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时代高等学校自动化系列教材 

选题推荐函 

尊敬的          ： 

为进一步提升普通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的教学与教育质量，深入贯彻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及相关文件要求，持续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深化，不断优化实践教学

体系，积极整合并汇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更好地满足高

等院校对自动化类专业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以及课程改革的迫切需求，中国自动

化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启动了“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课程体系”的重大立项研

究工作。在此研究工作的稳步推进下，成功出版了《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机

器人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及《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等重要著作。为进一步巩固研究成果，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牵头“智

能时代高等学校自动化系列教材”的建设工作。 

为了确保教材建设的科学严谨性、系统完整性及卓越的编写质量，我们特设

立“智能时代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会）。

编委会成立大会已于 2025 年 1 月 19日圆满召开，标志着教材编写工作正式拉开

序幕。编委会主任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教工委）主任委

员张涛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则由教工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级教学名师以及相关

学校领导等资深专家组成。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教材的专业水平和编写质量，

编委会还特设立了编审顾问委员会。编审顾问委员会主任由郑南宁院士担任。 

本系列教材下设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

与技术等子系列，旨在全面覆盖自动化类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和智能

科学与技术一级交叉学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领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教





 
 

系列教材建设说明 

一、系列教材定位 

本系列教材定位于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本科生教学）以及控制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交叉学科（研究生教学）的核心课程，适应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变革需求；在保证基础的前提下，突出技术的先进性和科学

的前沿性，体现创新教学和工程实践教学，服务自动化类专业及其相近专业以及

控制学科和智能学科，打造新专业（课程）、新内容（技术）、新方式（案例）、

新形态（融合）的“四新”系列教材。 

二、选题原则 

申报教材应反映优秀的教学改革成果，有利于推广优秀的教学经验与理念，

深化选题理念、优化选题结构，为此优先考虑符合以下条件的选题： 

（1）国家级、省部级市及校级精品课程教材； 

（2）国家级、省部级一流本科课程配套教材； 

（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先进集

体组织编写的精品教材； 

（4）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虚拟教研室组织编

写的精品教材； 

（5）全国优秀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改版教材，省部级规划教材、立项教

材； 

（6）曾经出版，有计划进一步修订改版的经典教材； 

（7）各重点高校立项建设教材； 



 
 

（8）经多年授课，广受学生好评，内容完善的自编讲义； 

（9）基于重点学科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的教材； 

（10）基于新技术开展、新课程建设的教材； 

（11）与公司合作，能够资源共享的新的案例和工程应用教材； 

（12）配有微课视频、题库、作业系统等内容的新形态教材； 

（13）新工科通识类课程，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有关要求的教材。 

三、编写要求 

为保证教材建设质量，提升教材建设水平，本系列教材应严格遵循以下要求： 

1.教学指导思想明确 

教材的编写思路与整体组织结构需紧密贴合自动化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以三本培养方案为蓝本，确保各章节都贯穿着清晰、明确的教学指导思想，为学

生指明学习方向。 

2.教材知识模块合理 

在内容编排上，既要详尽阐述必备的核心知识点，为学生提供扎实的基础，

又要巧妙融入技术热点作为扩展阅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要合理安排

内容的组织结构，确保教材既便于教师教学，也便于学生自学。 

3.学科专业技术前沿 

在全面覆盖学科专业规范所要求的知识点的基础上，教材应积极吸纳新技术、

新工艺，确保教学内容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4.“新形态”化体现 

为了适应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材需配备相应的教学视频，这些视频应涵

盖教材中的关键知识点和难点，为学生提供直观、生动的学习体验。同时，教材



 
 

还应加入相应的图书作业系统等，方便学生进行在线练习和测试，巩固所学知识。 

5.教学服务方案完善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教材应配套完整的教学课件（PPT）、教学大纲和习题。

教学课件应简洁明了，突出重点，方便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和展示；教学大纲则

应明确每章节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为教师提供清晰的教学指导；习题要配备有详

细的习题答案，方便教师和学生使用。 

综上所述，本系列教材将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编写和配套，以确保教材的

高质量、高水平以及与现代教育技术的紧密结合，为自动化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提

供全面、优质的支持。 

四、申报参考课程 

教材申报方式分为两种：自由申报和推荐申报。单一课程负责人可自由进行单本教材申

报，教务处及院系负责人可牵头组织课程群推荐申报。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Z01 程序设计基础 Z17 控制理论基础 

Z02 电机拖动与运动控制系统 Z18 模拟电子技术 

Z03 电机与电力拖动 Z19 模式识别 

Z04 电机原理与传动技术 Z20 人工智能原理与实践 

Z05 电力电子技术基础 Z21 数据结构与算法 

Z06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Z22 数字设计与计算机原理 

Z07 工业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Z23 数字图像处理 

Z08 过程控制系统 Z24 数字信号处理 

Z09 机器人控制技术 Z25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Z10 机器学习 Z26 系统建模与动力学分析 

Z11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Z27 系统建模与仿真 

Z12 计算机过程控制工程 Z28 现代控制理论 

Z13 计算机控制技术 Z29 信号分析与处理 

Z14 计算机网络 Z30 虚拟仪器技术 

Z15 计算机网络与实时网络化控制系统 Z31 智能感知与检测技术 

Z16 检测与工业大数据技术 Z32 自动控制原理 

… … … … 



 
 

J01 电机驱动与运动控制 J17 机器人系统开发 

J02 电路原理 J18 机器人学 

J03 电气控制与 PLC J19 机器人智能交互技术 

J04 仿生机器人 J20 机器学习与智能优化 

J05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J21 机械设计基础 

J06 工程力学 J22 计算机程序设计 

J07 工程制图 J23 模拟电子技术 

J08 工业现场总线技术 J24 人工智能导论 

J09 机器人操作系统基础 J25 认知机器人 

J10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J26 数据结构与算法 

J11 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 J27 数字电子技术 

J12 机器人感知技术 J28 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J13 机器人工程专业导论 J29 现代控制理论 

J14 机器人机构设计 J30 信号与系统 

J15 机器人基本原理 J31 信息通信网络及应用 

J16 机器人技术基础 J32 液压与气压传动 

… … … … 

R01 编译原理 R22 数据挖掘 

R02 博弈论 R23 图像处理 

R03 机器学习 R24 无人驾驶平台 

R04 机器学习平台 R25 信息检索 

R05 集合论与图论 R26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R06 计算机生物学 R27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 

R07 计算机视觉 R28 游戏 AI 设计 

R08 计算金融 R29 语音信号处理 

R09 量子计算 R30 云计算 

R10 模式识别 R31 运筹学 

R11 强化学习 R32 知识表示与处理 

R12 群体智能 R33 智能传感技术 

R13 人工智能导论 R34 智能控制 

R14 人工智能伦理 R35 智能系统设计 

R15 人工智能芯片设计 R36 智能硬件 

R16 人机交互 R37 自动规划 

R17 认知科学基础 R38 自然语言处理 

R18 深度学习 R39 最优化 

R19 神经科学基础 R40 生成式人工智能 

R20 数据可视化 R41 具身智能 

R21 数据库 R42 大模型导论 

… … …  

K01 非线性系统 K04 优化理论与优化方法 

K02 模式识别理论及应用 K05 凸优化 

K03 线性系统理论 K06 最优控制 

… … …  



 
 

五、出版支持 

为进一步激励和促进优秀作者投身教材编写工作，推动高质量教材的广泛传

播与应用，特制定以下支持办法： 

1.品牌标识与权威认证 

所有经过编审委员会严格评审并成功入选的教材，将在图书封面上显著标注

“中国自动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牵头规划”字样及专属丛书 Logo。此举旨在增强教

材的权威性和辨识度，提升教材在学术界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2.编写资助与经费支持 

所有经过编审委员会严格评审并成功入选的教材，出版社将提供免费出版支

持。对于被认定为特别优秀的教材，经编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将提供专项编写

资助经费，鼓励其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于教材内容的优化与创新。 

3.全方位营销与推广 

所有入选并正式出版的教材，将有机会参与由组织方策划的线上线下营销活

动。包括但不限于新书发布会、线上直播推介、社交媒体宣传、专业论坛展示、

师资培训等。通过多渠道、多平台的推广，旨在扩大教材的市场覆盖面，提高教

材的知名度和使用率，惠及更多师生和学习者。 

注：课程群的组织与构建可参考培养方案，但不限于此，鼓励教师根据学科

专业情况自主构建。 

六、教材评奖 

除了作者自行申请各级奖项申报之外，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与清

华大学出版社将组织或推荐相关教材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规划教材、优秀教材评

选。 



 
 

附件：教材编写意向书 

教材编写意向书 

申报课程（课程群）： 

拟定书名： 

附配：□PPT  □教学大纲  □微课视频  □其他             

估计字数（千字）：    计划交稿日期：      年        月 

图书类别：   

□自动化类； □机器人工程类；  □人工智能类；□控制科学与工程 

（读者层次：□研究生； □本科生） 

（课程属性：□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 

     

作者简介（请按将在书中出现的作者排名方式排序，主要介绍姓名、职称及职务、工作单位、电话、电子邮件、著译作品、

研究领域、研究成果……） 

 

 

 

课程简介（课程定位、立体建设、课程特色、相关荣誉……） 

 

 

 

内容介绍（内容提要、内容结构、本书特色、创新亮点……） 

 

 

教材目录（章节安排）及其他说明项 

注：1． 此意向书经编审委员会研究后，将与您进一步联系； 

2． 如纸不敷用，请另附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