敏、郭福成作为主要完成人的《星载**基线干涉仪无源

定位方法》获得 2021年度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一等奖；

（3）项目组成员张敏、郭福成作为主要完成人的《时频混叠信号精确电子

侦察理论与应用》获得 2021年度中国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二等奖。

文章记录 收文：2024年 2月 24日；修改：2024年 2月 24日；发表：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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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ed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Cultiv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for Young Backbone Teachers

Min ZHA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y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not only have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civil field, but also have very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
itary field, especially in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adapt the teaching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young backbone teach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with the help of theMinistry of Educatio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collabo-
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local superior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to adopt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mod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arry out the training of young backbone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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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roject can improve the team members’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level, and achieve a virtuous circle of joint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Keywords Innovation ability, Ability cultivation, Teacher trai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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