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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院（College of Informatio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080901）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专业简介 

辽宁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起源于 1984 年成立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与计算机软件专

业。依托辽宁大学综合性大学优势，面向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对工程科技人才的新需求，积

极探索和推进以新工科为代表的本科教育改革，具有学科交叉融合、服务地方能力强、教研

队伍雄厚、科研水平高的专业优势。 

一直以来，专业以真实问题为引导，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建立并完善“以学生为中

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多学科融合、产学研一体化”的科

研教学体系，注重提升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文素质和国

际视野，培养从事计算机软硬件设计、理论研究和综合应用开发的高级工程科技人才，为东

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提供服务，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28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9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讲师 9 人。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19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 人，省优秀教师 1 人，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计划 2 人，省高校优秀人才 1 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省部级教学示范中心、重点实验室以及工程中心

9 个、院士工作站 1 个、大数据研究院 1 个。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及网络与信息系统相关

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具备计算机相关领域系统思维和国际视野，能够综合运用学科知

识解决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可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

工程应用、计算机教育以及组织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预期学生毕业 5 年后，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人文和社会素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职业精神，具备人文社会科学

素养和环保意识，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履行职业责任； 

目标 2：专业素养：具有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识别、表达和分析，制定合理解决

方案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现代工具和管理技术，完成计算机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软

硬件设计与开发、系统维护及项目管理等工作； 

目标 3：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能够与同行

和客户有效沟通，具备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等可持续发展潜能及素质，能够融入、带动

或协调项目的组织实施并有效发挥作用； 

目标 4：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能够紧跟计算机技术发展趋势，

并把前沿知识和技术应用到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实践中。 

 

三、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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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培养目标，本专业采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育创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实验和工程实践训练，将获得实现培养目标所需的相关知

识、能力和素质。为此，针对本专业学生，制定如下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熟练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

并能够将这些知识综合运用于解决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内涵理解】 

指标点 1-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及工程科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方法以及思维方式，并

能够将其应用于计算机工程问题表述中。 

指标点 1-2：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专业基础理论和相关方法，能够对计算机工

程问题中具体对象建立模型并求解。 

指标点 1-3：掌握计算机专业基础理论和相关方法，并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和模型方法，

对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推演和分析。 

指标点 1-4：掌握计算机专业理论和相关方法，能够对计算机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进行比

较和综合。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基础和专业类课程的教

学来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并通过文献研

究，对计算机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表达、分析，以获得有效结论。 

【内涵理解】 

指标点 2-1：能够运用基本科学理论和工程知识，识别和判断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的关键环节。 

指标点 2-2：能够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模型方法正确表达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2-3：能够认识到复杂工程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案可选择，能够进一步通过文献研

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指标点 2-4：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计算机系统软硬件开发过程的各类

影响因素，以获得有效结论。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基础和专业类课程的教

学以及毕业设计来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3 设计解决方案：能够针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满足

特定需求的计算机系统、软件或硬件单元，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内涵理解】 

指标点 3-1：掌握计算机工程设计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术，了解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

影响因素。 

指标点 3-2：能够根据特定需求确定设计目标，综合运用理论和技术手段，进行单元（模

块）设计。 

指标点 3-3：能够根据特定需求进行系统设计，并体现出创新意识。 

指标点 3-4：能够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角度，对设计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评价和分析。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设计类专业课程、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来培养

和评价。 

毕业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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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理解】 

指标点 4-1：能够运用科学原理和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 

指标点 4-2：能够根据问题模型的特征选择可行的研究路线，设计具体实验方案。 

指标点 4-3：能够根据研究方案，构建实验系统或搭建实验装置，安全地开展实验并正

确采集实验数据。 

指标点 4-4：能够整理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分析和解释，获取合理有效的

结论。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专业基础和专业类课程的教学以及工程实践类课程来培

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具有现代计算机专业工具的使用能力，能够针对计算机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计算机技术、资源、现代计算机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实施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性能与技术瓶颈。 

【内涵理解】 

指标点 5-1：能够掌握计算机领域常用开发环境、开发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的原理和使

用方法，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开发环境、开发工具、信息资源和仿真软件

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指标点 5-3：能够针对具体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测计

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工程实践类课程来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和人文相关背景知识，科学分析和评价计算机工

程实践和复杂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内涵理解】 

指标点 6-1：熟悉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

社会文化对计算机工程活动的影响。 

指标点 6-2：能够分析和评价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以

及这些制约因素对计算机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相关公共类课程、专业类课程和毕业实习实践环节来培养

和评价。 

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在复杂计算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现过程

以及在计算系统运行中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内涵理解】 

指标点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理解计算机专业对社会

发展的责任。 

指标点 7-2：能够针对实际计算机工程项目，评价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以及对人类、

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公共类课程和专业基础类课程来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内涵理解】 

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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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

遵守。 

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

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公共类课程、课程设计以及实践类课程来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

的角色。 

【内涵理解】 

指标点 9-1：能够理解多学科交叉对工程实践的重要性，能够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

通，合作共事。 

指标点 9-2：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并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

作。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公共类课程以及实习实践类课程来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有一定的

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内涵理解】 

指标点 10-1：能够就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和反馈，

清楚地阐述工程理念和专业观点，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及回应指令。 

指标点 10-2：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了解计算机领域的国际发展

趋势、研究热点。 

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专业

相关的口头和书面的沟通交流。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公共类课程、专业基础类和专业类课程、毕业设计来培养

和评价。 

毕业要求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

中应用。 

【内涵理解】 

指标点 11-1：理解工程项目中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的重要性，掌握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了解开发周期的成本构成。 

指标点 11-2：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把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应用于工程项目管理、

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等环节中。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公共类课程、专业类课程、实习实践类课程、毕业设计等

培养和评价。 

毕业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内涵理解】 

指标点 12-1：能够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自主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指标点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阅读理解能力、归纳分析能力、思维创造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等，适应职业发展。 

本标准项描述的能力主要通过公共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实习实践类课程、毕业设

计等培养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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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五、核心课程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

理、计算机网络、编译原理、算法设计与分析、数字逻辑、计算理论。 

 

六、学制与修业年限 

建议学制 4 年，实行 3 至 7 年的弹性学制。 

 

七、学分要求 

学生应修满 165 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课 152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 

 

八、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介绍 

1. 学科通选课程介绍 

高等数学 A（上、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课程编号： 0920416              学分：6           学时 78 

0920426              学分：6           学时 90 

课程内容：高等数学是理工科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主要内容包括：函数与极限、单变

量微分学和积分学、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变量微分学、重积分、曲线积分和曲面积

分、级数、常微分方程。 

 

普通物理 A（上、下） 

General Physics 

课程编号：1010014              学分：4           学时：60 

          1010024              学分：4           学时：60 

课程内容：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之一，主要内容有：质点运动

学、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和角动量、功和能、刚体的定轴转动、静电的基本现象和规律、静

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稳恒电流、气体分子运动论、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

振动和波动、光的干涉、衍射、偏振、波粒二象性、薛定鄂方程、原子中的电子、固体中的

电子、核物理。 

 

工程数学 A（上、下）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Part I) 

课程编号：1420014             学分：4            学时：60 

课程编号：1420024             学分：4            学时：60 

课程内容：本课程是理工类各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为各专业后继课程的学习奠定数学

基础，提供理论依据。工程数学 A（上）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复变函数，内容分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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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复变函数、解析函数、复变函数的积分、留数、共形映射等六章；第二部分：积分变换，

主要介绍 Fourier 变换和 Laplace 变换的本内容；第三部分：数学物理方法与特殊函数，内容

分为：一些典型方程和定解条件的推导、分离变量法、行波法和积分变换法、拉普拉斯方程

的格林函数法、贝塞尔函数、勒让德多项式、数学物理方程的差分解等七章。工程数学 A（下）

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线性代数，内容分为：行列式、矩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与

线性方程组、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相似矩阵及二次型、线性空间与线性变换等六章；第二

部分：概率论，内容分为：排列与组合、集合、随机事件、随机事件的概率、条件概率、事

件的相互独立性及试验的相互独立性、一维随机变量、二维随机变量、随机变量的函数及其

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等八章；第三部分：矢量分析与场论，主要介绍矢量分析，场论，

哈密顿算子，梯度、散度、旋度与调和量在正交曲线坐标系中的表达式等内容。 

 

2. 学科核心课程介绍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课程编号：1425013             学分：3             学时：45 

课程内容：离散数学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讲述数理逻辑、集合论、

代数结构与布尔代数、图论等四方面内容。数理逻辑使学生能够受到一些抽象逻辑思维的训

练，并为后续课程计算机科学理论、程序方法论、人工智能等打下初步基础；集合论帮助学

生建立一些重要数学概念及掌握一种通用性的描述语言；代数系统使学生抽象思维和数学深

度方面受到锻炼。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培养抽象思维和慎密概括的能力，提高自身

素质。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课程编号：1421024             学分：4              学时：68（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全面地掌握各种常用的数据结构，为学习后续软件课

程提供必要的基础。学生从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数据运算三个方面，掌握线性

表、栈、队列、串、数组、广义表、树、图和文化等常用的数据结构，掌握在各种常用的数

据结构上实现的排序和查找运算，对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性有一定的分析能力，针对简单

的应用问题，应能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及设计有效的算法解决。 

 

计算机组成原理 

Computer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课程编号：1421034             学分：4             学时：68（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述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组织结构，主要包括运算方法和运算器，

存储器，中央处理器，计算机外围设备和输入输出系统。 

 

操作系统原理 

Operating System Principles 

课程编号：1421044             学分：4            学时：68（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培养学生从事软件研究

设计的能力，要求学生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理论、设计思想，掌握操作系统中有关进程控制、

进程调度、存储分配、交互界面设计等功能的实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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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 

Database Principles 

课程编号：1421054             学分：4            学时：68（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共分三大类，第一篇基础篇，包括：数据库系统和数据模型、关系数

据库基础原理、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关系数据库及其查询优化、关系数据库的规范理论；

第二篇设计篇，包括：数据库设计和概述、数据库设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第三篇系统篇，

包括：数据库的恢复技术、并发控制、数据库的安全性、数据库完整性等。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 

课程编号：1421094             学分：4             学时：68（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内容是：计算机网络概论，主要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定义、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计算机网络的分类、网络体系结构等；数据

通信与广域网技术，主要介绍广域网中的数据交换技术和差错控制方法；局域网与城域网技

术，主要介绍局域网的拓扑结构和虚拟网技术等；网络互连技术；局域网操作系统；Internet

技术；局域网组网技术；局域网操作系统的使用；Internet 基本使用方法；网络系统集成技

术；网络管理与网络安全技术等。 

 

3. 专业主干课程介绍 

算法设计与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 

课程编号：1425023             学分：3             学时：54（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是算法课程的基础部分，主要涉及算法的设计、分析与改进途径。面

对实际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设计正确的求解算法、算法的效率估计、改进算法的途径、问题

计算复杂度的估计、难解问题的确定和应对策略等等。 

 

电路分析与电子技术 

Circuit Analysis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编号：1425033             学分：3             学时：45 

课程内容：本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的

必修课，本课程使学生初步掌握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其内容主要包括：常用半导

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频率相应，放大电

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变换，功率放大电路，稳压电源。 

 

数字逻辑 

Digital Logic 

课程编号：1425043              学分：3            学时：45 

课程内容：本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熟悉数字电路与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能对主

要的逻辑部件进行分析和设计，掌握使用集成电路和可编辑逻辑器件，熟悉数字系统的基本

设计方法，为学习各种超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的系统设计打下基础。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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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课程编号：1425053              学分：3            学时：54（实践 16） 

课程内容：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旨在使学生理解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的思想和特征，掌握 C++语言程序设计的各项技术。本课程由理论课和实验课

两部分组成，通过理论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建立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深刻领会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的风格和特征。通过上机实验，使得学生加深对理论课讲授内容的理解，熟练掌握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技能，培养学生分析程序中错误和排除错误的能力、规范化编程的专业素

质。 

 

编译原理 

Compiler Principles  

课程编号：1425063                学分：3            学时：54（实践 16） 

课程内容：编译原理与实现方法旨在介绍程序设计语言编译程序构造原理和基本实现方

法，内容包括：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中间代码优化、中间代码产生、目标代码生成以及标

识符处理和运算时存储空间与过程调用。课程内容既注重了最经典、最广泛的基本编译技术，

如递归子程序法和简单优先方法，又力求反映一些最重要的新成果，如 LR 方法和全局数据

流分析。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课程编号：1425073                学分：3            学时：54（实践 16） 

课程内容：人工智能研究的是如何使机器（计算机）具有智能的科学和技术，特别是自

然智能如何在计算机上实现或再现的科学和技术。因此，从学科角度讲，当前的人工智能是

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已经在

专家系统、模式识别、人机交互，智能信息处理、智能家电、信息检索、图像处理、数据挖

掘和机器人技术等各个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课程主要讲述实现技术和

方法等内容。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课程编号：1425083                学分：3            学时：54（实践 16） 

课程内容：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实用的开发

方法和技术；了解软件工程各领域的发展动向；如何用工程化的方法开发软件项目，在开发

过程中应遵循的流程、准则、标准和规范。 

 

计算机系统结构 

Computer Architecture 

课程编号：1425093                学分：3            学时：45 

课程内容：本课是计算机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重点讲述计算机系统层次结构，指全系统

设计与改进、输入／输出系统、存贮体系与并行处理机、多机系统等主要内容。课程着重于

计算机系统基本概念、原理、结构和分析方法研究近十几年来系统结构发展重要进展与今后

发展方向。学生掌握系统结构设计，批全系统设计与改进，输入输出系统设计，存贮体系设

计与重叠、流水机、并行处理机及多机系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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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理论 

Theory of Computation 

课程编号：1425103                学分：3            学时：45 

课程内容：本课程是计算机学科的理论课。课程从形式化、逻辑和数学的角度去了解计

算机的能力与局限性。主要内容包括：什么是计算，什么是可以计算的，什么是计算的逻辑

化描述。 

 

UML 与设计模式 

UML and Design Pattern 

课程编号：1425113                学分：3            学时：54（实践 16） 

课程内容：本课程从两个软件系统开发案例入手，在剖析案例的过程中逐步介绍 UML

建模的方法、设计模式以及系统分析的方法和步骤。本课程内容涉及 UML 的 13 种图、面

向对象技术、领域模型与业务建模、用例模型与需求的捕获、设计模型与对象的提取及类的

设计、用 GRASP 模式设计带职责的对象、GoF 设计模式、体系结构和框架设计、实现、测

试、实施、Rational Rose/Rational Software Architect 等工具及统一软件过程基本概念等。 

 

十、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平

台 
课程模块 

理论教学学分 实践教学学分 
合

计 

学分 

占比 必修 
选

修 
小计 

必

修 

选

修 
小计 

通识教

育课程

平台

（55 学

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5 0 15 0 0 0 15 

约占

总学

分
33% 

专项教育课程 29 0 29 1 0 1 30 

素质教育课程 9 0 9 1 0 1 10 

小计 53 0 53 2 0 2 55 

学科教

育课程

平台

（51 学

分） 

学科通选课程 28 0 28 0 0 0 28 约占

总学

分
31% 

学科核心课程 20.5 0 20.5 2.5 0 2.5 23 

小计 48.5 0 48.5 2.5 0 2.5 51 

专业教

育课程

平台

（34 学

分） 

专业主干课程 27 0 27 3 0 3 30 约占

总学

分
21% 

专业方向课程 0 3 3 0 1 1 4 

小计 27 3 30 3 1 4 34 

实践教

学平台

（25 学

分） 

学科基础实验/实践 0 0 0 4 0 4 4 

约占

总学

分
15% 

专业实验/实践 0 0 0 2 0 2 2 

创新实验/实践 0 0 0 1 0 1 1 

各类实习 0 0 0 5 0 5 5 

毕业论文（设计） 0 0 0 13 0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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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0 0 0 25 0 25 25 

学分总计 128.5 3 131.5 32.5 1 33.5 165  

学分占比 
理论学分

占比 
79.6% 

实践学

分占比 
20.3%   

 

十一、教学计划表 



 

 

1）通识教育课程平台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总

数 

学时分配 各学期理论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 

考

试

课 

考

查

课 

学

分

要

求 

讲 

授 

实 

践 

习

题

讨

论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13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程 

221015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3 45     3          √  

15 

221018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6 90 75 15      5       √  

221012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39    3           √  

22101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 30       2        √  

2210091 形势与政策 必修 1 20    2            √ 

专

项

教

育

课

程 

* 外语 必修 16 290 174 116  4 4  4 4       √  

29 

1411002 计算机导论 必修 1.5 22 22   2            √ 

142004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 3.5 52 52    4          √  

* 体育 必修 4 144  144  2 2  2 2       √  

3710062 心理素质拓展训练 必修 2 26    2            √ 

2310051 军事理论 必修 1 36 28 8   2          √  

3710080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0.5 26    1            √ 

3710090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0.5 20           1     √ 

素

质

教

育

课

程 

* 社会科学模块 

限选 

要求：学生选修需获得 10 学分（讲授 9 学分，实践 1 学分），学生在第一、二学年修完即可。其中，创新创业模块必选两门课程《创业基础》和《创

新性思维与创新方法》，经济学类、法学类、管理学类、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专业可免修“社会科学模块”和“人文学科模块”，艺术学类专业可免

修“公共艺术模块”和“人文学科模块”，理学类和工学类专业可免修“自然科学模块”和“应用技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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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科模块 

* 公共艺术模块 

* 自然科学模块 

* 应用技术模块 

* 创新创业模块 

小计 学时：990                               占比：34%                               学分：53                               占比：32.1% 

 

2）学科教育课程平台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总

数 

学时分配 各学期理论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 
考

试

课 

考

查

课 

学分

要求 讲 

授 

实 

践 

习

题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讨

论 
13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学

科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学

科

通

选

课

程

 

0920416 高等数学 A（上） 必修 6 78 78   6           √  

28 

0920426 高等数学 A（下） 必修 6 90 90    6          √  

1010014 普通物理 A（上） 必修 4 60 60    4          √  

1010024 普通物理 A（下） 必修 4 60 60      4        √  

1420014 工程数学（上） 必修 4 60 60      4        √  

1420024 工程数学（下） 必修 4 60 60       4       √  

学

科

核

心

课

程 

1425013 离散数学 必修 3 45 45    3          √  

20.5 

1421024 数据结构 必修 3.5 52 52      4        √  

1421034 计算机组成原理 必修 3.5 52 52       4       √  

1421044 操作系统原理 必修 3.5 52 52         4     √  

1421054 数据库原理 必修 3.5 52 52      4        √  

1421094 计算机网络 必修 3.5 52 52          4    √  

小计 学时：713                               占比：24%                               学分：48.5                               占比：29.3% 

 

3）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总

数 

学时分配 各学期理论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 

考

试

课 

考

查

课 

学

分

要

求 

讲 

授 

实 

践 

习

题

讨

论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13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1425023 算法设计与分析 必修 2.5 38 38       3       √  

27 

1425033 电路分析与电子技术 必修 3 45 45       3       √  

1425043 数字逻辑 必修 3 45 45       3       √  

142505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必修 2.5 38 38      3        √  

1425063 编译原理 必修 2.5 38 38         3     √  

1425073 人工智能 必修 2.5 38 38         3     √  

1425083 软件工程 必修 2.5 38 38          3    √  

1425093 计算机系统结构 必修 3 45 45            3  √  

1425103 计算理论 必修 3 45 45    3          √  

1425113 UML 与设计模式 必修 2.5 38 38       3       √  

1435202 JAVA 程序设计 限选 1.5 22 22         2      √ 3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1435212 Linux 操作系统 限选 1.5 22 22          2     √ 

1435222 数据库应用开发技术 限选 1.5 22 22          2     √ 

1435232 计算机网络安全 限选 2 30 30            2   √ 

1435242 网络实用技术 任选 1.5 22 22            2   √ 

1435252 数字图像处理 任选 1.5 22 22            2   √ 

1435262 微机原理与汇编语言 任选 1.5 22 22         2      √ 

1435272 嵌入式系统应用 任选 1.5 22 22          2     √ 

1435282 工程制图与 CAD 任选 1.5 22 22   2            √ 

1435292 多媒体技术 任选 1.5 22 22         2      √ 

小计 学时：452                               占比：16%                               学分：30                               占比：18.2% 

 

4）实践教学平台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总

数 

学时分配 各学期理论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 

考

试

课 

考

查

课 

学

分

要

求 

讲 

授 

实 

践 

习

题

讨

论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夏季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13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3-4周 15 周 15 周 

实
践
教
学
平
台 

学科基础

实验 

1011072 普通物理实验 A 必修 2 64 4 60     4         √ 

4 
1421021 

电路分析与电子

技术实验 
必修 0.5 16  16      2        √ 

1421031 数字逻辑实验 必修 0.5 16  16      2        √ 

1421071 认知实验 必修 1 30  30    10          √ 

课内实验 

1411002 计算机导论 必修 0.5 16  16  2            √ 

8.5 

1420044 
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 
必修 0.5 16  16   4          √  

1421024 数据结构 必修 0.5 16  16     4        √  

1421034 计算机组成原理 必修 0.5 16  16      4       √  

1421044 操作系统原理 必修 0.5 16  16        4     √  

1421054 数据库原理 必修 0.5 16  16     4        √  

1421094 计算机网络 必修 0.5 16  16         4    √  

1425023 算法设计与分析 必修 0.5 16  16      3       √  

1425053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 
必修 0.5 16  16     3        √  

1425063 编译原理 必修 0.5 16  16        3     √  



 

 

1425073 人工智能 必修 0.5 16  16        3     √  

1425083 软件工程 必修 0.5 16  16         3    √  

1425113 UML 与设计模式 必修 0.5 16  16      3       √  

1435202 JAVA 程序设计 限选 0.5 16  16        2      √ 

1435212 Linux 操作系统 限选 0.5 16  16         2     √ 

1435222 
数据库应用开发

技术 
限选 0.5 16  16         2     √ 

1435242 网络实用技术 任选 0.5 16  16           2   √ 

1435252 数字图像处理 任选 0.5 16  16           2   √ 

1435262 
微机原理与汇编

语言 
任选 0.5 16  16        2      √ 

1435272 嵌入式系统应用 任选 0.5 16  16         2     √ 

1435282 工程制图与 CAD 任选 0.5 16  16  2            √ 

1435292 多媒体技术 任选 0.5 16  16        2      √ 

F490012 创业基础 限选 0.5 16  16               

F490022 
创新性思维与创

新方法 
限选 0.5 16  16               

专业实验 
1421081 拓展实验 必修 1 30  30          10    √ 

2 
1421061 课程设计I 必修 1 30  30       10       √ 

创新实验
（综合
性、设计
性、研究
性实验） 

1421041 课程设计II  必修 1 30  30          10    √ 

1 
1421092 

计算机程序设计

高级实验 
选修 2 60  60       20       √ 

各类实

习、设计

（论文） 

3710024 毕业实习 必修 4 120  120            3周  √ 

18 3710015 
毕业论文（设

计） 
必修 13 150  150           3周 12周  √ 

1430011 金工实习 必修 1 30  30    30          √ 

小计 学时：788                               占比：26%                               学分：33.5                               占比：20.4% 

总计 学时：2911                                                                       学分：165 

 

十二、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人文和社会素养 

培养目标 2 

专业素养 

培养目标 3 

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 

培养目标 4 

终身学习能力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  √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   

毕业要求 3：设计和开发 √ √   

毕业要求 4：研究  √   

毕业要求 5：使用开发工具  √  √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 √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  

毕业要求 10：沟通能力   √ √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 √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 
 

十三、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要求 7 毕业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形势与政策                              H    L  

外语                               H    L 

军事、体育与心理                          M H L M       

职业生涯规划                         L         H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L    H           

高等数学 A  H                                  

普通物理 A H               L                    

工程数学 H    M           M       H         L    

离散数学   H   M                              

数字逻辑   H  M                               

计算理论 M    H                         M      

计算机导论            M  M   H     M         L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L        H      M  H                 M  

数据结构  M    H    M      H         L           

计算机组成原理     H   L  M      M   H                 

操作系统原理   M     H     H      M     L            

编译原理 M     H     M    L    H                 

数据库原理       H        H   L    M              

计算机网络    L    M H     H      M                

算法设计与分析  L      H M       H       M             

计算机系统结构            H M        M         L      

计算机网络安全                  M  H                

电路分析与电子技术   H    L      M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H        M       L     M     

人工智能    M              H   H           M    

软件工程                  H               H M  

UML 与设计模式            M          L        M  H    

JAVA 程序设计    M     H                        M   

Linux 操作系统                  M           H   M    

数据库应用开发技术                  M  M         H       

普通物理实验 A               H            M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M                    L    H         

数字逻辑实验  H    M        M                      

认知实验          L    H   M           M        

拓展实验           L  H          M          M   

课程设计 I       L   H               M          M 

课程设计 II            H              M  L        M 

毕业实习            L         M     H  H   M M    

毕业论文（设计）    H   M    H                  H    M  H 

金工实习                          H  M L       

 

十四、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