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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2021年 6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理学博
士学位（教育技术学专业），主要从事知识图谱、神经网络、智慧教育等方面研究。参与多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 IEEE TKDE（CCF A）、IEEE TNNLS（一
区 TOP）、Neurocomputing（二区 TOP）、中国远程教育（CSSCI）等权威 SCI或中文核心
发表论文 9篇，申请专利及软著 2项。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优秀研究生等荣誉。

教育经历

2018.09-2021.06  理学博士，教育技术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中
师范大学。

2015.09-2018.06  理学硕士，教育技术学，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华中师范大
学。

2011.09-2015.06  理学学士，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资源环境学院，湖北大学。

 荣誉获奖

获奖经历

2021.06  华中师范大学 2020-2021学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12）

2020.10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30）

2017.10  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3/70）

2017.10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前 20%）

荣誉称号

2021.05  华中师范大学 2021届优秀博士毕业研究生（前 10%）

2020.10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20年度优秀研究生（前 10%）

2018.05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届优秀硕士毕业研究生（前 10%）

2017.10  华中师范大学 2016-2017年度优秀研究生（前 10%）

https://csi.hubu.edu.cn/
http://nercel.ccnu.edu.cn/
http://www.ccnu.edu.cn/
http://www.ccnu.edu.cn/
http://cicet.ccnu.edu.cn/
http://www.ccnu.edu.cn/
http://www.ccnu.edu.cn/
http://zhxy.hubu.edu.cn/
http://www.hubu.edu.cn/


基金项目

项目主持

2020.10-2021.06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知
识图谱推理与教育应用研究”（No.2020YBZZ006）
 提出一种学习知识图谱嵌入的异质关系注意力网络框架, 能够
有效汇聚知识图谱中丰富的语义信息，相关成果发表至人工智能领
域顶级期刊 IEEE TNNLS。

2018.10-2019.06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大规模知识图谱的教育应
用研究——基于知识表示学习”（No.2018CXZZ017）
 提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知识图谱表示学习模型M-DCN，能够
有效处理知识图谱中的复杂关系推理，相关成果发表至知识工程领
域顶级期刊 IEEE TKDE。

2017.10-2018.06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智慧教室环境下的知识可
视化教学方法研究”（No.2017CXZZ018）
 调研了智慧教室的国内外发展现状，总结了智慧教室环境下的
可视化教学方法，相关成果发表至 CSSCI期刊《中国远程教育》。
 设计了课堂互动分类指标对可视化教学视频进行量化编码与统
计，总结了师生的课堂互动行为特点。

项目参与

2021.01-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任务元驱动的自我调节学习服务理论
及关键技术研究”（No.62077020）
 作为项目主要申报人与参与人，负责基于时序神经网络模型的
评估与归因算法设计、实现与验证，以求建立自我调节学习效果高
效推理的归因机制。

2020.04-2022.04  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资助项目“基于认知状态与知识图谱的学
习资源推荐方法研究”（No.CCNU20ZT017）
 作为项目主要申报人与参与人, 负责知识图谱相关技术的总体
设计及算法流程和具体实现。
 提出基于多层神经网络的知识图谱推理框架，用于学习实体及
关系之间的交互嵌入，相关成果发表至权威期刊 Neurocomputing。

2013.01-2015.1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数字学习内容公共服务关键支撑技术研
究”（No.2013BAH18F02）
 进行相关专利与软著的撰写与申请，发表学术期刊与会议论文，
协助导师进行结题材料整理。
 协助导师申报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云关键技术与
规模化应用”及国家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智能云端一体化学
习关键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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