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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
元宇宙关键技术叻推高校人才培养

”
专题

师资研修班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发展数字

经济上升至国家战略,数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发

展,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 “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集群
”。元宇宙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 ,

将驱动互联网迈向3.0发展的全新业态,将成为数字经济未

来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综合场景。为贯彻落实国发 匚⒛21〕

29号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元宇宙背景

下数字经济产业应用创新与发展趋势,推动高校、科研院

所及企事业单位在教学实践和研究等工作的开展,助力培

养元宇宙人才和关键技术核心领导力,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

中心联合北京工业大学与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北

京 ),线上举办
“
元宇宙关键技术助推高校人才培养

”
专

题师资研修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单位: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元宇宙云图智能研究院

二、时间及形式

1.直播时间:⒛” 年 12月 7日 -12月 9日

回放时间:⒛22年 12月 10日 -12月 18日

2.课程形式:本次课程采用线上直播+课程回放的形式,

具体上课操作方式报名成功后另行通知。

三、研修内容

(一)拟定日程

日期 时间 研修内容 专家老师

12月 7日

9∶ 00-10∶ 30

元宇宙基础概述与核心问题

主要围绕元宇宙的起源背景、基本概念、关键技

术、场景应用、主要风险与应对策略等相关知识

进行了介绍。

龚才春

10∶ 30-12∶00

元宇宙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结合自已近 30年承担的与虚拟现实相关的课

题,讨论虚拟现实与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以及

向元宇宙过渡的技术脉络。讨论了元宇宙的关键

技术以及可能的应用场景。

潘志庚

14∶ 00-17∶ 00

元宇宙超写实数字人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与产业应

用探讨

主要围绕数字光场重建技术,系 统介绍高写实数

宋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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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的产业化解决方案,探索AIGC技术场景,

通过
“
数字小脑

”
数字人情感与动作驱动技术,结

合 AI合成、实时动作捕捉等技术使数字人更智

能化、实时性与用户进行语言、表情、动作的互

动交流,真正实现数字人的个性化定制和千人千

面。通过云游戏、影视、广电和数字梅兰芳大师

复现等案例介绍数字人产业应用,同 时还将对数

字人智能层级的理解和数字人未来的形态进行探

讨。

12月 8日

9∶ 00-12∶ 00

元宇宙面临的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布局与保护前

瞻问题探究

围绕元宇宙关键技术领域,比较虚拟和现实维度

的知识产权问题,在解读元宇宙知识产权典型案

例的基础上,研讨元宇宙底层逻辑和内部衍生技

术的专利、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及数据

安全、隐私保护和反垄断等法律问题。

刘 朝

14∶ 00-17∶ 00

元宇宙在北美发展的现状和案例研究

主要围绕目前元宇宙数字技术在北美行业中的应

用。通过系列案例研究,对北美头部企业元宇宙

开发情况、平台及应用场景进行梳理,通过解析

应用案例,归纳主要的技术类别及元宇宙核心要

素。

基础算法研究在数字仿真领域对科研教育的影响

与规划

主要通过基础算法研究构建数字仿真与数字孪

生,以水动力学研究为例,剖析其特征、成因、

手段与方法,通过认知基础学科建设研究宏观影

响与规划数字媒体专业群建设。

宋 淼

陈国贤

12月 9日

9∶ 00-12∶00

未来高校数字媒体专业发展方向的新思路与探索

主要围绕数字媒体专业群建设在元宇宙时代背景

浪潮下的发展机遇与可能,基于人工智能的多模

态融合交互、机器视觉、语音识别等交互技术发

展带来的科研、产业、应用与生态的变革,创新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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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产教融合发展机制,探 索教育建设新方

向与人才培养新路径的启迪与思考。

14∶ 00-17∶00

圆桌论坛: (互动 )

主持:何伟 院长

(北京工业大学元宇宙云图智能研究院 )

1,虚实共生,元宇宙未来生态:风 田与泡沫、机

遇与挑战?

2,元 宇宙与教育创新、学科交叉、专业设置、人

才培养的路径和趋势?

3.宇 宙与数字经济和产业或行业发展的契机?

4.元 宇宙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保护、挖掘与应对

策略?

孙立军

黄心渊

严 晨

丁海祥

穆之飞

马 杰

注:拟邀专家介绍请见附件 1。

四、研修对象

各高校 (含高职高专院校 )计算机类、

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ⅤR/AR/MA、

戏开发等相关专业负责人及专业教师。

五、报名及缴费

(一)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⒛”年 12月 5日 18∶OO前。

(二)报名方式

1.个人报名

请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填写对应信
`惑

进行报名。

2.团 队报名

电子信息类、

动画设计、游

请填写附件 2团 队报名表,并在报名截止时间内发送

到指定邮箱 Xuziqi@凵 ut.edu。 cn,收到回复后即为报名成功。



(三)收费标准

本次研修班收费标准为39SO元 /人 ;学会个人会员 38gO

元/人(含证书费);团 报每满 10人免收 1人培训费,(超过 10

人且不够减免数的人员按 3880元 /人收费)。

(四 )付款方式

1.扫码支付

请先扫描报名二维码报名,然后用支付宝或微信扫描

报名成功后生成的缴费二维码在线缴费。

2.对公转账

账户名称: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伺艮彳亍贝κ÷手:  110060149018170009965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

银行行号: 30110O0OO023

汇款请各注“
姓名+单位+元宇宙

”。

3.培训费电子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由 中国高等教育

培训中心统一开具,交费成功并在会议结束后 10个工作日

内通过邮件发送至参会代表预留邮箱中,请注意查收。

六、结业证书

参会人员按照规定完成研修内容后,可获得由中国高

等教育培训中心颁发的
“
元宇宙关键技术核心领导力

”
结

业证书。



本次研修班结业证书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网站

查询。

七、联系方式

1.报名咨询

徐子琪:010-臼39“87;1550129730∝北京工业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

2.发票事宜

马金荃:01O-“385091;1⑹”⒉%4(培训中心 )

附件:1。拟邀专家介绍 (排名不分先后 )

2.团 队报名表

3.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简介

中

弘孥骨室

廴 2。 14:2L:冖 :〉



附件 1

拟邀专家介绍 (排名不分先后 )

报告嘉宾:

龚才春,⒛ 0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

获工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挖掘的

研究。 《中国元宇宙白皮书》主编,一带一路国际文化教

育中心元宇宙研究所所长,武汉元宇宙研究院院长。

潘志庚,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级

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副主任,中 国虚拟现实技术与创新平台

副理事长,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未来技术学

院 )院长,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元宇宙研究院执行院长,建

设国内高校第一个以元宇宙命名的院系 (人工智能学院的

元宇宙工程系 )。 主要研究方向为:虚拟现实与人机交互,

虚拟人,智 慧教育,智 能医学,医学元宇宙等。有 30年虚

拟现实方面的研究经历,从 2016年后关心元宇宙的发展 ,

最近在多个国际会议和国内论坛上作元宇宙方面的报告。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2项 ,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各 1项 ,其他省部级项目近

⒛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⒛ 08)和 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 1项 (⒛⒛),省部级奖 5项。

刘朝,中 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院/知 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

中国科技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委会执行主任,国 际标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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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Is0品 牌 评 价 技 术 委 员 会 (Is0/TC289Brand

evaluation)注 册专家,中 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科技

法。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出 版有专著

《WT0-TRIPs知 识产权争端解决成案及对策》和 《地球深部

探测专利态势》等。曾获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重要贡献

奖、中国科技法学奖优秀人才奖和中科院朱李月华优秀教

师奖等奖励。

宋淼,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 (Concordia University)

教授,跨学科交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计算机图形、虚拟现

实、人机交互设计等方面。加拿大联邦魁北克省艺术委员

会评委及基金支持的艺术家、获奖纪录片导演、互动媒体

艺术家、中加艺术科技联盟的创始人,中 加国际电影节创始

人及主席,中加国际电影节受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电影局、加拿大影视管理局、加拿大国家电影局、魁北

克省文化产业发展局等多方支持。

宋震,中 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助理院长、文化

科技融合中心主任,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中心项

目总监、虚拟制作领域研究员,中 央戏剧学院兼职教授 ,

中国影视影像学会先进影像专委会委员,广东电影家协会

会员,数字栩生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E0,

曾任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数字表演与仿真实验室开发



中心主任。电影 《刀背藏身》、 《鼠胆英雄》虚拟预演技

术指导,参与平昌冬奥会
“
北京 8分钟

”
文艺演出、北京

世园会开幕式文艺演出、国庆 70周 年阅兵、建党百年 《伟

大征程》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的虚拟仿真工作。春晚舞美

相关课题 《数字化舞台及其重大应用》获王选科技进步一

等奖。

陈国贤,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欧盟玛丽 ·居里学者 ,

法国国家科学院、法国 orleans大学、法国 Tours大 学联

合研究所 Institut Denis Poisson访 问教授,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元宇宙核心术语概念审核专家组成员。

在计算流体力学,计算水动力学,网格自适应方法,数字

仿真等领域有一定 的研 究。多项研 究成果在 《sIAM

journa1  on  numerical  ana1ysis 》  、   《 Journa1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  《Nature materials》  等国际

顶级杂志发表,并成为计算水动力学领域的主流数值格式

和多个国际知名软件核心算法之一。2008年北京大学获理

学博士,并在香港科技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法国国

家科学院、法国奥尔良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等海外

科研机构做长期学术访问研究。2010年 武汉大学任教至今 ,

先后参与 1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主持 2项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何伟,受聘于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天



津美术学院等高校任教,全国元宇宙标准化工作组评审专

家,北京工业大学元宇宙云图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星汉

云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专注于多模态交互领域的

研究与应用,曾 参与上海世博会、世界园艺博览会等标杆

性数字设计方案。作为技术导演,联合摄制、出品全球首

部应用虚拟现实沉浸式技术和全息技术拍摄的纪录电影 ,

于加拿大获中加国际电影节
“
最佳科技奖

”,并作为第 31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暨第 26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特别展映影片。获国家专利 71项 ,已 申请发明专利 7项 ,

主编出版 《Unity虚 拟现实开发圣典》、 《ⅤR+∶ 虚拟现实

构建未来商业与生活新方式》和 《Unrea1Engine4从入

门到精通》等行业专著与教材 7本 ,参与撰写由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等共同起草的 《中国元宇宙白皮书》、 《中国

数字藏品监管白皮书》,主持由院士、专家共同起草 《多

模态融合交互技术白皮书》,并于⒛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发布。

圆桌论坛嘉宾:

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

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宣部国家
“
万人计划

”
领军人

才、北京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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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法国高布兰

学院角色动画与动画制作电影艺术评审团成员。出版 《动

画概论》、 《中国动画史》、 《现代动画设计》等专著近

30册 ;其中, 《中国动画史》课程获得 2021年北京市
“
优

质本科课程
”
特等奖、 “

优质本科教材课件
”
一等奖。导

演动画电影 《小兵张嘎》、 《欢笑满屋》、 《快乐奔跑》、

《巴特拉尔传说》、 《兔侠传奇》、 《终极大冒险》、

《秋实》、 《立秋》、 《新三岔口》、 《飞向月球》等。

20⒛ 年电影短片 《秋实》入围第 70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

竞赛单元。⒛22年动画短片 《新三岔口》入围洛杉矶亚太

电影节。

黄心渊,中 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动画与数字媒体教学指导委

员会秘书长、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数码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国高校影视学会动画与数字媒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广联微视频短片委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

基础教育研究会长、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文化部文化

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国家出版

基金评委、国家文化政府奖评委、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国

家科技支撑项目评委、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

评委、中国国际动漫节原创动漫大赛评委、中国 (北京 )



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大赛评委、金鸡奖评委、星光奖评委、

全国文科计算机设计大赛评委、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

评委、北京大学生动漫设计大赛评委、北京大学生计算机

应用能力大赛评委等。30年来,先后承担多项与虚拟现实、

计算机动画和人工智能等相关的国家
“
863” 计划项目、国

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社科重大专项 ,

曾参与国家十三五战略新兴规划数字创意部分及手机 (移

动终端 )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研讨。

严晨,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动画与数字媒体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
数字艺术与创意

设计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数字创新、传输和

出版
”
教席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

全国高校艺术教育专家联盟 副主席、全国高等院校计算

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数字创意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创意

设计协会监事长、中宣部
“四个一批

”
人才评审专家、教

育部
“
长江学者

”
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

家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

青年、中国新媒体教育领军人物、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北

京市
“
高创计划

”
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军人才、北

京市宣传系统
“四个一批

”
人才、北京市长城学者等称号。

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12



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创作作品获得

第十四届莫必斯国际多媒体大赛最高奖 [全场大奖]、 第一、

二、三、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于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68篇 。其中 《从我国数字出版人才需求看今后我国

数字媒体教育导向》、 《给数字出版物受众一个阅读的理

由》、 《数字媒体出版物的价值取向思考》、 《发展数字

出版应解决的几个问题》等 45篇 学术论文被 cssci检 索

(均为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

丁海祥,浙江传媒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

导师,教育部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动画学会副秘书长等职。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项

目, “
中国 (动 画 )学 派核心元素深度研究

” “
视听新媒

体时代中华美学精神在影视文艺创作中的创新诠释方式研

究
”
等。出版多部专著与国家规划教材,著作 《动画分镜

头设计》。教材 《动画概论》 《动漫影视作品赏析》 《动

画制片基础教程》 《影视动画造型基础》 《电视广告制作

与创意》等。导演近百集动画片在央视播出,担任了
“
天

天健康
” (五 十二集动画片总导演 )获杭州第五届国际动

漫节国产长片入围奖。动画片 《虎娃》; 《机灵豆游千

年》; 《追梦》分别在央视少儿频道及央视教育频道播出,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穆之飞,中 央美术学院数字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电影

13



ⅤFx工作室专业导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新工科数字艺术

人才培养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计算机学会虚拟现实专委会

常务委员,中 国电影技术学会摄影摄像专业委员会常委 ,

中国艺术研究院版画创研中心主任,中 国电影美术学会常

务理事、CG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学会奖终审评委,国家

艺术基金艺术与科技人才培养计划专业导师。北京国际 CG

艺术双年展总策划,青 岛国际影视设计周艺术指导、影视

设计琅琊奖终审评委、影视博览会金海鸥奖评委,GGAC全

球游戏动漫概念美术大赛评审团主席,奇点奖幻想世界观

概念美术大赛理事长,龙马奖漫画与图像小说大赛理事长 ,

Omniverse Machinima竞 赛评委,全球 48小 时创意动画大

赛终审评委。

马杰,百度副总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互联网协会 IT风险治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信通

院虚拟现实与元宇宙产业联盟技术专家委员会成员。曾任

豪杰公司研发部负责人、瑞星公司研发总经理、创新工场

技术总监、国内首个云安全服务品牌
“
安全宝

”
创始人兼

CEO。 ⒛15年加入百度,现整体负责百度安全部、智能云物

联网部、ARM云业务部、元宇宙创新平台部。⒛⒛年底 ,

创办国内首个元宇宙产品
“
希壤

”。

14



团队报名表

报名单位及参会时间信息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

联系人

姓名

发票税号 电话

发票金额 微信

开票各注 由阝箱

参会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邮箱 各注

1

0
乙

3

4

5

6

7

8

9

10

附件 2

注:请将此表填好于 12月 5日 18∶OO前发送至电子信箱 Xuzi,@凵 ut.C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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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简介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

独立事业法人单位,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政府工作重点、宏观政策热点、

高校发展难点、行业企业发展痛点,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

资源,面向全国教育系统和行业企业管理干部、骨干教师

等,开展专业化、定制化培训和精准化咨询服务。中心一

直致力于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努力建设成为我

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具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引领性的

教育培训机构。详情请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官网

(https∶//chetc。cahe。 edu。cn/)或 关注培训中心微信公众号了

解更多培训动态。

(微信公众号)

曰猊I弼器田

¤ ::∶

∶∶∶∶∶∶∷∶∶:∶∶:∶∶∶∶:!∶ :∶∶l∶∶
:

(企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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