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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第十智慧书院

——摩尔书院2023年招生工作方案
一、书院基本情况

（一）组织机构

摩尔书院作为新型书院的探索，依托人工智能学院，聘请计

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软件

学院、旅游与服务学院、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

院、人工智能学院骨干教师作为导师，面向全校本科生招生，努

力打造全校范围内的“师生共同体”。书院每年度招收100名学员，

培养周期为1学年。

书院为非实体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设院长1名，由人工智

能学院院长赵新教授担任。在人工智能学院设立综合办公室，负

责书院日常运行与事务管理。

（二）书院特色

摩尔书院探索以智慧平台为支撑的新型书院制形式，建设由

跨学科（包括计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电子信息与光学

工程学院、软件学院、旅游与服务学院、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外国语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等）师生组成的智慧书院，围

绕人工智能及其在各学科应用为主线，构建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

“师生共同体”。从了解学情、学业指导、引领自我认知、职业生

涯、人生目标等方面给予学生全方位指导，发挥学科交叉优势，

营造全员育人氛围，创新无边界育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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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部分：将通过微信、飞书等方式提供实时在线沟通环境，

实现师生共驻虚拟网络虚拟环境，实时交流思想、解疑答惑，构

建科研和教学学业指导两类不同的指导体系，并有机融合思政教

育。在教师队伍上，将搭建两支不同类型的教师团队，分别为科

研型与教学型。科研型教师团队侧重对学生的学术指导，教学型

团队侧重学业指导。通过定期举办的研讨会、交流会、学业问题

答疑会等形式的线上活动，提高学术与学业指导的便捷性、灵活

性和生动性，增进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实现互相学习、教学相

长、共同进步的目的。同时邀请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语学院

的老师为同学们带来党史和国外语言文化赏析内容。

线下部分：将依托学术报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国际讲坛、

高端论坛等）、校友互动（如面向跨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互联

网企业中产品经理养成记）特定场所面对面交流为主体，定期组

织线下活动。定期举办学术报告、学术研讨和导师工作坊，安排

学生与教师面对面沟通，更加直接明了地解决学生在学习与生活

中的问题，增进师生感情，活跃学术氛围。对学员进行分组，指

定命题，供学员选择。

（三）导师团队

院长：赵 新 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教授

导师：

袁晓洁 计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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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博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玉志 软件学院院长、教授

孙桂玲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澜飙 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姚延波 旅游与服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谢茂强 软件学院副院长、教授

许 静 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青林 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教授

吕 颖 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巨峰 计算机学院教授

刘景泰 人工智能学院教授

陈增强 人工智能学院教授

刘忠信 人工智能学院自动化系系主任、教授

张雪波 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教授

张 瀚 人工智能学院智能工程系系主任、教授

二、招生对象及条件

面向全校本科生，不限学院专业，为便于活动津南校区优先。

三、招生计划

2021年计划招生100名对人工智能及其在学科应用感兴趣的同

学。

四、报名方式及选拔办法

按照教务处要求网上提交报名材料，教务处进行初审，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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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根据学生志愿将报名材料分发至书院审核。

五、录取原则

1.贯彻落实“南开40条”文件精神，以人工智能及其应用为主题，

将不同学科᐀ 学 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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