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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简称 NTU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世界顶级综合类研究型大学，拥有 330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分布于工学院、商学院、理学院、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以及研究生院。南大亦设有与帝国

理工学院联合创办的李光前医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 QS 评为世界顶尖大学之一，同时七年蝉联全球年轻大学榜首。主校区经常被列入

全球十大最美丽的校园之列。南大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成员，全球高校人

工智能学术联盟创始成员、AACSB 认证成员、国际事务专业学院协会成员，也是国际科技大学联

盟的发起成员。南大在许多领域的研究享有世界盛名，为工科和商科并重的综合性大学。 

全球排名：2022QS 世界大学排名：全球第 12 位、亚洲第 2 位。 

 

 

 项目背景 
 

本项目面向未来有意向开展高层次科学研究、希望在科研道路上取得更好成果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掌握国际流行的科研方法和工具，熟悉国际会议期刊的标准和规

范，扩展国际化科研视野。为此，面向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举办“科研

素养提升”在线科研素养实训项目，本项目由南洋理工大学主办部门设计，依托其科研资源，由

国际顶尖大学的教授和学者团队执教。 

 

本项目从跨专业的角度为学生解析国际前沿的科研方法，从科研创新思维、如何选题展开，讲授

科研领域常用的方法和工具，结合前沿研究成果，讲授科研论文的IMRAD架构，符合国际规范

的科研论文写作，最终如何选择国际会议期刊进行投递，如何根据审稿人的反馈进行修改。全面

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实操能力。项目结束后，学生将理解并掌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

科研的方法，科研论文的专业撰写技巧，科研海报制作技巧及科研报告演讲技巧。整个班按学生

的专业及学术兴趣分成若干科研小组，进行学习和科研实操。 

 

报名成功的学员将收到南洋理工大学主办部门签发的 项目录取信。完成本项目并通过结业的学

员，将获得由南洋理工大学主办部门颁发的 科研实训证书、推荐信、成绩评定报告，优胜小组

成员还将获得 优秀学员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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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科研素养提升（Science Literacy Development Programme） 

项目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激发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科研综合技能。 

项目时间 2022年7月 – 8月 

项目时长 项目为期 8周，所有课程均为直播。总计： 

20 次科研素养课程（包含 1次博士生科研分享），共 40 小时（53课时） 

由博士研究生，带领学生分小组进行科研辅导，约10课时 

项目成果 本项目期间学员将以科研小组形式，跟随导师进行相关课题的科研学习。在课

程学习的基础上，学员将在科研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科研实践，并完成科研项

目，最终形成一片符合国际规范的科研论文，并制作科研海报，在结业汇报环

节进行科研演讲。 

 

项目结束后，投递至对应领域的国际期刊，尝试发表。最大程度的达到科研素

养实训的效果。 

项目师资 科研素养实操课程：由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及学者讲授科研

素养、技能及实操等相关内容； 

科研学术讲座：由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际顶尖大学教授学者讲授科技前沿

专题。 

详细师资见 项目师资列表 

授课语言 全英文授课。 

考核评估  课堂出勤率 (个人)  

 随堂 (或课后) 测验 (个人)  

 结业汇报 (小组)  

学习平台 所有直播课、辅导课与结业项目展示均使用 Zoom 进行授课。 

学习管理平台使用定制的Moodle系统。 

  

 Zoom 直播课 学习管理平台Moodle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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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获 
 

结业证书 学员完成本项目后，将获得由南洋理工大学主办部门颁发的结业证书。  

成绩评定报告 根据学员的个人考核、小组结业项目展示及团队协作等情况进行评分，成绩

评定报告印有学员姓名、课程时间、成绩评定及成绩评定的详细说明。 

推荐信 南洋理工大学任课导师将为学员签发推荐信。 

优秀学员证明 南洋理工大学任课导师将为优秀小组签发的优秀学员证明信。 

 

 
结业证书 (样例) 

 
成绩评定报告 (样例) 

 

 
推荐信 (样例) 

 
优秀学员证明 (样例) 

注：南洋理工大学主办部门可能会不定期更改版式或内容，以下描述基于往期课程，仅供参考，

最终以南洋理工大学实际发放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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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科研成果 
 

2022年寒假班的学员，共有 7 个科研小组成功在 IEEE 国际学术会议期刊发表科研论文。以下为

国际会议期刊论文录用函、学员论文封面节选。 

   

论文录用函 

云计算、计算机视觉与图像

处理2022亚洲大会 

（3CVIP 2022） 

论文录用函 

2022 IEEE 第7届智能计算与信号

处理国际会议（ICSP 2022） 

论文录用函 

2022 IEEE 第4届先进计算机特

技、信息技术与通信国际会议 

（CTISC 2022） 

   

科研论文（封面） 科研论文（封面） 科研论文（封面） 

 

 

报名须知 
 

申请对象 在读本科生、硕士生 

录取人数 每班 50 人 

项目费用 11800元人民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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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日程 
 

以下日程基于往期课程，仅供参考，实际日程可能有调整，以最终课程安排为准。 
 

序号 时长 课程内容 

科研课程 1 2 小时 课题：科研创新与科研课题的挑选 

教师：Prof. Teoh Teik Toe 

大纲：如何构建科研中的创新思维，如何挑选科研课题。 

介绍结业汇报的要求，分组指导。 

科研课程 2 2 小时 课题：使用 Python 软件进行高效科研 

教师：Prof. Teoh Teik Toe 

 使用 Python 进行科研资料收集、文献检索； 

 对实验结果进行数据分析，让观点更加科学严谨； 

 对科研实验的数据进行处理，数据清洗和整理； 

 根据数据生成规范且高质量的可视化图表，直观展示科研成果。 

科研课程 3 2 小时 课题：对科研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教师：Dr. Poernomo Gunawan 

大纲： 

 数据可视化是指信息和数据的图形化表示。使用图表、图形和地图等可

视化元素，数据可视化是查看和了解数据中趋势、异常值和模式的便利

方式。 

 使用国际领先的数据可视化软件 Tableau，对化学实验数据进行高质量

的可视化分析。 

 利用 Tableau 解释数据的功能，来解释数据中的特定点，加快分析速

度，加深分析深度。 

科研课程 4 2 小时 课题：定性研究方法 

教师：Prof. Eric C. Thompson 

大纲：定性数据分析是对采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有序、结构化和有意义的

分析。本课程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范畴出发，结合教授的在城市发展方面

的研究兴趣，以定性分析软件 NVivo 为例，讲授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定性

研究方法。NVivo 是一种质性研究软件，组织和分析无序信息，常用于定

性研究，主要为： 

 处理访谈文稿、文献内容、文本内容、图片视频、问卷、网页内容，社

交媒体信息等； 

 迅速检索所有数据，自动识别纷杂数据中的关键词和主题；提供可能的

分析思路和方向； 

 自动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和快捷整理； 

 链接关联性内容，找到材料中的规律。 

科研课程 5 2 小时 课题：社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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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长 课程内容 

教师：Prof. Raffin Anne 

大纲：本课程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角度出发，分别讲述定量和定性的

社会研究方法，延申至教育社会学、国家社会关系与全球化发展的案例讨

论。  

科研课程 6 2 小时 课题：科研中的数值分析 

教师：Prof. Cai Yiyu 

大纲：本次讲座将介绍科学研究中的数值分析和计算数学，特别是如何通

过优化算法进行有效的科学研究。重点将放在科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和解决

问题上，教授将分享关于虚拟现实、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的用例。 

学生将： 

 学习数值分析的基础知识； 

 了解不同类型的数值分析； 

 了解典型的优化技术； 

 发展知识和技能，以应用数值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通过科学、工程、医学等领域的几个案例研究，深入了解数值分析。 

科研课程 7 2 小时 课题：深度学习与数据结构 

教师：Prof. Teoh Teik Toe 

大纲：  

 什么是深度学习 

 面向对象编程及其优缺点 

 Python Institute 的 PCAP 认证 

 数据结构（堆栈，数组，数据帧） 

科研作业：通过 Python 进行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 

科研课程 8 2 小时 课题：城市交通领域的前沿科研 

教师：Prof. Wang Zhiwei, David 

大纲：本课程以城市交通规划为例，讲述了经典的交通规划与运营模型，

理解描述交通流的概念和衡量方法，进而知晓公共通勤服务运营策略的设

计思路。通过“排队理论”讲述交通流的概率论模型，以及“早晨通勤难题”

的科研前沿成果。 

科研课程 9 2 小时 课题：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图像处理 

教师：Prof. Teoh Teik Toe 

大纲： 

 图像的直方图和均衡器分析 

 图像的色彩分析 

 图像的亮度分析 

 标准化以帮助图像分类 

 对图像进行变换：傅立叶变换 

科研作业：使用计算机视觉对图像进行处理 

科研课程 10 2 小时 课题：如何在学术会议做科研演讲报告 

教师：Prof. Cai Y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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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长 课程内容 

大纲：本课程以教授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科研为例，讲授如何参与学术

会议，并做专业的科研演讲。 

科研课程 11 2 小时 课题：符合国际规范的科研论文写作 - 用 IMRAD 架构论文的技巧 

教师：Prof. Teoh Teik Toe 

大纲：计算机科学和相关领域方面，IEEE 的会议论文集是全球公认最重要

的综合出版文集，本课程以 IEEE 的期刊格式为例，指导学生撰写符合国际

规范格式的论文，包括论文标题、摘要、关键字、术语目录、引图与表

格、通用样式准则、数学公式、语法、致谢、文献引用。并讲述撰写论文

的思路与逻辑： 

 摘要 

 文献评论 

 数据准备及实验设定 

 建议的模型 

 测试结果 

 对提交给 IEEE 的报告进行格式化 

 

科研课程 12 2 小时 课题：科研海报的制作及投稿技巧；科研伦理、科研道德与学术规范 

教师：Prof. Teoh Teik Toe 

大纲：本课程以 IEEE 会议论文为例，系统地讲述会议的选择（例如 IEEE

中国或国际），会议论文的提交，会议海报的准备，同行评审反馈和修

改。 

本课程分析科研课题设计和申报中的问题，以及科研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例如署名不当、隐瞒不利结果、一稿多投、侵犯或损害他人著作权，有意

不准确报告结果、泄露个人或群体可识别的信息、侵犯隐私权等。同时以

人工智能的演进为例，讨论科研领域的伦理论证。 

科研课程 13 2 小时 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科研经验分享 

邀请南洋理工大学优秀博士生分享科研经验，特别是国际期刊的发表经

验，同时我校学生也分享自身的科研成果和经验。 

科研课程 14 2 小时 结业汇报：形成一篇符合国际规范的科研论文 

形式：每个小组为一个科研组，根据自己的科研兴趣，形成一篇符合国际

规范格式和结构的科研论文，并制作科研海报，进就科研成果进行演讲。 

课程结束后，结合自身科研领域，选择国际期刊或会议，在导师的指导下

进行投递，争取发表，以达到实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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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学术拓展课程 

全球顶尖高校的教授、专家、学者主讲的科技前沿拓展课程 

序号 时长 课程内容 

第 1 次 2 小时 课题：人工智能与知识图谱 

教师：Prof Bernardo Cuenca Grau（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大纲：  

 牛津大学的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及研究方法； 

 人工智能及知识图谱介绍；知识图谱构建；基于本体的推理；机器学

习。 

第 2 次 2 小时 课题：人工智能与公平分配方法 

教师：Prof Edith Elkind（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大纲： 

 切蛋糕、对解概念、计算模型 

 Dubins–Spanier 定理 

 公平分配实例 

第 3 次 2 小时 课题：人机交互系统 

教师：Dr Thomas Bohné（剑桥大学，制造研究院，人机交互实验室，

主任） 

大纲： 

 产业中传统的人力工作 

 产业中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 

 增强现实技术的试验成果 

第 4 次 2 小时 课题：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及学术写作方法 

教师：Prof. Arhat Virdi（牛津大学商学院，教授） 

大纲：社会科学专业的学习及研究指导、学术写作技巧。 

第 5 次 2 小时 课题：网络安全 

教师：Prof. Jason Nurse 

（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研究员（前）、肯特大学网络安全副教授） 

 什么是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 

第 6 次 2 小时 课题：大数据与社交媒体分析 

教师：Prof Taha Yasseri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

学副教授） 

大纲：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与社交媒体 

 分析工具和常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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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师资 
 

以下为往期项目的师资，仅供参考。最终师资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 

科研素养实训课程师资 

 PROF. TEIK TOE TEOH 

所在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担任教职： 南洋理工大学，商业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学术主任（商业分析） 

学术背景： 背景概要： 

 南洋理工大学，商业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南洋理工大学，课程学术主任、高级讲师 

 新加坡设计科技大学（SUTD）副主任、 SUTD Academy 院士 

 25 年研究与软件开发经验、13 年教学经验 

 论文发表：41 篇 (14 篇期刊论文、25 篇会议论文、2 篇专书论文) 

 谷歌学术 H 指数：4 

 新加坡设计科技大学创业公司（Luminaire、Luxury Mystery）联合创始人 

 

教育背景： 

- 新加坡技术设计大学，博士后 

- 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博士 

- 南加州大学，计算机工程学硕士，电气工程（荣誉）学士 

研究兴趣： 2016 新加坡技术设计大学（博士、研究员） 

➢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实验室深度学习 

➢ 项目：通过 Weka、Matlab 和 Python 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分析大据、高速网

络安全 

➢ 计算模式：Fuzzy、K-mean、PCA、MLP、Ngram、HMM、递归神经网络、

LSTM、CNN 

 

2006 ~ 2012 南洋理工大学 

➢ 自闭症检测：使用包括自组织图在内的模糊神经网络开发一个计算模型，以使

用 Weka、Visual Basic 和 Matlab 检测自闭症 

➢ 人脸检测：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决策树、朴素贝叶斯、SVM，Kmean 和

KNN 在 Weka、Visual Basic、Matlab、C ++和 C＃的计算机和手机中进行开发 

➢ 人脸识别：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朴素贝叶斯、Kmean、KNN 在 Weka、

Visual Basic、Matlab、C ++和 C＃的计算机和手机中进行开发 

➢ 情绪识别：使用模糊神经网络、遗传算法、Hindden Markov 来开发计算模型，

以使用 Weka、Visual Basic、Matlab 识别人的情绪 

讲授课题： - AN6001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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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8002 人工智能与高级预测技术 

- AN8008 深度学习与现代人工智能 

 

 A/PROF. YIYU CAI 

所在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担任教职：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增强与虚拟现实中心，副主任 

学术背景： 蔡教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 终身教授、大学参议院成员，主持计算机辅助

工程实验室和虚拟现实及软件计算策略研究计划，兼任 NTU 增强虚拟现实中心副

主任、南洋理工能源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方向主任, 目前担任新加坡 NTU-SAAB(瑞

典)和 NTU-Surbana Jurong 两个工业联合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曾经担任 NTU 媒

体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南洋超级计算与可视化中心副主任、先进数字与仿真中心

副主任。他的研究团队的兴趣主要在虚拟增强现实、仿真与严肃游戏、人工智

能、机器人以及他们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和智慧工程等方面的应用；其研究获

得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等机构的大力支持；拥有国际专利 6 项、出版斯普伦格专

著 10 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培育博士生与博士后逾 30 位。先后担任 4 个

SCI/SSCI 国际杂志的副主编或编委；应邀在世界各地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荷

兰、日本、中国东盟峰会等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 50 多个主题或特约报告；是国

际顶尖学术会议 MICCAI 2022 和 ISMAR 2022 等的主办者。蔡教授是奥地利等多个

国家科学基金的特约专家、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大学博士学位的海外评委、一带

一路沿线多个国际教育机构的特聘顾问；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英国伦敦学院大学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长期合作，

部分工作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性发展方向的肯定。2008 年他当选为国际

仿真与游戏协会的联合会长。  

研究兴趣：  虚拟增强现实 

 仿真与严肃游戏 

 人工智能 

 机器人及其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和智慧工程等方面的应用 

 

 DR. POERNOMO GUNAWAN 

所在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担任教职： 南洋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讲师 

学术背景： 背景概要： 

 新加坡科技局化学工程学院，科学研究员 

 

教育背景：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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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化学工程学科，如化学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和毕业设计项

目。此前，他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化学与工程科学研究所 (A*STAR  ICES) 担任科学

家，研发用于多相催化的纳米材料，例如金属氧化物，支持贵金属金属，以及用于

石化生产和生物质转化为化学品的介孔材料。2009 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关键技能：  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和各种金属氧化物 

 纳米材料合成于功能化 

 材料分析 

 多相催化 

 HAZOP 和实验室安全 

 Aspen HYSYS 

 Aspen Plus 

 数据可视化与 Tableau 

研究兴趣：  用于药物载体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的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 

 纳米材料的合成与多相催化 

 虚拟技术在化学工程教育中的应用 

 

 A/PROF. DAVID WANG 

所在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担任教职： 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 

学术背景： 教育背景：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他目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土木

与环境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基础设施优化设计、城市发

展与交通规划动态分析、公共交通运营与设计。他在顶尖的交通期刊上发表了 50 多

篇文章。他是《交通工程杂志》的区域副编辑，《交通运输计量学 A 分册：运输科

学》编委会副编辑。作为首席研究员，他已获得超过 250 万新元的外部研究资助，

2016 年获得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交通研究委员会授予的 Fred Burggraf Award 奖，  

研究兴趣： 

 

 土地综合利用规划 

 传输网络建模和优化 

 公共交通运营和规划 

 物流与网络分析 

 

 A/PROF. ERIC THOMPSON 

所在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担任教职：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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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背景： 背景概要：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 

 

教育背景： 

 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在加入国大之前，他在华盛顿大学

完成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南亚研究中心担任博

士后研究员。他教授人类学、性别研究、城市研究和研究方法。他的研究兴趣包括

跨国网络、城市化、文化理论和东盟区域主义。他的作品发表在《美国民族学

家》、《城市研究》、《亚洲研究评论》、《当代社会学》和《当代东南亚研究》 

等期刊上。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定性研究方法已超过五年。

他在 Field Methods 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并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

甸、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的大学和面向政策的研究人员举办了研究方法研讨会和培

训。 

研究兴趣：  跨国网络 

 城乡社会互动 

 农业转型 

 行星都市化 

 文化理论 

讲授课题：  人类学 

 性别研究 

 东南亚研究 

 研究方法 

 

 A/PROF. RAFFIN ANNE 

所在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担任教职： 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学术背景： 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社会学和历史研究学博士 

研究兴趣： 现代殖民主义及其遗产、国家社会关系和全球化 

讲授课题：  认识社会 

 社会研究方法 

 教育社会学 

 解释社会学 

 国籍、国家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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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学术讲座师资： 

 PROFESSOR BERNARDO CUENCA GRAU 

所在大学： 牛津大学 

担任教职： 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科学教授 

凯洛格学院，院士 

学术背景： 研究主题：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数据与知识 

 

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的广阔领域，包括： 

- 知识表示和推理 

- 知识图 

- 计算逻辑 

- 语义技术以及它们在数据管理和网络中的应用等 

 

参与活动 

- 数据库 

- 知识表示与推理 

 

软件工具 

参与了一些本体管理和推理工具的设计，包括： 

- 本体匹配工具 LogMap 

- 本体推理器 MORe 和 PAGOdA 

- 语义面搜索系统 SemFacet 

 

 PROFESSOR EDITH ELKIND 

所在大学： 牛津大学 

担任教职： 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科学教授 

贝利奥尔学院，院士 

学术背景： 教育背景 

普林斯顿大学，理学硕士/博士 

 

研究兴趣 

 算法博弈论 

 计算社会选择 

 

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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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算法与复杂性理论 

 

简介 

 2013 年加入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进入牛津大学之前，她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获得了国家

研究基金会(NRF)的奖学金。 

 2005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华威大学、利物浦大学和耶路撒冷希

伯来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南安普顿大学讲师。 

 

 PROF. ARHAT VIRDI 

所在大学： 牛津大学 

担任教职： 商学院，教授 

学术背景： 教育背景 

- 伦敦政经学院，博士 

- 牛津大学，硕士 

- 伦敦政经学院，理学硕士 

 

本科生教学领域 

- 国际经济学 

- 博弈论 

- 金融和会计 

- 财务管理教学(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  

- 哲学：逻辑、哲学逻辑、哲学、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 

 

研究生教学领域 

Said 商学院 MBA、MFE 和 E-MBA 的教学： 

- 经济学 

- 金融学 

- 会计学 

- 博弈论 

 

 PROF. TAHA YASSERI 

所在大学： 牛津大学 

担任教职： 互联网研究院，计算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士（前） 

现任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学副教授 

学术背景： 教育背景 

- 布达佩斯科技工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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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院，博士 

 

研究兴趣 

计算社会科学、信息动力学、集体行动、并行生产、集体智慧、人类动力学、社会

媒体、冲突与合作、意见形成、集体行为、社会网络、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机器

学习 

 

教学 

 数字社会研究：方法核心 

 在线社交网络 

 社会数据科学的研究设计 

 模拟社会 

 

 DR. THOMAS BOHNÉ 

所在大学： 剑桥大学 

担任教职： 剑桥大学制造研究院（IfM），人机互动实验室（Cyber-Human Lab），创始人及主

任； 

剑桥大学工程系，战略技术与创新管理，高级研究员 

学术背景： 他是剑桥大学制造研究院人机互动实验室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该实验室专注于如何

使用技术来增强人类工作并提高人类在工业中的表现。他的研究兴趣为人类能力和

技术的交叉点，以创造可以为更美好的未来做出重大贡献的解决方案。 

 

他是剑桥大学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学会的联合创始人、高级财务主管和执行委员会成

员；剑桥大学科技与企业俱乐部（CUTEC）高级财务主管兼执行委员会成员。  

 

他拥有剑桥大学工程系博士学位、剑桥贾吉商学院硕士学位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

学位。他曾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 

 

教育背景 

- 剑桥大学工程系，博士 

-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硕士 

- 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 

 

研究兴趣：人类能力与科技的交叉 

 

学术部门：制造与管理 

 

 PROF. JASON R. C. NURSE 

所在大学： 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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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教职： 计算机科学系，研究员（前）、沃尔森学院，研究院士  

现任肯特大学网络安全副教授 

学术背景： 教育背景 

 华威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 

 赫尔大学，互联网计算硕士 

 西印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会计理学士 

 

参与项目 

分析网络空间的价值风险、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安全、网络安全能力模型、风险控制

有效性、公司内部威胁检测：网络内外安全(CITD)、为信息环境提供增强现实支持

的信任等。 

 

教学 

 在网络安全博士培训中心(CDT)担任讲师 

 本科生、硕士和博士项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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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反馈 
 

曹同学，武汉大学，2021 年寒假班学员 

在刚刚结束的寒假，我参加了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实习的学习项目。在参加项目之前我只是想来了

解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为我之后的学习生活开拓一下视野。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我发现我对

于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好奇这其中的奥妙。 

我本科学习的是基础数学，学习到和接触到的计算机的知识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进行系统性的

python 学习，可以说是零基础入门人工智能了。开始我还很担心自己跟不上课程，但是 Dr. Teik

讲授的时候十分细致。在专业课与辅导课上，导师会一边讲授专业知识，一边带领我们进行实践

操作，并且时刻确保我们有跟上进度。他会耐心地问我们是否有问题要问他，并会增加额外的辅

导时间，为我们解决我们在跑代码时遇到的问题，耐心地给予每位同学充分的指导，确保每位同

学都能够掌握课堂学习内容，并进行实践操作。 

在为期五周的学习中，Dr. Teik 带领我们学习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丰富知识，包括决策树(Decision 

Tree)、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回归（Regression）、卷积神经网络和图像处理（CNN & 

Image Processing）、分散性聚类（K-means）、聊天机器人（Chatbot）、时间序列 （Time 

Series）、循环神经网络门控循环单元长短期记忆人工神经网络（RNN GRU LSTM）的原理、计算

公式和主要应用方向，使我获益匪浅。并且，我也在老师的带领下，接触了  Anaconda、

RStudio、Visual Studio 等做人工智能需要的相关软件。我对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确实是了解了许

多，不再是以前的纸上谈兵，只知道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些单薄的名词，而是对它们有了一个

具体的认识。 

很多老师告诉过我们，数学在很多领域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此我一直没什么概念，直到

这次学习。在此之前我在我的实变函数与概率论中学习过卷积，但是当时学习的最为抽象的概念

与证明，完全没有想过它的应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个公式，竟然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

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充分体会到了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我之前的学习视角局限在数学领域，

没有办法将我所学的知识应用，对于知识的理解也就不够。这让我想到那句老话，“实践出真

知”。 

十分感谢这次项目，让我不仅学会了人工智能相关知识，还熟练掌握了 python 和 R 的使用。我

知道我目前所拥有的知识还只算是人工智能入门，感谢这次项目学习为我打开了这方面领域的大

门，我会继续坚持学习相关知识的。通过这次项目也坚定了我之后的学习方向，并对未来发展做

出了规划。最后，十分感谢 Dr. Teik 精彩的讲授，让我受益匪浅！喻同学，华东师范大学，数学

与应用数学专业  

邓同学，武汉大学，2021 年寒假班学员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学习活动，在这一次活动中，我碰到了耐心教导的

可爱教授，用心分享的大佬，认真负责的老师…我的收获远不仅仅于知识的分享，更在于眼界的

提升和学习热情的激发。这个项目与国内的课堂讲授不同，它更侧重于知识的迅速学习和实践，

非常的具有实际意义。在一节课的内容学习完后，感觉非常充实——对自己利用这节课所学的知

识，能够做什么，有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并且能立即在实际生活当中运用。 

这次项目的课程内容安排得非常充实丰富，以 Python 语言为基础，内容虽然多而范围广，但以

人工智能为核心，丝毫不显混乱。课程内容具体包括：深度学习、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图像处

理、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图像识别、人工智能论文写作、IEEE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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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交。每一项内容都非常的具有价值，对科研和日后的学习生活具有帮助。每一次课程结

束，都有对应的小作业帮助巩固知识，让你对上课的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教授授课时目标清

晰，每堂课都有对应的目标科研内容。且教授人非常可爱，性格温和，很有耐心，在任何一位同

学提出完成某一个步骤有困难时都会热情且耐心的帮助他解决困难，或再次逐步演示，或让有问

题的同学投屏分享，他指导解决问题。 

这次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温和可亲的教授，更有来自天南海北，但都科研水平高超

的大师。该项目不仅仅着眼于脚下——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更有着对眼界提升的培养—

—计算机未来几个方向的内容和前景。项目课程中包含了四次大师讲堂，内容分别为：知识图谱

与人工智能（Knowledge Graphs & AI）、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人机交互系统（Cyber-

human Systems）、用人工智能方法进行公平分配（AI Methods for Fair Division）。几位大佬发

表了自己对以上四个领域的独特看法以及对其前景和应用的分析，让我受益匪浅，对以后自己将

要从事的方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除了学业方面的进步，在课程中我也体会到了国外不同于国内的独特的教学环境和授课氛围。课

程的最后还包括了“新加坡留学生活分享会”，让同学们能更加深入了解新加坡的留学及生活。 

课程的结课方式是按照分好的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在所学内容和老师提供的主题的范围内，自

主选题，完成一篇内容翔实、格式正确的论文。这种结课方式具有创新性，既给予了同学们较大

的自主性，又兼顾了对于所学内容的巩固和检查，同时强调了十分重要的团队协作能力。不难看

出，这项结课任务，十分切合这次项目的目标，且与实际的科研生活息息相关，不至于脱离实

际。 

陈同学，华东师范大学，2022 寒假班学员 

“我不仅学到了科研论文的规范写作、提升了科研素养，而且收获了友情、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

魅力。从确立选题、搜集数据、研究数据处理方法、构建模型到不断分析讨论，再到最终完成

final project，我们不断摸索、不断磨合，逐渐适应了全英文授课方式，也更加理解老师的授课内

容。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我庆幸自己拥有了这次宝贵的机会，拥有了在南洋理工大学的

线上学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