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暑期学校项目总结 
今年夏天，伴随着热浪与蝉鸣，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遴选优秀国际化人

才，精选热门学科主题，首次推出“智能感知与互联-通感算一体化国际暑期学校”。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项目引进了国内外一流师资教学，紧密结合企业实训，通过小范围研

讨的方式教授学生智能感知与互联领域的知识，启发学生在通感算一体化学科交叉领域进行

探索。三门全英文课程则让学生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和有趣的实践中管中窥豹。 

 

传感器与机器人系统 

 

一、项目情况 

机器人技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兴技术领域，在中国制造 2025 中被列为需要重点突

破的十大领域之一，对于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

传感器对于机器人感知自身状态和周围环境起着巨大作用。机器人可以搭载视觉、嗅觉、触

觉、电磁等丰富的传感器。摩擦纳米发电机作为一种新型传感器，具有自驱动的特点，可以

用以检测机械信号，在触屏、电子皮肤和机器人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 

通过这门课程中，学生们了解到摩擦纳米发电机在传感领域的应用，同时在实践中学习

到机器人的机械设计、传感与控制的相关知识，学会 Arduino 开发平台的使用，自己动手打

造有趣的应用。 

该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传感器理论知识学习和机器人理论知识学习。第一周主要

进行传感器相关理论知识的介绍，包括传感器基础理论知识和传感器研究前沿，以此建立学

生们对传感器的基础知识框架。第二周主要集中进行机器人相关理论知识教授，并结合首周

的传感器相关知识，基于 Arduino 开源平台的机器狗进行实践，在拓展课程维度、培养学生

机器人工程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于传感器的应用能力。最终课程考评以展示和书面报告为主，

并以全英文的方式呈现，锻炼学生的国际化演讲和表达展示能力。 

 

二、特色及创新点 

根据前期课程设置以及课程方针的要求，该课程在两个阶段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授课教材。 

传感器学习阶段，课程以老师自编演示文稿和经典前沿论文为主要教材，同时选取来自

Nature、Science 等知名科研杂志上 TENG 领域 14 篇经典文章，通过基础知识介绍，同时组

织学生阅读前沿论文并进行总结汇报的方式，提高学生快速阅读文献的能力，加深学生对传

感器前沿技术的认知。 



 

课程选取的前沿论文 

 

在机器人知识学习部分，课程采用 Petoi 公司提供的例程，通过对源码的阅读和修改提

升学生的工程能力。 

 

 



三、学生收获及反馈 

共有 27 名学生选择了本课程，专业覆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等 8 个

专业。本课程选课学生有相对扎实的专业基础，对 C/C++、硬件制作等方面较为熟悉，对于

Arduino 方面则需要进行培训。在本次课程过后，学生们收获良多，十分出色的完成了课程

任务。 

  

  

 
学生正在展示课程成果 

 

经过本次暑期国际交流，我的英语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同时，我们

还学习了传感器相关的许多知识，并利用实验平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

传感器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令我们收获颇丰。同时，我们还接触到许多优秀和杰出的学

长和老师学生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和成长，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历。 

——张嘉龙 



通过这次的国际暑期学校课程，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许多。首先，对于传感器以及机器人，

我获得了不少知识。在此次课程之前，我对于这些名词其实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是现在我已

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其次，因为本次课程大多以二人合作形式完成项目，我再一次锻炼

了团队协作能力。当然，在国际交流课程中，我也锻炼了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和逻辑组织能

力，这是我在以往学习生活中常常缺乏的。 

我觉得本次课程是十分成功的，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课

程时间较短，对于项目的实现以及知识的消化，都比较局促，没有能够完美地做好项目内容。 

——胡宇辰 

这次国际学校中，我主要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机器人的设计思想以及最前沿的纳米发电机

传感器技术。我认为这次国际课程在学习知识之余，给了我们一个与前沿科学家、创业家进

行深度交流沟通的机会，收益颇丰；但课程设置似乎过于高深、普通学生在缺乏夯实的数理

电路基础的情况下，很难和老师产生良好的互动，也不能有很好的收获。希望以后可以更加

贴近校内所学，依据学生们的基础“因材施教”。 

——谢鹏飞 

 

  



统计机器学习 
 

一、项目情况 

统计机器学习学科是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新兴接口，它为我们提供了用于从大量

数据中提取见解并为决策提供信息的关键方法。本课程涵盖了统计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包

括用于降维的无监督学习方法，以及用于分类和回归的监督学习。重点放在统计机器学习的

基本主题，如概率推理，经验风险最小化，正规化，可解释性和核心方法等。 

 

二、特色及创新点 

本课程的上课氛围轻松欢快，所有的疑问教授均及时做出相近的解答。同时，再寻常的

授课过程中穿插教授课，使得学生们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与解答。同时，助教针对学生们

疑惑较多的地方进行重点讲解，力求将知识点覆盖全面。即便是在课后，课程群内仍然是学

生们在热烈地讨论着问题，充分的讨论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于本课程的理解程度。 

 

 

课程群内讨论 

 

最后一节课即将与教授分别之时，学生们十分不舍，也深深的感谢这些天来教授对他们

的悉心指导。学生们纷纷拿出了自己写给教授的感谢语，并与线上的教授进行了一次“云合

影”，以纪念这短短几周的相遇。 



 

与教授的云合影 

 

三、学生收获及反馈 

大一的算法课程，让我对计算机技术有点失望。计算机的核心功能都是由人们去构建的，

这些仅仅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并非机器自我学习得到。所以我更加好奇，为什么深度学习

可以教出 alphaGo 这样的天才。这次的国际交流，让我对深度学习有了一点更深的理解。或

许深度学习就是一种更加强大的数据处理的方式，依据所构建的模型，通过统计学的方式去

做出决策以及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了一些非常高级非常巧妙的数据的处理方式，

让我受益匪浅。 

 

这次国际交流有着完善的考核制度，教授和助教的课程互补能让我们对知识点有更深的

理解。但是由于较多前置知识的确实，让课程理解变得有些困难。 

——崔钧晟 

 

此次国际交流让我收获了极强的自学英文内容的能力，优点是拓宽了视野，掌握了很多

数学、计算机方面的专业的英语词汇。缺点是难度大，速度快，且没有提前通知预习概率论

等学习机器学习必要的基础知识。改进：如果是线上授课建议不要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效

果不如在宿舍上课。 

——庄嘉林 



 

 

 

 

 

 

 



OFDM 无线通信理论 
 

一、项目情况 

OFDM 是宽带无线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的核心技术，它的理论和技术广泛应用到

4G/5G 以及 WiFi6/7 等标准中。同时，前沿的无线通信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也是以 OFDM 为

基础的。 

本课程以现代无线通信的基础 OFDM 为出发点，介绍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从实际系

统出发，介绍网络、设备、硬件、软件；从标准出发介绍国际主流通信标准的发展、制定，

围绕标准展开的竞争与协作；从信息领域产业和学术发展的角度介绍本科应该具备的基本能

力和素质。 

 

 

二、特色及创新点 

本科生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训练大脑的思维，因此本课程花费了很多时间

重点讲述了技术发展背后的逻辑。只有掌握了这些技术发展的思路才能在后续的学习、工作

和研究中举一反三，做出有价值的创新。相较之下，专业知识本身则可以从参考书和网络上

以较为容易的方式获得。 

 

对于工程专业的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亦是必不可少的，本课程以 matlab 编程仿真为

例介绍如何把抽象的理论算法具象化。上课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及其有限的，本课程通过部

分例程的展示和课后的动手实验给出更广泛的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的途径，并以此带动学生

们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 

当然本课程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和学生们的交流较少，很多学生不习惯提问，后续

课程将会多设计一些交流互动的环节，以此来提高大家的课程参与度。 

 

 



三、学生收获及反馈 

本次暑期学校的 OFDM 课，张华老师全英文授课，向我们教授了 OFDM 无限通信的基

本概念和原理。同时，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无限通信的历史沿革和应用，使我们全面了解了

OFDM 技术的发展过程。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学习过先修课，用英文接收导论知识

时会有理解上的困难。 

——施钰飏 

在 OFDM 无线通信理论中，张华老师首先整个无线通信乃至通信行业的发展历程、无

线通信技术的迭代过程，这无疑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使我们对整个通信技术的宏观发展有了更

为详细的了解。另一方面，张华老师也对目前无线通信的工作原理和一些主流的包括 OFDM

在内的具体技术做了简单的讲解，并通过 matlab 软件对通信系统进行模拟仿真，使得我们

更为直观地感受无线通信的过程。我认为在课程的安排时间上，还是需要在通信原理已经学

习过的基础上进行设置，由于通信原理的空缺，授课老师需要在课堂上花费一定时间从更为

基础的部分开始讲起。 

——曹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