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建设介绍（中期） 

课程名称：智能车辆基础          课程代码： 0300084       选课人数： 55        

开课学院： 机械与车辆学院                          授课教师       

育人要点 成效（或计划）简介 

教师风范 

“智能车辆基础”课程组教师包括陈慧岩教授、龚建伟教授、熊光明副教

授、吴绍斌副教授、吕超讲师，涵盖了老中青各阶段各层次经历的一线教学科

研人员。陈慧岩教授是“地面无人机动武器平台”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无人车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方向二学术带头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 1 项，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部级科技发明和进步二等奖 6

项，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目，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目，部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 1 项。 

陈慧岩、熊光明、龚建伟等主编的“无人驾驶汽车概论”，获得第六届兵工

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陈慧岩、熊光明、龚建伟等主编的“车辆信息技术”，

获北京理工大学第十二届校级优秀教材二等奖。熊光明老师参与的“面向国家

战略、基于成果导向车辆工程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项目，获得

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四届优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可以看出，“智能车辆基础”课程组是一支专业知识布局和年龄结构合理

的、协作精神好的立德树人教学团队。 

价值塑造 

充分考虑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异同，开展教学设计与实践。在本科生

教学中，我们从初学者更容易理解的感知、定位导航、路径规划以及路径跟踪等

角度进行了介绍，更强调基础知识。研究生教学则主要考虑深度学习、强化学习

等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智能网联技术在智能车辆最新的发展，同时结合研究生层次

的培养特点进行。课程内容设计完全切合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出现代教育

思想，注重把科学性、先进性和教育教学规律融汇其中。 

本课程重视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激发研究生研学潜能；根据课程内容

和研究生特点，进行了合理的教学设计。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每讲解完理论知识配合有实践教学，以及学生课堂练习和大讨论。在教

学手段上，充分把课程组具备的各种与智能车相关的设备充分补充到教学条件中

来。例如，在讲解智能车辆导航规划系统时，除了进行理论讲解，把相应设备拿

到教室，让学生当场演示地图生成模块、规划导航模块、底层驱动模块，并让学

生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操作控制，对理论知识进行体会提升。 

知识教育 

智能车辆课程是面向机械工程专业开设的学科专业核心课，要求学生具有比

较扎实的控制理论、车辆理论、计算机基础知识、数学知识和编程操作能力。课

程本身涉及面广，知识点偏难，而且注重编程操作练习，单一依靠理论教学，没

有实际项目锻炼和练习，无法掌握智能车辆理论与方法。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上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过程中充分开展研讨互

动，关注创新素质、思维能力，付诸研讨、动手实践。针对选课学生的情况，课

程组从 9 个方面设计了智能车辆课内练习和实践项目，使学生上一门课相当于开

展了一次课题研究。考虑到实际情况，每组从９道大作业中抽签选取３道题。1-

3 题属于同一档。全班分成 9 组，9 组来抽签，每道题会有 3 个组来完成，这样



有利于竞争对比。４-6 题属于同一档，7-9 题为同一档。分开抽签，这样确保 9

个组，每个组都能抽到 3个不同档的题。例如在第 1 档的大作业题中，通过引入

智能车辆车载相机标定、激光雷达安装计算等实际问题，以研究生为中心，从“要

求学生学”到“学生自己愿意学、主动学”，并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

研究成果。研究生们通过练习实践，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独立的思考。 

由于这 9 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智能车辆科研一线的实际问题，本次“智

能车辆基础”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实践，在科教融合、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反哺教

学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2019年 3月，研究生院邀请学堂在线雨课堂资深培训师来学校介绍基于

“雨课堂”的智能教学实践探索。课程组在 2019年上半年第三届智能车辆研究

生课程教学活动（2019.4-2019.6）中，运用“雨课堂”这一智慧教学手段开展

了智能车辆教学实践。 

由于“智能车辆基础”研究生课程是面向机械工程学科（包括６个二级学科

方向）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而且机械与运载学部其他一级学科专业也可以选

修。所以在 2019 年上半年课程开课第一节课上，课程组首先运用雨课堂这一智

慧教学工具对选课的学生进行摸底分析。课程组设计了一系列问卷，通过雨课堂

工具在课堂上呈现出来，其中问卷４的统计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可以看到，雨课堂工具可以非常方便实时问答互动、实时统计结果，并在

手机上与教室投影屏幕上同步显示。通过设计的问卷以及雨课程这一智慧教学

工具，可以对选修智能车辆课程的对象在智能车辆技术背景方面的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从而对选课的学生做到心里有数。 

目前，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大部分学生还是习惯于被动听课，不太喜

欢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雨课堂”提供的投稿功能，可以让一些不喜欢或者不

太敢在课堂上大胆发言的同学，在手机上发言，然后投稿到“雨课堂”系统，

教师可以选择实名或匿名的方式投影到屏幕，让全班学生都能看见（如图２所

示）。同时，对于课堂练习，大家在纸上手写计算后，可以拍照，快速传到大屏

幕上（如图３所示），避免了过去板书的时间，达到实时性。此外，用“雨课

堂”提供的积分奖励功能，对参与到课堂的同学可以积分，积分按一定比例换

算成平时成绩，进一步增进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图２               图３ 

为了提高研究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探究学习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本课程安排了若干个智能车真实环境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广大上课学生能

够积极参与到小组任务中，通过教师提供的材料或者自行查找的其他材料，对

课堂上尚未讲解的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并通过团队协作，在给定的时间内完

成指定的实验任务，同时在课堂上展示研究成果（如图４所示）。通过这一活

动，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 

 

图４ 

总的来说，本课程十分重视教学建设，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有研讨

式、也有案例式，在加强研究生创新性、批判性、颠覆性思维培养方面进行了

很多有益的探索。 



课程考核 

 

在课程考核方面体现“目标达成”，注重以研究性结果作为成绩评定的依

据。以阿克曼转向小型电动车为例，以缩微电动智能车为对象开展智能车辆设

计实验，通过该研究项目让学生掌握智能车辆总体设计和分系统设计方法。要

求充分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并适当查找相关文献，针对给定的小型轮式

电动车辆，设计底层电控系统实现前进、倒车、转向、停车等的自动控制；通

过添加传感器设计感知系统，能够检测环境中的障碍物；设计规划系统，能够

避障行驶，撰写设计方案。 

由于智能车辆技术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在闭卷考试试卷的设计时，

在对基本理论知识考核设计传统的填空、判断、计算、问答题之外，还设计了

开放式的讨论题。问题本身没有答案，主要考察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结合

技术发展趋势，从学者的角度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智能

车辆技术认识上的创新性、批判性和颠覆性 

 

预算执行 
已经执行经费金额：59035元，执行比例：84.33％  （数据截止日期：7 月    

26日）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