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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电赛是研究生参赛和认可度较高的比赛，近几届研电赛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参赛作品，本

文通过所在学校举办和参赛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教学带来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发现参赛经验、

科研成果、研究生导师团队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二本院校的研究生培养、人工智能教学及研电赛参赛

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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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Graduate Electronic Design Competition is a competition with high graduate participation 
and recognition. In recent sessions, more and mo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incorpo-
rated into the participating works. By hosting and participating the regional competition, this pa-
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and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ng experienc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graduate instructor 
team need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t wa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graduate training,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organizing competitions of the basic public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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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由清华大学、华为和中国电子学会于 1996 年共同发起[1]，经过了二十多的

发展，该平台为电子类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有着巨大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许多二本院校拥有了电子类硕

士学位授予点，并普遍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参加各类研究生比赛的热情年年高

涨，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也在逐步升温，参赛队伍不断增加，不少二本院校面临着指导参赛的师资力量

薄弱、计算资源设备短缺、参赛作品表现力不强等问题[2]。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先对研究生电子竞赛进

行简要介绍和分析，再结合人工智能教学谈谈研电赛对我校硕士培养的作用。 

2. 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是是面向全国在读研究生的一项团体性电子设计创新创意实践活动，是全

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积极参与的主流赛事[3]。其目的在于推动信息与机械电子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创

新，培养研究生创新精神、研究与系统实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提高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推进人才

培养和技术研发的国际化，为优秀人才培养搭建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产学研用对接平台。研电赛

中的技术竞赛采用开放式命题与企业命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参赛队自主选择作品命题。 
开放式命题分为以下七个参赛方向，参赛队可自行选择参赛方向：1) 电路与嵌入式系统类，2) 机电

控制与智能制造类，3) 通信与网络技术类，4) 信息感知系统与应用类，5) 信号和信息处理技术与系统，

6) 人工智能类，7) 技术探索与交叉学科类。 
开放式命题相对灵活，对各个高校的研究生团队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较快的从研究生团队中挖掘

出有创意的作品[4]。七个参赛方向中，除了官方的企业命题外，还能够进行自主命题，涉及社会生产生

活的多个方面。 
从第十一届只有 217 支参赛队伍报名，发展到十二、三届的 2000 余支参赛队伍，到 2021 年第十六

届有 5000 余支参赛队伍报名，427 支队伍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队伍远高于的十一届的参赛队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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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校目前对研究生教育及比赛的重视程度。 
研电赛分为区域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2021 研电赛区域赛有作品展示、现场演示和答辩环节，

先评出区域一二三等奖，区域一等奖队伍再晋级参加全国总决赛，2021 研电赛全国总决赛为线上竞赛[5]，
通过线上展示、答辩和报告进行评分，最终评出全国一二三等奖。该项赛事已成为各高校的国 A 类比赛，

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获得了绝大多数学校的认可。 

3. 研电赛对我校硕士培养和人工智能教学的促进作用 

2021 年第十六届研电赛西南赛区现场赛在我校举行，我校坚持“以生为本，立德树人”的方针，承

办该赛事一是通过志愿者的方式，锻炼研究生组织交流能力，二是积极鼓励我校研究生通过电子竞赛的

方式，对研究生的各方向能力进行培养。 
研电赛开放式命题非常适合二本院校的研究生团队组队参赛，我校多支队伍结合研一时研究生创新

创业项目进行作品准备，特别是综合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工具，将不少创新创业创意项

目具体化作品化，在西南赛区现场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十六届研电赛中我校获得技术类初赛优秀组织奖以及商业计划书专项赛初赛优秀组织奖。技术类

初赛优秀组织奖全国共有 124 所高校，西南分赛区占 10 所高校。商业计划书专项赛初赛优秀组织奖全国

共有 69 所高校西南分赛区占 5 所高校。如下表 1 所示，分别为西南分赛区和我校分赛区获奖的队伍数。 
 

Table 1. Southwest Division and the number of winning teams from our school 
表 1. 西南分赛区与我校获奖队伍数 

 西南分赛区获奖队伍数 我校获奖队伍数 

一等奖 65 5 

二等奖 86 4 

三等奖 117 8 

 
在众多的参赛队伍中，我校有 5 支队伍获得西南分赛区一等奖，晋级全国大赛，我校研电赛参赛队

伍中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用到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软件工具箱，这也是当前研电赛的一个趋势，参赛作

品的智能化、自动化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 
在线上的全国总决赛中，我校参赛队伍全部获得全国三等奖，非常可惜，总结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1) 决赛经验不足，特别是线上比赛，线上展示作品时间较短，作品软件中用到深度学习工具箱模型

库等，该部分的演示和操作较难体现出作品的难度和创新。 
2) 参赛作品的相关科研成果较少，如高质量论文，发明专利等，这也是研电赛竞赛作品的科技含金

量的重要展现方式，又恰恰是我们二本院校的短板。 
3) 作品报告的创新创意深度不足，与本科电子设计竞赛不同，研电赛自由选题给了报告很大的发挥

空间，将作品的创新/创意有深度的撰写出来是需要参赛研究生有较好的科技论文写作功底的。 
当然，上述问题也仅仅是作者对我校研电赛的赛后总结，在以后的研究生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中进行

有针对性的提升和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3.1. 加强深度学习的理论教学 

当前大多数二本院校的研究生人工智能教学还是以深度学习软件为主，如 Tensorflow，Caffee，Pytorch
等，且这些软件的库和模型都已模块化，教学过程类似于某一门软件课程，这对电子机械类的研究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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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容易的，但在对网络模型进行改进和创新时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缺少深度学习的基础理论学习，

所以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学不仅仅需要开设深度学习软件应用的课程，还需要有数理统计、概率论、信

息论等前期课程，我校许多研究生培养院系已经逐步开设这些课程，让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技能更加扎实，

更为科研应用打好基础。 

3.2. 积累研究生团队的科研成果 

研电赛和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有很大不同，特别是自主命题给了许多研究生团队积累和展示成果的

广阔空间，但对于近一两年来才招电子/机械类研究生的二本院校来说，许多研究生和导师团队还没有积

累适合作品赛的科研成果，许多作品来自于大学生挑战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该类作品体现不

出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偏向应用，而缺少核心科技竞争力。特别是当前注重科研成果转化，专利、论文

到应用的转化。我校许多院系已经对研究生科研进行团队化管理，由导师负责进行团队成果的积累，不

但从研究生评优，评奖学金方面进行重点鼓励，而且结合我校特色专业石油、冶金方面应用的科研项目

进行重点支持，相信在 3~5年后会有许多专利论文支持的特色专业作品参赛。尽可能使用国际标准单位(公
制)，如厘米、千克、秒，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英制单位，如“3.5 英寸磁盘”。避免把公制与英制混

合使用。 

3.3. 提高研究生的创新意识 

研电赛很好地激发了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如何提高创新意识就是关键了，通过导师团队的科研或实

际工程项目是最常见的途径，导师团队的科研项目有着较好的理论深度，且导师能够进行高效的理论指

导，研究生能够将其在 DIY 硬件作品上实现，软件上能够结合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就是锦上添花了。 
还有一条途径是与企业实际项目相结合，当前企业生产中的智能化自动化需求非常多，校企合作项

目也是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企业需求具有很好的应用背景，甚至有创业的潜力。我校一些

校企合作项目中，在企业项目经理和导师的双重指导下，将深度学习成熟框架和模型移植到实际项目中，

企业能够提供实际的需求和平台，研究生也将人工智能学以致用，是双赢的典范。 
当前二本院校在研电赛上还未像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组织指导老师团队进行专项指导，更多依托研

究生导师和其团队，指导师资还处于紧缺[5]，可以通过多个学院间的学科交叉和人工智能应用进行选题，

以及校外企业产品经理等资深产业界人士进行作品展示指导，都会有较好的效果。 

4. 结语 

通过此次我校主办的第十六届研电赛西南赛区现场赛，本文简要分析了我校参赛的一些经验和问题，

并结合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教学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教学改革建议。以赛促教，加强研究生的深度学习理论

教学，积累相关科研成果和提升创新意识，实现科研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基金项目 

1)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NO: yjg211015)。 
2) 重庆科技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工科背景下数字图像处理课程融入深度学习教学的

研究与实践》(NO: 2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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