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创新型安徽省发展需要和合肥市战略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具

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扎实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创新

精神和持续发展能力，能在信息产业从事软件分析、设计、实现、测试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工程实践，达到如下预期：

1.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热爱软件工程职业和服务社会，综合考虑法律、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影响，在软件工程实践中坚持公众利益优先；

2. 融汇贯通工程数理知识和软件工程专业基本理论与应用能力，具备较强的软件需求分析、系统设

计、编码实现、软件测试、项目管理等工程实践能力，能对复杂工程问题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能够

在计算机软件领域从事软件系统开发、运营管理和技术支持工作；

3. 具有创新思维，能自主学习软件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能将新技术成果应用于工作实际；

能独立完成产品中关键技术的方案设计和研发工作，部分成为软件行业技术骨干；

4.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理解工程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具备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

能够胜任信息技术领域的管理工作，部分成为企业高层或中层管理者；

5. 具有全球化视野，通过多渠道开展跨学科跨文化交流，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拓展新的职业发展

机会，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二、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软件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子系统或功能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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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软件工程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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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软件工程领域的专业工程实践和复

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软件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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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沟通：能够就软件工程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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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行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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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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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制与学分

四年八学期制，共 173.5 学分

四、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 3-7 年内修完规定的学分，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软件工程专业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与学位课程（模块）

主干学科：支撑本专业的一级学科：软件工程

相关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位课程（模块）：

学位课程（模块）类别 总学分 学位模块（课程） 学分

公共学位课程（模块） 1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大学英语Ⅰ 3.0

大学英语Ⅱ 4.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3.0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学位课程（模

块）
14.5

离散数学 4.0

工程应用数学B 5.5

工程应用数学A 5.0

专业基础类学位课程（模块） 28.5

编译原理 2.5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3.5

计算机网络基础 3.0

软件工程 2.5

操作系统原理 3.0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0

数据结构与算法 4.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3.0

C语言程序设计 3.5

专业类学位课程（模块） 6.0
软件分析与设计 3.5

软件测试 2.5

总计 18门学位课程（模块），62学分



六、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模块）

毕业要求 观测点 支撑课程（模块）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软件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

1.1 掌握数学、自然科学中的计算、抽象、建

模和逻辑推理方法，为解决软件工程领域中的

复杂工程问题奠定基础

工程应用数学AB、线性代数

（工程类）、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工程类）、大学物理

AB

1.2 掌握工程基础知识和软件工程专业基础知

识及工作原理，并能用于表述软件工程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

电路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

成与结构、编译原理

1.3能够针对软件系统中的复杂模块和算法，

建立抽象的数学模型，并正确推理和求解
离散数学、编译原理

1.4 理解系统整体的概念，并能用于分析和比

较软件工程中系统架构、网络通信、支撑平台

的解决方案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计算机

网络基础、操作系统原理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软件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识别和判断软件系统内部的核心模块

以及与外部环境间的关键接口

软件分析与设计、计算机组

成与结构、计算机网络基础

2.2 能够利用数学、计算机和软件工程原理正

确表达软件系统的复杂问题，如体系结构、控

制逻辑及核心算法等，完成软件需求建模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软件分

析与设计、离散数学

2.3 能够认识到软件系统的解决方案有多种实

现方式，并能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方式

科技文献检索、程序与算法

综合设计、综合实训

2.4 能够运用所掌握的软件工程基本原理，借

助文献研究，对软件系统的多种解决方案进行

分析比较，综合考虑实际场景中各种影响因

素，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设计（论文）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软件工程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子系统或功能模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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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能够正确理解软件系统的需求分析结果，

并对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子系统或功能模块

进行架构设计、功能设计、数据设计、接口设

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软件分析

与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操作系统原理、软件构

造

3.2 能够应用程序设计理论与方法，完成软件

组件或模块的详细设计，并遵循编码规范编程

实现

C语言程序设计、Java语言

程序设计、Web应用系统开

发、JavaEE技术

3.3 能够根据软件需求，设计测试用例并执

行，记录、分析测试结果；优化软件算法与代

码，提高软件质量与性能

数据结构与算法、软件构

造、软件编译技术、软件测

试

3.4 能够将本专业的新技术应用在软件系统开

发过程中，并体现创新意识

创新创业实践、毕业设计

（论文）、综合实训

3.5 能够在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综合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

的制约因素

软件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软件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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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能够基于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借

助文献研究，针对软件系统或特定模块的研究

要求，确定研究内容，选择研究路线，设计研

究方案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

法、编译原理、科技文献检

索、操作系统原理

4.2 能够将研究方案转换成实验方案和可执行

程序，搭建实验系统运行环境，并正确部署

Web应用系统开发、C语言程

序设计、Java语言程序设

计、JavaEE技术、软件构造



4.3 能够准备研究用的输入数据，安全运行研

究系统，正确采集和记录输出结果，确保实验

的可重复性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软件测

试

4.4 能够对研究方案的运行结果进行分析、解

释，并与理论模型、用户需求进行比较，得出

合理有效结论

数据结构与算法、软件测

试、软件分析与设计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

对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

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

解其局限性。

5.1 掌握进度、成本、质量、版本等软件管理

技术、资源和工具的使用，理解各种工具的局

限性，能够根据软件需求，合理选择工具，并

对软件开发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和模拟

软件项目管理、软件测试、

软件工程

5.2 能够在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选择和应用适

当的分析建模、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接口

设计工具，完成软件的分析与设计

软件分析与设计、数据库原

理与应用

5.3 能够根据软件系统的分析、设计文档，选

择适宜的软件编程技术、资源和工具完成代码

编写与调试，并理解各种工具的局限性

C语言程序设计、Java语言

程序设计、Web应用系统开

发、JavaEE技术、程序与算

法综合设计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

理分析，评价软件工程领

域的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

6.1 理解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等

方面的因素在开发软件系统过程中的作用，并

能对开发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软件工程、思想道德与法治

6.2 熟悉软件工程领域的工程技术发展现状与

趋势，了解本专业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的

国内外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并应用到软件系

统开发的工程实践中

专业导论、软件工程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

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软件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

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7.1 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

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专业导论、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7.2 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软件工程实践对于环境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实习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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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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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0.沟通：能够就软件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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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

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沟通和交流。

10.1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文字组织能力，

对于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以口

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

点，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

流的差异性，进行有效技术交流与沟通

毕业设计（论文）、综合实

训

10.2 具有国际化视野，了解软件工程领域的

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

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创新创业实践、大学英语、

专业导论、学科前沿

10.3 具有较强的外语交流和书面表达能力，

能够阅读和翻译外文专业文献，就软件工程专

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毕业设计（论文）、大学英

语、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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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能够理解和掌握软件项目管理原理和经

济决策方法
工程经济学、软件项目管理

11.2 了解工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

构成，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中根据软件项目特征

进行人力资源、成本、工期、风险等方面的管

理

工程经济学、软件项目管

理、毕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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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能够认识到自我探索和终身学习的必要

性、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适应人际关系

变化和工作环境变化的能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

生心理健康

12.2能够养成主动学习习惯，通过网络、交

流、文献查阅等学习手段获取新的知识和技

术，适应多学科、新领域、新技术的挑战

创新创业实践

七、课程（模块）目标

课程（模块） 课程（模块）目标
负责部门

或负责人
备注

思想

政治

理论

素养

思想道德

与法治

目标1：大学生能够认识新时代的特点，理解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的主要概念、

基本理论等相关内容。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

目标2：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和

解决思想、道德和法治领域的现实问题，使大学生能够做

到学思结合，学以致用。

目标3：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促

进大学生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

识和奉献精神。
马院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目标1：主要通过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

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

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

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

目标2：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帮助2

主义的社会选社科帮助实革 统的人管域会 合 本领观科国情主义大项 大帮助 实 择观史和会 立，大

选 的 观同治义ऀ健康德。

目标2

：

培

有

关

到

和

2

识促



爱国主义情感与历史责任感，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自觉性，培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目标1：使学生完整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社

会经济学说，知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目标2：使学生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主动拒绝披着人权、民主、信

仰等外衣的错误文化思潮。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能自觉维

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统一，能实现转识为智，运用所学

创新、创业。帮助学生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知识，更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目标3：使学生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能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

念，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

主义的理解，培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目标1：通过学习能陈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

内涵和历史进程；能陈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

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形成条件和过程以及主要内容和

精神实质。能正确分析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

成果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能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分析评价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历史变

革、历史经验、历史成就；能培养并提升世界视野、国情

意识和问题意识以及理论思考习惯和理论思维能力。

目标2：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能强化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能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念；

能增强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做贡献的责任感使命感。

目标3：培养在小组学习中承担相应角色或组织小组学习

的能力；培养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深化和践行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概论

目标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当代中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明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能够正确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历史背景、形

成过程、战略部署、重大举措及其重大意义。能够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

目标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定在党的领导下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念。能够系统

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历史性成就，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任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决

心，增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目标3：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观察世界、分析国情的思维方法，提高政治理论及

科学文化素养，能够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现实问题，具有初步的分析、判断和解决的能力。

能够在实践教学中积极融入团队，并根据小组分工完成相

应的实践任务，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

人。

“四史”

之一

目标1：本课程教学旨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讲解，

帮助学生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而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

目标2：具有熟练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形成自己的

初步见解，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引导学生学习英雄、铭记英雄，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

文化虚无主义，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

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目标3：通过课程的学习，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帮助学

生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

国家安全

教育

知识目标：深刻理解和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和

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形

势，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丰富国家安全知识。

能力目标：牢固树立“大安全”的理念，主动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强化政治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素质目标：增强关心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维护和

塑造国家安全，成长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担当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形势与政

策

目标1：了解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动态；了解和掌握

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了解

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

策、原则立场。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

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目标2：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党和国家大政方

针的解读，让学生感知世情国情民意，帮助学生正确认识

和把握当前的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增强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明确自己肩负的历

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目标3：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观察社会形势问题敏锐的洞

察力，培养学生处理、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基本掌握该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



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

的行为。

军事

课

军事理论
目标1：优化学生心理素质，开发学生素质潜能，增强社

会生活的适应能力。

目标2：维护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大学生全

面而健康的成长

武装部
军事技能

创新

创业

教育

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

划

目标1：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应当树立起职业生涯

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

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确立职

业的概念和意识，愿意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主动

付出积极的努力。

目标2：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应当基本了解职业发

展的阶段特点；较为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特性、职业的特性

以及社会环境；了解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等基本知识。

目标3：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应当掌握自我探索技

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涯决策技能等，还应该通过

课程提高学生的各种通用技能，比如沟通技能、问题解决

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等。

学生处

就业指导

目标1：通过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让大学生了解当

前就业形势、就业政策、社会职业状况、职业素质要求，

认识自我求职特长，掌握就业的基本途径和技巧方法，增

强就业竞争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提高就业竞争能力。

目标2：在态度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树立

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

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愿意

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主动付出积极的努力。

目标3：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较为

清晰地了解社会职业状况，认识自我个性特点；了解就业

形势与政策法规，包括求职中自我合法权益的维护；掌握

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掌握大学

生就业派遣的基本程序。

目标4：在技能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掌握

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涯决策技能、求

职技能等，还应该通过课程提高学生的各种通用技能，比

如沟通技能、问题解决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人际交往技

能等。

学生处

创业基础

目标1：具有创新创业品质、创业心理素质和创业型人才

的主体意识。

目标2：掌握创业团队组建、商机识别、资源整合与利

用、公益创业、商业模式开发与创业计划等方面的理论知

识。

目标3：了解新企业创立过程，掌握创业计划构建和新创

企业管理的基本技能。

双创处

素质

教育

劳动教育

（理论）

目标1：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劳动观，真正懂得劳动创造

价值、劳动关乎幸福人生的道理。

目标2：通过对劳动理论的学习，系统掌握劳动内涵、劳

动关系、劳动法规、劳动安全生等劳动科学基础知识，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充分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提升大学生的

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塑造崇尚劳动、热爱劳动

的美德。

人大学院



劳动教育

（实践）

目标1：通过劳动实践，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一定劳动技能，提高动手能

力，通过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练意志，感受劳动带来

的收获乐趣，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

真挚情感。

目标2：通过专业内容与劳动教育有机融合的实践活动，

提倡自学拓展，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思考和展开讨论，并在

此基础上，学会分析案例，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提高创造

性劳动的能力。

人大学院

体育

目标1：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并基本形成自

觉锻炼的习惯，基本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能够编制可行

的个人锻炼计划，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目标2：熟练掌握2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科

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见运动

创伤的处置方法；

目标3：能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状况，掌握有效提高身体

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合理选择人体需要的

健康营养食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目标4：能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锻炼目标，自觉通过

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

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目标5：能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

合作精神，能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体艺部

美育

目标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审美观

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全面提升综合

素质。

目标2：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理解并热爱中国文化与艺术。

目标3：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艺术作品背

景的文化根源，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

目标4：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开发

并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会将审美的、人文的

要素考虑引入专业学生与工作中，促进以德启智、以美启

智，德智体美全面开发的终身自主学习能力。

体艺部

大学生心

理健康

目标1：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学会自尊、自

重、自爱，学会面对和处理自我和他人及自我和社会的各

种矛盾，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社会和道德方面全面和

谐发展；

目标2：获得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探寻发展的

意义。

教育学院

大学

英语

大学英语

Ⅰ

目标1：通过学习本门课程，使学生能听懂语速正常、有

关一般性话题的音视频材料和题材熟悉的讲座，掌握中心

大意，获取要点和细节，明确其中的逻辑关系，理解话语

的基本文化内涵；在收听、观看一般性话题的英语广播、

电视节目时，能理解其主要内容；能听懂用英语讲授的相

应级别的英语课程；能听懂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常用指令、

介绍或说明等。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

目标2：使学生能就日常话题或熟悉的社会热点问题发表

意见或与他人交流；能对一般性事件和物品进行简单的叙

述或描述；经过准备后能就自己专业相关的话题作简短发

基实中心



言；能就日常生活、学习事宜进行简单的交流或协商。语

言表达结构比较清楚，语音、语调、语法等基本符合交际

规范，有一定的层次和条理。能运用基本的会话技巧。

目标3：使学生能基本读懂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中等的英

文报刊文章和其他英文材料，理解主旨大意，分析语言特

点，领会文化内涵；能借助词典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教材和

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掌握中心大意，理解主要

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语言结构较复杂的论述性材料，

如社会时评、书评等，分辨不同观点；能根据阅读目的的

不同和阅读材料的难易，适当调整阅读速度和方法。能运

用基本的阅读技巧。

细



本，如求职信、推荐信、正式邀请函等，译文准确完整；

能翻译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一般的文本，译文准确达意；

能借助词典等工具翻译体裁较为正式、题材熟悉的文本，

理解正确，译文基本达意，语言表达清晰。能较好地运用

翻译技巧。

大学

数学

工程应用

数学A

目标1：了解微积分发展史，掌握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

分、定积分和微分方程的基本知识。

目标2：会计算一元函数极限、能熟练求出一元函数的导

数和微分、熟练掌握求一元函数积分的方法、熟练利用N-

L公式解决问题，会利用导数判断函数的性态，会求解某

些一阶微分方程和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以及某些特殊

类型的高阶微分方程。

目标3：具有一定的分析推理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能运

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对相关专业问题进行研究、对相关案例

进行分析，能够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综合并得到合理的结

论。

人大学院

工程应用

数学B

目标1：掌握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

学、重积分、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的基本知

识。

目标2：能作出一些常见的曲面、曲线等空间几何体的图

形，能够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解决相关问题，具有较强的空

间想象能力。能熟练计算多元函数的偏导数与全微分；能

熟练计算二重积分、三重积分与曲线积分、曲面积分；会

判断常数项级数的收敛性、会求幂级数的收敛域及和函

数、会将函数展开成幂级数或傅立叶级数；具有较强的计

算能力和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

目标3：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能综

合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对相关专业工程问题进行表述、分

析，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求解，具有一定的数学应用能

力。

人大学院

线性代数

（工程

类）

目标1：了解线性代数发展史，掌握矩阵、行列式、线性

方程组、向量组与向量空间、相似矩阵及二次型的基本知

识。

目标2：掌握矩阵加法、乘法、求逆等运算，掌握矩阵的

初等变换方法求解线性方程组；会利用行列式的相关性质

计算行列式，会运用克拉默法则分析方程组的解；会分析

n维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会求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

量；掌握矩阵相似对角化和二次型化为标准形的方法。

目标3：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能运

用所学的矩阵、向量、方程组等知识对相关工程问题进行

研究、分析，能够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综合并得到合理的结

论。

人大学院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工程

类）

目标1：掌握随机事件及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随机

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抽样分布、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基本知识。

目标2：会利用概率的定义和性质计算事件的概率、会利

用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分析复杂事件的概率；能熟练

应用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数字特征、中心极限定理等讨论

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会利用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方

法进行统计推断。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和计算能力。

目标3：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具备

初步处理“随机问题”的数学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概率论

人大学院



与数理统计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工程类专业中的相关

问题。



力。

数据结构与算法

目标1：掌握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模型，掌

握在不同存储结构下的基本运算实现及算法设计。

目标2：理解并掌握数据结构各模型的基本应用，以及

各类应用的算法实现与程序设计。

目标3：掌握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的概念以

及分析方法，通过选择最优数据结构模型、进行算法分

析，完成软件模块的详细设计。

目标4：掌握常用的排序与查找的方法：掌握在不同的

数据结构模型下各种排序及查找算法的实现及时空性能

分析。

目标5：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分析并

设计高效优质算法的能力：能够将实际问题抽象为一定

的数据结构模型，合理选择合适的存储结构以便算法具

备较好的时空性能。

张琛

计算机网络基础

目标1：理解TCP/IP协议，掌握Internet应用，熟悉常用

的网络设备，具备组建简单的网络工程技术能力，能对企

事业单位的网络服务平台进行规划和设计。

目标2：掌握网络基础知识，了解数据通信原理，理解网

络体系结构和网络操作系统，具备网络应用和安全管理的

能力。

郭昌建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目标1：使学生掌握数据库设计方法，掌握关系代数的

基本理论（关系代数演算、函数依赖、Armstrong公

理）、关系模式的分解和关系模式的规范化，具有数据

库的分析和设计能力，并对设计结果给出改进建议。

目标2：使学生具备数据库编程能力，能够使用关系数

据库标准SQL语言实现数据库系统以及高级编程软件环

境下数据库的编程操作，学生具有一定的数据库维护能

力，能够采用正确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研究，并采

用并发控制等技术实现数据库安全性管理。

目标3：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础知识，掌握常见的数

据库的操作方法和工具，能够根据不同的软件工程问题

选择合适的数据库技术和工具。

嵇圣硙

操作系统原理

目标1：使学生具备分析和研究Windows、Linux等当代主

流操作系统的能力，通过学习操作系统的工作原理、实现

机制和基本算法，掌握使用系统和外部工具分析和研究操

作系统功能的理论基础，建立多道程序设计环境下的程序

设计思维方式。

目标2：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系统中各大功能的基本概念、

工作原理、实现机制和基本算法，对于特定的软件需求，

可采用合适的理论、方法、技术设计解决。

目标3：对于软件设计方案，学生掌握采用合适的理论和

方法进行考量和评价的能力。

屠菁

软件工程

目标1：认识到在软件开发活动中会涉及经济、环境、

法律、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并在软件开发模型的

选择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目标2：使学生掌握软件工程中实用的工程化的方法和

技术，并能够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选择合适的软件管理

工具对进度、成本、版本等进行有效管理，同时根据选

择合适的模型和工具对软件开发的风险进行预测和模

拟。

张新



目标3：使学生能够在项目开发中遵循软件工程标准及

规范，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

要求，对软件项目的可行性做出合理判断。

Web应用系统开发

目标1：使学生具备基于网页界面设计、脚本编程、服务

端Servlet和JSP编程以及Web数据库编程等Java Web基础

技术进行中小型Web应用的软件模块功能设计和开发的能

力。

目标2：使学生具备基于Java Web应用体系结构与工作机

制对软件模块功能设计进行研究并分析应用的能力。

目标3：使学生具备基于编程环境平台，综合运用理论知

识、编程技能进行Java Web应用系统模块编码与调试的能

力。

张艳明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目标1：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基础知识和

工作原理，具备使用所学计算机硬件知识表述软件工程领

域复杂问题的能力。

目标2：使学生理解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从系统整体

角度了解和掌握决定计算机系统性能及特点的各种因素，

具备分析和比较软件工程中硬件系统架构解决方案的能

力。

目标3：使学生能从宏观的角度掌握计算机整体软硬件协

同工作原理，理解和掌握软硬件接口的实现方法和工作流

程，能够识别和判断复杂软件系统与外部硬件环境间的关

键接口。

目标4：使学生具备从底层硬件开始层层抽象直至应用软

件的直观认识，并能对复杂软件系统的结构、控制逻辑及

算法进行硬件建模。

池凌鸿

编译原理

目标1：学生掌握编译程序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形式

化方法描述语言，用于对复杂软件系统的设计模型的描述

和验证。

目标2：学生理解软件系统功能结构，利用形式化描述，

模块分解方法，对软件系统进行分析描述和功能划分，建

立模型。

目标3：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软件需求，掌握编译程序设计

与实现的典型方法，基于形式化描述的编译优化测试用例

程序生成等方法，设计编译优化测试用例。培养其运用合

理的方法和优化技术完成编译软件设计与实现能力。

目标4：学生在实现复杂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过程中，培养

其对多种方法、技术和环境的评价和选择的能力，如选择

实现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方法、实现途径、开发语言和环

境等。

吴晓琴

离散数学

目标1：使学生掌握关系的闭包、等价关系与划分、偏序

关系的基础知识，掌握代数系统、群的基础知识。具有关

系性质的证明能力，群的证明能力。

目标2：使学生掌握命题逻辑和一阶逻辑的基础知识，掌

握集合代数基础知识，掌握图论基础知识。具有将基础知

识运用到复杂问题的恰当表述中的能力。

目标3：使学生掌握命题逻辑等值演算基础知识，掌握命

题逻辑和一阶逻辑推理基础知识。具备严谨的推理能力。

华珊珊

软件分析与设计

目标1：能够掌握软件系统的业务建模、需求建模的步

骤、方法，对复杂软件系统进行业务建模、需求建模，编

写相关建模报告，并对结果进行检查、评估。

目标2：能够依据业务建模、需求建模的结果，准确判断

系统的边界、核心功能。

唐彬

周瑜



目标3：能够掌握软件系统的分析建模、设计建模、实现

建模的步骤、方法和原理，并依据业务建模、需求建模的

结果，对复杂软件系统进行分析建模、设计建模、实现建

模，完成系统类图、架构设计、封装设计、部署设计、数

据模型设计、UI设计等，编写相关建模报告。

目标4：能够掌握所建模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对现有模型

进行评价、反馈，必要时进行模型迭代。

目标5：能够根据复杂软件系统建模需要，合理选择并掌

握软件分析、设计相关工具。包括：Visio、RSA、UML、

Powerdesigner等。

软件测试

目标1：使学生具备测试用例设计能力，能够在软件需求

分析、设计和编码等各个阶段，运用测试技术、方法，设

计测试用例并执行测试；

目标2：使学生具备测试结果分析能力，能对测试数据进

行采集、整理，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手段，对测试结果进行

分析评估，并与实际软件需求进行比较，提出质量改进和

软件开发过程改进建议；

目标3：使学生具备工作量估算、测试成本管理、风险管

理等测试管理能力，具备使用自动化测试工具的能力，掌

握常见的单元测试工具、集成测试工具、功能测试工具、

性能测试工具、缺陷管理工具和测试管理工具等，能够依

据软件需求，选择并运用合适的软件测试工具，并对测试

风险进行管理；

目标4：使学生具备测试文档撰写能力和缺陷管理能力，

能够依据软件需求，设计测试输入和期望输出数据，按计

划执行测试，正确采集和记录软件缺陷数据，并能对缺陷

进行管理。

杨彬

学科前沿(双语)

目标1：开展学科前沿领域相关问题的教学，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升基础教学的效果。

目标2：培养学生探索新知识的能力，进而提升创新实

践能力。

丁辉

研究方法(双语)

目标1：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研究观，掌握科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和思路。

目标2：具备合理布局研究方案的能力，可规划研究发

展路线，撰写合理的研究总结报告。

李新路

计算机基础实践

目标1：通过计算机发展简史和应用领域；计算机软硬件

系统构成和操作系统使用等知识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

计算机软、硬件和计算机系统的基础知识，以及解决问题

的方法,能够初步判断计算机相关的工程问题。

目标2：通过对计算机网络、Internet基本服务功能和信

息安全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具备网络的基本理论知

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获取相关文献和技术信息以及在

计算机相关工作中具备初步的数据安全理念。

目标3：通过对办公自动化三大组件的学习，使学生具备

运用文字编辑功能进行文档的编辑和排版；运用电子表格

功能对基础数据进行管理；运用幻灯片制作宣传文稿的能

力，使学生能够更好更高效的进行技术交流与沟通。

沈亦军

程序与算法综合设

计

目标1：在软件开发中应用数据结构方法、算法设计，保

障软件运行的稳定性、鲁棒性；此外，在任务书基础上，

根据功能需求，设计美观易用的界面和交互操作，在功

能、界面和操作方面具备创新和创意设计；能够独立撰写

软件系统设计报告。

刘振华



目标2：通过团队合作，分组完成布置的设计任务，培养

学生的团队组织和协同合作能力。

创新创业实践

目标1：通过参与到科技竞赛和教师课题中，掌握最新的

软件开发技术。

目标2：培养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初步具备对复杂

工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林传文

项目

实训

企业项目

实训

目标1：使学生建立纪律意识，忠于职守，遵守公司规章

制度，服从领导工作安排。

目标2：使学生树立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培养工作责任

心，用于承担各项工作责任。

目标3：使学生系统掌握专业工作所需的各种知识，培养

专业工作经验，具备专业岗位的工作能力。

目标4：使学生树立项目意识，具备制定工作计划的能

力，并能保证工作按期按质完成。

目标5：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能够积极维护

团队形象，具备与团队成员沟通、协作的能力，并能在其

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标6：使学生具备创新思维，能够积极学习、学以致

用，不管改进自己的工作，并能和他人共同享。

焦喜香

科研项目

实训

目标1：培养学生创新欲望、创新能力。

目标2：掌握软件开发技术。

目标3：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目标4：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

郭法滨

毕业实习

目标1：通过实际参与企业项目开发，使学生理解实际工

�



目标3：使学生具备在充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对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提出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

软件构造

目标1：使学生能够掌握软件构造的基本原理、关键技

术、工作要素、构造活动以及软件设计技术和软件知识。

目标2：使学生能够针对实际需求





目标2：能够编写用户使用手册、安装说明等文档。

目标3：能够配置系统调试环境，能够组织联调。

人工智能技术

目标1：使学生掌握知识表示、搜索、推理的基本概念和

方法，能够运用知识表示的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描

述，具备针对不同实际软件需要进行分析、建模的能力。

目标2：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针

对实际问题选择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并能够并在

平台上完成软件编程。

吴晓璇

微信小程序开发

目标1：培养学生在微信小程序页面组件、应用接口

API、事件机制、登录、获取用户信息、Node.js 搭建服

务器、第三方框架的使用等方面的能力。

夏竹青

VUE技术

目标1：理解企业级应用系统中前后端分离开发的工作机

制；掌握VUE框架的技术原理。

目标2：掌握VUE组件编程技术，能实现UI交互设计；掌握

VUE自定义指令、过度与动画、渲染函数等技术，增强UI

交互效果；掌握路由、自动化工具和脚手架模式，能够实

现前端子系统的开发和部署。

许强

Python程序设计

目标1：掌握 Python 的面向对象技术，包括继承、接

口、封装的概念及实现。

目标2：初步具备 Python 程序设计综合能力，可利用

turtle库绘制图形，利用 NumPy 进行科学计算。

吴晓璇

Oracle数据库

目标1：掌握Oracle的基本概念和架构；

目标2：掌握Oracle数据库的常见管理技术，包括表空间

管理、表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具备Oracle数据库

备份、恢复、性能调优能力。

屠菁



八、课程（模块）体系结构图



九、各类型课程（模块）学分占比

类型 学分 比例
实践

学分

实践学

分比例

必修

学分

必修学

分比例

选修

学分

选修学

分比例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9.0 16.7% 2.0 1.2% 29.0 16.8% 0.0 0.0%

工程基础类 7.5 4.3% 1.0 0.6% 7.5 4.3% 0.0 0.0%

专业基础类 28.5 16.4% 6.5 3.8% 28.5 16.5% 0.0 0.0%

专业类 24.5 14.2% 7.5 4.3% 18.5 10.7% 6.0 3.5%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 36.0 20.8% 36.0 20.9% 26.0 15.1% 10.0 5.8%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 48.0 27.6% 12.0 6.9% 43.0 24.7% 5.0 2.9%

总计 173.5 100% 65.0 37.7% 151.5 87.8% 21.0 12.2%



十、教学进程表

集中实
践教学
环节

素质教育集中实践

学分 代码 名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2.0 1051100002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 2.0 0.0 0.0 2.0 +3 2.0 公必查
武装
部

否 否

小计 2.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

学分 代码 名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周数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29.0

3021309001
创新创业
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6.0 0.0 0.0 6.0 +6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09002
程序与算
法综合设

计

Programming&
AlgorithmsDesign 2.0 0.0 0.0 2.0 +2 2.0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409003
企业项目
实训

Project Practice in
Enterprise 5.0 0.0 0.0 5.0 +5 5.0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409004
科研项目
实训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Practice 5.0 0.0 0.0 5.0 +5 5.0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09005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4.0 0.0 0.0 4.0 +4 4.0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09006
毕业设计
(论文)

Dissertation
(Design) 14.0 0.0 0.0 14.0 +14 14.0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是

小计 31.0 0.0 0.0 3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9.0 14.0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

模块名
称

模块
学分

子模块代码
子模块名

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素养

171100
1

17.5

3131100001
思想道德
与法治

MoralityCultivation
andBasics of Law 3.0 2.5 0.0 0.5 84.0 48.0 40.0 0.0 8.0 36.0 3.0 公必查 马院 否 否

3131100002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History 3.0 2.5 0.0 0.5 84.0 48.0 40.0 0.0 8.0 36.0 3.0 公必查 马院 否 否

3131100003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Marxism 3.0 2.5 0.0 0.5 84.0 48.0 40.0 0.0 8.0 36.0 3.0 公必试 马院 是 否

3131100004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ao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Chinese
Socialism

3.0 2.5 0.0 0.5 84.0 48.0 40.0 0.0 8.0 36.0 3.0 公必试 马院 是 否



3131100007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概论

Introduction to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Era

3.0 2.5 0.0 0.5 84.0 48.0 40.0 0.0 8.0 36.0 3.0 公必试 马院 否B�



3141100003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0 0.0 0.0 1.0 36.0 0.0 0.0 36.0 0.0 1.0 公必试
体艺
部

否 否

3141100004 体育IV
Physical Education

IV 1.0 0.0 0.0 1.0 36.0 0.0 0.0 36.0 0.0 1.0 公必试
体艺
部

否 否

3141100101 美育I ArtEducation I 1.0 0.0 0.0 1.0 28.0 24.0 0.0 0.0 24.0 4.0 公必试
体艺
部

否 否

3141100102 美育Ⅱ ArtEducation II 1.0 0.0 0.0 1.0 28.0 24.0 0.0 0.0 24.0 4.0 公必试
体艺
部

否 否

小计 46.0 36.0 0.0 10.0 1072.0 848.0584.0 0.0 264.0 464.0 12.5 8.5 8.0 4.0 0.5 3.0 1.0 2.0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模块名
称

模块
学分

子模块代码
子模块名

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基础数
学模块
071100

1

16.5

3021100001
工程应用
数学A

EngineeringApplied
MathematicsA 5.0 5.0 0.0 0.0 140.0 80.0 80.0 0.0 0.0 60.0 5.0 公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否

3021100002
工程应用
数学B

EngineeringApplied
MathematicsB 5.5 5.5 0.0 0.0 154.0 88.0 88.0 0.0 0.0 66.0 5.5 公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否

3021100003
线性代数
(工程类)

LinearAlgebra
(Engineering) 3.0 3.0 0.0 0.0 84.0 48.0 48.0 0.0 0.0 36.0 3.0 公必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100004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工程类)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Engineering)
3.0 3.0 0.0 0.0 84.0 48.0 48.0 0.0 0.0 36.0 3.0 公必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物理模
块

071101
5

8.5

3011100041
大学物理
A(计科
类)

College Physics
A(Computer
Engineering)

5.0 4.0 1.0 0.0 140.0 88.0 64.0 24.0 0.0 52.0 5.0 公必试
先进
学院

否 否

3011100042
大学物理
B(计科
类)

College Physics
B(Computer
Engineering)

3.5 3.0 0.5 0.0 98.0 60.0 48.0 12.0 0.0 38.0 3.5 公必试
先进
学院

否 否

离散数
学

4.5 3021390001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4.0 3.5 0.5 0.0 112.0 68.0 56.0 12.0 0.0 44.0 4.0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小计 29.0 27.0 2.0 0.0 812.0 480.0432.0 48.0 0.0 332.0 8.0 14.5 3.5 0.0 3.0 0.0 0.0 0.0

工程基础类

模块代码 模块名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3021309009
电路与数
字系统

Circuit andDigital
System 5.5 5.0 0.5 0.0 154.0 92.0 80.0 12.0 0.0 62.0 5.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4011100001
科技文献
检索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ument retrieval
0.5 0.0 0.5 0.0 14.0 12.0 0.0 12.0 0.0 2.0 0.5 专必查

图书
馆

否 否

3021390002
工程经济

学
Engineering
economy 1.5 1.5 0.0 0.0 42.0 24.0 24.0 0.0 0.0 18.0 1.5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小计 7.5 6.5 1.0 0.0 210.0 128.0104.0 24.0 0.0 82.0 0.0 0.0 5.5 0.0 0.5 1.5 0.0 0.0



专业基础类

模块代码 模块名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3021390006
数据结构
与算法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4.5 3.5 1.0 0.0 126.0 80.0 56.0 24.0 0.0 46.0 4.5 公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09
计算机网
络基础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Network 3.0 2.5 0.5 0.0 84.0 52.0 40.0 12.0 0.0 32.0 3.0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11
数据库原
理与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10
操作系统
原理

Operating System 3.0 2.5 0.5 0.0 84.0 52.0 40.0 12.0 0.0 32.0 3.0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13 软件工程
Introduction of
Software 2.5 2.0 0.5 0.0 70.0 44.0 32.0 12.0 0.0 26.0 2.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08
计算机组
成与结构

Computer
Architecture and
Organization

3.5 3.0 0.5 0.0 98.0 60.0 48.0 12.0 0.0 38.0 3.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12 编译原理 Compiler principle 2.5 2.0 0.5 0.0 70.0 44.0 32.0 12.0 0.0 26.0 2.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07
JAVA语言
程序设计

JAVAProgramming
Language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90004
C语言程
序设计

C Programming
Language 3.5 2.5 1.0 0.0 98.0 64.0 40.0 24.0 0.0 34.0 3.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小计 28.5 22.0 6.5 0.0 798.0 508.0352.0 156.0 0.0 290.0 3.5 3.0 7.5 12.0 0.0 2.5 0.0 0.0

专业类

模块代码 模块名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3021390003
计算机基
础实践

Computer Based
Practice 1.0 0.0 0.0 1.0 28.0 24.0 0.0 0.0 24.0 4.0 1.0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09010
Web应用
系统开发

WebApplication
Development 2.5 2.0 0.5 0.0 70.0 44.0 32.0 12.0 0.0 26.0 2.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09011
软件分析
与设计

SoftwareAnalysis
andDesign 3.5 2.0 1.5 0.0 98.0 68.0 32.0 36.0 0.0 30.0 3.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09012 软件测试 Software Testing 2.5 2.0 0.5 0.0 70.0 44.0 32.0 12.0 0.0 26.0 2.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是 是

3021309013 软件构造
Software

Construction 2.5 2.0 0.5 0.0 70.0 44.0 32.0 12.0 0.0 26.0 2.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09014
软件项目

管理

Sofeware Project
Management 2.5 2.0 0.5 0.0 70.0 44.0 32.0 12.0 0.0 26.0 2.5 专必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409015 JavaEE技 JavaEETechnology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必试 人大 否 否



术 学院

3021390014
学科前沿

（双语）

Frontiers of
Science(bilingual

education)
0.5 0.5 0.0 0.0 14.0 8.0 8.0 0.0 0.0 6.0 0.5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21390015
研究方法

（双语）

Research
methods(bilingual

education)
0.5 0.5 0.0 0.0 14.0 8.0 8.0 0.0 0.0 6.0 0.5 专必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小计 18.5 13.0 4.5 1.0 434.0 340.0208.0108.0 24.0 178.0 1.0 0.0 0.0 2.5 11.5 3.5 0.0 0.0

模块名

称

模块

学分
子模块代码

子模块名

称
英文名称 总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

学分

实践

学分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课

程

核心

课程

专业选

修方向

1：应

用软件

开发

3.0 3021409016
移动应用

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选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3.0 3021409018

人机交互

的软件工

程方法学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ology for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选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5.0 3021409020

应用软件

开发综合

实训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Practice

5.0 0.0 0.0 5.0 +5 5.0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小计 11.0 4.0 2.0 5.0 168.0 112.0 64.0 48.0 0.0 56.0 0.0 0.0 0.0 0.0 0.0 6.0 5.0 0.0

专业选

修方向

2：大

数据软

件开发

3.0 3021312011

大数据基

础开发框

架

BigData Basic
Development
Framework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选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2.0 3021312013

大数据核

心开发框

架

BigData Core
Development
Framework

3.0 2.0 1.0 0.0 84.0 56.0 32.0 24.0 0.0 28.0 3.0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5.0 3021412002

大数据开

发综合实

训

BigData Software
Development
Practice

5.0 0.0 0.0 5.0 +5 5.0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小计 11.0 4.0 2.0 5.0 168.0 112.0 64.0 48.0 0.0 56.0 0.0 0.0 0.0 0.0 3.0 3.0 5.0 0.0

选修课

2.5 3021409019 数据挖掘 Datamining 2.5 1.5 1.0 0.0 70.0 48.0 24.0 24.0 0.0 22.0 2.5 专选试
人大
学院

否 否

2.5 3021409021
云计算技

术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2.5 1.5 1.0 0.0 70.0 48.0 24.0 24.0 0.0 22.0 2.5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2.5 3021409022
Dot Net
技术

DotNet Technology 2.5 1.5 1.0 0.0 70.0 48.0 24.0 24.0 0.0 22.0 2.5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2.5 3021409023 软件配置
Software

Configuration 2.5 1.5 1.0 0.0 70.0 48.0 24.0 24.0 0.0 22.0 2.5 专选查
人大
学院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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