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冯大权进入河南
大学学习通信工程专业。当时
中国正经历 2G 通信网络的大
规模普及，手机逐渐从奢侈品
转变为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品。
移动通信行业的黄金期使得通
信工程成为最热门专业之一，
吸引了众多高分考生。

“那时候的校园像块老砚
台，有着很纯粹且浓厚的学习
氛围。”冯大权说，持之以恒的
专注让他在电子测量课程上崭
露头角，99 分的成绩第一次让
他意识到自己或许适合科研。

临近毕业，冯大权想继续
在这个领域深造，于是便跟着
考研大潮报考了电子科技大
学。“电子科大的通信专业全国
顶尖，我想看看更好的平台是
什么样的。”他以专业第一名的
身份入学，但现实很快泼来冷
水——面对本校学生扎实的编
程能力和科研素养，他有些手
足无措。“那是很迷茫的一个阶
段，感觉自己虽然成绩还可以，
但其他方面还有差距。”他至今
记得那种落差感。但他没有放
弃，慢慢地一点点地积累，跟着
师兄师姐们学习，也渐渐有了
信心。

信心的积累同样需要学术
基础作为支撑，导师冯钢教授
给出了许多实用的选课建议。

“他让我多选几门数学课，说这
是科研的根基。”随机过程、图
论、矩阵理论、最优化理论……
这些由数学学院开设的基础性
课程为他打开了新世界。当佐
治亚理工学院的李烨教授来实
验室选拔交流生时，冯大权优
异的数学成绩成为入选的关键
筹码。“二三十个人里他直接点
了我，说‘你的数学底子比别人
厚’。”在开启美国的三年学习生
涯前，李烨给冯大权开出了一张
长长的书单，里面的书目甚至精
确到了某本专著的某一章，要求
他写出一篇报告。上百篇文献
的深度阅读加深了他对专业领
域的了解，同样也催生出了一
篇后来引用量极高的论文。

冯大权笑称自己很多成果
“是被老师逼出来的”。最开始
的他总想做出一个高影响力的
成果，然而却发现业界研究已
足够广泛，他感觉“自己没东西
可做了”，科研进度十分缓慢。
没想到，真正的突破来自压力
时刻——导师给出“两个月不
出成果就回国”的“最后通牒”，

放话要求他每周做PPT来汇报
研究进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他把看过的论文又重新读了很
多遍，弄懂每一个参数、每一个
步骤。“我最终顺利完成了论
文。”他的研究突破了多节点协
同通信系统容量分析难题，所
提终端协同方案提升高达 70%
的系统接入率，成果连续 10年
入选ESI高被引论文。

冯大权说，“在‘微压力’的
情况下，学术进展才应该是最
快的。”博士毕业时，冯大权已
经手握 3 篇 ESI 全球高被引论
文，撰写的毕业论文入选了中
国电子学会首届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至今回想起来，冯大权
依然非常感激导师对自己的严
格要求。

“在我们实验室，左边坐着
清华的，右边是上交大的、浙大
的。有时候刚到实验室想先看
看新闻，一抬头看见人家都在
看论文、调程序，冷汗都能滴下
来。”这种环境倒逼出的效率，
让冯大权养成了“先做再优化”
的务实习惯。如今他常对学生
说：“迷茫时就先把手头的事做
到极致，对这个领域有全面的
了解，路自然会出现。”

以专业第一的成绩入学，但周围同学扎实的能力却让他自信
受挫。总想做出一个高影响力的成果，却发现业界研究已足够广
泛，感觉“自己没东西可做”……这便是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教授冯大权在求学时期的经历。是否与你我如此相似？那么
他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迷茫时他是如何应对的？又是如何让
自己的每一项科研成果落地生花？冯大权的故事或许能给大家带
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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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冯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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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跬步深耕，求学三境见通途

走出象牙塔，冯大权接过
国家工信部的橄榄枝，加入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但经过尝
试他发现，在高校搞教学和科
研才是最适合他的。2016 年，
冯大权来到深圳大学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院任教。

初到深圳大学时，他便承
担起《通信电子线路》这门具有
挑战性的课程教学任务。面对
艰深的理论体系，他坚持探索
教学破局之道。他深知，其中
难度不仅在于让学生理解深奥
的知识理论，更在于如何将这
些理论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
他突破传统课堂的局限，通过
与中兴、创维、海信等知名企业

接触，将许多实际应用案例搬
进课堂。“我希望通过这些产业
应用场景告诉学生们，我们学
的知识有什么用处、能解决哪
些问题，对今后的产业发展有
什么帮助。”

冯大权说，尽管本科阶段
所学的知识距离实际生产尚有
一定距离，但这些知识却是学
生未来投身实际生产领域的宝
贵基础和储备。“有了这些基础
和储备，他们想往更深、更专业
的方向去钻研，就轻松很多
了。”

冯大权觉得，深圳大学毕
业生在进入企业工作后，往往
能够展现出突出的能力和潜

力——扎实的专业知识给了他
们实践的底气，活跃的思想让
他们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冯大
权看来，深圳大学为学生提供
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讲座资源，
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九年培桃育李，冯大权践
行着科研之道，他的学生也在
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他指导的
第一位硕士研究生郑灿健在攻
读硕士期间深耕车联网通信领
域，发表多篇高影响力前瞻性
论文，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顺
利拿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是冯大
权“以研促教、知行合一”育人
理念结出的硕果。

以研促教，将应用案例搬进课堂

系列报道创新争先自立自强

在深圳大学任教的九年
里，冯大权也带着实践经验继
续投身学术研究。

冯大权坚信，学术研究不
仅要追求理论高度，更要紧扣
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实际难
题，要在产业痛点中凝练问题，
以应用场景检验研究成果。冯
大权说：“这与深圳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强调的

‘三真’理念——解决真问题，
真解决问题，问题真解决——
不谋而合。”在这种思路的指导
下，他实现了从传统无线通信
到沉浸式通信的研究转变。

冯大权主持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元宇宙标准”项目课题，
参与完成并提交了术语界定、
数字人及数字环境建模标准等
项目内容，为加强中国人在元
宇宙领域的话语权增添了深大
力量。“元宇宙正处于刚刚起步
的阶段，我们建立中国人自己
在元宇宙方面的标准，企业遵
循行业标准来发展，也更容易
进入国际领域。”冯大权说。

走入新的研究领域，冯大
权依旧保持着好学的心，在与
学生相处时，他也希望从学生
身上学习借鉴，“最新的研究，
学生应该比我们更懂，因为他
们看的论文更多。”在新一代电
子信息技术领域，冯大权指导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团队在全国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等多项全国大赛中获奖，
冯大权牵头的项目也获得2023
年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荣誉。
以实践为导向，冯大权及

其团队打造了“智能文化交互
系统：深圳大学元宇宙校园的
新尝试”项目，入选深圳大学

“十大文化精品项目”，并为深
圳文旅场景的应用提供了灵
感。在实现场景的动态建模和
数字人的驱动时，冯大权及团
队发现，公开的数据集无法满
足现有场景的需要，须建立新
的数据集，并做针对性的训练，
以实现元宇宙模型的深度学
习。冯大权坦言，这比发论文
的要求更高，因为在实现动态
场景的建模时，会遇到许多意
想不到的问题，必须逐个击破，
才能在三个月的紧张时间内实
现完美收官。

科研之余，冯大权会在品
尝美食的时光中缓解压力。他
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一顿
解决不了的。”松弛有度、稳步
前行是他摸索出的科研之道。
在冯大权看来，解决源于实际
的问题是科研的重中之重。他
时常提醒学生注意研究的应用
场景、动机和研究背景，让每一
项科研成果都能落地生花。

从通信工程学子，到元宇
宙研究者，冯大权求索二十载，
以务实的学术精神突破研究壁
垒，主持“6G”“元宇宙”等领域
的项目课题，更打破传统课堂
的桎梏，将复杂的课程转化成
校企联动的实践教学，带出斩
获国家级奖项的硬核团队。他
用行动告诉我们，真理永远藏
在躬身深耕的刻度里。

以问题为导向，科研新路亦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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