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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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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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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1.专业名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专业代码：080901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围绕着亳州学院“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位，面向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信

息技术应用人才的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面向信息技术应用的数学

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工程意识和

创新意识，能够分析、设计、开发复杂计算机应用系统；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能够跟踪计算机主

流技术，通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经过行业实践和自主学习，能达成下列目标： 

目标 1-职业素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重要法律法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较强的

社会责任感，身心健康。 

目标 2-专业能力：具备将基本原理与技术运用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以及计算

机系统设计、开发与应用等工作的能力；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的数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

科学知识；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理解本学科的基本概念、

知识结构；理解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理论要求；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

展现状和趋势。 

目标 3-协同发展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数据科学知识，综合考虑经济、

环境、法律、安全等制约要素，协同发展人文素养、工程素质及业务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 

目标 4-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具备在团队中分工协作、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一定的

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能胜任专业相关部门的管理等工作。 

目标 5-国际视野：具有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发展和行业竞争的能力，具备国际化视野，

能够在多学科和跨文化环境下开展工作，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提高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计算机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算机应用

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内涵观测点：①掌握数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具有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②掌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理解相关工程知识，具备理解计算机应用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③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具备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研发、设计与维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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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内涵观测点：①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识

别、表达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并进行清晰正确的描述与表示；②能分

析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影响因素，选用或建立适当的模型；③能运用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深入分析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设计

/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系统，并能够在设计/开发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内涵观测点：①掌握解决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②具

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所需的设计/开发技能，针对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需求设

计合理的目标和解决方案；③能够设计/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系统、组

件和产品，并在解决过程中体现出创新思维能力；④能够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中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计算机学科的基础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前期求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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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观测点：①结合计算机科学原理和专业基础知识，对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实验进行探索和分析讨论，并进一步优化模型和工程方案；②针对计算

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够根据解决方案进行工程设计与实施，能对设计或实施过程的

中间结果或数据进行正确分析和反馈；③能够基于计算机科学原理对比分析解决方案，并能

通过实验仿真或系统实现等多种科学方法说明其有效性和合理性，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计算机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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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计算机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

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内涵观测点：①掌握计算机应用领域中使用的主流开发技术、资源、常用现代化工具

和信息技术工具，分析其优势与不足，理解其局限性；②能够针对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软硬件及系统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提高

解决效率；③能够针对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或选用合适的现代工程工具，

模拟与预测计算机专业问题，并分析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相关计算机工程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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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观测点：①掌握社会、健康、安全、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并理解其与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影响；②在解决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过程中，能够合理分析和评

价工程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和文化的影响；③理解计算机相关领域工程实践中应承担

的社会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计算机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

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内涵观测点：①具有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知识与意识，能够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应用对当前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重要性；②能够分析和评价计

算机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计算机应用实践中理解、遵

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履行责任。 

（内涵观测点：①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②能够结合工程实践理解计算机应用领域的职业道德和规范，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

觉遵守并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基于计算机系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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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观测点：①理解尊重个人权利与利益的重要性，理解个人、团队和社会的关系，

理解个人和团队的利益统一性，以及团队不同成员及负责人的作用；②



 

表二：毕业要求内涵观测点与课程任务矩阵 

平

台 
模块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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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知

识 

问题分

析 

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研究 

使用现

代工具 

工程与

社会 

环境

和可

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

和团

队 

沟通

与交

流 

项目

管理 

终身学

习 



 

创 新 创 业

类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M         M H               

人文与艺

术类 

通识教育选修课·人文与艺术

类 
                  M             H                   M           

通识教育选修课·地方文化类                   L             M                   M           

社会科学

类 
通识教育选修课·社会科学类                   H             H   H                           

自然与科

技类 
通识教育选修课·自然科学类                   M             M H                             

综合类 通识教育选修课·其他综合类                   H             M                   H           

党史类 通识教育选修课•党史教育类                                 M                 M       H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学科专业

基础课程 

高等数学(A)I、II H     H M M                                                     

线性代数(A) H     H M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H     H M M                                                     

计算机科学导论 M H         H                 M                                 

程序设计基础     H   M         H         M                                   

大学物理(A) H         M         M H                                         

大学物理实验(A) M                 L H                                           

数据结构 H H     H     M       H                                         

数字逻辑电路 M M     H           H H                                         

离散数学 H     H   H                                                     

专业核心

课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H   H H   H       L                                         

计算机操作系统   H             H       L                                       

计算机网络   H M           H       M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H M                 M L                                       



 

计算机组成原理   H           H       M L                                       

算法设计与分析   H         H   M     H                                         

软件工程   H         H M       M                                 H       

编译原理   H           H       H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H         M   H   H   M                                       

专业拓展

课程 

Python 科学计算（必选）   M   H         H                                               

机器学习基础（必选）     H           H                                     M     M   

数字图像处理（必选）     H           H       M                                       

计算机视觉（必选）     H           H     M                                         

数值分析（必选） H     H             H                                           

网络安全与管理（任选）     H                   M                               M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任选）           M             L                         H           H 

计算机专业英语（任选）           M                                       M H           

虚拟现实技术（任选）             H     H           H                                 

现代企业管理（任选）                                           H H   H     H M       

云平台建设与维护（任选）                           H     H H M                           

数学建模（任选）       H H H           H                                         

中药材数据分析（任选）                     H       M                           L       

最优化原理（任选）         H M                   M                                 

嵌入式系统开发（任选）                       H     H M                       M H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任选）                 H       H H M L                                 

综合实践

课程 

专业知识见习                               M           H     M               

专业核心技能达标训练                                       H     M H             M   

算法设计与分析实训                     M                   H                 M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综合实训             L                             H H   M             L 



 

计算机操作系统综合实训      M     H  H             H  H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综合实训    H    M   H               M  M     

计算机网络综合实训       H                 H L H  H     

软件工程综合实训  H      H                  H  H     

机器学习基础综合实现   H         H     M         H  H     

数字图像处理综合实训  M L     H     H             H  H     

创新（科研）训练           H   M L           H  H   M  

毕业实习    H    M           M  H H  H M H M H  M M M 

毕业设计/论文  H    M  M  M   M  M  H   H      H M H M L H L 

素

质

拓

展

平

台

(第

二

课

堂) 

 

军事素质拓展                 H       H M        

体育素质拓展                  H L    M          

美育素质拓展                     M      M      

劳动教育素质拓展                 M                

创新创业实践拓展                   H           H M  

其他（含社会实践，公益活动，

文体科技活动，各类竞赛、展

演等） 

                M       M H  M      

 

 



 

四、学制与学分 

1.学制：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6 年； 

2.学分：最低修读 167 学分（不含第二课堂学分），其中课内教学环节必须修满 142 学

分，专业综合实践教学环节必须修满 25 学分。素质拓展（第二课堂）必须修满 10 学分。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1.达到规定的学分要求； 

2.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规定的合格要求； 

3.根据《亳州学院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达到学位授予条件，授予

工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 

表三: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比例表 



 

（二）特色课程： 

1.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机器学习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Python 科学计算、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 

2.特色校本课程：中药材数据分析、云平台建设与维护、网络安全与管理、嵌入式系统

开发。 

九、教学计划（表四） 



 

表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进度计划表 

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性
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0 20 20 20 20 20 20 18 

16 16 16 16 16 16 16 1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思
想
政
治
类 

必修 

10301001 
思想道德与

法治 
3 48 40 8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3         

10301002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3 48 40 8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3        

10301003

�Ä



 

3301004 
大学英语

（Ⅳ） 
2 32 32 0 考试 外语系    2      

身
心
与
发
展
类 

必修 

9301001 
大学体育

（Ⅰ） 
1 32 2 30 考试 体育系 2         

9301002 
大学体育

（Ⅱ） 
1 32 2 30 考试 体育系  2        

9301003 
大学体育

（Ⅲ） 
1 32 2 30 考试 体育系   2       

9301004 
大学体育

（Ⅳ） 
1 32 2 30 考试 体育系    2      

11301001 

军事理论与

国家安全教

育 

3 48 48 0 考查 各院系 3         

301002 
大学生劳动

教育 
1 16 16 0 考查 各院系 1         

5301001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2 32 32 0 考查 教育系 2         

11301002 

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

创业指导 

2 32 16 16 考查 各院系       2   

创新创

业类 
必修 11301003 

创新创业教

育基础 
2 32 16 16 考查 各院系      2    

人文与

艺术类 
选修 301501 

通识教育选

修课•人文

与艺术类 

8 128 128 0 考查 网课或院系 
在学校开设的网络通识教育选修课中至少选修 8 学分，其中理

工科学生至少选修人文社科类课程 2 学分，文科类学生至少选



 

301502 

通识教育选

修课•地方

文化类 

网课或院系 

修数理科技类课程 2 学分，所有学生至少选修艺术教育课程 2

学分（音乐、美术专业学生须跨专业选修）。 

社会科

学类 
选修 301503 

通识教育选

修课•社会

科学类 

网课或院系 

自然科

学类 
选修 301504 

通识教育选

修课·自然

科学类 

网课或院系 

综合类 选修 301505 

通识教育选

修课•其他

综合类 

网课或院系 

党史类 选修 301506 

通识教育选

修课•党史

教育类 

网课或院系 

 
 共计（通识教育） 51 912 720 192   15 12 7 7 0 2 2 0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学
科
专
业
基
础
课 

必修 

 
高等数学

(A)I 
4 64 64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高等数学

(A)II 
4 64 64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线性代数

(A) 
3 48 48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A) 
2 48 48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计算机科学

导论 
2 32 16 16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程序设计基

础 
6 96 48 48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6         

 
大学物理

(A) 
3 48 48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大学物理实

验(A) 
1 16 0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1        

 数据结构 4 64 32 32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数字逻辑电

路 
4 64 64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离散数学 4 64 64 0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小计 37 608 496 112   12 15 3 8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必修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3 48 16 32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计算机操作

系统 
4 64 32 32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计算机网络 3 48 32 16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数据库原理

与应用 
3 48 32 16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计算机组成

原理 
3 48 32 16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3      



 

 编译原理 4 64 32 32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4 64 32 32 考试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4      



 

 
云平台建设

与维护 
2 32 16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数学建模 2 32 16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中药材数据

分析 
2 32 16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最优化原理 2 32 16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嵌入式系统

开发 
2 32 16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神经网络与

深度学习 
2 32 16 16 考查 

电子与信息

工程系 
      2  

小计 8 128 64 64   0 0 0 0 0 0 8 0  

共计（专业教育） 91 1552 992 560   12 15 17 15 18 12 8 0  

总合计 142 2464 1712 752   27 27 24 22 18 14 10 0  

 



 

十、专业综合实践教学环节 
表五：专业综合实践教学安排表 

  课程编码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考核 

方式 

学期 

安排 
备注 

专
业
综
合
实
践 

  专业知识见习 2 2 考查 第 2 学期 
高新技术

企业见习 

  专业核心技能达标训练 1 *2 考查 第 3-4 学期 
利用课余

时间开展 

  算法设计与分析实训 1 1 考查 第 3 学期 

项目化实

训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综合

实训 
1 1 考查 第 3 学期 

  
计算机操作系统综合实

训 
1 1 考查 第 4 学期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综

合实训 
1 1 考查 第 4 学期 

  计算机网络综合实训 1 1 考查 第 5 学期 

  软件工程综合实训 1 1 考查 第 5 学期 

  机器学习基础综合实训 1 1 考查 第 6 学期 

  数字图像处理综合实训 1 1 考查 第 6 学期 

  创新（科研）训练 2 2 考查 第 7 学期 

  毕业实习 4 8 考查 第 8 学期   

  毕业设计/论文 8 8 考查 第 8 学期   

 
 

合计 25 
28

（*2） 
      

注：*表示不占用正常教学周数。 

  



 

十一、素质拓展 
表六：素质拓展表 

平台 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 备注 

 

素质拓展 

平台 

（第二课堂） 

思想政治教育拓展 

必修项目 

1 学分 

详见第二课堂成绩

单 

军事素质拓展（军训） 2 学分 

体育素质拓展 1 学分 

美育素质拓展 1 学分 

劳动教育实践拓展 1 学分 

详见第二课堂成绩

单，融合大学生社

会责任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拓展 2 学分 

其他（含社会实践，公益活

动，文体科技活动，学科竞

赛、展演等） 

选修项目 
至少选修 2

个学分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48 3 圣光磊、张道华 3

ᵲ 64 4 常雪琴、任群 4

48 3 黄磊、王继林 5

ғ 48 3 耿涛、方胜 3

48 3 金鑫鑫、唐淑萍 4

ғⅎ 64 4 仝海燕、周金芝 3

ᴌ 48 3 耿涛、朱明强 5

64 4 刘儒香、周辉 5

ғ 64 4 武明西、胡秀建 4

⌡ ₴ Ҙҟ
ꜙ ҟ ҟҘҟ ҟ ᵣ Ҙ /ῡ

冯依虎 1982-06 ש (A)ɻ
ғ (A) ҏ Ҙ

王继林 1965-07 Python ɻ Ὴ Ҙ

常雪琴 1970-12 ᵲ ɻ
ғ  ᵲ ῒ Ḫ Ҙ

徐建中 1979-11 (A)ɻ
ש (A)

⃰ ⅎ Ҙ

魏相飞 1980-03 (A)ɻ Ҳ ₆ ᵤ
ᵩᾩ ғ Ҙ

曹茂启 1986-01 (A)ɻ Ҳ Ҙ

谢东 1979-10 ᴮ ɻ ẅⅎ ẅ Ҙ

金鑫鑫 1982-05 ɻ ҟ ἥ
ғ
⌡

Ҙ

米立功 1985-01 ɻ
(A) ◖ Ҳ ᵩ ᵩ Ҙ

王文 1985-10 ғ
(A) ◖ Ҳ ᴮ ῡ

周辉 1986-08 ᴮ ɻ ◖ Ҳ ῡ

刘儒香 1978-01 ɻ ◖
ⅎ
ғ Ҙ

任群 1982-02 ᴮ ɻ
ᵲ ◖ Ҙ

贾爽 1984-11 Ҳ ⅎ ɻ
Python ◖ ӥ Ҙ

黄磊 1974-10 ɻ
Ὴғ ◖ Ὴ Ҙ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胡秀建 1979-06
ғ ӥ

ɻ ғ ◖ Ҙ

仝海燕 1979-06 ғⅎ ◖ ⌡ Ҙ

朱锦龙 1983-09 ἥ ɻ ◖ ҟ ἥ ⌡ Ҙ

周金芝 1982-03 ғⅎ ɻ ◖ ᴌғ

⌡
ғ
ἥ

Ҙ

黄静 1979-08 (A)ɻ
ש (A) ◖

ẅⅎ
ғ Ҙ

圣光磊 1984-02 ◖ ҟ
ᴌғ

ἥ
⌡ Ҙ

张道华 1984-06 ɻ ◖ ҟ
ᴌғ Ҙ

武明西 1983-11 ғ Ὶל◖ Ḫ ғḪ Ḫ
ғ ᵆ Ҙ

赵慧 1994-09 Ԝ ғ ɻ
ӥ

Ҳ
ᴌғ ꜠ Ҙ

耿涛 1981-02 ғ ɻ
ᴌ Ҙ

唐淑萍 1983-12 ɻ
ᴌғ

ᴶ Ҙ

方胜 1978-10 ғ ֪
ᴌғ

Ḫ ῡ

郁文景 1989-10 ᴗҟש ғ ꜙ Ҙ

师飘 1991-12 ғ ӥ ֪֢ Ҙ

李林 1990-10 ἥ Ҙ

吕玉博 1992-09 Python ɻ
ẅⅎ Ҙ

孟晴 1994-11 Ҙҟ ɻ
ғ  ᵲ Ҙ

朱明强 1991-04 Ὴғ ɻ
ᴌ ꜡ ꜙ Ҙ

佟瑞 1994-01 ᴗҟש ғ

Ḫ
ғ” Ҙ

邰悦 1995-05 ɻ
ӥ ᴌ ғ

⌡
Ҙ

Ҙᴑ 32

Ί Ѓ Ὶל Є 8 ᶡ 22.86%

Ί ◖ ҏЃװ Ὶל◖ Є 23 ᶡ 65.71%

Ί ҏװ ᵣ 35 ᶡ 100.00%

Ί ᵣ 11 ᶡ 31.43%

35 Ґװ 9 ᶡ 25.71%

36-55 25 ᶡ 71.43%

ῡ /Ҙ ᶡ 3:32

Ҙҟ 9

Ҙҟ 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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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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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