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课程信息 

II.课程介绍 

⼈⼯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数据可访问性、计算能⼒和复杂算法，跨界赋能全球各⾏各

业。从医疗健康、⾦融科技到机器⼈学和材料科学，AI的⾰命性应⽤正深刻塑造着我们的未

来。本课程致⼒于提供⼈⼯智能的实践性导论，重点培养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并帮助
他们应对AI时代的新兴挑战。 

  
该项⽬由两个核⼼部分构成。第⼀部分帮助学⽣建⽴机器学习的理论基础，深⼊探索线性模
型、回归和随机过程等关键概念。第⼆部分聚焦先进AI技术及其在专业领域的实际运⽤。学

⽣将有效结合理论认知与实践应⽤，探究这些技术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挑战。 
  
通过剑桥导师主导的学术核⼼讲座、互动研讨会和沉浸式研究项⽬，学⽣不仅将掌握深厚的
理论知识，还将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技能。课程不仅帮助学⽣在学术上追求卓越，更提
供了与剑桥⼤学丰富的知识和⽂化传统交流的独特机遇。 

III. 课程⽬标 

完成课程后，学⽣将能够： 

建⽴对⼈⼯智能的坚实理解，了解其对社会的变⾰性影响。 

掌握机器学习算法的基础，探索其理论基础和实际应⽤。 

研究先进的AI⽅法，并将其应⽤于专业领域，提出创新解决⽅案来应对复杂的挑战。 

批判性地评估在各⾏业和研究领域使⽤AI时的伦理和实际考虑。 

与团队合作，在选择的领域内设计、实施和展⽰⼀个AI驱动的解决⽅案，同时提⾼沟通、

问题解决和跨学科团队合作技能。 

课程时间
2025年8⽉4⽇-2025年8⽉24⽇ （线上部分：8⽉4⽇-8⽉10⽇，线下部分：8⽉
11⽇-8⽉24⽇）

课程时长

共计50⼩时 
 
包括9⼩时由剑桥导师进⾏的线上学术核⼼课程，20⼩时由剑桥⼤学教师或助
教带领的线下学术核⼼课程，9⼩时由剑桥⼤学特邀讲者开展的主题研讨会，
以及12⼩时的英国⽂化体验。

申请要求 具有基础统计学知识或编程背景将有帮助，但不是必须

考核⽅式 通过⼩组研究项⽬进⾏个⼈和⼩组考核



IV. 课程结构 

V.课程⼤纲 

模块⼀ - 机器学习 

课程介绍 

这门课程探讨了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数据分析中的应⽤，重点介绍了贝叶斯线性回归
和分类技术。课程⾸先定义了机器学习，区分了模型学习和⼯具箱⽅法，并强调了从数据中
提取信息的重要性。 
  
接着，课程聚焦于贝叶斯线性回归，展⽰了如何通过不确定性量化提升预测的稳健性，并考
察了各种分类算法，为学⽣提供有效的数据分类⽅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课程为未来
的机器学习研究和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习⽬标 

完成课程后，学⽣将能够： 

定义机器学习并区分模型学习与⼯具箱⽅法，强调其在推理和预测中的应⽤。 

运⽤贝叶斯线性回归进⾏数据建模，注重不确定性量化和稳健的预测。 

实施和评估分类算法，进⾏有效的数据分类。 

分析并⽐较回归模型，预测连续变量并评估其适⽤性。 

授课内容 

机器学习介绍 

介绍机器学习的定义及其与⼯具箱⽅法的区别，讨论如何从数据中学习模型进⾏推理
和预测。 

贝叶斯线性回归 

使⽤贝叶斯⽅法建模线性回归，提供不确定性量化并实现更加稳健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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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期 内容 时长

模块⼀ - ⼈⼯智能基础模块 8⽉4⽇-8⽉10⽇ 线上学术讲座与研讨 9

模块⼆-⼈⼯智能应⽤模块 8⽉11⽇-8⽉24⽇
学术讲座与研讨,课题辅导⼯作坊, ⼩组研

讨会和考核
20

主题研讨会 8⽉4⽇-8⽉24⽇ 受邀⽼师或剑桥在读⽣主导的专题研讨会 9

英伦⽂化体验 8⽉11⽇-8⽉24⽇
剑河撑船、⾼桌晚宴以及其他剑桥的英国

⽂化体验活动
12



分类 

介绍将数据分类到不同类别的算法，涵盖常⽤的分类模型和⽅法。 

回归 

讨论通过回归模型预测连续变量，⽐较不同回归⽅法的性能与应⽤。 

领衔导师 

Professor José Miguel Hernández-Lobato 
剑桥⼤学⼯程系机器学习教授 

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图灵⼈⼯智能加速调研员         

剑桥⼤学学习和智能系统研究实验室 (ELLIS)⼩组主任 

研究领域 

贝叶斯优化 

⼯程设计中的机器学习 

⾼效算法开发 

模块⼆ - 纳⽶技术与智能材料  

课程介绍 

本课程探讨纳⽶技术与先进材料的变⾰性潜⼒，重点研究纳⽶尺度⼯程与新型材料如何推动
⼯业与科学发展。学⽣将从纳⽶技术的基础原理⼊⼿，包括量⼦现象与纳⽶尺度特性，并探
索其在电⼦、医学与能源等领域的应⽤。 

本模块将介绍纳⽶材料、功能器件及量⼦⼒学的前沿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洞察。通过分析
⽯墨烯纳⽶带、铁电器件和薄膜技术等现实案例，学⽣将深⼊理解纳⽶技术如何驱动各个领
域的创新。 

课程⽬标 

完成课程后，学⽣将能够： 

理解纳⽶技术的核⼼概念，包括纳⽶尺度特性与量⼦效应 

分析纳⽶材料的独特性质及其在先进应⽤中的影响 

探索纳⽶器件与功能材料的设计、制造及应⽤ 

评估纳⽶技术在医学、电⼦与能源⾏业的影响 

认识纳⽶技术的跨学科特性及其创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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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内容 

纳⽶技术概论 

探索纳⽶科学的基础、量⼦⼒学及尺⼨依赖性特性的意义。 

纳⽶材料及其应⽤ 

分析纳⽶材料的表⾯效应、导电性、机械强度等特性，以及它们在电⼦、医学与能源领域的
应⽤。 

纳⽶器件的制造与表征 

学习薄膜沉积、扫描探针显微技术等关键纳⽶制造与分析⽅法。 

功能器件与量⼦材料 

研究铁电材料、纳⽶磁性及⽯墨烯等前沿材料在⾼性能器件中的应⽤。 

纳⽶技术的未来趋势与伦理考量 

讨论量⼦计算、⽣物纳⽶技术等新兴技术，并探讨相关伦理挑战与社会影响。 

领衔导师 

Professor Colm Durkan 
剑桥⼤学⼯程学院院长 

英国皇家⼯程学院院⼠ 

剑桥⼤学纳⽶⼯程科学教授 

研究领域 

纳⽶结构材料及纳⽶尺度特性 

有机分⼦中的电输运特性 

评估 

课题研究报告和课题展⽰ 

研究课题 

学⽣将在课程结束时完成⼀个⼩组研究课题。项⽬⿎励学⽣⾃⼰选择研究课题，但教授也会
提出课题建议。 

阅读书单 

相关阅读材料将在课程开始前提供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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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纳⽶技术与智能材料应⽤ 
⼈⼯智能、纳⽶技术与新材料的进步正在⾰新多个⾏业，使材料设计更加智能化，提⾼精准
药物递送效率，并推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创新。这些突破助⼒可持续发展，提⾼医疗与电⼦
设备的效率，并推动全球挑战的解决⽅案向更加智能化、⾼性能的⽅向发展。 

1.AI驱动的纳⽶材料与先进材料设计 

AI 预测模型加速纳⽶材料研究，优化材料性能以适应特定应⽤。通过模拟分⼦相互作⽤与物

理⾏为，AI 使电⼦、能源存储与医疗领域的⾼性能材料得以快速发现。 

案例： 

IBM Watson 材料科学：IBM利⽤AI分析材料数据库，开发⾼性能、环保聚合物，以替代传

统塑料。 

DeepMind电池材料优化：AI优化锂电池电解质材料，减少资源浪费并提⾼回收效率。 

2.AI在精准药物递送与纳⽶医学中的应⽤ 

AI⾰新药物递送系统，优化纳⽶载体以实现靶向治疗。这些创新提⾼了药效，同时减少副作

⽤，使治疗直接作⽤于病变细胞。 

案例： 

AI优化纳⽶药物载体：利⽤AI分析药物分⼦与纳⽶粒⼦相互作⽤，以提⾼治疗精度。 

智能纳⽶药物传输系统：结合AI的智能药物传输系统能够⾃动调整剂量，提升治疗效果。 

3.AI驱动的环境纳⽶技术 

AI与纳⽶技术结合，开发先进过滤材料与可持续材料，以解决环境挑战。这些⽅案优化了⽔

净化、空⽓过滤及能源存储等关键技术。 

案例： 

AI优化⽔净化系统：利⽤纳⽶材料提⾼⽔过滤效率，并降低废⽔处理的能耗。 

智能空⽓净化材料：AI设计的新型纳⽶催化剂，提⾼空⽓污染物的分解效率。 

4.AI赋能的功能器件与薄膜技术 

AI通过建模优化功能器件与薄膜技术的设计及⽣产，加速电⼦与传感器材料的研发。这些进

展提⾼了电⼦元件的效率与耐⽤性。 

案例： 

AI优化电⼦薄膜：AI预测材料性能，优化半导体薄膜结构，提⾼电⼦器件的稳定性。 

智能传感器材料：AI帮助开发⾃适应传感器材料，提⾼检测灵敏度与数据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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