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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相携、因材施教-计算机类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究与实践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到 2025

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其中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高度发达且集中，浙江省在十四五规划提出数字

经济增加值占 GDB 比例达 60%等等。国家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产业升

级，从来都是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的数字经

济发展，拥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实践能力的计算机优秀人才是实现数字经

济战略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 

温州大学是浙南闽北赣东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浙江省重点建设高

校、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面对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需求的计算机科学技术

专业硕士进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改革，具有重大需求和示范意义。针对培

养优秀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教育实践中存

在诸多问题。 

1.研究生来自国内多个省份，毕业的本科院校层次不一，多数来自地

方性本科院校，还有少数跨专业学生，难以系统性培养优秀人才的； 

2.与行业融合表浅，创新性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难以融入与产业相适

应的专业结构、培养满足行业需求侧的专业硕士； 

3.学术研究视野不开阔，难以培养融入国际先进技术、具有跨文化

视野、管理素质及国际竞争力的专业硕士。 

  如何结合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需求，聚焦优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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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适应优秀人才快速成长的培养模式，成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

教育的一项核心任务。 

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以“因材施教”为导向，以“科教融合，产学融合培养创新人才”为

着力点，全面提升优秀计算机研究人才的素质与能力为培养目标，为浙江

乃至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1.将立德树人教育放在优秀人才培养的首位。 

优秀人才首先要思想品德过硬，为人上，做人目标明确，拥有知晓大

国方略、身正德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价值引领的人生目标；为学上，

拥有创新思维、严密的逻辑思维、计算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为事上，拥有

良好的职业行为规范，拥有实践出真知、传统与创新、实事求是、自主创

新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严谨、创新、协作、奉献”精神，增强学生

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培养严谨的科研作风，培育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 

必须在培养环节中把立德树人教育放在首位。在研究生课堂上，融入

课程思政，以价值塑造、能力锻炼、技术提升为目标，依据毕业要求，确

定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如在研究生课程人工智能基础中，通过

案例、类比、主题讨论方式，将研究生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融为一体。在科研项目环节，学生通过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在工程论证、

关键技术攻关、系统协调和对接等过程中融合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等价值素质，养成科学严谨的科研作风，有针对性地

培育团队意识、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在社会责任感培养环境，培养主人

翁和精神和责任担当精神，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师生团队奔赴企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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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帮助多家企业攻克相关技术难题。自主研发温州市疫情防控指挥地图

建设数据库，设计乐清口罩预约小程序，自主创新研发“人工智能防疫系

统”被学校大规模应用等，为打赢“防控狙击战、发展主动战”贡献智慧

与科技力量。 

2.以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导向，以因材施教为着力点，构

建研究生培养体系、搭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1）以产出导向目标制定因材施教的研究生培养培养体系 

按照区域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人才迫切需求，根据国家对专业建设基本

需求和研究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需要考虑以

下这些问题： 

从研究生的因材施教个性化发展需求上，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们纷纷反映部分研究生基础相对薄弱、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的学习需求与

目的也各有不同，有些学生对理论知识更感兴趣，希望得到更系统的理论

学习和学术培养，为今后持续深耕专业打好基础；有些学生则希望将理论

与应用相结合，强调计算机技术应用性，用以解决工程项目实际问题。个

性化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学生能力培养的针对性不强、人才培养的资

源整合度不高等问题比较突显。千篇一律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学

生的需求和期待。 

从研究生毕业导向目标上，近三年研究生毕业生在长三角地区就业超

过 80%，根据产出导向教育理念，培养的研究生必须适应长三角区域数字

经济特色以及两化深度融合的需求，凝聚体现专业特点与地方特色的培养

目标，聚焦学习产出成果，实现从传统知识进阶型向能力提升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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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备工程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课程培养体系。 

（2）搭建多层次科研创新和技术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体系 

实施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特长和发展方向制订和实施个性化培养方

案，设置了“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培养类型，前者重点培养学生的

理论基础和全面发展的科研探索能力，后者则侧重学生的计算机技术应用

能力，为研究生的充分发展提供充分选择，鼓励学生表现特长、发展潜质，

追求卓越。各方向设置核心课程体系，力求小班化和多样化，创新教学方

式方法，开展研究型教学与讨论性学习。 

大幅度改革已有课程体系与教案，从单一的课程转变为具有显著专业

领域特色的课程群，从单一论文导向转变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导向，

并参与学校与企业的各类科研项目之中。 

（3）构建培养过程质量监控体系 

成立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小组， 建立培养过程质量监控体系，制定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考核及毕业质量考核机制，构建闭环式科研创新和实践

能力培养持续改进体系，建立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与督导体系，追踪计算

机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趋势，持续改进培养目标，优化研究

生培养策略。 

 

3.拔尖人才领军培养优秀人才， 以参与项目 

打造拔尖人才培养优秀人才计划，本学科拥有优秀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附件 1导师队伍]，包括国家级重点人才 1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 1 人、中科院百人计划 1 人、浙江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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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青年拔尖人才 1 人、浙江省高校海外高层次人才 1 人、浙江省海外创

新专家 1 人、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2 人、浙江省教学名师 1 人、浙

江省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人选 1 人、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创新领

军人才”1 人等各类人才。拥有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温州市重点

科技创新团队。另外，特聘国内外著名学者等多位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以长江学者、国家优青等领军人才全面负责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

创建了强化基础、 探索前沿的知识体系；创新了深耕精耕、启迪思维的

育人模式；开拓了大师引领、自我超越的优秀研究生成才途径。 

从机制体制上保证科研与教学有机衔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科教协同发展氛围学生通过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在工程论证、关键技术攻

关、系统协调和对接等过程，这种科教融合模式同时显著提升了科研水平，

实现了高水平科研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近几年学生在工程中凝练解决

的科学问题，支撑教师获得了十余项国家级基础科研和重大工程项目[附

件 3.3]。 

4.搭建校内外融合创新实践系统平台，提升研究生工程创新能力。 

实行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工程技术实践协同创新运行机

制， 结合校内和企业、国内和国际等教育资源，系统构建多层次科研创

新和工程技术实践能力培养平台。 

建成了网络工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浙江省安全应急智能

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省“十三五”省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省“十三五”省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浙南（温州）数字经济产教融合联盟、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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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学院等省级平台及一批企业实践基地[附件 2平台]。 

 

网络工程国家虚仿实验中心

浙江省安全应急智能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计算机省重点教学示范中心
温州市视觉大数据智能计算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温州市交通安全应急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温州市智能影像处理与分析重点实验室
省虚仿平台
人工智能实训平台

大数据云平台

校内科研实践平台

浙南（温州）数字经济产教融合联盟
浙南数字经济产业学院
温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商业企业云供应链平台

校企、校地合作平台

华为技术公司
思博伦技术公司
浙江索思科技有限公司
文思海辉技术
浙江长城计算机系统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实践基地

图 1校外融合实践平台 

5.实施内培外引的国际化战略，将国际文化融入培养体系。 

在国内研究生培养中，实施内培外引多措并举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国际

视野。鼓励青年导师出国访学，引进国外访学留下经历的青年博士，柔性

引进如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学校教授兼职导师。与

纽芬兰纪念大学建立合作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加强师生科研活动国际

化，鼓励硕士研究生出国访问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研理念，近年研究

生在国际学生会议上做报告达到40人次以上[附件 4.3学生在国际会议上

的论文报告] 

在国际研究生留学生培养上，确立国际化研究生培养目标，设立组织

管理机构，构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运行和保障制度体系。 通过内培外

引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开展国际化课程指导硕士研究生课题实

施。  

三、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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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了创新为核心、深度融合产教、横向广泛培育人才的协同育人

新模式； 

以项目式教学为依托的培养思路， 研究生广泛参与各类科研项目，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及管理能力，形成了高校、创新平台和企业协同育

人的培养机制。建立由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主题研发项目、校企联合培

养实践、创新创业训练等构成的系统化培养体系，将研究生培养目标落实

在培养过程各个环节，形成各成一体又有机融合的系统化培养体系。 

2.建立了校际协调、政企协同、突出育人的创新实践的平台，形成沉

浸式创新育人培养机制；将工程组织管理与研制模式有机融入人才培养环

节，构建了以综合性培养方案为核心，以学生创新能力实训平台为依托的

优秀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了学生实践创新、知识融合、工程实践等素质与

能力的全面训练和系统性培养。 

3.形成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可持续的海内外合作新局面。 

内培上，鼓励青年教师在国际知名大学和港澳知名大学访学，与韩国

全南大学等大学建立长期青年教师访学渠道，外引上，引进国外知名学校

导师或柔性引进兼职导师。本校研究生深造上，与纽芬兰纪念大学等大学

等建立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学术交流上，定期和国际高校交流，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 

四、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经过多年建设，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一批

标志性成果。 

1.学科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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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2017年教育部学位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于全国前50%，

省内排名位于区间第 5-7位； 

（2）软科学科排名 

《2018年软科》中国学科排名 93位、位于全国前 33%； 

《2020年软科》中国学科排名前进到 91位、位于全国前 33%； 

 

图 2 《2018年软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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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2020年软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 

（3）2021 年计算机科学入选 ESI 全球前 1%学科。 

（4）成果获得 2020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主要参与），2019年浙

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附件 3.1-3.2科研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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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对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生人才培养认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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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成果负责人的培养成果获得市政府肯定 

温州市市委副书记对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度赞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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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成果负责人的培养成果获得市委称赞 

师生队伍通过产教融合平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参与编制温州市数

字经济“十四五”规划，参与本区域的企业两化融合服务活动、浙江省科

技下乡服务、智能化改造咨询诊断服务、浙江省信息化登高项目的指导工

作、智能化改造的规划和设计方案等工作。服务地方和区域数字经济需要，

满足企业供给侧的需要，为浙江索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畅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和人民中科（济南）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等提供企业的经济数字发展

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对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服务。 

3.研究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提高，毕业论文优良率显著提升，近五年发

表 SCI 论文 100 多篇，参与专利多项。毕业生大多数在长三角地区就业，

获得就业单位好评，部分同学选择中科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深

造[附件 4学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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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成果负责人指导团队获得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金奖 

 

 

图 7成果负责人指导团队获得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选拔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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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成果负责人指导团队获得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铜奖 

 

 

4.创建多渠道升学机制，已建成博士后流动站和海外高校联合培养博

士模式，培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授予点。 

与纽芬兰纪念大学建立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目前已有多名同学考入

该大学，并有我方任职博士研究生导师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与浙江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博士流动站合作，建立博士后工

作站，目前已有在站博士后入驻。 

同时，启动申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点，内培外引高水平博士研究

生指导队伍，争取尽早实现本硕博一贯制的优秀计算机人才培养通道。 

5.成功举办 2019、2020年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分论坛之一“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为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发展、深入实施产

教融合与科教融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附件 5]。 



15 

 

2020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数字经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高峰研讨会被

网易、搜狐的互联网知名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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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0年青科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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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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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浙江省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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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0 年中科院百人计划 B 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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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 

2.1 浙江省安全应急智能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2.2 浙南（温州）数字经济产教融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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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浙江省“十三五”省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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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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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三五”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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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视觉大数据重点实验室 

 



29 

 

 



30 

 

 

  



31 

 

 

2.7 温州市交通安全应急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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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温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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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温州市数字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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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校企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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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成果奖励 

3.12020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9 

 

3.2 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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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近 5 年国家级项目 

序

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

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合同

经费 

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优秀青

年基金

项目  

视频目标跟踪  61922064  张笑钦  2019  130.0  

2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支持云端融合的智能学

习环境与工具  

2018YFB 

1004904  
叶修梓  2018  378.0  

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联合基

金（重

点支持

项目） 

机场复杂场景下运动目

标的检测、跟踪与分类

研究  

U203321

0  
张笑钦  2020  210.0  

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

目  

面向高维大数据的半监

督学习关键问题研究  
61772373  樊明宇  2017  61.0  

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

目  

图案化表面上高分子链

的吸附和模式识别的研

究  

11775161  李洪  2017  56.0  

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

目  

基于结构化稀疏表示与

深度学习的图像增强及

分类技术研究  

61772374  王迪  2017  61.0  

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

目  

大数据驱动的肺部感染

性疾病预测模型的构建

与应用  

62076185  陈慧灵  2020  59.0  

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

目  

毒品成瘾个性化智能评

估研究  
62072340  黄辉  2020  57.0  

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科

学基金

项目  

乳腺组织病理图像自动

分析研究  
61702376  黄辉  2017  23.0  

1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科

学基金

项目  

塔式太阳能模拟中光斑

解析建模及应用基础问

题研究  

62003246  何才透  2020  24.0  

11     赵丽   

12     叶林伟   

1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联合基

金（重

点支持

项目） 

基于多模态深度分支融

合网络的意识障碍致病

机理研究及精准诊断应

用  

U180920

9  
李阳  2018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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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成果 

 

4.1 竞赛获奖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时

间 
级别 奖项 

1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019年 国家级 二等奖 

2 

第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

业人才大赛 C/C++程序设计（研究生

组）初赛，二等奖 

2019年 国家级 二等奖 

3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决赛

铜奖 
2019年 国家级 铜奖 

4 

浙江省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竞赛二等奖 
2019年 省级 二等奖 

5 

浙江省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竞赛二等奖 
2019年 省级 二等奖 

6 

2019年“建行杯”第五届浙江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铜奖 

2019年 省级 铜奖 

7 全国服务外包大赛二等奖 2020年 国家 二等奖 

8 2021年浙江省挑战杯一等奖 2020年 省级 一等奖 

9 2021年浙江省挑战杯一等奖 2020年 省级 一等奖 

10 2020年浙江省互联网+银奖 2020年 省级 银奖 

11 2020年浙江省挑战杯三等奖 2020年 省级 三等奖 

12 2021年浙江省挑战杯三等奖 2020年 省级 三等奖 

13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2019.5 国家级 三等奖 

14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2020.10 国家级 三等奖 

15 2019 年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019.7 省部级 二等奖 

16 2019 年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019.7 省部级 二等奖 

17 
浙江省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竞赛 

2019.5 省部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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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浙江省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竞赛 

2019.5 省部级 二等奖 

19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浙江赛区 2019 省部 省部一等奖 

20 
“华为杯”第三届中国研究生创“芯”大

赛 

2020 国家级 三等奖 

21 2020“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020 省赛 二等奖 

22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词汇大赛 2020 国家级 三等奖 

 

 

 

1、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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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科创项目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2019R429041 
基于全局高效益驱动的浮动车整体调度度策略研究

与实现 
徐方方 戴大蒙 

2019R429042 生成对抗网络在图像风格迁移上的应用研究 肖智恒 张笑钦 

2019R429043 
改进细菌觅食优化算法及其在胸腔积液诊断中的应

用 
张 谦 陈慧灵 

2019R429044 几十微米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结构设计 周伯川 张耀举 

2020R434023 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辆信息识别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 陈强 赵汉理 

2020R434024 聚像传媒 范紫怡 张长胜 

2020R434025 基于小程序的学生楼栋管理系统 彭小满 王明 

2020R434026 基于机器学习的巧克力囊肿破裂预测系统 周铭琰 徐嬴颖 

2020R434053 基于金字塔通道特征注意力机制的图像去雾研究 王涛 张笑钦 

2020R434054 基于优化算法的特征选择应用 俞蔡阳 陈慧灵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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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姓名 
项目级别 

JW201910351021 
一种新的多元宇宙算法研究及金融

领域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刘佳慧 国家级 

JW201910351024 元启发式算法研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李世民 国家级 

JW201910351026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后勤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濮济 国家级 

JW201910351027 
基于 web的实验室运行及教学工作

量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俞立栋 国家级 

JW201910351028 基于数据驱动的学生成绩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王财 国家级 

JW201910351030 基于深度学习的云 WAF研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吴佳帅 国家级 

202010351046 基于深度学习的压缩视频动作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张小燕 国家级 

202010351047 红色微信联网游戏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丁泽威 国家级 

202010351048 
新型群智能优化算法研究及在医学

图像阈值分割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周汉峰 国家级 

202010351049 
基于机器学习的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部署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孟欣 国家级 

202010351050 基于微信小程序实验室预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王怡婷 国家级 

202010351051 学生成长与发展评测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徐佳 国家级 

202010351052 
改进 WOA优化算法的研究及在医学

数据特征选择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杨淞宇 国家级 

202010351053 
面向智慧物联的交互式可视化工程

应用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陈子安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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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生在国际会议上的论文报告 

序号  口头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时

间  
报告人  

1 

Real-Time Weighted Median 

Filtering with the Edge-

Aware 4D Bilateral Grid 

Proceedings of 

Edutainment 

Conference， Las Vegas  

201604  高丹丹  

2 

AP Deployment 

Optimization for WLAN: a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pproach 

2019 IEEE/C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美国夏

威夷 

201908  刘鹏  

3 

AP deployment 

optimization in non-

uniform service area: a 

genetic algorithm 

approach 

2021 IEEE 90rd 

Vehicular Technology 

Conference，长春 

201909  支子聪  

4 

Real-time bus passenger r 

flow statistics scheme 

based on light-sensitiv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成都  
201608  陈培基  

5 

Uncorrelated feature 

selection via intra-group 

competition and inter-

group cooperati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WCICA)， 2016 12th 

World Congression 

201609  袁向敏  

6 

An improved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for bankruptcy prediction 

第六届国际群智能会议，

北京  
201612  王名镜  

7 

Single Image Haze Removal 

Based on Concentration 

Scale Prior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including subseries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cture Notes in 

Bioinformat，Ho Chi 

Minh City 

202005  李东阳  

8 
Semi-Supervised 

Dictionary Learning Based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201807  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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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tom Graph 

Regularization 

Conference on Big 

Data，上海 

9 

Weighted Tensor Schatten 

p-norm Minimization for 

Image Denoising 

Proceedings of 2018 

C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温

州 

201810  严玉芳  

10 

Wireless Wearable 

Respirator for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Breathing 

Parameters 

Proceedings of 2019 

IEEE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哈尔滨 

201901  项秉禁  

11 

Multi-View Subspace 

Clustering based on 

Tensor Schatten-p Norm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Los Angeles 

201912  刘永利  

12 

Structural Dictionary 

Learning based on 

Nonconvex Surrogate of 

l2,1 Norm for 

Classification 

201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Los Angeles 

201912  路孝举  

13 

Single Image Dehazing via 

Lightweight Multiscale 

Network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g Visual Datase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201912  唐贵英  

14 

Single Image Haze Removal 

Based on Concentration 

Scale Pri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Ho Chi Minh 

City 

202005  李东阳  

15 

Feature Fusion Based on 

Sparse Block for Image 

Super-resolution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g Media 

Datase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202012  汪胜平  

16 

A Nonlocal Denoising 

Framework Based on Tensor 

Robus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Lp norm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g Media 

Datase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202012  孙梦晴  

17 

Self-calibrated Attention 

Residual Network for 

Image Super-Resolut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g Media 

Dataset Construction， 

202012  荣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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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18 

Multi-level Feature 

Fusion Network for Single 

Image Super-Resolution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g Media 

Datase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202012  张新霞  

19 

Exemplar-based Denoising: 

A Unified Low-

rankRecovery Framework 

第一届中国模式识别与计

算机视觉大会（ PRCV)，

广州  

202012  郑晶晶  

20 

Attention-Based 

Interpolation Network for 

Video Deblurring 

2019 IEEE 

InternationalConferenc

e on Big Data，online 

202012  蒋润华  

 

 

5 承办会议与社会报道 

5.1 承办举办科研会议论坛 

承办 2019,2020 年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分论坛之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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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社会报道 

5.2.1 温州市政府充分肯定精准培养人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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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温州市委肯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育人成绩 

 

5.2.3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数字经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高峰

研讨会 

2020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数字经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高峰研讨会被网易、搜狐的互联网知

名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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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其他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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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1．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大势所趋。其中

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高度发达且集中，浙江省在十四五规划提出数字经济

增加值占 GDB 比例达 60%等等。国家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

从来都是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拥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实践能力

的计算机优秀人才是实现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 

立足浙江，乃至长三角人才需求，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培养模式

进行改革，构建了旨在适应区域数字经济要求的培养体系。拟解决三个问

题： 

（1）学生生源来源不一，层次不一，难以系统性培养优秀人才的综

合素质； 

（2）与行业融合表浅，创新性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难以融入与产业

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培养满足行业需求侧的专业硕士。 

（3）学术研究视野不开阔，难以培养融入国际先进技术、具有跨

文化视野及国际竞争力的专业硕士。 

2．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以“因材施教”为导向，以“科教融合，产学融合培养创新人才”为

着力点，全面提升优秀计算机研究人才的素质与能力。 

（1）将立德树人教育放在优秀人才培养的首位。培养学生的“严谨、

创新、协作、奉献”精神，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培养严谨的科研



作风，培育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 

（2）拔尖人才培养优秀人才，以长江学者、国家优青等领军人才全

面负责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 

（3）搭建校内外融合创新实践系统平台，提升研究生工程创新能力。 

（4）以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导向搭建多层次科研创新研

究生培养体系，构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5）实施内培外引的国际化战略，将国际文化融入培养体系。 

3．创新点 

（1）提出了创新为核心、深度融合产教、横向广泛培育人才的协同

育人新模式； 

（2）建立了校际协调、政企协同、突出育人的创新实践的平台，形

成沉浸式创新育人培养机制； 

（3）形成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可持续的海内外合作新局面。 

4．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经过多年建设，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

一批标志性成果。 

（1）学科水平稳步提高 

2017年教育部学位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于全国前 50%，2021 

年计算机科学入选 ESI 全球前 1%学科，成果获得 2020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2019年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研究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提高，毕业论文优良率显著提升，近五

年发表 SCI论文 100多篇，参与专利多项。毕业生大多数在长三角地区就



业，获得就业单位好评，部分同学选择中科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

校深造。 

（3）创建多渠道升学机制，已建成博士后流动站和海外高校联合培

养博士模式，培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授予点。 

（4）成功举办 2019、2020年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分论坛之一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为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发展、深入实

施产教融合与科教融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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