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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总结 

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要

使命，需要科学把脉、精准施策，有效解决制约性、瓶颈性问题，提

升培养一流人才水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面向航天重大工程和重

点民族产业的“光机电算”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是浙江大学

和中国计量大学光电专业导师团队在近十七年来的研究生教育实践

中取得的成果。 

浙大光学工程学科自 2007 年被评为全国第一以来持续保持领先

优势，是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中最具影响力的浙大高峰学科之一；中

国计量大学是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其光电学科是浙江省一流学科 A

类。两校导师团队血脉相联，频繁互动，在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坚决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长期秉承“立德树人”

育人理念，在完成我国探月工程重大科研任务和与华为等重点民族产

业合作技术攻关项目的过程中探索培养研究生模式，取得了丰硕的教

学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优秀博士/硕士投身于国家建设并做出突出

贡献。 

1.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1）学生思想品格缺陷问题 

针对当代研究生中存在自我意识较强、政治思想教育相对薄弱、

存在利己主义倾向的问题，我们一是将教工与学生党支部建设工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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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位，建立完善的研究生德育导师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强化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教育深度融入到研究生课程之中，激励

研究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到国家民族振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培养研究生形成

政治坚定、爱党爱国、团结合作、坚毅果敢、乐于助人的优秀思想品格。 

 

图 1 解决“学生思想品格缺陷问题”的方法与成效 

（2）学位论文理论&实践、软件&硬件相结合的问题 

针对学位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分析、轻工程实践，重软件

算法、轻硬件机理的问题，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科学和工程两类研

究生培养机制，探索“光机电算”综合培养新模式，并将研究生培

养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和与重点民族企业合作项目紧密结合起来，

将每位研究生的论文融入到攻关项目之中，在凝练和解决科学问题

的同时，注重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达到全面提升

研究生“光机电算”综合能力的培养目标。 

 

图 2 解决“学位论文理论&实践、硬件&软件相结合问题”的方法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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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师与学生重短期论文成果、轻持续研究的问题 

针对导师和学生中存在只注重学术论文发表的短期成果，不愿在一个

技术方向上持续攻关，缺乏攻坚克难、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决心和勇气问

题，我们通过建立注重科研实绩、强调项目实效、不唯论文篇数的学术水

平客观评价标准，鼓励教师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国家需求的关键技

术方向上长期深耕，并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倡导探月精神，通过导师言

传身教，在培养研究生确立人生长远目标、勇于攀登、乐于奉献精神方面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图 3 解决“重短期论文成果、轻持续研究问题”的方法与成效 

2.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争创党建全国先进 

以创建全国党建样板支部和标杆院系为抓手，推动研究生思想品格

教育工作。浙大团队所在的光学成像与检测所教工党支部入选“第三批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中国计量大学团队所在学院党委入选“第四

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徐之海被评为 2021年省高校优秀共产党

员、沈常宇被授予 2022年“浙江省最美教师”荣誉称号、冯华君被授予

浙江省师德师风先进个人。通过研究生德育导师制度，强化了研究生党

支部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在培育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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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李奇、李鹏多次被评为浙大优秀德育导师。 

（2）强化建设课程思政 

导师团队承担“现代成像系统”、“生物医学成像”等研究生专业课

程教学，完成了 6个省级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强化了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课程思政把专业教育与立德树人有

机结合起来，有效解决了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相对薄弱、存在利己主义倾

向的问题。课程思政改革的实施，在培养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实现了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2022年徐之海教授、刘智毅副教授主讲的课程分别获得全国高校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专业优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特等奖和一等奖。  

（3）坚持硬件软件结合 

紧紧抓住光电成像领域中“光机电算”技术链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探索研究生“光机电算”链路化能力提升的培养模式。坚持基于“光-机-

电”硬件链路的物理机理，开展软件算法研究的总体技术路线，让研究生

在充分掌握“光机电”物理原理和工程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和运用计

算机图像处理领域中的算法工具、神经网络等先进手段，来突破现代成像

系统中的物理极限，提升光电成像技术的研究水平。使研究生在软件与硬

件技术的交叉融合研究中显著提升“光机电算”综合科研能力。 

（4）形成两种培养机制 

在科学博士/硕士培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央

企、华为科技等重点企业合作，建立了工程博士/硕士的培养机制，使研

究生培养与国家重大科研与产业攻关更加紧密相联。在科学博士/硕士培

养中，加强理论创新的同时又注重在工程与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和意义；在

工程博士/硕士的培养中，实施工程关键技术攻关的同时又注重从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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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凝练科学问题。通过上述培育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研究生学位论文中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毕业研究生在国家科研机构和著名民营企业中

不断取得突出业绩，涌现出 1位国家千人、1位首次火星探测工程国家表

彰和记功、3位省市级青年科技人才。 

（5）锻造优秀导师队伍 

本着做国际一流科研、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的目标，导师团队精益求

精、不断进取，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成为研究生学习榜样。徐之海入选

浙江省特级专家、获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者、探月工程突出贡献国

家表彰；王乐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

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刘华锋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入选浙江省“万

人计划”杰出人才；沈常宇入选浙江省高校创新领军人才、省“追光者”

名师创新工作室。此外导师团队还经常邀请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工程总师张荣桥院士等著名科学家来到学生中间进行

交流，让学生感受大科学家人格魅力，形成了优异学术氛围和育人环境。  

（6）构建科学评价标准 

导师团队积极倡导所在学校和学院在破除“五唯”（唯论文、唯帽子、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方面有所作为。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是评价教

师学术水平的一个方面，也是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基本条件之一，但不是全

部。在学术评价中，不是以论文篇数为标准，而是更注重学术论文的行业

影响力、是否有重大突破或标志性成果、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中的实际

成效等；在研究生各类奖励评定中，更是注重学生在科研中是否切实做出

了创新性工作，是否表现出勇于担当、敢于攻坚、精诚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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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点 

（1）以党建/思政教育提升“立德树人”水平 

导师团队始终以习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面向航天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民族产业的需求，不断尝试研究生

培养新方法和新模式。通过创建全国样板支部、标杆院系，提升研究生导

师的政治思想水平，以引导和提升学生的思想觉悟；通过加强课程思政建

设，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爱党、爱国、服务国家的意识，树立

将自己成长之路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历史潮流结合起来的人生理想，

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光机电算”链路化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新模式 

抓住光电专业领域技术链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探索和实践 “光机电

算”链路化研究生培养模式。让研究生在充分掌握“光-机-电”物理原理

和工程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和运用计算机图像处理领域中的算法工具、

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等先进手段，突破系统中的物理极限，提升研究水平。

毕业研究生具备了出色的“光机电算”综合交叉科研能力，深受国家航天

主力科研单位和华为、舜宇等重点企业的欢迎。 

 

图 4 研究生“光机电算”链路化综合科研能力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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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重大科研任务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导师团队承担了“高分”“探月”等国家航天重大科技专项中的

项目、国防基础科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任务，也承担了与航

天五院、华为科技、舜宇集团等重点企业科技合作项目，涉及光学遥

感、手机成像、LED照明、医学成像与检测等技术方向。导师依据研究生

专业兴趣和特长，精心将每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与科研项目结合起来，融

入到相关关键技术攻关之中，在提升学生理论水平的同时，强化训练了其

解决工程技术实际问题的能力。 

4.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1）教学经验交流推广 

     浙大与中国计量大学导师团队在研究生教学上深入交流、互帮互助。

计量大学王乐和沈常宇是浙大早年培养的博士，他们将浙大研究生教学经

验带到计量大学，并不断发扬光大，已经成长为该校光电学科的骨干。徐

之海、沈常宇等教师在课程思政方面做出了突出业绩，近 5年来在自己学

校的不同院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南昌航空大学等其他高校进行了多场教学经验交流报告，受到广大高

校教师的好评。徐之海、李奇、沈常宇等教师发表了 7篇教学论文，研究

生“光机电算”综合能力培养模式在全国高校光电信息类专业中产生广泛

影响。 

（2）教学科研成果丰硕 

近年来团队导师承担了多项省级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和课程思政项目，

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徐之海、李奇《现代成像系统》研究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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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中的案例“光机电算链路优化技术提升手机成像质量”获 2023年浙江

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刘智毅获 2021 年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电子信

息类专业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一等奖；冯华君、徐之海在 2023 全国光学

与光学工程博士生学术联赛中获全国百强导师奖；王乐获 2023 年全国卢

嘉锡优秀导师奖；沈常宇获 2023 年中国计量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章海

军获 2017 年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冯华君获浙江大学研究生“五

号”导学团队提名奖等。   

在研究生深度参与的科研项目中，也收获了多项标志性成果。徐之海

团队在高分遥感卫星光学稳定成像关键技术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国

防技术发明一等奖；在探月工程 CMOS光学相机技术中取得重大进展，获教

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浙大光电学院也获得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

贡献单位” 国家六部委表彰。王乐团队在微型高效增强现实近眼显示系统

研究中，突破了 AR光学引擎国际技术难题，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刘华锋教授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导师团队还先后获得多项浙江

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3）在校学生屡获大奖 

近 10 年来团队所培养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就获得了一系列奖励：陈世

锜（导师冯华君）获中国光学学会 “第十九届王大珩光学奖学生奖”、华

为终端 CAMERA学术之星大赛一等奖、浙江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钟川（沈常

宇）、王友清（沈常宇）分获仪器仪表学会特等、一等奖学金；王友清（沈

常宇）、张崇（沈常宇）获省优秀硕士论文；刘泽旭（沈常宇）获浙江省

“挑战杯”特等奖；张自然、陈肇杰等（徐之海、陈跃庭）2022年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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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局、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主办的“嫦娥七号科普试验载荷

创意设计”二等奖。吴迪（徐之海）深度参与嫦娥四号相机研制任务而入

选人民日报新媒体 2019年“五四”青年节“无奋斗，不青春”视频中的四

名典型大学生之一。12 位学生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何丽蓉（冯华君）、

崔光芒（冯华君）、赵巨峰（冯华君）、吴迪（徐之海）、董月（陈跃庭）、

周浩（李奇）、胡海泉（徐之海）、张子尧（章海军）、钱书豪（刘智毅）、

王子延（王乐）、吴拓（王乐）、钟川（沈常宇）； 9名研究生获省优秀

毕业生：付中梁（徐之海）、赵巨峰（冯华君）、吴迪（徐之海）、董月

（陈跃庭）、赵昊（徐之海）、陈世锜（冯华君）、刘泽旭（沈常宇）、

王子延（王乐）、李培（李鹏）。 

（4）毕业学生逐步成为栋梁 

许多毕业生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奉献，逐步成为栋梁之才，其中代表

性的有：田宜彬（冯华君）毕业后赴美 10年回国，成为国家千人、深圳市

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付中梁（徐之海）毕业后进入航天领域，现任国家

探月中心处长，获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首次火星

探测国家表彰。赵惠（冯华君）毕业后进入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从事航天光

学遥感，现任所务委员，获陕西省科技新星、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郑珍珍（冯华君）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现任卫星系统

所副所长，获中科院上海分院杰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优秀党员，上海科

技系统优秀党员。更多毕业生（杨晨炜、张峥、伍文双、赵烈峰、陈锦伟、

谢前森……）进入了华为、舜宇、海康等光电头部企业，成为企业骨干技

术力量，为振兴民族企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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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支撑材料 

1.导师团队党建工作成效  

（1）浙大光学成像与检测教工支部-教育部全国党建样板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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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计量大学光电学院-教育部全国党建标杆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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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之海-浙江省级优秀共产党员 

 

（4） 冯华君-浙江省师德师风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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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学与检测成像所-浙大先进基层党组织 

（6）李奇、李鹏-浙大优秀德育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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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机电算”链路化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模式 

（1）光电成像技术领域的“光机电算”链路  

在数码光电成像技术发展初期的上世纪 90 年代，光、机、电系统是相对独

立的三个技术组成部分，光学镜头完成对景物光学影像的生成，光电传感 CCD

或 CMOS 焦平面器件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形成数字图像，电路系统完成对成

像过程中的对焦、曝光、数据传输控制，机械系统将光学和电子学各部件结合起

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到本世纪初，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飞速发展，使得数字图像智能处理技术（算）也成为了成像链路中重要的一个环

节，光电成像技术的“光机电算”链路概念逐步形成，如下图所示。  

 

随着在航天领域中的空间遥感成像和各类照相/摄像电子产品对成像质量

要求的不断提升，光学、机械、电子学各项硬件技术都已经发展到了其物理极

限并遭遇瓶颈限制。如下图所示，当光学镜头的成像质量受到衍射极限、像差

校正的限制、光电器件受到感光面积的限制时，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计算机图像

处理的技术途径对退化图像实施接近理想图像的提升。对成像链路的优化匹配、

补偿完善，成为当代光电成像系统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代光电成像与检测领域的研究是经典光电成像技术、计算机图像处理技

术、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导师团队设定了基于光机电理论和工

程机理构建和发展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算法作为该项研究的总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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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在这样的总体方针指导下，需要培养研究生具备光、机、电、算综合技术

能力，使学生更好地实现经典成像理论与工程实践、系统硬件与软件算法的高度

融合，对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创新科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生“光机电算”综合能力培养模式与成效 

基于光电成像系统链路化技术特征，面向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和重点产业中

的需求，导师团队提出了一种“光机电算”链路化研究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模式，

如下图所示。 

 

导师团队从国家需求之中凝练出光电领域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将光-机-

电-算中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理论与工程、软件与硬件、技术瓶颈与可能突破口

等特征融入到导师指导学生的各个环节之中。设计了从通过跨学科课程学习掌

握光机电算基本理论和科研工具，到通过博览文献和工程实习增长学术见识和

工程经验；从尝试对研究方向的聚焦和创新探索、形成初步研究方案和开题报告，

到融会贯通攻坚克难、突破关键技术和发表学术论文；最终通过对研究成果总结

形成高质量学位论文的研究生成长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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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培养模式的主线是研究生成长链路，在该链路的每一个环节上导师团队

都发挥了建设性的教育和指导作用，而总体的指导方针是基于从国家重大工程

和重点产业需求中提炼出来的光电领域技术发展特征。在研究生成长链路的每

一个环节中都设计了阶段性成效目标并形成链路，两个链路并行构成整个研究

生培养过程。 

以该链路模式培养的研究生具备了很强的“光机电算”综合科研能力，能

够胜任国家重大工程和重点产业中光电成像与检测方向的技术攻关，满足国家

对该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研究生毕业后投入到航天重大工程和重点产业的

科研主战场，部分毕业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逐步成长为重要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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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师个人荣誉和奖励 

（1）徐之海-浙江省特级专家 

 

（2）王  乐-教育部长江学者  

（3）刘华锋-国家自然基金委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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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之海-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五号）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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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之海-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 

 

（6）徐之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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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之海-浙江省级优秀教师 

 

（8）冯华君-优秀导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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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冯华君、徐之海-全国百强博士导师 

 

（10）沈常宇-浙江省最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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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常宇-浙江省“追光者”名师创新工作室 

 

（12） 沈常宇-浙江省级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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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  乐-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4） 王  乐-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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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  乐-卢嘉锡优秀导师奖 

 

（16） 章海军-唐立新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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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师主要教学奖励  

（1） 徐之海、李奇-浙江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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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常宇-国家一流课程 

 

（3） 徐之海-全国高校光电专业课程思政案例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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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智毅-全国高校光电专业课程思政案例一等奖 

 

（5） 刘智毅-全国电子信息类青教赛一等奖 

 



28 

 

（6） 徐之海-浙江省课程思政案例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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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常宇—中国计量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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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导师团队主要科研奖励 

（1） 徐之海、陈跃庭等-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 

 
 

（2） 浙大光电学院-探月工程突出贡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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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之海、李 奇等-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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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  乐等-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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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华锋等-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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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华锋等-浙江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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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之海、冯华君等-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深空探测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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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之海、冯华君等-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显微镜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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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华锋-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二等奖 

 

（10） 李  鹏-华为科技“火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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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冯华君-华为科技“优秀技术合作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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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学论文  

（1） 徐之海等，高校理工类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高教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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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常宇等，研究生的情商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高教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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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奇等，Technology migration in photography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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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常宇等，普通二本院校硕士研究生创新育人策略探索，黑龙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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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常宇等，光电专业中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电子教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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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沈常宇等，基于专业认证理念的光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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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常宇等，光学原理课程中“望远镜”课堂教学设计，大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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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学成果交流与推广  

（1） 浙大与中国计量大学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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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之海-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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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常宇-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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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邀请名家教学交流-吴伟仁、张荣桥院士 

聘请中国探月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为浙大求是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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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仁院士、张荣桥院士（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工程总师）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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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生在校期间主要奖励  

（1） 陈世锜（冯华君）-王大珩光学奖、华为学术之星一等奖、浙大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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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钟  川（沈常宇）-仪器仪表学会特等奖学金 

 

王友清（沈常宇）-仪器仪表学会一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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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泽旭（沈常宇）-浙江省“挑战杯”特等奖 

 
 

（4） 王友清、张崇（沈常宇）-浙江省优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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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自然、陈肇杰等（徐之海、陈跃庭） “嫦娥七号科普试验载荷创意设计”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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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 

 获国家奖学金学生（导师） 

吴拓（王乐）                          吴迪（徐之海） 

  

 

王子延（王乐）                      钱书豪（刘智毅） 

  

 

胡海泉（徐之海）                     何丽蓉（冯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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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月（陈跃庭）                            周浩（李奇） 

  

 

赵巨峰（冯华君）                      崔光芒（冯华君） 

  

 

张子尧（章海军）                      钟川（沈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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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位学生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学生（导师） 

赵昊（李奇）                           吴迪（徐之海） 

  

 

王子延（王乐）                            刘泽旭（沈常宇） 

  

 

李培（李鹏）                         付中梁（徐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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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月（陈跃庭）                           陈世锜（冯华君） 

  
 

赵巨峰（冯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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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部分毕业研究生的主要荣誉和奖励 

（1） 田宜彬（冯华君）-国家千人、深圳市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孔雀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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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付中梁（徐之海）-首次火星探测表彰、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

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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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  惠（冯华君）-陕西省青年领军人才、陕西省科技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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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珍珍（冯华君）-上海市/中科院上海分院优秀党员、中科院杰出青年科

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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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海平（冯华君）-照明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照明科技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