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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 

关于制订 2017 年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 

为适应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北京邮电大学以建设“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世界著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

际视野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在学校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探索创新创

业教育模式，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总结 2012 年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实施情况的基础

上，学校决定组织开展 2017 年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 

本次制订的培养方案从 2017 级开始实施。学校和各学院组织开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各类教学改

革试点专业的培养方案可另行制定。各专业留学生的培养方案可根据国家要求和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

教育的发展规律，借鉴国内外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改革成果，秉承我校优良的教育传统与特色，围

绕我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坚持“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重视实践，培养能力，激励创新，发展个

性，讲究综合，提高素质”的教学改革原则，在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全面提升我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原则 

1.明确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突出专业特色 

各专业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变化，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目标，以及当前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形势，制定符合学校定位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专业定位与专业特色。工科类专业须参

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效果为导向，全面审视人才培养全过程，精准

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突出专业的培养特色。 

2.实施专业大类培养，加强学科专业基础 

积极响应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大类招生。各专业须根据学校专业大类设置情况，拓宽专业口

径，制订专业大类培养方案，构建学科平台课程体系，加强数理基础和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探索本科

与研究生贯通培养模式，为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和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3.优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强化实践育人功能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完善面向全体学生的将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自主学习、教师指导以及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新思维、创业意识以及创新创业能力。坚持实践为重，优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内容。强化实

践教学过程管理，增强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 

4.深化教学模式改革，加快国际化进程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适应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的思维方式特点，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推广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研讨式、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教学，加强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充分利用优质在线课程资源，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鼓励各专业开设全英

文授课的课程，加快人才培养国际化进程，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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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重学生自主学习，推进个性化培养 

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关注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深入推进分级教学、辅修专业等管理机

制的改革，探索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与帮扶机制，加强学业辅导，注重学

生学习方法和思维的训练，鼓励学生发展学术志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使学生具备终身学习意识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体系 

各专业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重构课程

体系，厘清课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和衔接关系。科学合理设置各课程模块及学分要求，构建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并重、层次分明且有机融合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各专业应根据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实践教学

环节，明确每门课程和每一教学环节的目标和作用，使每门课程和每一教学环节都能支撑对学生知识、能

力和素质培养的要求。各专业要更新课程内容，及时吸收前沿学术发展和研究成果、产业技术进步和实践

经验，整合课程内容，优化课程体系。 

各专业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教育等三个课程模块组成(如下表）。 

各专业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学分 

通识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16 

大学英语 基于计算机自主学习 8—14 

 体育：4 学分（128 学时） 4 

军事理论、心理健康 军训 3 

计算机基础课程 计算机上机实践  

素质教育课程： 

理工类 

人文社科类 

艺术类 

实践类课程 6 

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物理实验、数学实验  

专业教育 

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专业实验课程、课程设计 

专业实习、实训 

毕业设计（论文）等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 4—10 

总学分 154—170 

四、课程设置及要求 

各学院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引入优质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推广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

式改革实践经验。鼓励教师探索基于信息技术与网络的教学模式，减少课堂讲授课时，增加课堂讨论课时

和课外作业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一）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 

（1）思想政治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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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按照教育部和中宣部的要求执行，设置 16 学分必修课程。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

每门课程除课堂理论讲授外，须安排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增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 学分，其中 2（理论）+1（实践），第 1 学期开设。 

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 学分，其中 1.5（理论）+0.5（实践）。第 1 学期或第 2 学期开设。 

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 学分，其中 2（理论）+1（实践）。第 2 学期开设。 

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4（理论）+2（实践）。第 3 或第 4 学期开设。 

⑤“形势与政策”2 学分，第 1 至 5 学期开设，第 5 学期引入在线优质课程资源，实施基于网络的学

生自主学习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意识，使学生具有强烈社会

责任感，较高的人文素养，遵守职业道德与规范，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等因素的影响。 

（2）英语课程 

各专业应根据人才培养需求设置不少于 8 学分的英语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英语课程教学要注

意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3）体育基础系列课程 

体育课程设置 4 学分课程，共 128 学时。学生可在 1—6 学期选修体育课程，达到 4 学分即可。建议

第一学年 1 学分，第二学年 1 学分，第三学年 2 学分。同时针对大学低年级开设体育选修课程。 

（4）军事理论、心理健康等课程 

军事理论课程设置 1.5 学分，24 学时，必修课，第 2 学期末集中 2 周时间开设。军训 1 学分（2 周），

必修课程，第 1 学期开学初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 0.5 学分，8 学时，必修课，第 1 学期开设。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采取在线教育教学方式，第一学期开设，学生须在网上自主学习并考核通过，不

计入学分。大学生职业规划与指导按专题每学年开设，采取讲座、工作坊等形式开展，同时开设职业生涯

规划类素质教育选修课程。 

（5）计算机基础课程 

根据我校的办学定位和学科专业特色，学生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各专业可根据培养目标和

需要设置相应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包含计算机基础、计算机核心知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技

术、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拓展等模块，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开设情况。 

（6）素质教育课程 

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要强调学生人格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以

及团队协作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鼓励相关教学单位开设旨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沟

通与表达能力以及方法论类的课程。学生须选修 6 学分，分为理工类、人文社科类、艺术类等。各专业可

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规定各类选修学分。 

2.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各专业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高度重

视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不同专业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的具体学分要求可有所不同。各专业要

根据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实行分级教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课须针对不同

专业和水平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要求，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实施不同的教学方式，从而让各层

次的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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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建议各专业面向一年级新生开设专业

导论课或新生研讨课。学科基础课程旨在为学生建立宽厚的学科知识基础，拓宽知识面，奠定学生学业发

展的基石。各学院要按专业大类设置学科基础课程，构建院级学科平台课程体系。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

程着重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以及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基础课程要覆

盖本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各专业可设置专业方向模块，通过一组相对集中的专业知识的学习，使

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某一专业方向的知识。专业方向课原则上以开设选修课为主。设置专业课程要考

虑与研究生课程的衔接。 

（三）创新创业教育 

各专业要根据专业特点和实际情况设置 4—10 个创新创业教育学分，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构建合理的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挖掘和充实各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以及创

新实践能力。 

（四）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

环节、军训、计算机实习、通信认识实习、金工实习、电子工艺实习、社会调查、综合实验、课程设计、

专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各专业要紧密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明确实践教学目标，完善

实践教学体系，制定实践教学质量标准。要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实践教学内容。扩大实验室开放，

加强实习基地建设，积极与企业开展实习实训合作。 

工科专业在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和核心实验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工程系统概念，加强综合、设计型课程建

设，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毕业设计（论文）集中安排在第七和第八学期，设置 8—10 学分。第七学期可安排 4 周左右、第八学

期应安排 12—14 周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教学工作。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

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工科专业选题尽可能结合工程实际。 

五、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学分要求 

培养方案是各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的本科阶段学习的基本要求，是指导学生学习和实施教学过

程的依据，也是进行本科毕业资格审查、学士学位授予的主要依据。各专业应明确培养目标，并紧密围绕

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要建立“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每门课程在培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支撑培养

目标的实现与毕业要求的达成。 

（一）主要内容 

培养方案的内容包括： 

1.专业定位：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 

2.培养目标：须准确描述，培养目标要符合学校定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反映本专业学生毕业 3

—5 年左右应达到的职业状态和专业成就进行总体描述。 

3.毕业要求：须符合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要求，对本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应掌握的知识、能力、素

质的明确的、可衡量的具体描述。 

4.专业特色：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 

5.学制与学位：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修业年限。专业授予学士学位的类型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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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科门类一致。 

6.主干学科：专业所依托的一级或二级学科名称。 

7.核心课程：本专业的核心课程群。 

8.培养标准及实现矩阵：培养的质量要求及与支撑课程的对应关系。 

9.课程体系及学分分配：课程体系结构与学分安排。 

10.课程地图：课程结构及课程修读顺序。 

11.课程设置：课程安排及建议修读学期。 

12.实践环节安排：实验实习等环节的学期安排。 

13.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学分的组成及内容。 

（二）学分分配 

各专业应结合自身实际优化课程体系与结构，压缩总学分，提升课程质量。建议毕业总学分为 154—

170 学分左右，其中创新创业实践 4—10 学分。各学期学分分布应大致均衡。原则上必修课比例为 75%以

下，选修课的比例 25%以上。 

工科专业须按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构建符合要求的课程体系，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学分至少占

总学分的 15%，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学分至少占 30%，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

文）学分至少占 20%，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学分至少占总学分的 15%。其他类专业可根据专业需

要适当调整上述比例。 

学分计算办法：学分与学时数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理论课原则上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以讲课为主，

中间穿插实验、辅导、讨论课的课程，讲课、实验、辅导、讨论课一并按讲课学时计算学分。实践教学活

动原则上集中安排的每周计 1 学分，军训 2 周计 1 学分，毕业设计（论文）16—18 周计 8—10 学分。分散

安排的实践教学活动，24—32 学时计 1 学分，体育课程 32 学时计 1 学分。所有实践环节计入总学分，凡

是含实验的课程，课程学时须包含实验学时。 

（三）课程考核方式 

改革课程考核模式，实施学生学业成绩过程评价与综合评价，注重考核学生运用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探索多样化、科学化的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类，考试课程计分方式为百分制，考查课程要重点考核学生学习过程。

积极推进课程考核方式改革，重视平时作业、课堂讨论、读书报告、实验报告、课程论文等多种考核方式

的综合运用。 

减少考试课程，增加考查课程。建议数理基础和学科专业核心课程采用百分制，其他课程采用五级分

制或两级分制，包括实践环节，采用五级分制（优、良、中、合格、不合格）或两级分制（通过、不通过）。 

（四）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跨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强学生竞争能力，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

修读辅修专业课程。各学院在专业培养方案制订的基础上，要对所有本科专业制订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为

学生跨学科交叉修读提供平台，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辅修专业的课程设置须单独制订，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五）其他 

各专业每学期的教学安排应以校历和课表为准。学校实行二学期制，春季、秋季学期按 20 周或 21 周

计，其中教学周数一般为 16 周，考试 1—2 周。各专业须根据课程的连贯和学时的平衡统筹确定每学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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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数。除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外，一般要求每周学时数控制在 20-24 学时。 

课程编号具有唯一性、有序性、稳定性、可扩展性，采用 10 位课程编码。第 1、2、3 位代表开课单

位，第 4、5 位代表学生类别，第 6、7、8、9 位代表课程序号，第 10 位为课程区分码。如果开课单位只

开出一门某一课程名称的课程，则区分码为 0，如果同一开课单位开出相同名称、不同学分或其他属性不

同的课程可利用 1、2、3 等数字表示。 

六、组织实施 

各学院是专业人才培养的责任主体，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调整和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自主权。各专业培养方案由各学院组织制订，相关单位配合。 

在制订培养方案过程中要学习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结合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标准以及

用人单位对培养质量的反馈意见，组织广泛的调研和研讨，开展深入研究和分析，使培养方案更具科学性、

逻辑性和严谨性。要加强校内学院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凡是涉及跨学院的课程均须经双方同意，方可调整。 

培养方案的制订须经广大教师充分研讨，征求社会用人单位和学生的意见，并经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

过，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审议、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学校校务会审定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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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部分公共基础课的一些说明 

一、思政课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开设在第 3 学期的学院：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开设在第 4 学期的学院：电子工程

学院 、自动化学院、软件学院、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人文学院、国际学院、光电信息学院、现代邮政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二、体育课 

1.体育基础（上）开设在第 1 学期的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理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国际学院 

2.体育基础（上）开设在第 2 学期的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软件

学院、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光电信息

学院、现代邮政学院 

3.体育基础（下）开设在第 3 学期的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理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国际学院 

4. 体育基础（下）开设在第 4 学期的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软件

学院、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光电信息

学院、现代邮政学院 

5.体育专项（上）安排在第 5 学期。 

6.体育专项（下）安排在第 6 学期。 

三、实践教学环节 

1.实践教学活动原则上集中安排的每周计 1 学分，军训 2 周计 1 学分。 

2.分散安排的实践教学活动，24-32 学时计 1 学分，体育课程 32 学时计 1 学分。 

四、素质教育课 

要求最低 6 学分，请各专业根据需求注明每一类课程选修学分。 

http://see.bupt.edu.cn/
http://see.bupt.edu.cn/
http://sa.bupt.edu.cn/
http://sse.bupt.edu.cn/
http://sdmda.bupt.edu.cn/
http://sci.bupt.edu.cn/
http://sem.bupt.edu.cn/
http://sppm.bupt.edu.cn/
http://sppm.bupt.edu.cn/
http://sh.bupt.edu.cn/
http://is.b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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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方案一：8 学分（3+3+2） 方案二： 10 学分（3+3+2+2） 方案三：10 学分（4+4+2） 方案四：12 学分（4+4+2+2） 方案五：16 学分（6+6+2+2）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必

修 

3312111010 

3312111020 

综合英语（A） 

综合英语（B） 
3 

3 

3312111010 

3312111020 

综合英语（A） 

综合英语（B） 
3 

3 

3312111011 

3312111021 

综合英语（上） 

综合英语（下） 
4 

4 

3312111011 

3312111021 

综合英语（上） 

综合英语（下） 
4 

4 

3312111012 

3312111022 

综合英语（1-2） 

综合英语（3-4） 

6 

6 

选

修 

 

 

 

3312111030 

 

3312111040 

 

3312111050 

 

3312111060 

 

3312111070 

 

 

 

 

3312111080 

 

3312110180 

 

3312111090 

 

3312111110 

 

3312111120 

 

专门用途 

英语类课程：  

①科技英语

阅读与翻译  

②商务英语

与国际交流  

③学术英语

入门 

④实用英汉

翻译 

⑤思辨阅读

与写作 

 

跨文化交际

英语类课程： 

⑥跨文化交

际英语 

⑦情景英语

视听说 

⑧英美影视

英语 

⑨英美文化

概况 

⑩公众英语

表达与沟通 

2 

 

 

 

3312111030 

 

3312111040 

 

3312111050 

 

3312111060 

 

3312111070 

 

 

 

 

3312111080 

 

3312110180 

 

3312111090 

 

3312111110 

 

3312111120 

 

专门用途 

英语类课程： 

①科技英语 

阅读与翻译 

②商务英语

与国际交流 

③学术英语

入门 

④实用英汉

翻译 

⑤思辨阅读

与写作 

 

跨文化交际

英语类课程： 

⑥跨文化交

际英语 

⑦情景英语

视听说 

⑧英美影视

英语 

⑨英美文化

概况 

⑩公众英语

表达与沟通 

2 

 

 

 

 

 

 

 

 

 

 

 

 

 

2 

 

 

 

3312111030 

 

3312111040 

 

3312111050 

 

3312111060 

 

3312111070 

 

 

 

 

3312111080 

 

3312110180 

 

3312111090 

 

3312111110 

 

3312111120 

 

专门用途 

英语类课程： 

①科技英语

阅读与翻译  

②商务英语

与国际交流  

③学术英语

入门 

④实用英汉

翻译 

⑤思辨阅读

与写作 

 

跨文化交际

英语类课程： 

⑥跨文化交

际英语 

⑦情景英语

视听说 

⑧英美影视

英语 

⑨英美文化

概况 

⑩公众英语

表达与沟通 

2 

 

 

 

3312111030 

 

3312111040 

 

3312111050 

 

3312111060 

 

3312111070 

 

 

 

 

3312111080 

 

3312110180 

 

3312111090 

 

3312111110 

 

3312111120 

 

专门用途 

英语类课程：  

①科技英语

阅读与翻译 

②商务英语

与国际交流 

③学术英语

入门 

④实用英汉

翻译 

⑤思辨阅读

与写作 

 

跨文化交际

英语类课程： 

⑥跨文化交

际英语 

⑦情景英语

视听说 

⑧英美影视

英语 

⑨英美文化

概况 

⑩公众英语

表达与沟通 

2 

 

 

 

 

 

 

 

 

 

2 

 

 

3312110219 

3312110229 

3312111040 

 

3312111130 

3312111140 

 

专门用途 

英语类课程： 

 

学术交流技能 1 

 

学术交流技能 2 

 

商务英语与国际

交流 

 

英语中级读写 

 

视听电影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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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方案一至四适用于除国际学院外其他学院；方案五适用于国际学院。 

      2. 综合英语（A）、（B）3 学分构成：2 读写（理论）+1 听说（实践）； 

综合英语（上）、（下）4 学分构成：2 读写（理论）+2 听说（实践）； 

         综合英语（1-2）、（3-4）6 学分构成：4 读写（理论）+2 听说（实践）。 

      3. 学生可根据培养方案要求选择专门用途英语模块及跨文化交际英语模块中的任意 1 门课程

或各选 1 门课程，也可在同一模块中选修 2 门课程（国际学院除外）。 

      4. 综合英语开课学期为 1-2 学期；选修课开课学期为 3-4 学期。 

      5. 此方案执行后，同年级不采用英语分级教学。



10 
 

附件 3：数理基础课程设置 

 理工类 经管类 人文类 

数 

 

学 

课程 学分 课程 学分 课程 学分 

高等数学 A 5+5 高等数学 B 5+4 大学数学 
3+3 

0 

高等数学 6+5   数学与艺术 2 

数学分析  6+5     

线性代数 3 线性代数 3   

高等代数与几何 4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3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 4 

数学物理方法 2     

工程数学 
3     

4 

离散数学 2     

离散计算技术 4     

复变函数 2     

组合数学 2     

运筹学 
2     

3     

数学建模与模拟 2     

计算方法 2     

矢量分析与场论 2     

排队论 2     

数论 2     

近世代数及其应用 2     

物 

 

理 

大学物理 

4＋4 
大学物理 

3 
大学物理 

3 

4＋3 0 0 

4+2     

4 

物理实验 
1.5 

物理实验 
1 

物理实验 
1 

2 0 0 

固体物理与半导体物理 4     

量子力学 3     

物理光学 2     

电动力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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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设置 

 

说明： 

1.“大学计算机基础”更名为“大学计算机”，学分不变，新编课号； 

2. 增加“网页设计与实践”课程，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的原“网页设计基础”和“网页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课程可对应到该课程； 

3. 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的原“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课程可对应“计算机软件技术与应用”课程；公共

管理学院的原“计算机实习”可对应到“计算机软件技术实践（实践环节）”； 

4. 数媒学院的原“JAVA 程序设计”课程可对应到“Jav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国际学院”的原“数据结构与应用”课程（2 学分）、“数据结构及应用”课程（3 学分）可分别对应到

“数据结构”课程（2 学分）、“数据结构”课程（3 学分）。 

6. 各院如有各类其他需求（课程、学分、课程内容等），计算机学院可特别定制相关课程，满足需求。

模块 

理工类 经管类 人文类 

课程 
学

分 
课程 

学

分 
课程 

学

分 

计算机基础模块 

（基础知识） 

（计算思维能力） 

大学计算机 2 大学计算机 2 大学计算机 2 

计算机核心知识 

模块 

（核心知识）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 数据结构 3 计算机软件技术与应用 2 

数据结构 2、3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2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2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2、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2   

计算机网络 2、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2、3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模块 

（编程能力） 

C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2、3 C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   

C 高级语言课程设计 2 Jav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C++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2、3  2   

Jav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模块 

（应用能力）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2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2 计算机软件技术实践 2 

Web 开发技术 2 Web 开发技术 2 网页设计与实践 2 

互联网应用 2  2   

网页设计基础 2     

计算机与网络 

技术拓展模块 

（新技术能力） 

云计算及其应用 2 云计算及其应用 2   

大数据技术 2 大数据技术 2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2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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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设置建议         

 

 

 

 

 

 

 

 

 

 

 

 

 

 

 

 

 

 

 

学分 类别 内  容 

4—10 

学分 

校级创新

创业教育 

4 学分 

创新创业 

课程 

通识类课程 

技能类课程 

实践类课程 

创新创业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 

自主创新实验 

学术活动 

学术论文 

前沿讲座 

选读书目 

能力测试 

社会实践 

与文体活动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文体活动 

学院特色 

创新创业

教育 

建议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需要开设： 

（1）科研训练、综合实践等创新实践活动； 

（2）新生研讨课、研究性课程、研究生课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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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院 专业（类） 专业代码 授予学位 

1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类 

（信息通信） 

通信工程 080703 工学学士 

2 信息工程 080706 工学学士 

3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工学学士 

4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 

（电子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702 工学学士 

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080714T 工学学士 

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80705 工学学士 

7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工学学士 

8 网络工程 080903 工学学士 

9 智能科学与技术 080907T 工学学士 

1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工学学士 

11 

自动化学院 

机械工程 080201 工学学士 

12 测控技术与仪器 080301 工学学士 

13 自动化 080801 工学学士 

14 物流工程 120602 工学学士 

15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080902 工学学士 

16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

学院 

科技与创意设计 

试验班 

工业设计 080205 工学学士 

17 数字媒体技术 080906 工学学士 

18 数字媒体艺术 130508 艺术学学士 

19 
现代邮政学院 

邮政工程 080804T 工学学士 

20 邮政管理 120107T 管理学学士 

21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080904K 工学学士 

22 网络空间安全 080911TK 工学学士 

23 光电信息学院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080712T 工学学士 

24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管理 120103 管理学学士 

2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02 管理学学士 

26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0201K 管理学学士 

27 市场营销 120202 管理学学士 

28 会计学 120203K 管理学学士 

29 电子商务 120801 管理学学士 

30 经济学 020101 经济学学士 

31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401 经济学学士 

32 公共事业管理 120401 管理学学士 

33 

人文学院 

英语 050201 文学学士 

34 日语 050207 文学学士 

35 法学 030101K 法学学士 

36 汉语言 050102 文学学士 

37 

理学院 

理科试验班类 

（数学与信息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070101 理学学士 

38 信息与计算科学 070102 理学学士 

39 理科试验班类 

（信息与通信基础科学） 

应用物理学 070202 理学学士 

40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401 工学学士 

41 

国际学院 

电信工程及管理 080715T 工学学士 

42 物联网工程 080905 工学学士 

43 电子商务及法律 120802T 管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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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本科课程编码说明 

 

一、课程编码设置办法 

根据北京邮电大学管理信息标准（2016 版）单位编码规范，2017 年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的课程编码采用长度为 10 位的课程编码： 

A B C D E F G H I J 

开课单位 学生类别 课程流水号 区分码 

第 A、B、C 位为开课单位编码（见下表）； 

第 D、E 位为学生类别。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为 21，留学生本科生为 29； 

第 F、G、H、I 位为课程流水号； 

第 J 位为课程的区分码； 

如果开课单位只开出 1 门某一课程名称的课程，则区分码为 0，如果同一开课单位开出

相同名称，不同学分或其他属性不同的课程可利用区分码 1、2、3 等数字表示。 

 

二、开课单位编码 

开课单位 编号 开课单位 编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3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32   

电子工程学院 312 公共管理学院 333 

计算机学院 313 理学院 341 

自动化学院 314 国际学院 351 

软件学院 315 体育部 381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316 宣传部 105 

现代邮政学院 317 教务处 202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318 学生事务管理处 212 

光电信息学院 319 图书馆 226 

经济管理学院 321 信息光子学与光通

信研究院 
372 

人文学院 331 



 
 

 

 

 

 

 

 

 

 

 

 

计算机学院 

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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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定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我校重点建设的优势骨干专业，也是首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在国际权威的大

学专业评估机构美国 US NEWS 公布的 2017 年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列全球

第 40 位、全国第 6 位，进入世界 50 强，成为中国计算机专业最强的十所大学之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以社会发展需求为驱动，以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为首要目标，注重培养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立足培养具有扎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基础、

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技术领域的工程实践方面受到良好训练，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创新

创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宽口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一个计算机系统与网络兼顾的计算机学科宽口径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国际

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自主学习意识和创新意识，有深厚的网络背景、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良

好实践技能的从事计算机系统及网络领域的研究、设计、开发以及综合应用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毕业

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在计算机、通信和互联网等领域以及相关产

业从事科研、应用开发、技术管理等工作，并具有继续深造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如下： 

1. 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和工程基础，系统地掌握计算机领域的基本理论、基

础知识，具备网络与通信的理论与技术基础，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计算机专业知识用于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掌握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系统分析的基本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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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特定需求进行计算机软硬件

系统、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具有设计/开发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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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计算机领域（含网络与通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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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信息获取能力，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能够合

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 

6. 工程与社会——基于计算机与通信的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

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计算机、通信产业与环境、社会的关系，能够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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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适应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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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10. 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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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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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理解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加以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追踪计算机及通信、网络领域发展动态，具

备不断学习及适应发展的能力。 

四、专业特色 

培养具有深厚网络背景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是本专业区别于其他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显著特色。 

五、依托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六、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数据库系统原理、编译原理与技术、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软件工程、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现代交换

原理等。 

七、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工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最低学分 

最低完成 157 学分，其中理论教学 124.5 学分，实践教学 25.5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 7 学分。 

九、培养标准及实现矩阵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1、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
识和工程基础，系统地掌握计算机领域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具备网络与通信的理论与技术基
础，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计算机
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数
理
类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A、大学物理 C、物理
实验、线性代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组合数学/运筹学/数学建
模与模拟/矩阵理论与方法、离散数学 

硬
件
类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
统、计算机系统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系统结构、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
等 

软
件
类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形式语
言与自动机、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
统 、编译原理与技术、数据库系统原理、
软件工程 

网
络
及
通
信
类 

计算机网络 、现代交换原理、现代通信
技术、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无线
通信技术、网络存储技术、Linux 开发环
境及应用等 



18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2、问题分析——掌握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系统分
析的基本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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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算法设计与
分析、操作系统课程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课
程设计、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计、计算机网
络课程设计、软件工程、毕业设计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特定需求进行计算机软
硬件系统、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具有设计/开发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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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设计与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C++）、
Python 程序设计、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专业选修课（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模块、大数
据技术模块、技术拓展模块）、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工程师职业素养、安全教育、创
新创业实践课、创新活动、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毕业设计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
对计算机领域（含网络与通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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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课程设计、人工智能原理、数据仓库与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信息与知识获
取、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计、网络科学、并行
计算与 GPU 编程、现代交换原理、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与课外活动 

5、使用现代工具——具有信息获取能力，能够
根据需要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
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
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大学英语 1-4、前沿课题讲座、科技交流能力
训练、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创新创业实践课、创新活动、企业创
新创业实习/专业实习 

6、工程与社会——基于计算机与通信的工程相
关背景知识，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本专业相关的
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 

软件工程、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工程师职业素养、安全教育、人文社科类
选修课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计算机、通信产
业与环境、社会的关系，能够评价针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Web 开发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
及应用、现代通信技术、网络存储技术、服务
科学与服务工程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形式与政策 1-5、工程师职业素养、人文
社科类选修课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
责任感和道德修养，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
规范，并适应职业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含实践）、体育基础、体育专项、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军事理论、军训、工程师职业素
养、人文社科类和艺术类选修课 

9、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
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
责人的角色，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专业课程设计、企业创新创业实习/专业实习、
创新创业实践课、创新活动 

10、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就复杂
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和交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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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英语（A）、综合英语（B）、英语选修课、
多门双语课程（离散数学（上、下）、计算机
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科技交
流能力训练 

11、项目管理——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理解
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并能在
多学科环境中加以应用。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工程师职业素养、
人文社科类选修课、企业创新创业实习/专业实
习、创新创业实践课、创新活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能够追踪计算机及通信、网络领域发展动态，
具备不断学习及适应发展的能力。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创业实践课、创新活动、企业创新创业实
习/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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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体系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专 

业 

 

157 

学分 

3194 

学时 

教学 

环节 
课程类型 主要内容 

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理论 

教学 

 

124.5 学
分 

79.3% 

 

2068 

学时 

64.7% 

通识教育 

57 学分，45.7% 

988 学时，47.8%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224   

英语 6 96 2 32 

体育 4 128   

军事理论 1.5 24   

心理健康 0.5 8   

安全教育 0 12   

素质教育课程 1.5 24 4.5 72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17 272 6 96 

计算机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 

67.5 学分，54.2% 

1080 学时，52.2% 

学科基础课程 17 272   

专业基础课程 34.5 552   

专业课   16 256 

实践 

教学 

 

25.5 

学分 

16.2% 

 

953 

学时 

29.8%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48   

军训 1 60   

物理实验 1.5 32   

程序设计实践与课程设计 0.5 12 10.5 261 

毕业设计（论文） 10 540   

创新创业
教育 

 

7 学分    

4.5% 

 

173 学时 

5.4% 

校级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
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专业实习/创新创业
企业实习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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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地图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2周

计算机网络64

操作系统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12

离散数学(上)32

软件工程 48

计算机组成原理64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32 计算机系统结构48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32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离散数学(下)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课程体系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64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3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
设计 2周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1.5周

现代交换原理 48

数据库系统原理48

并行计算与GPU编程 32

程序设计实践3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48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1.5周

算法设计与分析32

Linux开发环境及应用32

多媒体技术 32

Web开发技术 32

现代通信技术 32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践32

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概论32

Python程序设计32

数据结构64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32

物联网技术 32

编译原理与技术48

人工智能原理 32

计算机图形学 32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32 数字图像处理 32

下一代Internet技术与
协议 32

无线通信技术 32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及应用32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
设计 32

专业实习  1.5周

计算机系统基础32

大数据技术基础 48

网络科学 32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 
32 信息与知识获取 32

信息与网络安全 32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32

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计32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12

机器学习 32

企业实习  1.5周

毕业设计  14周

毕业设计 4周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C++)  48

网络存储技术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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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程设置 

计算机类 平台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332210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33221000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4 必修 考试 
 

1052100010—50 形势与政策 1—5 2 32 32 
 

1~5 必修 考查 
 

英
语 

3312111010 综合英语（A）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12111020 综合英语（B）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英语选修* 2 32 32 

 
3~4 选修 考查 

 

体
育
课
等 

3812110010 体育基础（上） 1 32 6 26 1 必修 考查 
 

3812120010 体育基础（下） 1 32 6 26 3 必修 考查 
 

3812130010 体育专项（上） 1 32 6 26 5 必修 考查 
 

3812140010 体育专项（下） 1 32 6 26 6 必修 考查 
 

2122120000 大学生心理健康 0.5 8 8 0 1 必修 考查 
 

2122100090 安全教育 0 12 12 0 1 必修 考查 
 

2122110000 军事理论 1.5 24 24 
 

2 必修 考查 期末集中上课 

素
质
教
育 

3132140020 工程师职业素养 1.5 24 24 
 

7 必修 考查 
 

3132140010 科技交流能力训练 0.5 8 8 
 

7 选修 考查 
 

 
人文社科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艺术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合计 34 学分，其中必修 27.5 学分（516 学时），最低选修 6.5 学分（104 学时） 

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3412110012 高等数学 A（上） 
① 

5 80 80 0 1 必修 考试 

2 组选 1 
3412110021 高等数学 A（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51 数学分析（上） 
② 

6 96 96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62 数学分析（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73 线性代数 3 48 48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92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① 4 64 64 0 3 选修 考试 
2 选 1 

341211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② 4 64 64 0 3 选修 考试 

3412110150 组合数学 ①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4 选 1 
3412110160 运筹学 ②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10170 数学建模与模拟 ③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60061 矩阵理论与方法 ④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20031 大学物理 C 4 64 64 0 2 必修 考试 
 

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 合计 23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最低选修 6 学分（9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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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
科
基
础 

313211201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4 64 64 
 

1 必修 考试 
 

3122101024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 3 48 48 
 

3 必修 考试 
 

313211302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2040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  合计 17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基
础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1040 算法设计与分析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13150 计算机系统基础 2 32 32   3 必修 考试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 4 64 48 16 5 必修 考试   

3132111021 编译原理与技术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4 必修 考试   

3132113060 计算机系统结构 3 48 40 8 6 必修 考试   

3132121030 计算机网络 * 4 64 56 8 4 必修 考试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必修 考试   

3132121041 现代交换原理 2.5 40 32 8 6 必修 考试   

专业基础课程  合计 34.5 学分，其中必修 34.5 学分（552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1120 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网络&开发技

术模块 

（至少选2门） 

3132121130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践 2 32 6 26 5 选修 考查 

3132121310 Linux 开发环境及应用 2 32 24 8 6 选修 考查 

3132121350 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计 2 32 16 16 7 选修 考查 

3132121300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1080 Web 开发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33010 Python 程序设计 2 32 24 8 5 选修 考查 

31321320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 48 48   6 选修 考查 

大数据技术 

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23090 机器学习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210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2100 信息与知识获取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32020 网络科学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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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1290 现代通信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技术拓展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03030 信息与网络安全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1060 人工智能原理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13110 网络存储技术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03020 程序设计实践  2 32 22 10 5 选修 考查 

3132112080 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概论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080 无线通信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270 物联网技术 2 32 24 8 7 选修 考查 

3132132050 计算机图形学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4070 多媒体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3090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及应
用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3160 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1090 数字图像处理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专业课程  合计 16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0 学时），最低选修 16 学分（256 学时）                        

说明：在满足本专业各模块最低选修要求的基础上，允许选修最多 4 学分本院其他专业的专业模块课程 

备注： 

1. 理论教学总合计 124.5 学分，其中必修 96 学分（1612 学时），最低选修 28.5 学分（456 学时）。 

2. 标*课程注解： 

（1）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为： 

课号 课程名 学分 

3312111030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2 

3312111040 商务英语与国际交流 2 

3312111050 学术英语入门 2 

3312111060 实用英汉翻译 2 

3312111070 思辨阅读与写作 2 

3312111080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312110180 情景英语视听说 2 

3312111090 英美影视英语 2 

3312111110 英美文化概况 2 

3312111120 公众英语表达与沟通 2 

（2）离散数据（上）、离散数学（下）为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使用英文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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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实
践
教
学 

2122110001 军训 1 2 周 
 

2 周 1 必修 考查 
 

33221000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环节） 

2 48 
 

48 4 必修 考查 
 

3412130041 物理实验 A 1.5 32 4 28 2 必修 考查 
 

313210236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 0.5 12 
 

12 1 必修 考查 
 

313210238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程序设

计竞赛基

础”2选1 

3132102410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 0.5 12 
 

12 3 选修 考查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C++） ①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Java） ②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60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①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07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
设计 

②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80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00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计 ②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22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4 选修 考查 

3 选 2 3132102120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② 1.5 1.5 周 
 

1.5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90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③ 1.5 1.5 周 
 

1.5 周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02 毕业设计 10 18 周 
 

18 周 7/8 必修 考查 
 

实践教学  合计 25.5 学分，其中必修 15 学分，最低选修 10.5 学分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学
院
特
色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3132102350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32 1 选修 考查 指选 

3132102400 创新创业企业实习 ①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31 专业实习 ②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3132102390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计算导论

与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2 选 1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合计 3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最低选修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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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分 类别 内容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 

 

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7 学分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分 

创新创业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 

自主创新实验 

学术活动 

学术论文 

前沿讲座 

选读书目 

能力测试 

社会实践 

与文体活
动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文体活动 

创新创业 

实践课 

1.5 学分 

智能机器人 

智能车 

大数据处理 

移动 APP 开发 

编程之美 

专业实习/创新创
业企业实习 

1.5 学分 

专业实习含团队管理、项目管理及财务管
理等内容的训练；创新创业企业实习直接
参与企业实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学分（注） 

针对程序设计类竞赛所需的专业知识、编
程技能、解题技巧等进行讲解和强化训练，
培养计算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注：“程序设计竞赛基础”与实践教学课程中的“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2 选 1，故未计算在

创新创业学分中；如果学生选修此课程，其创新创业学分最高可达 8.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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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定位 

网络工程专业归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是我校重点建设的优势骨干专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特

色专业。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国家整体发展和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社会各领域对网络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需求迫切。网络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以社会发展需求为驱动，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立足

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扎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基础、具备网

络技术领域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在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工程实践和应用方面受到良好训练，具有创新创

业精神和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深厚通信背景、可持续发展能

力强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类型与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相

一致。 

网络工程专业坚持以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为首要目标，以素质教育为重点，关注学生知识学习、能力培

养和素质养成三者的关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重点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网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特色，突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开

发能力的培养，使得毕业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够从事与计算机、互

联网及其他通信网相关的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并具有继续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在

重要的科研、生产、管理等岗位担当重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扎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基

础、具备网络技术领域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在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工程实践和应用方面受到良好训练，

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深厚通信背景、可

持续发展能力强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

够从事与计算机、互联网及其他通信网相关的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并具有继续深造学习的

能力。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如下： 

1. 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将其用于解决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 

2. 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识别、表达和研究分析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有设计开发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

结果评价，进而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具有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全方位多渠道获取计算机和网络领域

相关信息的能力；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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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 

6. 工程与社会——针对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其可能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信息产业以及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基本发展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能够考虑和评价实际工程实践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道德和相关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团队中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10. 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能够对计算机及网络开发项目进行有效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未来计算机及网络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 

四、专业特色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网相结合是本专业区别于其他高校网络工程专业的显著特色。 

五、依托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六、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数据结构、计

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原理、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Web 开发技术基础、嵌入式

系统、现代交换原理等。 

七、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工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最低学分 

最低完成 158 学分，其中理论教学 125.5 学分，实践教学 25.5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 7 学分。 

九、培养标准及实现矩阵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1、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

将其用于解决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A、大学物理 C、物理实验、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组合数学/运筹学/数学建模与模拟/矩阵理论

与方法、离散数学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识别、表达和研究分析

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计）、电路与电

子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形式语言与自

动机、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与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

结构、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原

理、通信原理 A、现代交换原理 



28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3、具有设计开发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功能模块

和系统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

能够在设计环节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软件工程、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计）、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Java）、面向对象分析与

设计（C++）、专业课程设计、专业选修课（网

络技术模块、互联网&移动开发模块、技术拓展

模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工程师职业

素养、安全教育、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实践、人

文社科类选修课、毕业设计 

4、能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计算机和网络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结

果评价，进而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数学类课程、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

计）、电路与电子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

操作系统、编译原理与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系统结构、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网络、数

据库系统原理、通信原理 A、现代交换原理 

5、具有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全

方位多渠道获取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相关信息的

能力；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

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

程中；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6、针对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

解决方案，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其可能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软件工程、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工程师职业素养、安全教育、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7、了解信息产业以及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基本

发展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能够考虑和评

价实际工程实践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 1-5、工

程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8、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

德，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在

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道德和相关规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含实

践）、体育基础、体育专项、大学生心理健康、

军事理论、军训、工程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

和艺术类选修课 

9、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团队中完成所承

担的任务； 
专业课程设计、企业实习/专业实习、创新实践 

10、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

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 

综合英语（A）、综合英语（B）、英语选修课、

多门双语课程（离散数学（上）、离散数学（下）、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科

技交流能力训练 

11、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能够对计算机及网

络开发项目进行有效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工程师职业素养、人

文社科类选修课、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

未来计算机及网络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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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体系 

网 

络 

工 

程 

专 

业 

 

158 

学分 

3210 

学时 

教学 

环节 
课程类型 主要内容 

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理论 

教学 

 

125.5 学
分 

79.4% 

 

2084 

学时 

64.9% 

通识教育 

57 学分，45.4% 

988 学时，47.4%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224   

英语 6 96 2 32 

体育 4 128   

军事理论 1.5 24   

心理健康 0.5 8   

安全教育 0 12   

素质教育课程 1.5 24 4.5 72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17 272 6 96 

计算机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 

68.5 学分，54.6% 

1096 学时，52.6% 

学科基础课程 17 272   

专业基础课程 41.5 664   

专业课   10 160 

实践 

教学 

 

25.5 

学分 

16.1% 

 

953 

学时 

29.7%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48   

军训 1 60   

物理实验 1.5 32   

程序设计实践与课程设计 0.5 12 10.5 261 

毕业设计（论文） 10 540   

创新创业
教育 

 

7 学分    

4.4% 

 

173 学时 

5.5% 

校级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
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专业实习/创新创业
企业实习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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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地图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

设计2周

计算机网络64

操作系统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64

离散数学(上)32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计算机组成原理64

数据库系统原理48 计算机系统结构48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32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离散数学(下)48

 网络工程 专业课程体系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64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3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课程设计2周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1.5周

现代交换原理4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48

下一代internet技术与

协议32

算法设计与分析32

物联网技术32

现代通信技术32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践32

Android开发技术32

数据结构64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32

编译原理与技术48

人工智能原理32

多媒体技术32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

设计32

专业实习1.5周

计算机系统基础32

Web前端开发技术32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

设计1.5周
Web后端开发技术32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32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32

ios开发技术32

通信原理32

Web开发技术基础32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32

企业实习1.5周

毕业设计（14周）毕业设计（14周）

毕业设计（4周）毕业设计（4周）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12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12

Linux开发环境及应用
32

网络安全技术32 python程序设计32

并行计算与GPU编程32
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计

32

软件工程48

机器学习32

大数据技术基础32

嵌入式系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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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程设置 

计算机类 平台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332210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33221000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4 必修 考试 
 

1052100010—50 形势与政策 1—5 2 32 32 
 

1~5 必修 考查 
 

英
语 

3312111010 综合英语（A）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12111020 综合英语（B）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英语选修 * 2 32 32 

 
3~4 选修 考查 

 

体
育
课
等 

3812110010 体育基础（上） 1 32 6 26 1 必修 考查 
 

3812120010 体育基础（下） 1 32 6 26 3 必修 考查 
 

3812130010 体育专项（上） 1 32 6 26 5 必修 考查 
 

3812140010 体育专项（下） 1 32 6 26 6 必修 考查 
 

2122120000 大学生心理健康 0.5 8 8 0 1 必修 考查 
 

2122100090 安全教育 0 12 12 0 1 必修 考查 
 

2122110000 军事理论 1.5 24 24 
 

2 必修 考查 期末集中上课 

素
质
教
育 

3132140020 工程师职业素养 1.5 24 24 
 

7 必修 考查 
 

3132140010 科技交流能力训练 0.5 8 8 
 

7 选修 考查 
 

 
人文社科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艺术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合计 34 学分，其中必修 27.5 学分（516 学时），最低选修 6.5 学分（104 学时） 

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3412110012 高等数学 A（上） 
① 

5 80 80 0 1 必修 考试 

2 组选 1 
3412110021 高等数学 A（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51 数学分析（上） 
② 

6 96 96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62 数学分析（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73 线性代数 3 48 48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92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① 4 64 64 0 3 选修 考试 
2 选 1 

341211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② 4 64 64 0 3 选修 考试 

3412110150 组合数学 ①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4 选 1 
3412110160 运筹学 ②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10170 数学建模与模拟 ③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60061 矩阵理论与方法 ④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20031 大学物理 C 4 64 64 0 2 必修 考试 
 

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 合计 23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最低选修 6 学分（9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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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
科
基
础 

313211201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4 64 64 
 

1 必修 考试 
 

3122101024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 3 48 48 
 

3 必修 考试 
 

313211302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2040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  合计 17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 

 

网络工程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基
础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3150 计算机系统基础 2 32 32   3 必修 考试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 4 64 48 16 5 必修 考试   

3132111021 编译原理与技术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4 必修 考试   

3132113060 计算机系统结构 3 48 40 8 6 必修 考试   

3132113131 嵌入式系统 3 48 32 16 5 必修 考试   

3132121030 计算机网络 * 4 64 56 8 4 必修 考试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 3 48 40 8 6 必修 考试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必修 考试   

3132121120 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3132121320 Web 开发技术基础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21221 通信原理 A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21041 现代交换原理 2.5 40 32 8 6 必修 考试   

专业基础课程  合计 41.5 学分，其中必修 41.5 学分（664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1130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践 2 32 6 26 5 选修 考查 

网络技术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21310 Linux 开发环境及应用 2 32 24 8 6 选修 考查 

3132121350 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计 2 32 16 16 7 选修 考查 

3132121250 网络安全技术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32090 无线移动网络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270 物联网技术 2 32 24 8 7 选修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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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1330 Web 前端开发技术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互联网&移动开

发 技 术 模 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21340 Web 后端开发技术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40030 Android 开发技术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40040 iOS 开发技术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21290 现代通信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技术拓展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1210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320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33010 Python 程序设计 2 32 24 8 5 选修 考查 

3132111040 算法设计与分析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11060 人工智能原理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23090 机器学习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3160 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4070 多媒体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专业课程  合计 10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0 学时），最低选修 10 学分（160 学时） 

备注： 

1. 理论教学总合计 125.5 学分，其中必修 103 学分（1724 学时），最低选修 22.5 学分（360 学时）。 

2. 标*课程注解： 

（1）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为： 

课号 课程名 学分 

3312111030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2 

3312111040 商务英语与国际交流 2 

3312111050 学术英语入门 2 

3312111060 实用英汉翻译 2 

3312111070 思辨阅读与写作 2 

3312111080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312110180 情景英语视听说 2 

3312111090 英美影视英语 2 

3312111110 英美文化概况 2 

3312111120 公众英语表达与沟通 2 

（2）离散数据（上）、离散数学（下）为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使用英文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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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实
践
教
学 

2122110001 军训 1 2 周   2 周 1 必修 考查   

33221000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环节） 

2 48   48 4 必修 考查 
  

3412130041 物理实验 A 1.5 32 4 28 2 必修 考查   

313210236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 0.5 12   12 1 必修 考查   

313210238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程序设

计竞赛基

础”2 选 1 

3132102410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 0.5 12   12 3 选修 考查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C++） 

①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②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60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①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07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
设计 

②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80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00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计 ②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22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4 选修 考查 

3 选 2 3132102120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② 1.5 1.5 周   1.5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90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③ 1.5 1.5 周   1.5 周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02 毕业设计 10 18 周   18 周 7/8 必修 考查   

实践教学  合计 25.5 学分，其中必修 15 学分，最低选修 10.5 学分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学
院
特
色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3132102350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32 1 选修 考查 指选 

3132102400 创新创业企业实习 ①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31 专业实习 ②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3132102390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计算导论

与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2 选 1 

创新创业教育  合计 3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最低选修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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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分 类别 内容 

网络工程专业 

 

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7 学分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分 

创新创业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 

自主创新实验 

学术活动 

学术论文 

前沿讲座 

选读书目 

能力测试 

社会实践 

与文体活
动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文体活动 

创新创业 

实践课 

1.5 学分 

智能机器人 

智能车 

大数据处理 

移动 APP 开发 

编程之美 

专业实习/创新创
业企业实习 

1.5 学分 

专业实习含团队管理、项目管理及财务管
理等内容的训练；创新创业企业实习直接
参与企业实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学分（注） 

针对程序设计类竞赛所需的专业知识、编
程技能、解题技巧等进行讲解和强化训练，
培养计算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注：“程序设计竞赛基础”与实践教学课程中的“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2 选 1，故未计算在

创新创业学分中；如果学生选修此课程，其创新创业学分最高可达 8.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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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定位 

智能科学与技术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实施国家创新创业战略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各行

业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门科技人才具有广泛而迫切的需求。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于 2004 年首批

批准创办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高校，并已具有该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形成了完整的智能科学

与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本专业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面向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创新创业的人才需求，结合北京邮电大

学的信息科技专业特色，培养宽口径、高层次专门科技人才。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具有坚实的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掌握智能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分析设计方法、具有智能技术应用

开发能力，并能综合运用进行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具有良好的科学和文化素养、具有国际化视野。 

毕业生具有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各领域进行创新创业的能力，可以在民用或军用各部门、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企业等单位从事智能系统分析与设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等工作，尤其是从

事大规模智能信息网络系统、多模态人机交互系统的研发工作，并具有继续深造学习的能力。 

三、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工程基础，系统地掌握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 

2. 问题分析——掌握智能技术与系统分析的基本原理，能够应用其基本方法，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特定需求进行智能技术和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具有设计/开发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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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智能系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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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信息获取能力，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能够合

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 

6. 工程与社会——基于智能系统工程的相关背景知识，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智能技术和系统与环境、社会的关系，能够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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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适应职业发展。 

9. 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和创新创业的实践中承担个体、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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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10. 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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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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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理解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以及创新创业实践中加以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追踪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具备

不断学习及适应发展的能力。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发展方向，其一是面向大规模网络的智能信息处理，其二是多模态人机智

能交互。 

五、依托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形式语言与自动机、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计算

机网络、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智能科学数学基础、机器智能、机器学习、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机器视觉

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七、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工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最低学分 

最低完成 158 学分，其中理论教学 123 学分，实践教学 28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 7 学分。 

九、培养标准及实现矩阵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1、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

及将其用于解决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A、大学物理 C、物理实验、线

性代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组

合数学/运筹学/数学建模与模拟/矩阵理论与方法、

离散数学、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智能科学数学基础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识别、表达和研究分

析计算机与智能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计）、电路与电子

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编译原理

与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机器智能、机器学习、

机器视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3、具有设计开发计算机软件功能模块和系统

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

能够在设计环节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软件工程、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计）、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Java）、面向对象分析与设

计（C++）、专业课程设计、专业选修课、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工程师职业素养、安全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实践、人文社科类选修课、毕

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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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4、能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计算机及智能

技术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实验设计、数据

分析与结果评价，进而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数学类课程、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计）、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形式语

言与自动机、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

统、编译原理与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机器智

能、机器学习、机器视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5、具有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

全方位多渠道获取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相关

信息的能力；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

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

仿真及验证过程中；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

新实践、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6、针对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其可能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

和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工程师职业

素养、安全教育、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科技史与方

法学 

7、了解信息领域的基本发展方针、政策和国

家法律法规，能够考虑和评价实际工程实践

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 1-5、工程

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8、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

道德，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道德和相关规

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含实践）、

体育基础、体育专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

理论、军训、工程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和艺术

类选修课 

9、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团队中完成所

承担的任务； 
专业课程设计、企业实习/专业实习、创新实践 

10、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

水平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

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综合英语（A）、综合英语（B）、英语选修课、多

门双语课程（离散数学（上）、离散数学（下）、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科技交流能力训练 

11、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能够对开发项

目进行有效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专业课程设计、工程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选修

课、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

适应未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

新实践、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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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体系 

智 

能 

科 

学 

与 

技 

术 

专 

业 

 

158 

学分 

3245 

学时 

教学 

环节 
课程类型 主要内容 

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理论教学 

123 学分 

77.9% 

2044 学时 

63% 

 

 

 

通识教育 

57 学分，46.3% 

988 学时，48.3%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224   

英语 6 96 2 32 

体育 4 128   

军事理论 1.5 24   

心理健康 0.5 8   

安全教育 0 12   

素质教育课程 1.5 24 4.5 72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17 272 6 96 

计算机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 

66 学分，53.7% 

1056 学时，51.7% 

学科基础课程 17 272   

专业基础课程 39 624   

专业课   10 160 

实践教学 

28 学分 

17.7% 

1028 学时 

31.7%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48   

军训 1 60   

物理实验 1.5 32   

程序设计实践与课程设计 0.5 12 13 336 

毕业设计（论文） 10 540   

创新创业
教育 

7 学分 

4.4% 

173 学时
5.3% 

校级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 

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专业实习/创新创
业企业实习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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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地图 

计算机网络64

操作系统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12

软件工程48

计算机组成原理64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1.5周

智能科学技术导论32

Linux开发环境及应用32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数据结构64

科技史与方法论 3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64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32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3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
程设计2周

机器智能32

智能科学数据基础32

机器学习(上)32

自然语言处理32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32

机器视觉技术32

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讲
座16

智能游戏32 群体智能32

多模态信息处理32

程序设计实践3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与实

践(Java)48

智能交互机器人实验32

深度学习基础32

智能信息网络实验32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32

计算机系统基础32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12

编译原理与技术48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
计1.5周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1.5
周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
计2周

离散数学(下)48

离散数学(上)32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32

机器学习(下)32机器智能课程设计2周

机器学习课程设计2周

大数据技术基础32

机器视觉技术课程设计
2周

自然语言处理课程设计
2周

计算智能32

强化学习基础32

人机对话32

自动文摘32

情感计算32专业实习2周

企业实习2周 毕业设计4周

毕业设计1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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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程设置 

计算机类 平台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332210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33221000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4 必修 考试 
 

1052100010—50 形势与政策 1—5 2 32 32 
 

1~5 必修 考查 
 

英
语 

3312111010 综合英语（A）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12111020 综合英语（B）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英语选修 * 2 32 32 

 
3~4 选修 考查 

 

体
育
课
等 

3812110010 体育基础（上） 1 32 6 26 1 必修 考查 
 

3812120010 体育基础（下） 1 32 6 26 3 必修 考查 
 

3812130010 体育专项（上） 1 32 6 26 5 必修 考查 
 

3812140010 体育专项（下） 1 32 6 26 6 必修 考查 
 

2122120000 大学生心理健康 0.5 8 8 0 1 必修 考查 
 

2122100090 安全教育 0 12 12 0 1 必修 考查 
 

2122110000 军事理论 1.5 24 24 
 

2 必修 考查 期末集中上课 

素
质
教
育 

3132140020 工程师职业素养 1.5 24 24 
 

7 必修 考查 
 

3132140010 科技交流能力训练 0.5 8 8 
 

7 选修 考查 
 

 
人文社科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艺术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合计 34 学分，其中必修 27.5 学分（516 学时），最低选修 6.5 学分（104 学时） 

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3412110012 高等数学 A（上） 
① 

5 80 80 0 1 必修 考试 

2 组选 1 
3412110021 高等数学 A（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51 数学分析（上） 
② 

6 96 96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62 数学分析（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73 线性代数 3 48 48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92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① 4 64 64 0 4 必修 考试 
2 选 1 

34121101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② 3 48 48 0 3/4 必修 考试 

3412110150 组合数学 ① 2 32 32 0 4 选修 考查 

4 选 1 
3412110160 运筹学 ② 2 32 32 0 4 选修 考查 

3412110170 数学建模与模拟 ③ 2 32 32 0 4 选修 考查 

3412160061 矩阵理论与方法 ④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20031 大学物理 C 4 64 64 0 2 必修 考试 
 

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 合计 23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最低选修 6 学分（9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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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
科
基
础 

313211201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4 64 64 
 

1 必修 考试 
 

3122101024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 3 48 48 
 

3 必修 考试 
 

313211302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2040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  合计 17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 

 

智能科学与技术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基
础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3150 计算机系统基础 2 32 32 
 

3 必修 考试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 4 64 48 16 5 必修 考试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56 8 4 必修 考试 
 

3132121030 计算机网络 * 4 64 56 8 4 必修 考试 
 

3132111021 编译原理与技术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23030 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 2 32 24 8 5 必修 考试 
 

3132123120 科技史与方法学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23250 智能科学数学基础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23060 机器智能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23260 机器学习（上）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23040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 2 32 26 6 5 必修 考试 
 

3132123210 机器视觉技术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3132123070 自然语言处理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3132123270 机器学习（下）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专业基础课程  合计 39 学分，其中必修 39 学分（624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3280 智能交互机器人实验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智能交互模块

(至少选一门) 
3132123170 智能游戏 2 32 24 8 7 选修 考查 

3132123190 多模态信息处理 2 32 26 6 7 选修 考查 

3132123110 智能信息网络实验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语言处理模块

(至少选一门) 

3132123290 自动文摘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3300 人机对话 2 32 24 8 7 选修 考查 

3132123310 情感计算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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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3160 群体智能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智能理论模块 
3132123180 计算智能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3320 强化学习基础 2 32 26 6 7 选修 考查 

3132123330 深度学习基础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3200 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讲座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开放模块 

3132121310 Linux 开发环境及应用 2 32 24 8 6 选修 考查 

3132103020 程序设计实践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40 8 6 选修 考查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320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 48 48 
 

6 选修 考查 

专业课程  合计 10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0 学时），最低选修 10 学分（160 学时） 

备注： 

1. 理论教学总合计 123 学分，其中必修 100.5 学分（1684 学时），最低选修 22.5 学分（360 学时）。 

2. 标*课程注解： 

（1）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为： 

课号 课程名 学分 

3312111030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2 

3312111040 商务英语与国际交流 2 

3312111050 学术英语入门 2 

3312111060 实用英汉翻译 2 

3312111070 思辨阅读与写作 2 

3312111080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312110180 情景英语视听说 2 

3312111090 英美影视英语 2 

3312111110 英美文化概况 2 

3312111120 公众英语表达与沟通 2 

（2）离散数据（上）、离散数学（下）为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使用英文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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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实
践
教
学 

2122110001 军训 1 2 周   2 周 1 必修 考查   

33221000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环节） 

2 48   48 4 必修 考查 
  

3412130041 物理实验 A 1.5 32 4 28 2 必修 考查   

313210236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 0.5 12   12 1 必修 考查   

313210238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程序设

计竞赛基

础”2选1 

3132102410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 0.5 12   12 3 选修 考查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C++） 

①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②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60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①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07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
设计 

②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80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00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计 ②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21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20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② 1.5 1.5 周   1.5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420 机器智能课程设计 ① 2 2 周   2 周 6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430 机器学习课程设计 ② 2 2 周   2 周 6 选修 考查 

3132102440 自然语言处理课程设计 ① 2 2 周   2 周 6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450 机器视觉技术课程设计 ② 2 2 周   2 周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02 毕业设计 10 18 周   18 周 7/8 必修 考查   

实践教学  合计 28 学分，其中必修 15 学分，最低选修 13 学分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
课
学
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学
院
特
色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3132102350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32 1 选修 考查 指选 

3132102400 创新创业企业实习 ①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31 专业实习 ②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3132102390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计算导论与

程序设计课程

设计”2 选 1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合计 3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最低选修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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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分 类别 内容 

智能科学与
技术专业 

 

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7 学分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分 

创新创业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 

自主创新实验 

学术活动 

学术论文 

前沿讲座 

选读书目 

能力测试 

社会实践 

与文体活
动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文体活动 

创新创业 

实践课 

1.5 学分 

智能机器人 

智能车 

大数据处理 

移动 APP 开发 

编程之美 

专业实习/创新创
业企业实习 

1.5 学分 

专业实习含团队管理、项目管理及财务管
理等内容的训练；创新创业企业实习直接
参与企业实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学分（注） 

针对程序设计类竞赛所需的专业知识、编
程技能、解题技巧等进行讲解和强化训练，
培养计算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注：“程序设计竞赛基础”与实践教学课程中的“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2 选 1，故未计算在

创新创业学分中；如果学生选修此课程，其创新创业学分最高可达 8.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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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定位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归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是教育部于 2016 年落实国家《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批准设立的特色专业。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于 2017 年开始设立本专业。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

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

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本专业就是在此背景下设立的一个面向大数据时代

巨大人才需求的新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具

有系统的数据思维的从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相关的软硬件及网络的研究、设计、开发以及综合应用的高水

平工程技术人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类型与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为首要目标，以素质教育为重点，关注学生知识学习、

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三者的关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重点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创业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本专业系统地学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核心专业知识和应用技术。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理论学习基础上，特别突出大数据采集、存储与管理、分析与应用等大数据技术核心专业知识学习和

技能培养。本专业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配备专门的大数据技术专业教学平台，用于专业理论课程配

套的各种实验和实践教学。培养毕业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够从事与

计算机、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相关的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并能够继续深造攻读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科及数据科学相关学科的后续学位；使得培养的人才能够在重要的科研、生产、管理等岗位担当

重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一个兼顾数据科学理论与应用的以计算技术为基础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宽口

径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扎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基础、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

系统的数据思维的从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相关的软硬件及网络的研究、设计、开发以及综合应用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强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在计

算机和互联网领域以及相关大数据应用行业从事数据科学研究、大数据相关应用开发、技术管理与咨询等

工作，并能够继续深造攻读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学科的后续学位。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包括数据科学、计算

机软件、硬件和网络技术的设计开发及综合应用的知识与技能，接受从事数据科学研究与大数据技术应用

数据分析与计算技术相关的基本训练，具有研究和开发大数据计算与应用系统和网络系统的基本能力。毕

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将其用于解决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2. 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识别、表达和研究分析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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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有设计开发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相关领域的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

力，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综

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结果评价，进而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具有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全方位多渠道获取计算机和网络领域

相关信息的能力；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

过程中； 

6. 工程与社会——针对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其可能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信息产业以及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领域的基本发展方

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能够考虑和评价实际工程实践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道德和相关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团队中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10、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能够对计算机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开发项目进行有效

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未来计算机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不

断发展变化的需求。 

四、专业特色 

以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为基础，面向互联网、通信等 IT 企业应用，培养具有深厚网络背景的大数

据高级系统研发和数据分析人才是本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的特色。 

五、依托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核心课程 

数据科学导论、离散数学、计算机导论与程序设计、算法与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原理、算法设计与

分析、软件工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大数据技术基础、信息与知识获取、NoSQL 数据库技

术等。 

七、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工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最低学分 

最低完成 159.5 学分，其中理论教学 125 学分，实践教学 27.5 学分，创新实践与课外活动 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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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培养标准及实现矩阵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1、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

将其用于解决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A、大学物理 C、物理实验、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组合数学/运筹学/数学建模与模拟/矩阵理论

与方法、离散数学、网络科学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识别、表达和研究分析

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计）、电路与电

子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形式语言与自

动机、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与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

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原理、大数据技

术基础（含课程设计）、NoSQL 数据库技术、

数据可视化、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3、具有设计开发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相关领域的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力，并具有较

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综合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

素； 

数据科学导论、软件工程、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含课程设计）、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Java）、

专业课程设计、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专业选

修课（数据采集与管理模块、数据分析与计算模

块、数据服务与应用模块、技术拓展模块）、网

络科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工程师职业

素养、安全教育、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实践、人

文社科类选修课、毕业设计 

4、能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计算机和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结果评价，进而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数学类课程、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含课程设

计）、电路与电子学基础、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编译原

理与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原理、大数据技术基础

（含课程设计）、NoSQL 数据库技术、数据可

视化、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网络科

学、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 

5、具有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全

方位多渠道获取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相关领域相关信息的能力；能够合理地选择技

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

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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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6、针对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

解决方案，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其可能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软件工程、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工程师职业素养、安全教育、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7、了解信息产业以及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相关领域的基本发展方针、政策和国家法

律法规，能够考虑和评价实际工程实践活动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 1-5、工

程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8、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

德，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在

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道德和相关规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含实

践）、体育基础、体育专项、大学生心理健康、

军事理论、军训、工程师职业素养、人文社科类

和艺术类选修课 

9、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团队中完成所承

担的任务； 
专业课程设计、企业实习/专业实习、创新实践 

10、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

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 

综合英语（A）、综合英语（B）、英语选修课、

多门双语课程（离散数学（上）、离散数学（下）、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科

技交流能力训练 

11、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能够对计算机及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开发项目进行有效的组织

实施和管理；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工程师职业素养、人

文社科类选修课、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

未来计算机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

变化的需求。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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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体系 

数 

据 

科 

学 

与 

大 

数 

据 

技 

术 

专 

业 

 

159.5 

学分 

3222 

学时 

教学 

环节 
课程类型 主要内容 

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理论 

教学 

 

125 学分 

78.4% 

 

2076 

学时 

64.4% 

通识教育 

57 学分，45.6% 

988 学时，47.6%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224   

英语 6 96 2 32 

体育 4 128   

军事理论 1.5 24   

心理健康 0.5 8   

安全教育 0 12   

素质教育课程 1.5 24 4.5 72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17 272 6 96 

计算机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 

68 学分，54.4% 

1088 学时，52.4% 

学科基础课程 17 272   

专业基础课程 41 656   

专业课   10 160 

实践 

教学 

 

27.5 

学分 

17.2% 

973 

学时 

3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48   

军训 1 48   

物理实验 1.5 32   

程序设计实践与课程设计 4.5 92 8.5 213 

毕业设计（论文） 10 540   

创新创业
教育 

 

7 学分    

4.4% 

173 学时 

5.4% 

校级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 

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专业实习/创新创业
企业实习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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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地图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2周

计算机网络64

操作系统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12

离散数学(上)32

软件工程 48

计算机组成原理64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32

计算机系统结构48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32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离散数学(下)48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课程体系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64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3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
设计 2周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1.5周

数据库系统原理48

并行计算与GPU编程 32

程序设计实践3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48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1.5周

算法设计与分析32

Linux开发环境及应用32

多媒体技术 32

Web开发技术 32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践32

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概论32

Python程序设计32

数据结构64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32

物联网技术 32

编译原理与技术48

人工智能原理 32

计算机图形学 32

数字图像处理 32

下一代Internet技术与
协议 32

无线通信技术 32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及应用32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计 32

专业实习  1.5周

计算机系统基础32

网络科学 32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 

32

信息与知识获取 32

信息与网络安全 32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32

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计32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12

机器学习 32

企业实习  1.5周

毕业设计  14周

毕业设计 4周

矩阵理论与方法 48

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
设计 32

大数据技术基础 48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NoSQL数据库技术 32

数据科学导论 3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8

流数据分析技术 32

数据可视化 32

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 32计算机视觉 32

多模态信息处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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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程设置  

计算机类 平台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332210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33221000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4 必修 考试 
 

1052100010—50 形势与政策 1—5 2 32 32 
 

1~5 必修 考查 
 

英
语 

3312111010 综合英语（A）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12111020 综合英语（B）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英语选修 * 2 32 32 

 
3~4 选修 考查 

 

体
育
课
等 

3812110010 体育基础（上） 1 32 6 26 1 必修 考查 
 

3812120010 体育基础（下） 1 32 6 26 3 必修 考查 
 

3812130010 体育专项（上） 1 32 6 26 5 必修 考查 
 

3812140010 体育专项（下） 1 32 6 26 6 必修 考查 
 

2122120000 大学生心理健康 0.5 8 8 0 1 必修 考查 
 

2122100090 安全教育 0 12 12 0 1 必修 考查 
 

2122110000 军事理论 1.5 24 24 
 

2 必修 考查 期末集中上课 

素
质
教
育 

3132140020 工程师职业素养 1.5 24 24 
 

7 必修 考查 
 

3132140010 科技交流能力训练 0.5 8 8 
 

7 选修 考查 
 

 
人文社科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艺术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合计 34 学分，其中必修 27.5 学分（516 学时），最低选修 6.5 学分（104 学时） 

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3412110012 高等数学 A（上） 
① 

5 80 80 0 1 必修 考试 

2 组选 1 
3412110021 高等数学 A（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51 数学分析（上） 
② 

6 96 96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62 数学分析（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73 线性代数 3 48 48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92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① 4 64 64 0 3 选修 考试 
2 选 1 

341211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② 4 64 64 0 3 选修 考试 

3412110150 组合数学 ①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4 选 1 
3412110160 运筹学 ②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10170 数学建模与模拟 ③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60061 矩阵理论与方法 ④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20031 大学物理 C 4 64 64 0 2 必修 考试 
 

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 合计 23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最低选修 6 学分（9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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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
科
基
础 

313211201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4 64 64 
 

1 必修 考试 
 

3122101024 电路与电子学基础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 2 32 32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 3 48 48 
 

3 必修 考试 
 

313211302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2040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  合计 17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基
础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3150 计算机系统基础 2 32 32   3 必修 考试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 4 64 48 16 5 必修 考试   

3132111021 编译原理与技术 3 48 40 8 6 必修 考试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4 必修 考试   

3132113060 计算机系统结构 3 48 40 8 6 必修 考试   

3132121030 计算机网络 * 4 64 56 8 4 必修 考试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必修 考试   

313211210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3132123090 机器学习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31321320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 48 48   5 必修 考试   

3132132030 NoSQL 数据库技术 2 32 24 8 6 必修 考试   

3132132040 数据科学导论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与大数据技术基础课

程设计同一学期上半

学期 

专业基础课程  合计 41 学分，其中必修 41 学分（656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3190 多模态信息处理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数据采集与管理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12100 信息与知识获取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32050 流数据分析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310 Linux 开发环境及应用 2 32 24 8 5 选修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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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32020 网络科学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数据分析与计算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33010 Python 程序设计与 R 语言 2 32 24 8 7 选修 考查 

3132111040 算法设计与分析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13160 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32060 分布式计算与云计算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2080 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概论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数据服务与应用模块

（至少选 1 门） 

3132132070 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32080 数据可视化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1080 Web 开发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221 通信原理 A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技术拓展模块（至少

选 1 门） 

3132121041 现代交换原理 2.5 40 32 8 6 选修 考查 

3132121290 现代通信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3090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及应
用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32050 计算机图形学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1090 数字图像处理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4090 计算机视觉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250 信息与网络安全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14070 多媒体技术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3132121120 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专业课程  合计 10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最低选修 10 学分（160 学时），其中 2 学分可选其他专业选修课 

备注： 

1. 理论教学总合计 125 学分，其中必修 102.5 学分（1716 学时），最低选修 22.5 学分（360 学时）。 

2. 标*课程注解： 

（1）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为： 

课号 课程名 学分 

3312111030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2 

3312111040 商务英语与国际交流 2 

3312111050 学术英语入门 2 

3312111060 实用英汉翻译 2 

3312111070 思辨阅读与写作 2 

3312111080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312110180 情景英语视听说 2 

3312111090 英美影视英语 2 

3312111110 英美文化概况 2 

3312111120 公众英语表达与沟通 2 

（2）离散数据（上）、离散数学（下）为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使用英文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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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实
践
教
学 

2122110001 军训 1 2 周   2 周 1 必修 考查   

33221000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环节） 

2 48   48 4 必修 考查 
  

3412130041 物理实验 A 1.5 32 4 28 2 必修 考查   

313210236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 0.5 12   12 1 必修 考查   

313210238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程序设
计 竞 赛 基
础”2 选 1 

3132102460 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设计   2 32   32 5 必修 考查 

与 数 据 科
学 导 论 同
一 学 期 下
半学期 

3132102410 计算机系统基础实践   0.5 12   12 3 选修 考查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Java） 2 48 24 24 4 必修 考查   

3132102060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①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070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
设计 

② 2 2 周   2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80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00 编译原理与技术课程设计 ② 1.5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22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① 1.5 32   32 4 选修 考查 

3 选 2 3132102120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② 1.5 1.5 周   1.5 周 4 选修 考查 

3132102090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③ 1.5 1.5 周   1.5 周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01 毕业设计 10 18 周   18 周 7/8 必修 考查   

实践教学  合计 27.5 学分，其中必修 19 学分，最低选修 8.5 学分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学
院
特
色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3132102350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32 1 选修 考查 指选 

3132102400 创新创业企业实习 ①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31 专业实习 ②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3132102390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计算导论

与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2 选 1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  合计 3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最低选修 3 学分 



56 
 

 

十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分 类别 内容 

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

专业 

 

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7 学分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分 

创新创业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 

自主创新实验 

学术活动 

学术论文 

前沿讲座 

选读书目 

能力测试 

社会实践 

与文体活
动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文体活动 

创新创业 

实践课 

1.5 学分 

智能机器人 

智能车 

大数据处理 

移动 APP 开发 

编程之美 

专业实习/创新创
业企业实习 

1.5 学分 

专业实习含团队管理、项目管理及财务管
理等内容的训练；创新创业企业实习直接
参与企业实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学分（注） 

针对程序设计类竞赛所需的专业知识、编
程技能、解题技巧等进行讲解和强化训练，
培养计算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注：“程序设计竞赛基础”与实践教学课程中的“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2 选 1，故未计算在

创新创业学分中；如果学生选修此课程，其创新创业学分最高可达 8.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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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班）培养方案 

一、专业定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我校重点建设的优势骨干专业，也是首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在国际权威的大

学专业评估机构美国 US NEWS 公布的 2017 年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列全球

第 40 位、全国第 6 位，进入世界 50 强，成为中国计算机专业最强的十所大学之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以社会发展需求为驱动，以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为首要目标，注重培养

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立足培养具有扎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

基础、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技术领域的工程实践方面受到良好训练，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国际视野、

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宽口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计

算机工程实践和应用开发能力，具有突出的创新创业精神与能力，具有提出、解决带有挑战性问题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在相关领域跟踪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

力。毕业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够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和管理等工作，并具有继续深造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和工程基础，系统地掌握计算机领域的基本理论、

基础知识，具有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计算机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2、问题分析——掌握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系统分析的基本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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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特定需求进行计算机软硬件

系统、计算机网络的设计与实现，具有较强的设计/开发能力，在设计环节中具有创新能力，能够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计算机领域（含网络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设计实验和创新实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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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信息获取能力，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能够

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基于计算机与网络的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本专业相关的工程

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计算机、通信产业与环境、社会的关系，能够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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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

质，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适应职业发展。 

9、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

的角色，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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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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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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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理解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加以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追踪计算机及通信、网络领域发展动态，具

备不断学习及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培养特色 

探索并实践高层次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潜能，突出创新创业精神和

能力培养，夯实专业基础，通过导师制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贯通本-硕-博课程学习，为学生继续

深造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五、依托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

嵌入式系统、操作系统、编译原理与技术、数据库系统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开源代码分析与实

践等。 

七、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工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最低学分 

最低完成 148 学分，其中理论教学 116 学分，实践教学 23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 9 学分。 

九、培养标准及实现矩阵 

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1、工程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

识和工程基础，系统地掌握计算机领域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具备网络理论与技术基础，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计算机专业知识

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数

理

类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A、大学物理 C、物理

实验 A、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运筹学/数学建模与模拟 /矩阵理论与方

法、离散数学 

硬

件

类 

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系统基础、计算机

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嵌入式系统 

软

件

类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形式语

言与自动机、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与技术、数据库系统原理、软件

工程 

网

络

类 

计算机网络、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

无线移动网络、物联网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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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2、问题分析——掌握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系统分

析的基本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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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算法设计与分

析、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课程设计、数据库系

统原理课程设计、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软件

工程、毕业设计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特定需求进行计算机软

硬件系统、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具有设计/开发功能模块和系统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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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设计与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C++）、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专业选修课、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安全教育、创新创业课

程及实践、创新实践、人文社科类选修课、毕

业设计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

对计算机领域（含网络与通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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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课程设计、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机器学

习、网络科学、毕业设计、创新实践 

5、使用现代工具——具有信息获取能力，能够

根据需要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和检索工具；

能够合理地选择技术开发工具和资源，运用于复

杂工程问题的设计、开发、仿真及验证过程中，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综合英语（A、B）、科技交流能力训练、多

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创新创业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6、工程与社会——基于计算机与通信的工程相

关背景知识，能够合理分析和评价本专业相关的

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带来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 

软件工程、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安全教育、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计算机、通信产

业与环境、社会的关系，能够评价针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Web 开发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

及应用、现代通信技术、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

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

1-5、人文社科类选修课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

责任感和道德修养，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

规范，并适应职业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含实践）、体育基础、体育专项、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军事理论、军训、人文社科类和

艺术类选修课 

9、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

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

责人的角色，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专业课程设计、创新创业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创新实践 

10、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就复杂

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和交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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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英语（A）、综合英语（B）、英语选修

课、多门双语课程（离散数学（上、下）、计

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科

技交流能力训练 

11、项目管理——掌握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理解

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并能在

多学科环境中加以应用。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工程师职业素养、

人文社科类选修课、企业实习/专业实习、创新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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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能力实现的支撑点（课程/实践）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能够追踪计算机及通信、网络领域发展动态，

具备不断学习及适应发展的能力。 

多门专业课小论文、专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创新实践、创新创业企业实习/专业实习 

 

十、课程体系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专
业（实
验班） 

 

148 

学分 

3028 

学时 

教学 

环节 
课程类型 主要内容 

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理论 

教学 

 

116 学分 

78.4% 

 

1942 

学时 

64.1% 

通识教育 

58.5 学分，50.4% 

1022 学时，52.6%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224   

英语 6 96 2 32 

体育 4 128   

军事理论 1.5 24   

心理健康 0.5 8   

安全教育 0 12   

素质教育课程 2 36 2.5 40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21 336 5 86 

计算机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 

57.5 学分，49.6% 

920 学时，47.4% 

学科基础课程 17 272   

专业基础课程 32.5 520   

专业课   8 128 

实践 

教学 

 

23 

学分 

15.5% 

 

881 

学时 

29.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48   

军训 1 60   

物理实验 A 1.5 32   

程序设计实践与课程设计 3.5 76 5 125 

毕业设计（论文） 10 540   

创新创业
教育 

 

9 学分    

6.1% 

 

205 学时 

6.8% 

校级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 

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专业实习/创新创业
企业实习 

  1.5 45 

创新创业课（可选
修本学科学术型硕
士培养方案第 9 组

课程）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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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地图 

计算机组成原理

课程设计 2周
计算机网络64

操作系统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6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12

离散数学(上)32

软件工程 48

计算机组成原理64

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

课程设计32

计算机系统结构48

电子技术基础32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离散数学(下)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班) 专业课程体系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32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1.5周

数据库系统原理4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48

数据库系统原理

课程设计1.5周

算法设计与分析32

Linux开发环境及应用32

多媒体技术 32
Web开发技术 32

现代通信技术 32

服务科学与服务

工程概论32

Python程序设计32

数据结构64

物联网技术 32

编译原理与技术48

人工智能原理 32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32

下一代Internet技术与

协议 32

无线移动网络 32

专业实习  1.5周

大数据技术基础 48

网络科学 32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 
32

信息与网络安全 32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32

机器学习 32

创新创业企业实习  1.5周

毕业设计  14周

毕业设计 4周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C++)  48

嵌入式系统48

数字图像处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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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程设置  

理论教学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332210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1 必修 考试 
 

332210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33221000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4 必修 考试 
 

1052100010—50 形势与政策 1—5 2 32 32 
 

1~5 必修 考查 
 

英
语 

3312111010 综合英语（A） 3 48 32 16 1 必修 考试 
 

3312111020 综合英语（B） 3 48 32 16 2 必修 考试 
 

 
英语选修 * 2 32 32 

 
1~6 选修 考查 

 

体
育
课
等 

3812110010 体育基础（上） 1 32 6 26 1 必修 考查 
 

3812120010 体育基础（下） 1 32 6 26 3 必修 考查 
 

3812130010 体育专项（上） 1 32 6 26 5 必修 考查 
 

3812140010 体育专项（下） 1 32 6 26 6 必修 考查 
 

2122120000 大学生心理健康 0.5 8 8 0 1 必修 考查 
 

2122100090 安全教育 0 12 12 0 1 必修 考查 
 

2122110000 军事理论 1.5 24 24 
 

2 必修 考查 期末集中上课 

素
质
教
育 

3132140010 科技交流能力训练 0.5 8 8 
 

7 选修 考查 
 

2121101169 有效沟通技巧（MOOC）* 1 18 18 
 

1~8 必修 考查 
 

3321101168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MOOC）* 1 18 18 
 

1~8 必修 考查 
 

 
人文社科类或艺术类 2 32 32 

 
1~8 选修 考查 

 

合计 32.5 学分，其中必修 28 学分（528 学时），最低选修 4.5 学分（72 学时） 

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3412110012 高等数学 A（上） 
① 

5 80 80 0 1 必修 考试 

2 组选 1 
3412110021 高等数学 A（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51 数学分析（上） 
② 

6 96 96 0 1 必修 考试 

3412110062 数学分析（下） 5 80 80 0 2 必修 考试 

3412110073 线性代数 3 48 48 0 1 必修 考试 
 

 

选修本学科学术型硕士培养方
案第3组（基础理论课）课程 

3 54 54 0 5~8 选修 考试 
 

341211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64 64 0 3 必修 考试 
 

3412110160 运筹学 ①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 选 1 3412110170 数学建模与模拟 ②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60061 矩阵理论与方法 ③ 2 32 32 0 3 选修 考查 

3412120031 大学物理 C 4 64 64 0 3 必修 考试 
 

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 合计 26 学分，其中必修 21 学分（336 学时），最低选修 5 学分（8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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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
科
基
础 

313211201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4 64 64 
 

1 必修 考试 
 

3132113140 电子技术基础 6 96 80 16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 2 48 48 
 

2 必修 考试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 3 48 48 
 

3 必修 考试 
 

3132112040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  合计 17 学分，其中必修 17 学分（272 学时） 

专
业
基
础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2 必修 考试 
 

3132111040 算法设计与分析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3 必修 考试 
 

3132111011 操作系统 * 3.5 56 48 8 4 必修 考试 
 

3132113131 嵌入式系统 3 48 24 24 5 必修 考试 
 

3132111021 编译原理与技术 3 48 40 8 5 必修 考试 
 

3132113060 计算机系统结构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3132121031 计算机网络 * 3 48 32 16 4 必修 考试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 3 48 32 16 5 必修 考试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必修 考试 
 

3132111150 开源代码分析与实践 2 32 16 16 6 必修 考查 
 

专业基础课程  合计 32.5 学分，其中必修 32.5 学分（520 学时） 

专
业
课 

3132121120 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与协议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网络理论与

技术 
3132132090 无线移动网络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21270 物联网技术 2 32 24 8 5 选修 考查 

313211210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数据科学与

技术 

3132132020 网络科学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320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2080 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概论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11060 人工智能原理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智能科学与

技术 3132123090 机器学习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14070 多媒体技术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多媒体计算

理论与技术 3132111090 数字图像处理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03030 信息与网络安全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技术拓展 

模块 

3132121290 现代通信技术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3132121310 Linux 开发环境及应用 2 32 24 8 6 选修 考查 

3132111080 Web 开发技术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3132133010 Python 程序设计 2 32 24 8 5 选修 考查 

3132121300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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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
业
课 

 

可选修本学科学术型硕士
第 6、7 组（非学位课程）
课程 

2 32 32 
 

7~8 选修 考查 
 

专业课程  合计 8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0 学时），最低选修 8 学分（128 学时） 

理论教学  总合计 116 学分，其中必修 98.5 学分（1656 学时），最低选修 17.5 学分（286 学时） 

 

标*课程注解： 

（1）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为： 

课号 课程名 学分 

3312111030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2 

3312111040 商务英语与国际交流 2 

3312111050 学术英语入门 2 

3312111060 实用英汉翻译 2 

3312111070 思辨阅读与写作 2 

3312111080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312110180 情景英语视听说 2 

3312111090 英美影视英语 2 

3312111110 英美文化概况 2 

3312111120 公众英语表达与沟通 2 

（2）有效沟通技巧（MOOC）、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MOOC）为研究生课程编号和学时。 

（3）离散数据（上）、离散数学（下）为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使用英文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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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实
践
教
学 

2122110001 军训 1 2 周   2 周 1 必修 考查   

33221000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环节） 

2 48   48 4 必修 考查 
  

3412130041 物理实验 A 1.5 32 4 28 3 必修 考查   

313210236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实践 0.5 12   12 1 必修 考查   

313210238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程序设

计竞赛基

础”2选1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C++） 

①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践
（Java） 

② 2 48 24 24 4 选修 考查 

3132102480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1.5 32   32 4 必修 考查   

3132102080 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课程设计 1.5 32   32 6 必修 考查   

3132102120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① 1.5 1.5 周   1.5 周 4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090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② 1.5 1.5 周   1.5 周 6 选修 考查 

3132102002 毕业设计 10 18 周   18 周 7/8 必修 考查   

实践教学  合计 23 学分，其中必修 18 学分，最低选修 5 学分 

 

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周） 

其中 

开课
学期 

必修/

选修 

考试/

考查 
备注 

理论 

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周） 

学
院
特
色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3132102350 创新创业实践课 1.5 32   32 1 选修 考查 指选 

 

创新创业课（可选修本学
科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第
9 组）课程 

2 32 32 
 

5~8 选修 考查 
 

3132102400 创新创业企业实习 ①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2 选 1 

3132102131 专业实习 ② 1.5 1.5 周 
 

1.5 周 7 选修 考查 

3132102390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32   32 2 选修 考查 

与“计算导论

与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2 选 1 

创新创业教育  合计 5 学分，其中必修 0 学分，最低选修 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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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分 类别 内容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
（实验班） 

 

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9 学分 

创新创业活动 

4 学分 

创新创业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 

自主创新实验 

学术活动 发表学术论文（EI、SCI） 

创新创业 

实践课 

1.5 学分 

智能机器人 

智能车 

大数据处理 

移动 APP 开发 

编程之美 

创新创业课程 

创业与创新方法论（2 学分） 

创业与创新实践——从硅谷到北邮（1 学分） 

创业思维与商业模式（2 学分） 

专业实习/创新创
业企业实习 

1.5 学分 

专业实习含团队管理、项目管理及财务管理
等内容的训练；创新创业企业实习直接参与
企业实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程序设计竞赛基础 

1.5 学分（注） 

针对程序设计类竞赛所需的专业知识、编程
技能、解题技巧等进行讲解和强化训练，培
养计算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注：“程序设计竞赛基础”与实践教学课程中的“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课程设计”2 选 1，故未计算在

创新创业学分中；如果学生选修此课程，其创新创业学分最高可达 1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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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 2017 年素质教育选修课一览表 
 

理工类课组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1 3112101400 通信概论 2 秋/春 一 工科类 

2 3112101410 电路综合设计应用 2 秋 三 工科类 

3 3112101420 通信网络系统与应用 2 秋 三、四 工科类 

4 3112101430 移动多媒体技术 2 秋 三、四 工科类 

5 3112101450 MATLAB 应用 2 春 一 工科类 

6 3112101460 移动通信系统概论 2 秋/春 二 工科类 

7 3112101470 现代通信新技术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8 3112101480 虚拟现实技术 2 秋 二 工科类 

9 3122105010 电路基础程序设计 2 秋 二 工科类 

10 3122105020 Matlab 语言及其信号处理应用 2 秋 二、三 工科类 

11 3122105030 网络综合与 MATLAB 应用 2 秋 二、三 工科类 

12 3122105050 光计算机简介 2 秋 三、四 工科类 

13 3122105060 Matlab 在信号与系统课程中的应用 2 秋 二 工科类 

14 3122106090 信号与系统测试技术 2 秋 二、三 工科类 

15 3122105210 通信电子电路实验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16 3122106120 单片机 C 语言及应用系统设计 2 春 二 工科类 

17 3122105080 无线个域网与传感器网络 2 秋 一至四 工科类 

18 3122105130 通信系统电子连接概论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19 3132101010 WINDOWS NT 系统管理 2 秋 二 工科类 

20 3132101020 WEB 编程 2 秋 三 工科类 

21 3132101030 UNIX 操作系统及应用 2 秋 三 工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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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22 3132101050 INTERNET 应用技术 2 秋 二 工科类 

23 3132101100 手机操作系统及其应用 2 秋 三 工科类 

24 3182101120 信息安全实验（1） 2 秋 二、三 工科类 

25 3182101140 嵌入式系统技术基础 2 秋 三 工科类 

26 3182101160 软件安全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27 3132101170 嵌入式系统 2 秋 三 工科类 

28 3132101180 手机操作系统与软件平台架构 2 春 二 工科类 

29 3132101190 Java 网络编程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30 3132101200 数据结构及应用 2 春 二 工科类 

31 3132101210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2 春 二 工科类 

32 3132101220 多媒体技术应用基础 2 春 三 工科类 

33 3182101240 信息与网络安全 2 春 三 工科类 

34 3182101300 计算机病毒及其防治 2 春 三 工科类 

35 3132101320 Java 语言与程序设计 2 春 三 工科类 

36 3132101360 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 2 秋 二 工科类 

37 3132101370 云计算原理与服务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38 3132101380 IT 技术的演进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39 3142120020 微机绘图软件 AUTO CAD 2 秋 一 工科类 

40 3142120030 三维 CAD 2 秋 二 工科类 

41 3142120040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2 秋 二 工科类 

42 3142120050 制图基础与计算机绘图 2 春 一 工科类 

43 3142120060 汽车概论 2 春 二 工科类 

44 3162101450 计算机 3D 造型设计 2 春 二 工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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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45 3142120080 认知交互概论 2 秋 二、三 工科类 

46 3122105150 航天技术概论 2 春 一至四 工科类 

47 3132101340 软件测试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48 3122105240 激光系统及应用 2 秋 二至三 工科类 

49 3132101400 路由原理与技术 2 春 三 工科类 

50 3132101410 分布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2 春 三、四 工科类 

51 3132101420 车联网系统技术导论 2 秋 三、四 工科类 

52 3132101430 物联网管理方法与技术 2 春 三、四 工科类 

53 3132101440 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新技术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54 3132101450 云计算与云服务技术和产业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55 3182101460 大数据及互联网信息挖掘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56 3152100711 企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挖掘 3 秋/春 二至四 工科类 

57 3182100540 社交网络分析 2 秋/春 一至四 工科类 

58 3122105330 未来战争新概念武器系统 2 秋 一至四 工科类 

59 3122105300 生物信息学 2 秋 一至四 工科类 

60 3152100721 人工智能导论 3 秋 三 工科类 

61 3152100731 WEB 编程基础 2 春 一 工科类 

62 3182100580 大数据服务与隐私保护 2 春 一至四 工科类 

63 3122105310 新概念智能汽车 2 秋 一至四 工科类 

64 3122105370 射电天文技术概论 2 秋 二、三 工科类 

65 3132101470 移动互联网产品设计与前端开发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66 3512202422 互联网金融：技术与模式 2 秋 一至四 工科类 

67 3152100741 开源框架在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2 秋/春 三、四 工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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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68 3412123110 物理学史与现代科技 2 春 一 工科类 

69 3142120120 医疗机器人 2 秋 三、四 工科类 

70 3182101480 移动安全实践 2 秋 三、四 工科类 

71 3192110010 光电技术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72 3122105390 首饰贵金属 2 春 一至四 工科类 

73 3142120130 敏捷软件开发基础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74 3132101490 自动文摘 2 秋 三、四 工科类 

75 3132101500 大数据分析技术导论 2 秋 一、二 工科类 

76 3132101510 源代码分析原理及实践 2 秋 三、四 工科类 

77 3122105400 下一代可穿戴器件与系统 2 秋 三、四 工科类 

78 3182101490 密码浅析 2 秋 三、四 工科类 

79 3142120140 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 2 秋 二至四 工科类 

80 3412123130 系统科学概论 2 秋 三、四 工科类 

81 3122105040 分子细胞生物学 2 秋 三、四 理科类 

82 3412123021 大学物理解题方法(下) 2 秋 二 理科类 

83 3412143040 电子废弃物的资源化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84 3412113011 高等数学解题方法(上) 2 秋 一 理科类 

85 3412113040 计算机算法与数学模型(上)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86 3412113041 计算机算法与数学模型(下) 2 春 二至四 理科类 

87 3412143020 金属腐蚀和防护 2 秋 一至四 理科类 

88 3412123030 量子力学导论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89 3412113030 数学实验 2 秋/春 二、三 理科类 

90 3412113090 图论及其应用 2 秋 三 理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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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91 3412133010 物理实验 2 秋 二 理科类 

92 3412143030 信息材料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93 3412143050 大气化学与环境保护 2 春 一至四 理科类 

94 3412123011 大学物理解题方法(上) 2 春 一 理科类 

95 3412113110 东西方数学文化选讲 2 春 二至四 理科类 

96 3412113021 高等数学解题方法(下) 2 春 一 理科类 

97 3412143070 国家地理资源 2 秋/春 一至四 理科类 

98 3412113150 数学与艺术 2 春 二至四 理科类 

99 3412123080 物理学文化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100 2262100200 竞争情报技术 2 秋/春 二至四 理科类 

101 3412123099 大学物理（选修） 2 秋 二 理科类 

102 3412110309 数学建模 2 秋/春 二 理科类 

103 3122105140 生命科学导论 2 春 一至四 理科类 

104 3412123070 文科物理 2 秋/春 一至三 理科类 

105 3412123090 纳米科学与技术导论 2 秋 一、二 理科类 

106 3122105360 数学思想与信息技术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107 3412123100 
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信息通信技术发

展 
2 秋 一至四 理科类 

108 3122105380 柔性电子学 2 秋 二至四 理科类 

109 3412123120 化学简史与前沿 2 秋/春 一、二 理科类 

 

人文社科类课组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1 3142120010 技术美学 2 春 一 人文社科类 

2 3152100691 企业管理 2 秋 二 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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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3 3152100701 管理心理学 2 秋 三 人文社科类 

4 3152100621 ERP 原理与应用 2 春 三 人文社科类 

5 3212113010 经济管理 2 秋/春 一、二 人文社科类 

6 3212113030 会计学基础 2 秋/春 二 人文社科类 

7 3212113100 信贷与投资 2 春 三 人文社科类 

8 3212113017 电信竞争与规制 2 秋 三 人文社科类 

9 3212113001 公共关系学 2 秋 二 人文社科类 

10 3212114210 理解人际沟通 2 春 二 人文社科类 

11 3212114320 金融学 2 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12 3212114330 投资理论与实务 2 秋 二 人文社科类 

13 3212114340 世界经济地理 2 春 二、三 人文社科类 

14 3212114370 市场营销学 2 春 一 人文社科类 

15 321211442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2 春 二 人文社科类 

16 3212113071 企业经营管理 2 春 一 人文社科类 

17 3162101560 中外文学名著赏析 2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18 3162101570 大学语文 2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19 3312100160 公共日语二外 1 4 秋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20 3312100170 公共法语二外 1 4 秋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21 3312100190 国际商务礼仪 2 秋 三、四 人文社科类 

22 3312100200 劳动合同法学 2 秋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23 3312100210 大学美学 2 秋/春 二 人文社科类 

24 3162101640 传媒与经济 2 秋/春 一 人文社科类 

25 3162101600 新媒体概念与实践 2 秋/春 一 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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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26 3322111007 中西方文化比较 2 春 一 人文社科类 

27 3312100300 公共日语二外 2 4 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28 3312100310 公共法语二外 2 4 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29 3322111003 世界宗教 2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30 3322111005 当代国际关系 2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31 2122100011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 2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32 212210002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33 2122100031 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健康 2 秋/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34 2122100041 心理学与生活 2 秋/春 二 人文社科类 

35 2262100100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 2 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36 3162101620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2 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37 3162101630 流行文化 2 秋/春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38 3112101520 大学与大学学习 1 秋 一 人文社科类 

39 2122100052 亲密关系心理学 2 秋/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40 3122105350 幸福的基础 2 秋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41 3212114490 大数据时代的管理 2 秋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42 3212114510 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 2 秋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43 3162101510 传播学经典原著选读 2 秋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44 3312100550 初级英语口译 2 秋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45 3312100570 外国文学鉴赏 2 秋/春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46 3112101600 传统文化鉴赏 2 秋/春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47 3212114530 互联网金融 2 秋 二、三 人文社科类 

48 3162101540 网络社会思潮与媒介素养 2 秋/春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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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49 2122100061 人际沟通心理学 2 秋/春 一 人文社科类 

50 3142120110 互联网物流 2 秋 三、四 人文社科类 

51 3162101700 移动互联网营销与创意公关 2 秋 三、四 人文社科类 

52 3312100590 英语诗歌赏析 2 秋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53 3312100600 英美国家社会与文化 2 秋/春 三、四 人文社科类 

54 3212114540 股票投资入门 2 秋/春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55 3162101720 西方文明史导论 2 秋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56 3192110020 诗律与诗美 2 春 三、四 人文社科类 

57 3212114550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2 秋 二、三 人文社科类 

58 3212114560 行为决策 2 秋 三、四 人文社科类 

59 3312100610 大学英语虚拟仿真实验 2 秋 一、二 人文社科类 

60 3812100001 足球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1 3812100002 篮球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2 3812100003 排球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3 3812100004 乒乓球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4 3812100005 健美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5 3812100006 健美操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6 3812100007 太极拳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7 3812100008 武术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8 3812100009 体育舞蹈基础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69 3812100010 游泳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70 3812100011 体育保健与养生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71 3812100012 羽毛球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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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72 3812100014 瑜伽 1 秋/春 三、四 体育类 

73 3812100013 桥牌基础 2 秋/春 一至四 体育类 

74 3812100015 网球 1 秋/春 一至四 体育类 

75 3812100016 板球 1 秋/春 一至四 体育类 

76 3812100017 轮滑 1 秋/春 一至四 体育类 

77 3812100018 素质拓展 1 秋/春 一至四 体育类 

78 3812100019 运动与瘦身 1 秋/春 一至四 体育类 

 

艺术类课组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1 3162100080 戏曲与影视音乐鉴赏 2 秋 一 艺术类 

2 3162100040 动画片赏析 2 秋 二至四 艺术类 

3 3162100050 视听语言 2 秋 二至四 艺术类 

4 3162100060 造型艺术设计赏析 2 秋 二至四 艺术类 

5 3162100070 Photoshop 电脑美术基础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6 3162100090 礼仪与形象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7 3162100100 摄影基础 2 秋 二 艺术类 

8 3162100110 乐理 2 秋 一 艺术类 

9 3162100120 中外名曲欣赏与乐理 2 秋/春 一至四 艺术类 

10 3162100130 舞蹈鉴赏 2 秋 二、三 艺术类 

11 3162100140 形体与社交礼仪 2 春 二、三 艺术类 

12 3162100150 音乐鉴赏 2 秋/春 一 艺术类 

13 3162100170 美术鉴赏 2 秋/春 一至四 艺术类 

14 3162100180 影视鉴赏 2 秋/春 一 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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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15 3162100190 世界音乐博览 2 秋/春 一 艺术类 

16 3162100200 音乐概论 2 秋/春 一 艺术类 

17 3162100210 西方音乐史 2 春 一 艺术类 

18 3162100220 诗歌艺术欣赏 2 春 一 艺术类 

19 3162100230 电影欣赏 2 春 二 艺术类 

20 3162100240 中外歌舞剧经典欣赏 2 春 一至四 艺术类 

21 3162100250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审美与实践 2 春 一至四 艺术类 

22 3162100011 中国民间音乐欣赏 2 秋/春 一至四 艺术类 

23 3162100021 声乐 2 秋/春 一至四 艺术类 

24 3162100260 流行音乐赏析 2 秋/春 一至四 艺术类 

25 3162101480 纪录片赏析 2 春 一至四 艺术类 

26 3162101490 动画导演研究与作品赏析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27 3162101500 戏剧与心理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28 3162101520 艺术导论 2 秋/春 一 艺术类 

29 3162101530 合唱基础的理论与实践 2 秋/春 一至四 艺术类 

30 3162101550 书法鉴赏 2 秋/春 二、三 艺术类 

31 3192110000 科学与艺术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32 3162101710 艺术与审美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33 3162101730 中国古建筑文化与鉴赏 2 秋 一至四 艺术类 

 

创新创业教育课组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1 3112100431 移动互联网的创意与创业 2 春 二至四 工科类 

2 3212113200 著名企业家谈创业思维与实践 2 秋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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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年级 课程类别 

3 2122100010 职业生涯管理 2 秋/春 一至三 人文社科类 

4 2122100020 就业指导 1 春 三 人文社科类 

5 3112101510 大学生创业 2 春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6 3112101530 互联网产业与创业 2 秋 二至四 人文社科类 

7 3212114500 大学生创业与创业管理 2 秋/春 一至四 人文社科类 

8 3172130010 创新创业能力与方法 2 秋 一至三 人文社科类 

9 2122100070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2 秋/春 二、三 人文社科类 

10 2022100090 从 0 到 1 的创新与创业 2 秋 二、三 人文社科类 

11 2022100100 创新思维训练与创造力开发 2 秋 一、二 人文社科类 

12 2022100110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2 秋 二、三 人文社科类 

 

备注： 

1. 理工类课组包含理科类、工科类课程，学生修读其中任何一类课程均可获得理工类课组学分。 

2. 人文社科类课组包含人文社科类、体育类课程，学生修读其中任何一类课程均可获得人文社科类课

组学分。 

3. 创新创业教育课组包含工科类、人文社科类课程，学生修读其中任何一类课程均可获得创新创业教

育课组学分。



 
 

 
 
 
 
 
 
 
 
 
 
 
 

北京邮电大学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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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12101840 电子电路基础 5.5 88 80 8 2 大学物理 

3122101030 信号与系统 4 64 64 0 3 工程数学 

3112101860 数字系统设计 3.5 56 48 8 3 电子电路基础 

3112100130 数字信号处理 3 48 48 0 4 信号与系统 

3112100140 通信原理 I 4 64 64 0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信号与系统 

专业

课 

3122101050 电磁场与电磁波 3 48 48 0 5 
大学物理 

工程数学 

3112101880 现代通信技术 4 64 64 0 6 通信原理 I 

合计 27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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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12101840 电子电路基础 5.5 88 80 8 2 大学物理 

3122101030 信号与系统 4 64 64 0 3 工程数学 

3112101860 数字系统设计 3.5 56 48 8 3 电子电路基础 

3112100130 数字信号处理 3 48 48 0 4 信号与系统 

3112100140 通信原理 I 4 64 64 0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信号与系统 

专业

基础 

3112101960 信息论 2 32 32 0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112101770 网络理论基础 2 32 32 0 6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112101940 人工智能导论 2 32 32 0 5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合计 26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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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12101840 电子电路基础 5.5 88 80 8 2 大学物理 

3122101030 信号与系统 4 64 64 0 3 工程数学 

3112101860 数字系统设计 3.5 56 48 8 3 电子电路基础 

3112100130 数字信号处理 3 48 48 0 4 信号与系统 

3112100140 通信原理 I 4 64 64 0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信号与系统 

专业

基础 

3122101051 

电磁场与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3 48 48 0 5 
大学物理 

工程数学 

3112101910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2 32 32 0 5 数字信号处理 

3112101930 

多媒体系统建模与仿真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of Multimedia Systems 

2 32 32 0 6 通信原理 I 

合计 27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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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基础 

3122102460 固体物理 2 32 32 
 

4 量子力学 

3122102330 微电子器件基础 4 64 64 
 

5 固体物理 

专业

课 

3122102453 量子力学 2 32 32 
 

4 
数学物理方法、 

大学物理 

3122102221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3 48 32 16 7 
半导体物理、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122102211 ASIC 设计原理及应用 3 48 32 16 6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122102160 传感技术与应用 3 48 32 16 6 半导体物理、电子电路 

3122102140 嵌入式系统设计 3 48 32 16 6 计算机 

3122102470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2 32 32 
 

7 数理方法 

实践

教学 
3122103057 专业实验 II 3 72 

 
72 

6 末

&7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ASIC 设计原理及应用 

合计 27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83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22101050 电磁场与电磁波 3 48 48 

 
4 

大学物理、 

数学物理方法 

专业

基础 

3122102021 网络信息系统基础 3 48 40 8 5 无 

3112100132 数字信号处理 3 48 32 16 5 信号与系统 

3122102030 微波工程基础 3 48 40 8 5 电磁场与电磁波 

3122102060 高频电子线路 3 48 40 8 4 电路分析基础 

3112100142 通信原理 I 3 48 48 
 

5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信号与系统 

3122102100 
电子信息类专业 

导论 
1 16 16 

 
1 无 

专业

课 

3122102110 软件无线电 2 32 32 
 

7 
通信原理、 

数字信号处理 

3122102040 天线理论 3 48 48 
 

6 电磁场与电磁波 

合计 24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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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22101050 电磁场与电磁波 3 48 48 

 
4 

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法、大

学物理 

专业

基础 

3122102340 光电子学 2 32 32 
 

5 物理光学、激光原理 

3122102351 激光原理 3 48 48 
 

5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电磁场

与电磁波 

3112100142 通信原理Ⅰ 3 48 48 
 

5 信号与系统 

3122102453 量子力学 2 32 32 
 

4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3122102455 
热力学与统计 

物理 
1 16 16 

 
4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3122102251 固态电子学 2 32 32 
 

5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量子力

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122102100 
电子信息类专业

导论 
1 16 16 

 
1 无 

专业

课 

3122102400 光纤通信系统 3 48 32 16 6 
大学物理，通信原理,信号与

系统或相关课程 

3122102370 光信息处理 2 32 32 
 

6 高等数学、光学 

3122102059 专业实验 II 3 72 
 

72 
6 末

&7 

激光原理、光纤通信原理、光

电子学、通信原理、数字信号

处理 

合计 25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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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2 32 32  2 无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3 48 48  3 无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4 
电路电子学基础、数字

逻辑与数字系统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4 64 48 16 5 
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

原理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 

3132111021 编译原理与技术 

至

少

选

二 

3 48 40 8 5 
数据结构、形式语言与

自动机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3 48 40 8 5 
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

系统 

3132121030 计算机网络 4 64 56 8 4 
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

系统 

3132113060 计算机系统结构 3 48 40 8 6 计算机组成原理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实践（C++） 
二

选

一 

2 48 24 24 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实践（Java） 
2 48 24 24 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 

合计 28 464 360 104 / / 

 

备注： 

1. 开课学期用 1、2、3、…8 分别表示一年级～四年级的 8 个学期。 

2. 非通信电子类专业辅修本专业的学生必须先学习先修课程，以具备修读本专业所需的基础。 

3. 通信电子类专业辅修本专业的学生没有学过先修课程的应自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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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2 32 32  2 无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3 48 48  3 无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计算导论与程序

设计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4 

电路电子学基础、

数字逻辑与数字

系统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4 64 48 16 5 
数据结构 

计算机组成原理 

3132121030 计算机网络 4 64 56 8 4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 

3132121130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践 

选

一 

2 32 6 26 5 

计算机网络 

3132121350 
互联网协议分析与设

计 
2 32 16 16 7 

3132121120 
下一代 Internet 技术

与协议 
2 32 32  6 

3132121250 网络安全技术 2 32 32  5 

3132121320 Web 开发技术基础 

选

一 

2 32 32  5 计算机网络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

践（C++） 
2 48 24 24 4 

计算导论与程序

设计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

践（Java） 
2 48 24 24 4 

计算导论与程序

设计 

3132113131 嵌入式系统 

选

一 

3 48 32 16 5 计算机组成原理 

3132121041 现代交换原理 2.5 40 32 8 6 计算机网络 

3132111030 数据库系统原理 3 48 40 8 6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无 

合计 27.5 440 342 64 / / 

 

备注： 

1. 开课学期用 1、2、3、…8 分别表示一年级～四年级的 8 个学期。 

2. 非通信电子类专业辅修本专业的学生必须先学习先修课程，以具备修读本专业所需的基础。 

3. 通信电子类专业辅修本专业的学生没有学过先修课程的应自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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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与技术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讲 

课 

实 

验 

上 

机 

3132123030 智能科学技术导论 2 32 32   5 无 

3132123040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 2 32 26 6  5 无 

3132123250 智能科学数学基础 2 32 32   5 无 

3132123060 机器智能 2 32 32   5 离散数学 

3132123070 自然语言处理 2 32 32   6 
机器智能、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3132123210 机器视觉技术 2 32 32   6 
机器智能、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3132123260 机器学习(上) 2 32 32   5 
离散数学、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3132123270 机器学习(下) 2 32 32   6 机器学习(上) 

3132123280 智能交互机器人实验 2 32 32   6 机器学习(上)  

3132123110 智能信息网络实验 2 32 2  30 6 机器学习(上) 

3132123120 科技史与方法学 2 32 2   5 无 

3132123200 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讲座 1 16 16   7 上述课程 

合计 23 368 332 6 30 / / 

 

备注：开课学期用 1、2、3、… 8 分别表示一年级～四年级的 8 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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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3132112020 离散数学（上） 2 32 32  2 无 

3132112030 离散数学（下） 3 48 48  3 无 

3132121320 数据结构 4 64 48 16 3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3132113041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64 48 16 4 
电路电子学基础数字

逻辑与数字系统 

3132111010 操作系统 4 64 48 16 5 
数据结构 

计算机组成原理 

341211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选

一 

4 64 64  3 无 

3412160061 矩阵理论与方法 2 32 32  3 无 

313211210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

掘 
选

一 

2 32 32  6 无 

3132123090 机器学习 2 32 32  5 无 

31321320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 48 48  5 无 

3132132030 NoSQL 数据库技术 2 32 24 8 6 无 

3132132020 网络科学 

选

一 

 

2 32 32  6 无 

3132133010 
Python 程序设计与

R 语言 
2 32 24 8 7 无 

3132132060 
分布式计算与云计

算 
2 32 32  6 无 

3132113160 
并行计算与 GPU

编程 
2 32 32  6 无 

3132102460 
大数据技术基础课

程设计 
2 32  32 5 大数据技术基础 

31321024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实践（C++） 
2 48 24 24 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31321023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实践（Java） 
2 48 24 24 4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 

3132123190 多模态信息处理 2 32 32  7 无 

3132112100 信息与知识获取 2 32 32  6 无 

3132132050 流数据分析技术 2 32 32  7 无 

3132132080 数据可视化 2 32 32  7 无 

3132112050 软件工程 3 48 32 16 6 无 

合计 28 448 392 56 / / 

备注： 

1. 开课学期用 1、2、3、…8 分别表示一年级～四年级的 8 个学期。 

2. 非通信电子类专业辅修本专业的学生必须先学习先修课程，以具备修读本专业所需的基础。 

3. 通信电子类专业辅修本专业的学生没有学过先修课程的应自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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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62103020 构成设计基础 3 48 32 16 1 无 

3162103030 设计思维基础 2 32 32 
 

2 无 

3162103060 用户界面设计基础 2 32 20 12 3 无 

专业

基础 

3162105140 人机工程 2.5 40 32 8 4 无 

3162105150 设计方法 3 48 
  

4 无 

3162105160 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 2 32 
  

4 无 

专业

课 

3162107160 交互设计 1（移动交互） 3 48 
  

5 无 

3162101220 产品系统设计 3 48 
  

5 无 

合计 20.5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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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162103040 计算机辅助平面设计 2 32 32 
 

2 无 

3162103110 用户界面设计 2 32 32 
 

3 无 

专业

基础 

3162105210 动态图形设计 2 32 32 
 

4 无 

3162105240 计算机图形学 2 32 32 
 

4 无 

3162105270 Web 前端技术 2 32 32 
 

5 用户界面设计 

3162105250 数字特效与合成技术 2 32 32 
 

5 无 

3162105260 三维技术基础 2 32 32 
 

5 无 

专业

课 

3162107270 数字图像处理 2 32 32 
 

5 数字信号处理 

3162107360 游戏开发 2 32 32 
 

6 三维技术基础 

3162107290 数字视频处理 2 32 32 
 

6 数字图像处理 

3162107310 计算机视觉 2 32 32 
 

6 无 

合计 22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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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邮政学院 

邮政工程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基础 

3172110010 邮政工程导论 1 16     1 无 

3172110240 物流学 2 32 32   4 无 

专业

课 

3172110220 系统建模与仿真 2 32 32   5 无 

3172110270 物流信息系统 2 32 32   5 无 

3172110260 现代物流信息技术 3 48 40 8 6 无 

3172110050 邮政快递智能系统规划与设计 2 32 32   5 无 

3172110060 邮政快递技术与装备 2 32 32   5 无 

3172110230 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 2 32 32   4 无 

3172120070 邮政与快递运营管理 2 32 32   5 无 

3172120170 供应链管理 2 32 32   6 无 

3172110250 物流成本分析与控制 2 32 32   6 无 

3172120240 采购管理 2 32 32   6 无 

3172120160 邮政快递实务 2 32 32   7 无 

合计 26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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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管理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课 

3172110220 系统建模与仿真 2 32 32 
 

5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jav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172120180 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 2 32 32 
 

5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jav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132121270 物联网技术 2 32 32 
 

5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jav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212140092 企业 ERP 及应用 2 32 32 
 

5 项目管理与工程经济学 

3212110078 博弈论 2 32 32 
 

5 无 

3212150130 服务科学与工程 2 32 32 
 

6 无 

3172120060 消费行为与市场营销 3 48 48 
 

3 组织行为学 

3172120270 网络营销与大数据营销 2 32 32 
 

5 消费行为与市场营销 

3212130033 财务管理 2 32 32 
 

5 会计学 

3212120040 人力资源管理 2 32 32 
 

5 项目管理与工程经济学 

3212120070 企业战略管理 2 32 32 
 

6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3172120050 企业经营活动分析 2 32 32 
 

7 企业战略管理 

3172120040 互联网金融 2 32 32 
 

6 无 

3172120080 互联网商业模式 2 32 32 
 

6 无 

3172120090 跨境电子商务 2 32 32 
 

7 互联网商业模式 

3212160034 移动商务 2 32 28 4 7 
互联网商业模式/互联网

金融 

3172120280 互联网产品管理 2 32 32 
 

6 网络营销与大数据营销 

3172120290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分析 2 32 32 
 

6 网络营销与大数据营销 

合计 37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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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专业

基础 

3212153150 工程经济学 2 32 32 0 4 无 

3212153430 经济法 2 32 32 0 4 无 

3212150010 运筹学 4 64 64 0 4 线性代数 

3212150110 决策分析 2 32 32 0 6 运筹学 

专业

课 

3212153590 
通信工程项目管理

（双语） 
2 32 32 0 4 无 

3212153140 工程进度与质量管理 2 32 32 0 5 通信工程项目管理 

3212153200 工程造价管理 2 32 32 0 6 工程经济学 

3212153540 
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

（双语） 
2 32 26 6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据管理与数据库 

3212153020 
R 语言与数据可视化

（双语） 
2 32 26 6 6 

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

网络应用开发 

合计 23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9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3212140036 数据管理与数据库 3 48 48 0 3 大学计算机 

3212133010 管理学 3 32 32 0 3 无 

专业

基础 

3212153130 管理信息系统 2 32 32 0 4 管理学 

3212150010 运筹学 4 64 64 0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专业

课 

3212153890 项目管理概论 2 32 32 0 4 管理学 

3212140070 应用统计学 3 48 48 0 5 高等数学（B） 

321214005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2 32 32 0 5 数据管理与数据库 

3212153540 
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

（双语） 
2 32 26 6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据管理与数据库 

3212153720 信息系统与网络安全 2 32 32 0 6 管理信息系统 

合计 26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95 
 

工商管理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3212133020 管理学 3 48 48 0 3 无 

专业

基础 

3212120020 组织行为学 2 32 32 0 4 管理学 

3212153240 管理研究方法 2 32 32 0 5 应用统计学 

专业

课 

3212100010 市场营销学 2 32 32 0 4 无 

3212120050 生产与运作管理 2 32 32 0 5 无 

3212120070 企业战略管理 2 32 32 0 5 无 

3212120040 人力资源管理 2 32 32 0 5 组织行为学 

3212153400 技术与创新管理 2 32 32 0 6 无 

3212140060 信息管理学 2 32 32 0 5 无 

3212120090 公司治理 2 32 32 0 7 无 

3212130033 财务管理 2 32 32 0 5 无 

合计 26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96 
 

电子商务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3212133020 管理学 3 48 48 0 3 无 

专业

基础 

3212160010 电子商务概论 2 32 32 0 4 无 

3212152010 运筹学 3 48 48 0 4 高等数学（B） 

专业

课 

3212160270 互联网金融 2 32 32 0 7 电子商务概论 

3212160030 电子商务开发技术 3 48 36 12 6 无 

3212160330 企业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2 32 28 4 6 电子商务概论 

3212160080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2 32 28 4 6 电子商务概论 

3212160070 电子商务安全管理 2 32 32 0 6 电子商务概论 

3212153660 网络营销 2 32 28 4 7 电子商务概论 

3212160210 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建设 2 32 32 0 7 电子商务开发技术 

合计 26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97 
 

市场营销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3212133020 管理学 3 48 48 0 3 无 

专业

课 

3212100011 市场营销学 3 48 48 0 4 无 

3212100020 市场调查与分析 3 48 48 0 6 无 

3212100030 消费者行为学 3 48 48 0 5 无 

3212100060 广告学与广告设计 2 32 32 0 6 无 

3212100050 服务营销学 2 32 32 0 5 无 

3212140070 应用统计学 3 48 48 0 4 无 

3212100870 营销定量模型 2 32 32 0 6 无 

3212153670 网络营销与大数据营销 2 32 32 0 6 无 

合计 24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98 
 

会计学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基础 

3212170008 会计学基础 3 48 48 0 4 无 

3212170020 中级财务会计 4 64 64 0 5 无 

3212153100 高级财务会计 3 48 48 0 6 无 

3212130030 财务管理 3 48 48 0 5 无 

3212153230 管理会计 3 48 48 0 6 无 

3212170070 成本会计 2 32 32 0 6 无 

3212153500 审计学 3 48 48 0 6 无 

3212170060 会计电算化 2 32 32 0 5 无 

合计 23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99 
 

经济学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3212110030 宏观经济学 3 48 48 0 3 微观经济学 

专业

基础 

3212153850 
货币金融学 2 32 32 0 4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3212110080 发展经济学 2 32 32 0 4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3212110051 产业经济学 2 32 32 0 4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3212110091 计量经济学 2 32 32 0 5 无 

3212153470 
区域经济学 2 32 32 0 4 无 

3212153010 
信息通信经济学 3 48 48 0 6 无 

3212130012 财政学 2 32 32 0 5 宏观经济学 

3212153270 国际金融学 2 32 32 0 5 宏观经济学 

3212153620 投资学 2 32 32 0 6 无 

3212153440 经济学说史 2 32 32 0 5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合计 27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1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科

基础 

321211002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0 2 高等数学（B） 

3212110030 宏观经济学 3 48 48 0 3 微观经济学 

专业

基础 

321219006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4 64 44 20 4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 

3212139020 金融学 3 48 48 0 5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 

3212130012 财政学 2 32 32 0 4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 

3212190080 国际金融学 3 48 48 0 6 无 

3212110090 计量经济学 3 48 32 16 4 无 

3212153480 
商务英语基础 2 32 32 0 4 无 

3212190048 网络贸易与网络金融 2 32 32 0 6 无 

专业

课 
3212190820 国际市场营销学 2 32 32 0 6 无 

合计 27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101 
 

公共事业管理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基础 

3332100120 社会统计学 3 48 48 0 3 高等数学 

3332100130 公共行政学 3 48 48 0 3 管理学、政治学原理 

3332100150 公共经济学 3 48 48 0 3 经济学原理 

3332100160 公共政策概论 2 32 32 0 3 政治学原理、社会学 

3332100180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3 48 48 0 4 统计学 

3332100190 公共关系学 2 32 32 0 4 无  

专业

课 

3332100460 管理信息系统 3 48 24 24 5 无 

3332100320 非政府组织管理 3 48 48 0 6 无  

3332100470 电子政务 3 48 48 0 6 无  

合计 25 
     

备注：辅修专业课程学分要求一般为 22—28 学分。 

  



102 
 

人文学院 

英语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 中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基础 

3312140030 基础英语 3 4 64 64 0 3 
大学英语综合一、

二级 

3312140040 基础英语 4 4 64 64 0 4 
大学英语综合三、

四级 

3312140320 英语初级写作 2 2 32 32 0 3 
大学英语综合三、

四级 

3312140240 英语中级口语 2 2 32 32 0 4 情景英语视听说 

3312140330 英语中级写作 1 2 32 32 0 4 英语初级写作 2 

3312140410 高级英语 1 4 64 64 0 5 基础英语 3、4 

3312140421 高级英语 2 2 32 32 0 6 高级英语 1 

3312140430 翻译理论与实践 1 2 32 32 0 6 高级英语 1 

3312140550 英国文学简史及选读 3 48 48 0 5 基础英语 3、4 

辅修课程 合计 25 学分 必修 25 学分（400 学时） 

注：开课学期用 1、2、3、… 8 分别表示一年级～四年级的 8 个学期。 

  



103 
 

法学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 中 开

课

学

期 

先修课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专业

基础 

3312120010 宪法学 3 48 48 0 1 无 

3312120050 民法总论 4 64 64 0 2 宪法 

3312120080 物权法 2 32 32 0 3 民法总论 

3312120090 债权法 3 48 48 0 3 民法总论 

3312120060 刑法总论 4 64 64 0 2 宪法 

331212026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 64 64 0 4 宪法 

3312120180 民事诉讼法 4 64 64 0 3 民法总论及分论 

3312120210 刑事诉讼法 3 48 48 0 4 刑法总论 

辅修课程 合计 27 学分 必修 27 学分（432 学时） 

注：开课学期用 1、2、3、… 8 分别表示一年级～四年级的 8 个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