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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 本表用钢笔填写，也可直接打印，不要以剪贴代填。字迹要求清

楚、工整。

2. 申请人填写的内容，所在学校负责审核。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

靠。

3. 教学论文及著作一栏中，所填论文或著作须已在正式刊物上刊出

或正式出版，截止时间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教学手段是指多媒体课件、幻灯、投影等，应用情况是指是否经

常使用及熟练程度。

5.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3

一、候选人基本情况

学校：东莞理工学院 院（系）： 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姓 名 任斌 出生年月 1975.09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 族 汉

最后学历（学

位）

研究生

（博士）
授予单位

广东工业大

学

授予

时间
2011 年 12 月

参加工作时间 1998年 7月 高校教龄 18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三级） 行政职务 智能制造学院院长

固定电话 0769-22862078 移动电话 13528552196

传 真 0769-22861102 电子信箱 renbin@dgut.edu.cn

联系地址、邮编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学路 1号东莞理工学院 9A401B,523808

何时何地

受何奖励

1.东莞理工学院第七届“教学名师”，东莞理工学院，2021.01

2.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2020.11，负责人

3.赛教融合应用引领的自动化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广东省教育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广东省教育厅,2020.03，第 1 完成人

4.全自动高速 PCB 封装点胶机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2020 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人民政府，2021.01，第 1完成人

5.西门子智能制造学院，广东省第二批示范性产业学院，广东省教育厅,2020.

11，负责人

6.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在线教学，广东省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学院

奖，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管理员会，2020.05，第 1 完成人

7.以学科竞赛为依托，培养自动化类专业学生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的改革与

实践，东莞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8.01，第 1完成人

8.东莞理工学院突出贡献奖-校长特别奖（教育教学类），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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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东莞理工学院电气与自动化教师党支部任斌工作室，广东省第二批高校

“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创建单位，中共广东省委教育

工委, 2020.12，负责人

10.电气与自动化教师党支部，广东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2020.12，负责人

11.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广东省教育厅, 2014.12

12.新型通道式安检机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第五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

学技术奖三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协会，2015.11，第 1 完成人

13.东莞理工学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东莞理工学院，2017.09

14.东莞理工学院优秀抗疫共产党员,中共东莞理工学院委员会，2020.07

15.东莞理工学院优秀党支部书记,中共东莞理工学院委员会 2020.07

16.东莞理工学院优秀共产党员,中共东莞理工学院委员会,2019.07

17.东莞理工学院教学质量奖一等奖,东莞理工学院，2013.08

18.东莞理工学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东莞理工学院，2012.06

19.电子工程学院全体毕业生评为最具影响力教师，东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学

院，2011.07

20.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 赛事，优秀指导教师（全国评选

5 人），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2018.06

21.第六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广

东省本科高校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05

22.高耐压智能稳压节电器，东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东莞市人民政府，

2013.11，第 1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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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东莞市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东莞科学技术协会，2010.12，第 1 完成人

24.东莞市电子学会优秀论文奖，东莞市电子学会，2019.01，第 1 完成人

25.跨境跨校跨学院跨专业企校协同培养机器人双创人才的探索与实践，东莞

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0.03，第 2 完成人

26.服务东莞产业发展的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实践，东莞理工学院教育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2020.03,第 2 完成人

27.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广东省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课程类二等

奖，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管理员会，2020.05，第 2完成人

28.“六强化六着力”推进产学深度合作培养新工科人才的改革与实践，广东

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广东省教育厅，2020.03，第 7完成人

29.硬盘读写头弹性臂自动检测分拣机，东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东莞市人

民政府，2017.03，第 2 完成人

30.低频无极植物生长灯，东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东莞市人民政府，2015.

03，第 3完成人

31.全自动焊齿机，东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东莞市人民政府，2015.03，

第 5完成人

学生评价情况

任斌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能深入了解和关心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状况，平易近人。课堂上语言生动、诙谐有趣，条理清晰，举例充分恰

当，注意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踊跃发言，课堂气氛积极活跃。

能虚心并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反馈信息，做到及时修正和调整自己的教学。

课堂上坚持立德树人，以生为本，也能将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和报效祖国的情怀。课后批改作业认真及时并注意

讲解学生易犯错误。能带领学生从事课外科研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任斌近 5年《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等课程学生评教，9个学期为优秀，

下表是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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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工作简历（自大学入学起填写）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所从事学科领域和担任的

行政职务

1994.9-1998.7 西南石油大学 机电工程专业/学习

1998.7-2000.9 中原石油勘探局 机电工程/助理工程师

2000.9-2003.6 华南师范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硕士研究生

2007.9-2012.12 广东工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研究生

2003.6-2013.12 东莞理工学院 自动控制技术/讲师、副教授、教授

2014.1-2016.6 东莞理工学院 自动控制技术/院长助理

2016.7-2018.11 东莞理工学院
自动控制技术/电气自动化系主任、粤港机

器人学院常务副院长

2018.11-2020.01 东莞理工学院
自动控制技术/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副院

长、粤港机器人学院常务副院长

2020.01-至今 东莞理工学院
自动控制技术/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副院

长、智能制造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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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候选人教学工作情况

1. 主讲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

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

数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2020.09-2021.01 72
18级自动化 1-2班、2018
电子 1班(电智杨班)

66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2020.03-2020.07 72*2

18级智能制造学院 2-3
班、通信卓越 1-2 班、

2018电子 2班(电智杨

班)

83

PLC原理及应用 2019.09-2019.12 63*2
17级自动化 1-4班、17

机器人 2班
200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2020.03-2020.07 63*2 17级电气 1-4班 153

PLC原理及应用 2018.09-2018.12 54*2 16级自动化 1-4班 139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2020.03-2020.07 63*2 16级自动化 1-4班 139

EDA技术基础 2017.09-2017.12 56*2 15级通信 1-2 班、3-4班 189

选用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情况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

术》教材：《单片微机原

理与接口技术》（第 2版）

宋跃，任斌

电子工业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

划教材）

2015.08第 2版

2.《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

术》参考书 1：《单片机

原理及应用-基于 Proteus

和 Keil C》

林立，张俊亮

电子工业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

划教材,全国电子信息类优秀

教材一等奖）

2014.08第 3版

3.《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

术》参考书 2：《单片微

型计算机原理、接口及应

徐惠民，安德

宁，丁玉珍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7.08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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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PLC 原理及应用》教

材：《西门子 S7- 1200PLC

编程与应用》

刘华波
机械工业出版社（西门子工业

自动化系列教材）
2011.06

5.《PLC 原理及应用》参

考书：《PLC 原理及工程

应用》

刘星平
中国电力出版社（“十三五普

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2015.11第 2版

6.《EDA技术基础》教材：

《EDA技术实用教程

vhdl版》

潘松、黄继业

科学出版社（“十二五”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2013.12第 5版

7.《EDA技术基础》参考

书：《EDA技术与 VHDL

基础》

杨健
清华大学出版社（21世纪高等

院校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
2013.03

教 学

内 容

更 新

或 教

学 方

法 改

革 情

况

在《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教学中，针对本课程的特点和本校(地方院校)人才

培养定位，立德树人，以本为本，近 5年来相继进行了如下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改

革：

一、教学内容更新

1.带领课程群教学团队，以 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

模式）为导向，制定包括《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在内的课程群各课程标准及大纲

“机器人与智能控制课程群”涵盖《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PLC控制技术》、

《机器人控制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电梯控制技术》5门课程。

课程群建设中，以 OBE 教育模式为导向，探索课程群的教学模式，根据每门课程

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探索各课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研究课程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

交叉综合，根据技术发展和企业需求，整合创新课程内容，构建课程培养体系，明确教

学活动，开展课程标准、课程教学大纲、实验教学、课外实践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教学内容的更新源自课程标准和大纲改革，各课程之间需协调与合作，通过分工明

确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规范教学活动，最大限度地避免教学内容重复与知识盲点。

我们对课程群课程，从学校应用型大学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出发，根据学科发展趋

势，以 OBE为导向，对课程群课程内容和目标进行明确分工，2016.09我们完成包括《微

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在内的课程群各课程的课程标准、课程大纲编写，并在教学中运

行修正，为教学内容安排、教学策略设计、教材编写、教学评价与考核确立依据。

http://www.jarhu.com/javascript:void()
http://www.jarhu.com/javascript:void()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BD%A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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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将《微机原理及应用》和《单片机与接口技术》合二为一。

目前应用型本科电类专业学生在见工就业时，单片机的设计开发已被视为必备的基

本能力，如何让学生既要学好微机基本理论，为后续 EDA、机器人控制技术、PLC 原

理与技术、ARM、DSP 等课程打下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真正掌握单片机的接口、

仿真、应用开发等应用技术，为此《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教学设计为：围绕单

片机的教学需要，适时推出相应所需的微机基本理论与原理，最后简单介绍 80X86CPU

与 PC计算机基本原理与开发应用，重点突出单片机技术的先进性、工程性、实用性，

从而实现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教学的合二为一。

3. 二合一课程教材建设

为满足应用型本科电类专业的微机原理与单片机二合一课程的教学需要，《单片机

课程》教学团队，开展了二合一教材研究，参编出版了《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

材（2011.07第 1版,2015.08第 2版），教材中践行“基础实验＋实训提高＋课外创新＋工

程应用” 层次化的实验实践引导，力求突出使用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优化系统结

构的核心专业能力培养。

在第 2版教材中，更加突出“实用+先进+工程”编写目标，注重软件仿真与硬件实验

的结合，较多的工程案例资料导入教材，C51与汇编编程交叉融入教学案例，对典型案

例同时提供汇编与 C51对应的源程序，在介绍仿真软件μVision4、Proteus8使用的同时，

教材（含习题）中针对常用知识点还穿插有实用仿真案例，为学生单片机实验实践提供

实用的参考范例。

4.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内容的改革与创新

与传统的《微机原理及应用》和《单片机与接口技术》相比，在合二为一的课程中，

根据最新技术发展和实际应用需要，对教学内容主要做了如下改革与创新：

（1）汇编编程与 C51编程、软件仿真有机融合

从单片机技术的发展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出发，在学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后，增加 C51

语言的教学，在课程教学前期，采用汇编与 C51对照编程模式，同时将 Proteus和 Keil C

软件仿真与 C51编程及汇编编程融为一体，相互交错地贯穿到单片机最常用技术的各个

案例教学及习题中。

（2）增加串行扩展等新技术，弱化并行扩展，强化最小系统

单片机发展趋势是片上系统或用于完成特定功能任务的小系统。所以在教学中，将

重点放在单片机最小系统，考虑到外围接口串行化的趋势，增加 I2C、SPI等串行总线内

容，增加最新的 LCD、Flash 器件内容，并通过实例讲解 AT24C02、DS1302 等串行接

口器件和串行扩展中常用的模拟时序编程方法。

（3）强化实用开发与仿真软件课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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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传统的单片机课程内容与实际开发脱节的光学不练的局面，将单片机开发过

程中的最新软件工具和仪器（如编程器、模拟仿真软件、硬件仿真器）适当地融于教学

中，以实验考核强化实用开发与仿真软件的课外训练，如 KEIL C51 μVision，stc-isp、

Proteus等，有效服务于课外学生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制作，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单片机

实际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4）增加最新品种单片机和其它品种单片机介绍

在教学中，将国际上最新的单片机（如宏晶 STC15 系列）和其它非 51 系列品种的

单片机及应用作简单介绍（如 32位 Cortex MCU系列 STM32F1、STM32F3、STM32L0

等），让学生课后去查阅相关资料，同时鼓励学生在各种训练中予以使用，特别是支持

在应用编程 IAP、在线调试 ICD 的机型，让学生了解本行业的最新发展，培养学生的

选型能力、国际最新技术的跟踪能力，继而提高学生的创新基础和科研能力。

（5）侧重共性技术，课程教学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单片机资源在理解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掌握常用工作方式的特点和程序控制方

法即可满足一般工程设计需要，所以在有限的教学学时和强调学生基础实践能力培养的

情况下，对单片机的内部资源着重讲解常用的知识点，如定时计数器重讲方式 1和 2，

串行口重讲方式 0和 1等，8155只讲方式 0和 1等，以避免繁琐的理论和计算占用过多

的教学资源，同时营造学生自学习空间。

（6）工程案例导入教学

我们将最新自制的单片机系列实验板、基于单片机（含 ARM）完成的科研成果“电

子测量综合仪器”、“电动推柜”、“智能机器人”等，对简单的设计过程进行现场讲解、演

示，复杂的设计过程则制成视频录像或将设计文件挂在网站，供学生观摩学习，而且这

些案例在电智学院（原电子学院）随时都能看到实物，具有“实件”感。

近年在课程群建设中，利用东莞电子 IT 行业优势，深度与多家深圳东莞多家龙头

企业（如东莞龙昌数码、东莞博思电子）、研发机构（如深圳信盈达）合作，以最先进

的实际产品为背景，与行业专家一起，开展了融入行业标准的项目化教学案例开发，在

经过教学实践后加工汇编成项目化实训教材，有的同时编入实验指导书，同时修订 OBE

模式下的课程教学大纲，将案例有计划有步骤以教学文件的形式纳入课堂教学。

（7）知识系统编排更新

对《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以 OBE成果导向教育为引领，以任务为中心，

将单片机基本原理、结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接口技术、应用开发等传统知识编排，

从学生已有基础、实际开发与应用出发，将单片机课程划分为若干个知识模块，共设计

有：硬件模块、指令模块、编程模块、接口模块、开发模块、其它模块共 6个模块，这

样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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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讲解重点、难点。

2）给学生一定的自学习与自研究空间，有利学生自学习、自研究能力的培养。

3）分散难点：课程学习难点分散在不同的模块上即不同的学习阶段上，合理分配

教学任务。

4）实验结果环环相扣，激发学生好奇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教学方法改革

1. 继续带领《单片机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网络资源深化教学，全面启动单片机

课程网络教学平台

建设了优质的单片机课程网站，建立了单片机课程管理信息系统，整合教学资源，

齐备的教学资源上网，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灵活主动的学习方式和师生互动平

台，有效地使课堂讲授与课后交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建的嵌入式测控技术课程群网站，通过课程群各门课程的教学资源汇集，服务学

生的课程群学习。

2.从课程群教学改革入手，突出专业人才培养

1）开展项目化案例教学，以项目化为主线，融入企业标准，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将理论教学、实践环节串联在一起， 在案例设计时，注重引导学生关注与课程群中其

它课程知识点的联系，注重各门课程贯通和知识点的融合。

2）开展课程群实验教学改革，构建课程群的训练平台

2016.09来对课内实验教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改革，减少演示验证性实验，每门课

程开设基于 OBE的小综合设计实验 2个、大综合设计性实验 1个，同时研制基于 OBE

的单片机、嵌入式、测控技术等实训装置用于课外训练。

课程内实验 50%实验为必做，由任课教师和实验老师指导在课内完成，另 50%为

选做实验，由指导老师提供选题，课内学时由实验老师指导，课外开放时间由实验助理

（学生）指导，期末进行实验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10%，以此强化实验能力的培养。

3）产教融合，打造单片机实战平台

与企业共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东莞龙昌数码-东莞理工）、“联合实验室”

（如深圳宏晶）、 “创新基地”（如东莞创锐、东莞博思、东莞拓扑）、“实习基地”，

邀请企业专家指导课程设计，师生深入企业进行教学案例以及设计项目的现场对接，为

学生创造实战机会。

3. 多种驱动教学法灵活运用相得益彰

1）兴趣驱动：上第一堂课，就把我们带领学生研发的单片机系列实验板、学生创

新、竞赛等成果带进教室，通过实物展示和视频录像使学生对单片机有一个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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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兴趣实验板现场演示简单程序设计和操作示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消除学生学

习的恐惧感。

2）项目驱动：以科研、企业项目为主驱动源，将教师的科研或企业项目、创新命

题、竞赛题目等分解为学生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题目，如单片机实现的电子测量集成仪

器（内含频率计、数字 IC 测试仪、信号发生器、相位差计、示波器、频谱仪、逻辑分

析仪、数控电源、扫频仪等）、网络远程监控系统、小型WEB服务器等，都提炼为一

个个设计题目，使教学与实际应用紧密联系。

3）任务驱动：为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课程设计提前 4周布置任

务，对课程实验中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提前 2周布置任务，提出要求，给予适当提示，

让学生 2人一组课后去查找资料，在课外先用软件仿真实验平台来完成设计与仿真，待

教师审阅后方才进入实验室调试运行。

4.因材施教 师生互动

鼓励学生质疑，为学生提供提问、质疑、探究、讨论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

组、集体讨论等解难释疑，在课堂讨论、实验、课程设计、创新与竞赛活动中，最大限

度地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发展的需要，密切注意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表现，因人施教，重

新分层，充分挖掘不同层次学生的潜力。

5.教、学、做一体化

边学边干是学习单片机最好最快捷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通过软件仿真、实际制作

理解巩固所学知识。实验时，结合视频演示，实验教学一人一机，边讲、边学、边练，

实行现场辅导的互动教学方法，1 次一个班，保证师生比大于 1：25。主讲教师与实验

人员、实验助理（学生）共同指导学生实验，同时加强学生课外单片机设计制作辅导，

做到实验教学课内课外互补。

教学手

段 开

发、应

用情况

一、教学手段上，完成了以下开发：

1.在课程建设中，现全部完成《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的系列多媒体课件的

自行研制，完备的 PPT、课程录像 64 学时、实验演示录像、全套习题解答等网络课件，

现已全部上传课程网站，逐步实现经典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有机融合。

（1）在多媒体制作中，加入常用仿真开发软件的内容，如单片机开发调试软件 Keil

C51 μVision，硬件设计 Proteus 电路仿真软件，并结合积累的经验，提炼出一些有代

表性的例题给学生演示整个设计过程，同时通过 Keil C51 μVision 与 Proteus 的有机

结合来建立一个软硬件联合仿真系统，从而实现系统的总调。

（2）课件中导入工程案例，以实例教学，如我们单片机实验板、智能网络信息实验

室建设、健康卫士、智能家居、机器人小车等。



13

2.构建起二合一新课程的实验实践硬件平台

（1）二合一课程课内实验教学平台

2013 年购置单片机/微机多合一超强实验仪 DICE-598kⅢ型 100 套，调拨配置（二手）

万用表 UT60A-CN100 台、示波器 DS5022M 22 台、信号发生器 SP1641B 22 台。

（2）打造单片机高新技术开发平台

依托 2014 年《电子科学与技术》省级重点学科、2015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嵌入式

与测控系统工程技术开发中心》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专项、 “广东省新增硕士

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等学科建设，增添单片机工程应用开发所需的高新装置设备，

最近 4 年新购单片机工程开发与应用的仪器与设备近 200 套（台），40 个品种，共投入

人民币近 300 万元。

（3）建设单片机等课外训练平台

自行研制单片机系列课外实验板，积极拓展第二课堂，满足学生课外实验实践的需

要。

自 2012 年来，带领“单片机兴趣学习小组”的老师和学生完成了 3 大系列(即入门

系列、接口技术系列、综合开发系列)16 种板（共 3 代）共计 400 余套的单片机实验板

的开发与研制，到 2020.09 为止已 17 次（即 17 个学期）免费发放到学生每个宿舍、创

新小组、创新基地，供学生无偿用于课外学习。

该系列实验板能广泛用于学生单片机的入门开发、教学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科技创新、学科专业竞赛等活动，能较快地提高学生的单片机开发应用能力。具有简单、

实用、方便、先进等特点，而且实验板的所有技术资料全部挂在单片机精品课程网站上，

还有制好的空 PCB 板供学生自行焊接组装。

现正在研发基于 OBE 的嵌入式测控技术系列装置（单片机、嵌入式、测控技术），

来服务课程群的学生 OBE 实战实训。

3.对学生开展自研究、自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在单片机课程结束后，立即引导

学生开展 ARM、FPGA、LINUX 等先进技术的学习，在电智学院“大学生创新中心”“创新

基地”成立了各种项目的创新、竞赛、创业学习小组，利用课余特别是假期，结合项目

和竞赛进行有的放矢的技术学习与应用研究。

4.网络教学：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站，不断丰富网上资源，弥补了课堂教

学时间的不足，近年来课程网站的访问率和利用率大大提高，积极采用 E-mail、QQ、BBS

等网络工具，在网络上和学生进行实时交流和互动，架起了师生交流的桥梁，弥补了课

堂教学答疑时间不足的缺陷，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

学进度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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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持创建了“电子工程学院(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前身)大学生创新中心”，与

企业共建了 3个“创新基地”（ 东莞创锐、东莞博思、东莞拓扑），与东莞博思共建单

片机省级精品课程，与东莞龙昌共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为学生打造了课外

实验实践、竞赛、创新的科技公共平台。

二、应用情况

1.教学中熟练运用 PowerPoint 课件、播放自行录制的授课视频录像、自建的单片机

省级精品课程网站资源等现代教学手段来开展教学，课程资源全社会免费共享。

以参编出版的《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材为背景，制作了配套的 PowerPoint

系列课件，完成了 64 节课程教学视频录像，针对实验教学需要还录制了“HK-51 仿真开

发系统的使用”、8 个推荐实验及单片机课程设计的演示视频录像，建设了完整的单片

机系列多媒体课件，免费向全社会开放，得到了学生和众多网上好评。

2.全面启动网络化教学，2014.03 试用网络教学平台，2015.03 全面开展在线答疑、

布置和批改作业、在线小测试、教学互动、发布课程资源等网络化教学，截止到2020.09.12

该课程网站总点击次数为 364560。目前该课程网络运行良好，网上教学资源基本成形，

同时还在不断充实和更新中。

3.建设试题库，对《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依据精品课程建设目标，建设近 300

题的试题库，可以进行自动组卷和手动组卷。

4. 参编的《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材，满足教学需要，受到读者和教材使用

单位的好评和欢迎。

据 2018.06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具的证明写道：该教材旨在将“微机原理及应用”和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两门课程合二为一，在较系统讲述微机基本理论和原理的同时，

突出单片机（以 80C51 为典型机）应用的技术性、实用性、前沿性，以利于应用型本科

院校（即“工程研究应用型”和“应用技术主导型”）的本科学生学习和掌握。其中长

安大学、江苏大学、湖南工业大学、闽南理工大学、湖南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市、四川省、

浙江省的部分高校已将其作为指定教材。

5.近年来任斌指导的与单片机相关的学生创新成果突出：学生参与申请的知识产权

22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6.2015.05 以来，电智学院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与单片机相关的学科专业竞赛成绩喜

人，任斌指导的学生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106 项。国家级 87 项，

省级 19 项，详见下面的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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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近年来任斌指导学生在单片机和自动控制应用方面参加竞赛获得的成果清单

作品名称 获奖人 指导老师 奖项 年度 奖励单位

1.武术舞台赛-体感

仿人格斗项目
吴芳明、杨晨 任斌

2020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一等奖（冠军）
2020 年

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等

2.舞蹈机器人-多足

异形项目

周嘉搏、吴泽、

李晒、陈泽林
任斌

2020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一等奖（季军）
2020 年

3.武术舞台赛-自主

仿人散打项目
朱鸿旭、吴芳明

赖树明，任

斌

2020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一等奖
2020 年

4.武术舞台赛-视觉

挑战项目
杨晨、朱鸿旭 任斌

2020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二等奖（季军）
2020 年

5.舞蹈机器人-双足

异人形项目

吴泽、周嘉搏、

陈泽林、李晒

赖树明，任

斌

2020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二等奖
2020 年

6 智能汽车竞赛 声

音信标组

郭铭涛、陈勇

褀、彭文翔
任斌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竞赛华南赛区三等奖
2020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智能汽车竞

赛组委会

7.武术舞台赛-体感

仿人格斗项目

雷震霆、卢杰

鑫、孙子修
任斌

2019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三等奖
2019 年

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等

8.武术舞台赛-自主

仿人散打项目
孙子修、林锐 任斌

2019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一等奖
2019 年

9.武术舞台赛-视觉

挑战项目

林锐、卢杰鑫、

雷震霆
任斌

2019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二等奖
2019 年

10.机器人旅游-探

险游项目
李桂润、刘敏华 任斌

2019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三等奖
2019 年

11.机器人旅游-寻

宝游项目
刘敏华、李桂润 任斌

2019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国

三等奖
2019 年

12.快马加鞭

陈建豪、邱凯

星、李楠等 23

人

任斌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 Robocon 全国一等奖
2019 年

共青团中央、全

国学联

13.一种应用于三维

空间的多功能新型

鼠标

袁梓聪、黄潼、

潘绍锋等

任斌、邓慧

芬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2019 年

共青团广东省

委员会、广东省

教育厅、广东省

科学技术厅等

14.智能汽车竞赛

四轮组

林淦、李顺斌、

匯培涛

任斌、赖树

明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恩智

浦”杯南方赛区二等奖
2019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教育部高等

学校自动化类

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等

15.智能汽车竞赛

声音信标组

郭铭涛、陈勇

祺、彭文翔

任斌、赖树

明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竞赛华南分赛区三等奖
2020 年

16.纸张计数显示装

置

李帅、黄永亮、

吴崇远

任斌、赵晓

芳、丁文霞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广

东省赛区二等奖
2019 年 广东省教育厅

17.智能导盲打拐杖 纪政霖、孙子 任斌 第七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2019 年 广东省机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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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刘敏华等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一

等奖
础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

18.RL 精灵智能点

餐系统

陈瑾庭、李桂

润、刘志佳
任斌

第七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二

等奖

2019 年

19.飞龙绣球
陈伟聪、冯继

和、陈志豪等
任斌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 Robocon 全国一等奖
2018 年

共青团中央、全

国学联20.优秀指导教师 - 任斌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 Robocon 全国一等奖
2018 年

21.机器人旅游-寻

宝游项目

袁梓聪、余春

雷、陈志豪等

胡耀华、任

斌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亚军）
2018 年

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自动

化学会

22.机器人旅游-探

险游项目

潘绍锋、李雨

杭、袁梓聪等

任斌、赖树

明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8 年

23.武术舞台赛-无

差别 1V1 项目

吴东培、钱伟

洪、林锐等

任斌、胡耀

华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8 年

24.舞蹈比赛-多足

异形项目

许树豪、杨俊

柱、郑淙杰等

任斌、胡亚

伟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二等

奖
2018 年

25.武术舞台赛-无

差别 2V2 项目

袁志锋、洪逸、

林锐等

任斌、胡亚

伟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二等

奖
2018 年

26.武术舞台赛-轻

量组项目

邱俊铭、杨敏

豪、洪逸等

任斌、胡耀

华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二等

奖
2018 年

27.机器人旅游-循

线越野游项目

林浩杰、徐位

胜、陈志豪等

任斌、胡耀

华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8 年

28.逻辑系统设计控

制

张凯航、吴南

超、陈博钊

任斌 2018“西门子杯”中国智能

制造挑战赛华南赛区二等奖
2018 年

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仿真

学会等

29.逻辑系统设计控

制

张瑞麟、魏韬、

梁少华

任斌
2018“西门子杯”中国智能

制造挑战赛华南赛区三等奖
2018 年

30.机器人探险 I型
陈志豪、李雨

杭、潘绍锋
任斌、赵洋

2018 年机器人旅游暨安防

机器人大赛一等奖（冠军）
2018 年

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自动

化学会

31.机器人探险II型
潘绍锋、陈志

豪、袁梓聪
任斌、赵洋

2018 年机器人旅游暨安防

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2018 年

32.机器人探险II型
徐位胜、李雨

杭、陈志凯

任斌、胡耀

华

2018 年机器人旅游暨安防

机器人大赛二等奖
2018 年

33.机器人寻宝II型
林浩杰、潘绍

锋、余春雷等

胡耀华、任

斌

2018 年机器人旅游暨安防

机器人大赛二等奖
2018 年

34.空中鼠标
袁梓聪、郑淙

杰、潘绍锋
任斌

第六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一

等奖

2018 年
广东省机械基

础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35.仓库物流货运系 许树豪、邱俊 任斌 第六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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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铭、林锐、杨俊

柱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三

等奖

36.优秀指导教师 - 任斌

第六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一

等奖

2018 年

37.2D 仿真组-花样

游泳
陈俊杰、吴俊鸿

胡耀华、胡

亚伟、任斌

（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7 年

38.2D 仿真组-抢球

博弈

陈俊杰、杨逸

民、李蔓诗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7 年

39.2D 仿真组-生存

挑战

陈俊杰、杨逸

民、袁峥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二等奖
2017 年

国际水中机器

人大赛组委会

40.2D 仿真组-生存

挑战

陈俊杰、袁峥、

李蔓诗

胡耀华、胡

亚伟、任斌

（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二等奖
2017 年

41.创意组-主题赛

（海参捕捞）

陈建豪、林佳

权、梁杰、李楠、

池楚亮

任斌（领

队）、胡亚

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亚军
2017 年

42.创意组-主题赛

（海参捕捞）

陈建豪、林佳

权、梁杰、李楠、

池楚亮

任斌（领

队）、胡亚

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
2017 年

43.工程项目组-水

陆协同

梁杰、池楚亮、

李楠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季军
2017 年

44.工程项目组-输

油管巡检技术挑战

赛（浅水）

苏大超、林健

民、梁杰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7 年

45.工程项目组-输

油管巡检技术挑战

赛（深水）

苏大超、林健

民、梁杰等

任斌（领

队）、胡亚

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7 年

46.工程项目组-水

路协同

梁杰、池楚亮、

李楠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
2017 年

47.全局视觉组-抢

球博弈

李孟达、刘浩

然、陈伟聪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7 年

48.全局视觉组-水

球 2v2

冯继和、李孟

达、何瑞源等

任斌（领队）

胡亚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二等奖
2017 年

49.全局视觉组-水

中角力

李孟达、刘浩

然、陈伟聪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
2017 年

50.全局视觉组-水

中救援

冯继和、何瑞

源、钟港女

胡耀华、胡

亚伟、任斌

（领队）

2017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二等奖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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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即时手语翻译手

套

杨俊柱、李雨

杭、余春雷等
任斌

第六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一

等奖

2017 年

广东省机械基

础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

52.机器人探险（Ⅰ

型）项目

陈志豪、邹嘉

佳、余春雷等

胡耀华、任

斌

2017 中国旅游暨安防机器

人大赛一等奖
2017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教育部高等

学校自动化类

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53.机器人探险（Ⅱ

型）项目

李海宁、龙周

彬、李雨杭等

任斌、胡耀

华

2017 中国旅游暨安防机器

人大赛三等奖
2017 年

54.机器人探险（Ⅰ

型）项目

龙周彬、余春

雷、李小聪等

任斌、赖树

明

2017 中国旅游暨安防机器

人大赛二等奖
2017 年

55.舞蹈机器人-多

足异性项目
许树豪、杨俊柱 任斌

2017 年中国机器人大赛季

军（一等奖）
2017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教育部高等

学校自动化类

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日照市

人民政府

56.机器人旅游-探

险游项目
龙周彬、陈志豪 任斌

2017 年中国机器人大赛三

等奖
2017 年

57.武术擂台赛-无

差别 1vs1 项目

洪逸、袁志峰、

吴东培等
任斌

2017 年中国机器人大赛一

等奖
2017 年

58.舞盘雅乐
陈志豪、冯继和

等 17 人
任斌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 Robocon 全国三等奖
2017 年

共青团中央、全

国学联

59.智能路标系统

邱芬鹏、李焯

填、方锦涛、周

必惠

任斌

第 4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16 年

广东省本科高

校机械基础课

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

60.智能废水回收系

统

周祖鸿、孔维

汕、冯贺森等
任斌

第 4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16 年

61.自行车管家
邹嘉佳、龙周

彬、李小聪等

任斌、范丽

仙

第 4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应

用设计奖

2016 年

62.自行车管家
邹嘉佳、龙周

彬、李小聪等

任斌、范丽

仙

第 4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一

等奖

2016 年

63.医护排队监控系

统

刘万茂、李海

宁、邱庞湘

任斌、陈桂

华

第 4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16 年

64.武术擂台赛-无

差别 1vs1 项目

戴汉斌、方锦

涛、李小聪等

任斌、赖树

明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冠军

（一等奖）
2016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教育部高等

学校自动化类

专业教学指导

65.武术擂台赛-无

差别 1vs1 项目

邱芬鹏、陈柏

霖、李焯填等

任斌、胡亚

伟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6 年

66.武术擂台赛-无 方锦涛、戴汉 任斌、胡亚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季军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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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差别 2vs2 项目 斌、陈柏霖等 伟 （一等奖）

67.武术擂台赛-轻

量组项目

方锦涛、戴汉

斌、邹嘉佳等

赖树明、任

斌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三等

奖
2016 年

68.武术擂台赛-轻

量组项目

陈柏霖、邱芬

鹏、刘万茂等

胡耀华、任

斌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三等

奖
2016 年

69.机器人旅游-探

险游项目

邹嘉佳、龙周

彬、李海宁等

任斌、胡亚

伟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二等

奖
2016 年

70.机器人旅游-探

险游项目

刘万茂、林锦

纯、周必惠等

胡耀华、任

斌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6 年

71.机器人旅游-探

险游项目

胡浩栋、陈志

豪、余春雷等

赖树明、任

斌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6 年

72.水中机器人-全

局视野水球 2vs2 项

目

李孟达、冯继

和、陈俊杰等

任斌、胡耀

华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二等

奖
2016 年

73.水中机器人-复杂

石油管道检测项目

李焯填、梁杰、

苏大超、邹嘉佳

胡亚伟、任

斌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亚军

（一等奖）
2016 年

74.舞蹈机器人-多

足异性项目

杨俊柱、周必

惠、李海宁等

赖树明、任

斌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6 年

75.舞蹈机器人-双

足人型项目

李小聪、邱庞

湘、龙周彬等

任斌、胡耀

华

2016 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

奖
2016 年

76.工程项目组-输

油管巡检技术挑战

赛（浅水）

李焯填、梁杰、

苏大超等

任斌、赖颖

昕

2016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亚军（一等奖）
2016 年

国际水中机器

人大赛组委会

77.2D 仿真组-抢球

博弈

陈俊杰、梁杰、

苏大超、李孟达

胡亚伟、任

斌

2016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
2016 年

78.全局视觉组-抢

球博弈（锦鲤鱼 vs

锦鲤鱼）

李孟达、冯继

和、李焯填

赖树明、任

斌

2016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6 年

79.全局视觉组-水

球 2v2（锦鲤鱼 vs

锦鲤鱼）

李孟达、冯继

和、陈俊杰等

胡耀华、任

斌

2016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
2016 年

80.智慧家居
刘万茂、李海

宁、蔡家铭
任斌

2016 年广东省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三等奖
2016 年

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广

东省赛区组委

会

81.标准平台无差别

组 2v2

陈柏霖、庄永

杰、朱志超等

胡亚伟、任

斌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冠军（一等

奖）

2015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贵阳市人民

政府、中国自动

化学会机器人
82.网络机器人对抗

赛

林锦纯、王浩

新、李江谋等

胡耀华、任

斌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冠军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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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工作委员

会、RoboCup 中

国委员会、科技

部高技术研究

发展中心

83.标准平台无差别

组 1v1A 组

何壁鑫、黄锐

林、李盼等

任斌、魏亚

东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冠军
2015 年

84.微软（MS）轮式

微信机器人 5：5 仿

真

黄晓鸿、刘福

照、朱志超等

任斌、王红

成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亚军（一等

奖）

2015 年

85.微软（MS）3D

类人仿真赛

李焯填、蔡少

委、黄添华等

赖树明、任

斌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一等奖
2015 年

86.微软（MS）机器

人武术擂台赛

周祖鸿、邱庞

湘、詹政等

胡耀华、任

斌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一等奖
2015 年

87.微软（MS）轮式

微信机器人 5：5 仿

真项目

刘福照、黄添

华、李盼等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二等奖

2015 年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作委员会、

RoboCup 中国

委员会、科技部

高技术研究发

展中心

88.标准平台仿人组

（1v1）项目

陈柏霖、李盼、

李江谋等

胡亚伟、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二等奖

2015 年

89 舞蹈机器人（常

规双足人型）

周必惠、朱志

超、邱芬鹏、刘

万茂

赖树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二等奖

2015 年

90.舞蹈机器人（常

规双足人型）

庄永杰、李焯

填、陈柏霖等

胡亚伟、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二等奖

2015 年

91.标准平台无差别

组（2vs2）项目

黄锐林、陈柏

霖、林锦纯、周

必惠

赖树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冠军（一等奖）

2015 年

92.网络机器人对抗

赛项目

刘万茂、林锦

纯、王浩新、李

江谋

任斌（领

队）、赖树

明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冠军（一等奖）

2015 年

93.标准平台无差别

组（1vs1）A组项目

何壁鑫、黄添

华、夏睿灿、庄

永杰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冠军（一等奖）

2015 年

94.规定动作技术挑

战赛项目

邱芬鹏、何壁

鑫、黄锐林、朱

志超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三等奖

2015 年

95.舞蹈机器人（常

规多足异性）项目

邱庞湘、黄锐

林、周必惠、李

江谋

胡耀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三等奖

2015 年

96.微软（MS）3D

类人仿真项目

李焯填、夏睿

灿、邱芬鹏、刘

福照

胡亚伟、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亚军（一等奖）

2015 年

97.微软（MS）机器 夏睿灿、黄晓 胡亚伟、任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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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武术擂台仿真项

目

鸿、周祖鸿、庄

永杰

斌（领队）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一等奖

98.微软（MS）机器

人武术擂台仿真项

目

黄添华、王浩

新、蔡少委、刘

万茂

赖树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一等奖

2015 年

99.微软（MS）轮式

微型机器人 5：5 仿

真项目

蔡少委、何壁

鑫、邱庞湘、黄

晓鸿

赖树明、任

斌（领队）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一等奖

2015 年

100.标准无差别组

（1vs1）A组项目

李盼、邱芬鹏、

刘万茂、朱志超

任斌（领

队）、赖树

明

2015‘尚和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分

项赛二等奖

2015 年

101.数字频率计
杨柱豪、王浩

新、朱志超

任斌、陈平

平

2015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大赛广东省赛区二等奖
2015 年

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广

东赛区组委会

102.智能检测式登

山拐

朱志超、李焯

填、邱庞湘等
任斌

第 5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一

等奖

2015 年

广东省本科高

校机械基础课

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

103.多功能便携式

测量仪

何壁鑫、庄永

杰、陈柏霖等
任斌

第 5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二

等奖

2015 年

104.机器人视觉图

像识别平台

黄锐林、黄给

聪、梁旭尊
任斌

第 5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二

等奖

2015 年

105.便携式心电图

仪

周必惠、邱芬

鹏、邱庞湘等
任斌

第 5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15 年

106.多功能“隐型”

功率监控插座系

王浩新、李尖

谋、刘万茂等
任斌

第 5届广东省大学生“合泰

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15 年

2. 同时承担的其他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1.智能制造专业导论 2020.09～2020.12 8 20级智能制造工程

2.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英文课件和双

语讲授）

2020.09～2020.12 80*2 20级机器人学院、20级

智能制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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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制造专业导论 2019.09～2019.12 16 19级智能制造工程

4.自动化专业导论 2019.09～2019.12 16 19级自动化 1～4班

5.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英文课件和双

语讲授）

2019.09～2019.12 80 19级机器人学院

6.机器人跨专业设计项目 I 2019.03～2019.07 112 18级机器人学院

7.机器人跨专业设计项目 II 2019.03～2019.07 112 17级机器人学院

8.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I（3） 2019.03～2019.07 64 18级机器人学院

9.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英文课件和双

语讲授）

2018.09～2018.12 80 18级机器人学院

10.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I（2） 2018.09～2018.12 54 17级机器人学院

11.机器人跨专业设计项目 I 2018.09～2018.12 112 16级机器人学院

12.机器人跨专业设计项目 III 2018.09～2018.12 112 15级机器人学院

13.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I（1） 2018.03～2018.07 36 17级机器人学院

14.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I（3） 2018.03～2018.07 54 16级机器人学院

15.机器人跨专业设计项目 II 2018.03～2018.07 112 15级机器人学院

16.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英文课件和

双语讲授）

2017.09～2017.12 80 17级机器人学院

17.机器人入门设计项目 II（2） 2017.09～2017.12 54 16级机器人学院

18.机器人跨专业设计项目 I 2017.09～2017.12 112 15级机器人学院

3. 其他教学环节

（含指导本科生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以及指导研究生等）

内容 起止时间 时间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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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机原理与单片机课程

设计
2020.09～2020.12 1 周 2018 智能制造 2、3 班

2.17 级自动化毕业实习 2020.07～2020.09 5 周 2017 级自动化 1-4 班

3.17 级自动化认知实习 2018.09～2018.09 1 周 2017 级自动化 1-4 班

4.16 级自动化毕业实习 2019.07～2019.08 5 周 2016 级自动化 1-2 班

5.15 级自动化毕业实习 2018.07～2018.08 5 周 2015 级自动化 2班

6.专题实作 2019.09～2020.01 4 周 2016 机器人学院 1 班

7.17 级本科毕业设计 2020.10～2021.06 1 学期
17 级自动化、机器人、

智能制造 19 人

8.16 级本科毕业设计 2019.11～2020.06 1 学期
16 级自动化、机器人、

智能制造 17 人

9.15 级本科毕业设计 2018.11～2019.06 1 学期
15 级自动化、机器人 13

人

10.14 级本科毕业设计 2017.11～2018.06 1 学期 14 级自动化、电气 12 人

11.指导深圳大学硕士研

究生（与深圳大学联合培

养）

2017.09～2019.07 2 年
16 级丁俊豪（通讯与信

息系统专业）

12.指导深圳大学硕士研

究生（与深圳大学联合培

养）

2018.09～2020.07 2 年
17 级史裕鹏（通讯与信

息系统专业）

13.指导广东工业大学工

程硕士生（与广东工业大

学联合培养）

2019.09～至今 2年 18 级杨人豪（控制工程）

14.指导我校研究生 2019.09～至今 2年
19 级吴映锋（计算科学

与技术）

15.指导我校研究生 2020.07～至今 3月
20 级冯继和（计算科学

与技术）

16.指导广东工业大学工

程硕士生（与广东工业大

学联合培养）

2020.09～至今 1年 19 级曹帆（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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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担教学改革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万元） 主持/参加 起止日期

1.新工科背景下深化产

教融合聚焦智能制造产

业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

广东省高等教育综合

类教改项目
10 主持 2019-2021

2.自动化重点专业建设

项目
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 30 主持 2020-2022

3.机器人实验教学平台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

校专项资金建设项目
150 主持 2018-2020

4.自动化重点专业建设

项目

东莞理工学院质量工

程项目
20 主持 2018-2021

5.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学

院）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建设

东莞理工学院质量工

程项目
5 主持 2016-2018

6.机器人控制技术”教学

内容和教学模式改革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8 主持 2019-2020

7.大学生机器人联合创

新实验室建设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3 主持 2019-2020

8.《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

术》课程建设与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东莞理工学院教研教

改项目
0.3 主持 2012-2013

9.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训

及综合实践平台建设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3 主持 2019-2021

10.自动化特色专业建设

项目

东莞理工学院质量工

程项目
20

2018.10后主

持
2017-2019

11.自动化实验教学中心
东莞理工学院质量工

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0

2018.10后

主持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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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

领域校企联合‘五跨式’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教育部第二批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
10 参与 2020-2022

1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重点专业
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 30 参与 2018-2021

14.测控技术省级教学团

队

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

30 参与 2019-2022

15.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

学院人才培养体系的探

索和实践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

研究和改革项目
10 参与 2018-2021

16.现代产业学院新工科

人才协同培养机制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参与 2020-2023

5. 主要教学改革与研究论文、著作及自编教材情况

论文（著）题目/教材名称 期刊名称、卷次/出版社 时 间

1.地方应用型高校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

研究和探索
高教学刊,2020(28):156-158. 2020.08

2.任务驱动法在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教育教学论坛,2020(32):268-270. 2020.08

3.跨专业项目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和实

践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20(09):

150-151+176
2020.09

4.企校协同“四跨”式机器人学院双创人

才培养——东莞理工学院粤港机器人学

院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20, 27(03): 126

-130.
2020.06

5. PLC原理及应用在新工科背景下课程

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 2020
(05):185 -186.

2020.03

6. Process Simulate仿真技术在新工科背

景下课程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计算机产品与流通, 2020 (10): 220 +

227.
2020.08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3&recid=&FileName=JYJU202032113&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3&recid=&FileName=JYJU202032113&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4&recid=&FileName=DGLG202003020&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4&recid=&FileName=DGLG202003020&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4&recid=&FileName=DGLG202003020&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5&recid=&FileName=FYJY202005090&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5&recid=&FileName=FYJY202005090&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1&recid=&FileName=WXXJ202010194&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1&recid=&FileName=WXXJ202010194&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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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课程实验教学改

革与探索
教育信息化论坛，2020(05):5-6 2020.05

8.多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智能制造工程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大学（研究与管理），2021（01）:99-100 2021.01

9.工业 4.0下《WinCC数据采集与应用》

教学改革与探索
教育信息化论坛，2020（06）:18-20 2020.06

10.单片机学习中的常见问题和误区 科教文汇，2007.5:191-192 2007.03

11.单片机教学方法探析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7，14（02）:
49-52

2007.03

1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改革设想
东 莞 理 工 学 院 学 报 ， 2004， 11
（01）:81-83，116

2004.01

13.《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电子工业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

二五’本科规划教材，参编

2011.07第 1版
2015.08第 2版

14.《电子测量与传感技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21世纪全国应用型

本科电子通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

参编

2008.09

15.《机器人入门项目》理论教材 自编教材，第 1编者 2016.03

16.《机器人入门项目》实验指导书 自编教材，第 1编者 2016.03

6. 教学获奖及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限填省部级以上及相当的奖励，并附奖励证书复印件，注明本人排名及时间、推广

应用范围。）

一、获得省部级以上的教学获奖

1.2020.03任斌排名 1《赛教融合应用引领的自动化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

践》获第九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

2.2020.12任斌排名 1《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3.2020.03《“六强化六着力”推进产学深度合作培养新工科人才的改革与实践》获第九

https://webvpn.dgut.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42&recid=&FileName=KJWH200705151&DbName=CJFD2007&DbCode=CJFD&yx=&pr=CJFR2007;CFJD2007;&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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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排名 7。

二、成果应用情况

1.构建了赛教融合应用引领的自动化类专业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理念。以“知

行合一、立德树人”为根本，将“项目引导”、“竞赛驱动”、“实践贯通”的培养模式应用于

自动化类专业的教学改革中，构建了社会需求-课程实验-项目引导训练-学科竞赛-综合设计-创新创

业“六位一体”的工程实践与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管理机制。并将课程体系和管理机制推广应

用到了电类各专业。

2.构建了学科竞赛实践平台及管理机制，营造赛教融合、产教融合学习氛围，全方位培养学

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创新能力。在改革后的课程体系总架构下，通过课程的实践导向设计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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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的创新，引导学生完成理论学习、实验/设计验证、开放式课题引导的综合实践、综合创新

的全过程，逐步深化解决问题的基础，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同时，引导学生完成个人学习、实践交互式学习、团队协作式集体学习和实践的过程，提高协作、

沟通、管理、综合评价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并推广应用到了电类各专业。

3.以学科竞赛为导向，以过程培养为特色的全流程全覆盖实践体系。通过实践课程、课外竞

赛和创新平台的综合建设，将创新训练融合到大学四年的过程培养中，建设了课内、课外全方位

的创新实践训练体系，包括了基础实验、专业实验、课程设计、综合创新实践课程、学生研究计

划、实验室开放课题、专业竞赛群等，形成了以过程培养为特色的全流程、全覆盖实践体系。并

推广应用到了电类工科各专业。

三、成果推广情况

本成果通过部分单位的推广、实践、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1.为我校电类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带根本性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推动了我校电类专业

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校理工科其它专业在专业建设中也借鉴了本项目经验。

2.品牌竞赛辐射院内外，提升学生创新和协作研究意识。近年来学生参与各级竞赛、课外研

究型项目的人数逐步提升，参与课外实践与创新创业活动的人数逐年提高。其中，学院“西门子

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每年都吸引了院内外 100 多人参加、电子设计大赛 200 多人参加。增强

了在校内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

3.教学改革获得同行肯定，推动师资队伍建设。通过自动化类专业培养体系的持续改革，成

果获得了多项质量工程项目的支持，推动了教师队伍的教学成果积累，奠定了专业持续改革创新

的基础。

4.本成果对其他高校具有较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为全国同类学校提供示范和可供借鉴的实

践经验。2019.06.17 中山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来我电智学院调研，其后在其电子信息工程等

专业人才培养大纲的修订、教学团队建设、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环节等建设中，借鉴了本项目

经验。惠州学院电子电气学院、广东科技学院自动化学院等院校在近年先后来我电智学院调研，

在其后的自动化类专业建设中，借鉴了本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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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候选人近期教学改革设想

1. 继续努力开展 2019 年度省综合类教改项目《新工科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聚焦智能制造产

业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重点放在课程群课程研究、OBE 工程案例、OBE 课程标准、OBE

模式评价体系、项目化实训教材建设、课程群网站等工作。

2.继续认真做好负责主持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的全面建设工作，

重点是持久开展网络教学平台的完善与使用，不断充实和更新网络资源。

3.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及“机器人与智能

控制课程群”系列课程在教育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有改革和创新空间。

（1）进一步加大将国内外教改成果和单片机国际前沿热点成果引入教学的力度，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丰富教学内容，活跃教学气氛，提高学生创新起点，增强嵌入式系统高新技术的实战能力。

（2）组织联合国内同行专家以及企业界开发设计一线的专家，共同完成“嵌入式测控技术课

程群”特别是《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的基于 OBE 的实验实训、设计与创新、仿真与实践、

习题集与解答等系列教材，尽早投入教学实践，产生示范效应。

（3）及快完成课程群系列实验开发装置研制，投入学生课外自学习。

4. 在赛教融合应用引领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教学教学模式下，依托广东

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示范校建设，积极开展以下研究与实践：

（1）以“知行合一、立德树人”为根本，完善“项目引导”、“竞赛驱动”、“实践贯通”

的培养模式应用于教学改革中，构建社会需求-课程实验-项目引导训练-学科竞赛-综合设计-创新

创业“六位一体”的工程实践与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管理机制。

（2)构建了学科竞赛实践平台及管理机制，营造赛教融合、产教融合学习氛围，全方位培养学

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创新能力

（3)以学科竞赛为导向，以过程培养为特色的全流程全覆盖实践体系

（4）探索如何发挥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与社会一道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实践教学体

系，建立切实有效的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

5. 自身提高与向同行学习相结合，进一步扩大成果的辐射作用

定期组织教学队伍对课程进行教学讨论，及时发现教学工作中的不足，努力改善教学工作、

提升教学质量。《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课程的建设与“机器人与智能控制课程群”建设虽然

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效果，然而课程建设永无止境。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同行的交流，认真

听取其他相关专业教师课程，并邀请教学专家对课程教学进行督导，多向全国的同行们学习，并

通过组织教学研讨会等方式共同探讨课程改革，以起到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进一步扩大本课程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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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候选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情况

（1）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措施

做为“自动化”专业带头人组建了“机器人与智能控制”教学团队，在自动化、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工程专业和团队建设及改革中，自觉指导和帮助中青年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制定中青年教

师教学与科研能力培养计划。重视教学队伍建设，在为中青年教师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工作平台的

同时，制定了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计划，制定了教师的培养、进修计划等，形成了我校自动

化领域结构合理的教学梯队。

1）青年教师导师制。

2）定期进行教学研讨活动。

3）教学督导制。

4）重视年轻教师的学历教育，鼓励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及国内外访问学者。

5）鼓励教师承接企业产品研发、技改项目。

6）鼓励年轻教师参加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开发、自制实验设备，参与实验讲义及教材编写。

(2)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成效

1）青年博士张瑞（2016 年引进）2017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项目；王福杰（2018 年引进）

获得 2019 年省青年基金和普通高校青年创新类项目各 1项；2018 年引进的青年博士秦毅、秦斐燕、

郭芳 2019 年获得粤莞青年基金；团队成员多名已成为电气自动化骨干教师，近五年承担了 20 余项

纵向科研项目、12 项横向课题的研究，发表 SCI 论文 25 篇。

2）指导孙泽文、吕赐兴、王福杰、秦毅、秦斐燕五位博士加入智能制造工业软件课程的教学

和建设，并成功编写工业软件规划教材 12 本，已通过机械工业出版社审核，将在 6 月份出版。

3）指导 2018 年引进的青年博士孙泽文、王福杰、秦毅、秦斐燕申请校级教学教改项目，现每

人都主持一门在线开放课程项目。

4）规划了“机器人与智能控制”教学团队建设方案，作为教学团队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或主

讲教师对“计算机控制技术”、“机器人控制技术”、“PLC 控制技术”和“电梯控制技术”及“微

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机器人入门项目”进行了详细规划，形成了结构合理的教学梯队，奠定

了我校自动化领域教学地位。

5）赵洋 2015 年晋升副教授，赖树明 2015 年晋升高级工程师，姜鸣、刘学良 2018 年晋升副教

授，张瑞、刘畅 2019 年晋升副教授，张志、姜鸣 2014 年入选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第八

批校级培养对象。

6）张志、赵洋、刘学良分别完成了国外访学，张瑞、姜鸣、唐校也完成了国内访学。

7）鼓励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各类讲课比赛，提高讲课水平，姜鸣 2018 年获得广东省青年教师讲

课比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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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选人科研工作情况

科

研

简

况

1.主持科研项目：

长期从事机器人技术、自动化装备和智能控制方面的研究。主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1 项、省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

转化项目 2 项、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 1 项；以校方负责人承担完成省级科技计划 13 项，

市级科技计划 3 项；主持企业委托横向项目 16 项。

近五年承担的科研项目有：

1．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慧城市交通管控技术研究，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

目，项目起止时间：2020.10.01-2023.09.30,项目经费：100万元，到校经费：100万元，主持。

2．3C行业轻载高效智能机器人的设计理论与控制研究，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9.1.1-2021.12.31,项目经费：20万元，到校经费：20万元，主持。

3．面向3C行业智能打磨抛光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广东省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转化项目,项目编号：

2016B090918132，下达文件：粤科规财字【2016】48号 ,项目起止时间：2016.1.1-2018.12.31,项目经费：100万

元，到校经费：100万元，主持。

4．基于核学习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城镇空气质量建模及预报预警系统，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

目，项目编号：2014A030313629,项目起止时间：2015.1.1-2018.1.1,项目经费：10万元，主持。

5．广东省3C智能机器人与柔性制造企业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2.12.31,项目经费：100万元，校方负责人。

6．新一代高效节能太阳能热泵闭环除湿干燥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应用型科技研发专项资金项目,项目

编号：2017B020240001,项目起止时间：2017.1.1-2019.06.30,项目经费：300万元，到校经费：60万元，校方负责

人。

7．面向3C行业低成本六自由度轻载智能机器人研发及集成示范应用, 应用型科技研发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

号： 2015B090922014,项目起止时间：2015.11.1-2018.10.31,项目经费：500万元，到校经费：100万元，校方负

责人。

8．基于多模态信号脑机协调控制及其应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703101，项

目起止时间：2018.1.1-2020.12.31，项目经费：25万元，排名2

9．新一代智能化通信基站电源多用户管理系统研究，东莞市产学研项目，项目编号：2015509131102，项目

起止时间：2015.01.1-2016.12.31，项目经费：80万元，到校经费：16万元，校方负责人。

10．新型低成本高效节能96孔洗板机的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推广,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2013A022100016，项目起止时间：2014.03.1-2016.12.31，项目经费：150万元，到校经费：22.5万元，校方负责

人。

11．第三代智慧型空热能热水器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项目编号：2013B090600035，

起止时间：2014.5.1-2017.4.30，项目经费：80万元，到校经费：30万元，校方负责人。

12．高精度伺服系统的迭代学习控制策略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项目编号：

2014A030313512,项目起止时间：2015.1.1-2018.1.1,项目经费：10万元，到校经费：3万元，校方负责人。

13．新型通道式安检机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项目编号：2012B091100497，下达

文号：粤财教[2012]393号，下达单位：广东省科技厅，项目起止时间：2012.7.1-2015.03.31，项目经费：30万元，

到校经费：30万元，主持。

http://scitech.dgu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5b5e3f775da5c61f015df0d6342b0121&pageFrom=comm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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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空气介质恒温槽双路控制技术设计，广州赛宝计量检测中心服务有限公司，横向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5.10.1-2016.6.30，项目经费：26.5万元，主持。

15．通信用混合能源供电系统监控系统设计，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横向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9.9.1-2021.8.31，项目经费：30万元，主持。

16．护理机器人控制系统等项目联合开发协议，广东精茂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横向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9.9.1-2021.4.30，项目经费：10万元，主持。

17．数字音频技术在耳机产品降噪处理中的应用研究，东莞市敏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横向项目，项目起止

时间：2019.11.1-2020.12.31，项目经费：5万元，主持。

2.发表论文：

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2 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22 篇。

3.科研成果：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 56 件，已获得授权专利 36 件，其中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 24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7件；

完成科技成果鉴定省级 1 项、市级 2 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吴文俊人工智能科

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省部级)，东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东莞市青年科技学术交

流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 项，东莞市电子学会优秀论文奖 3 项。

4.科研成果转化和社会经济效益情况

（1）联合研制的“新型通道式安检机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项目，于 2014 年在广东

省守门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转化生产，现已经销售 4200 多万元，并于 2015 年 11 月项目获得

了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

（2）发明专利“一种登山柺检测系统及其检测方法”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转让于广东精茂健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经费 5 万元，现已经产业化。

（3）联合研制的“全自动高速 PCB 封装点胶机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主持），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通过省级鉴定，并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获得 2020 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

5.学术任职与学术声誉：

（1）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第八批省级培养对象（2014）

（2）广东省先进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17）

（3）广东省 3C 智能机器人与柔性制造企业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4）广东省高校嵌入式与测量系统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

（5）东莞市自动化学会秘书长

（6）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研究所所长

（7）广东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

（8）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审专家

http://scitech.dgu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c9f09817369b4f4017376bfb98300e2&pageFrom=comm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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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电子设计工程师（EDP）资格认证工程师考评员

（10）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员。

汇

总

出版专著（译著等） 0 部。

获奖成果共 3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项目共 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

近三年（2018-2020 年）支配科研经费共 297 万元，年均 99 万元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成

果

序

号

成果（获奖项目、论文、专著）

名称

获奖名称、等级或鉴定单位，

发表刊物，出版单位，时间

署名

次序

1
全自动高速 PCB封装点胶机研发及

产业化

2020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

2021.01.15
１

2
新型通道式安检机的关键技术研究

及其产业化

第五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5.11.30
1

3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对工业产品分

类的方法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日期：2019.01.29，专利号

ZL201510474099.3
1

4 一种登山柺检测系统及其检测方法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日期：2017.04.12，专利号

ZL201510474088.5
1

5 示波器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日期：2016.05.12，专利号：

ZL201410284448.0
1

6 高耐压智能稳压节电器 东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3.12 1

7 硬盘读写头弹性臂自动检测分拣机 东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7.03 2

８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ing
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2016,130: 154–161

通讯作

者

目

前

承

担

的

主

要

项

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科研

经费

本人

承担

工作

1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慧城市交通

管控技术研究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区

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2020.10-
2023.09

100 主持

2
3C行业轻载高效智能机器人的设计

理论与控制研究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

目

2019.01-
2020.12

20 主持

3
通信用混合能源供电系统监控系统

设计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横

向项目

2019.10-
2021.09

30 主持



http://scitech.dgu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c9f09817369b4f4017376bfb98300e2&pageFrom=commonList
http://scitech.dgu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c9f09817369b4f4017376bfb98300e2&pageFrom=common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