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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学 制：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简介：软件工程是以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管理科学为基础，以开发高质量软件产品为目的，知

识领域覆盖从软件项目需求分析到软件产品提交和维护的软件全生命周期的学科。软件工程专业以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为基础，强调软件开发的工程性，使学生在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知识和技能的

基础上熟练掌握从事软件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测试、软件维护和软件项目管理等工作所必需的知

识、方法和技能。

本专业按照“厚基础，强专业，重实践”的要求，注重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完全以国际通用的“工
程教育认证”为标准，采用校企紧密结合的联合培养模式实施人才培养。专业具有Web工程与信息系统

和信息安全、大数据科学与技术、智能网联和人工智能五个专业方向，在应用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项

目管理等方面具有深厚的积淀和特色。本专业与国内多家著名 IT企业具有深入稳定合作，不仅在企业

设有校外实习基地，还建有完全企业化的大型校内工程实践基地，为学生全面开展工程实践活动提供了

优良的环境和保证。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以及计算机系

统与软件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利用工具和工程思维设计解决方案，实现复杂软件系

统的能力；具备清晰表达交流、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良好职业素养，以及社会、安全、法律、环境意识；

具备创新意识和职业发展能力。能在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及相关领域，从事软件系统设计、开发、测试与

软件项目管理、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

本科生毕业后应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1：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理解并坚守软件工程领域的相关责任；

目标2：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和跨文化环境下开展工作。具有团队合作

精神，能在团队中担任负责人或协助负责人完成工作，能够进行有效沟通、交流；

目标3：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广博的专业视野，能够运用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及专业知识和工程

技术原则和创新方法、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解决软件工程相关领域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目标4：在软件工程及相关领域具有竞争力，能在相关领域胜任软件系统设计、开发、测试与软件

项目管理、服务等工作；

目标5：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更新知识，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发展和

行业竞争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科学的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软件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软件领域工程问题的表述；

1.2 能够对具体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软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1.4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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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软件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软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复杂软件工程问题；

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寻找可替代方案；

2.4 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软件系

统、单元或软件过程，并能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环境等因素。

3.1 掌握软件产品开发全周期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

素；

3.2 能够根据特定需求，完成软件单元的设计；

3.3 能够完成软件系统或软件过程的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3.4 在设计中能够考虑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

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调研和分析解决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方案；

4.2 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开展实验，科学地采集实验数据。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

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

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1 了解本专业常用的信息技术工具、软件工程工具和其它开发工具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

限性；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和计算；

5.3 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与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软件工程工具，模拟和预测专业问题，

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解决

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 了解软件工程专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

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6.2 能分析和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

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7.1 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7.2 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软件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软件生命周期中可

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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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8.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软件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软件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8.3 理解软件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软件工程实践

中自觉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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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9.3 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软件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

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

交流。

10.1 能就软件工程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理解

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10.2 了解软件工程专业领域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10.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软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

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软件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 掌握软件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1.2 了解软件工程及软件生命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软件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

题；

11.3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正确运用软件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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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12.2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三、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主干学科：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相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

四、专业核心知识领域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SWEBOK V3.0》，
本专业核心知识领域包括：计算机基础要素、数学与工程基础、需求分析与规范、软件建模与分析、软

件设计、软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工程管理、软件质量和软件工程实践。

五、专业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与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计算机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用户需求与系统建模、软件项目组织与管理。

六、主要实践环节

课程实践环节：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程序设计基础实践、算法设计实践、软件开发实践；

方向实践环节：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分布式计算机系统开发实践、商业数据库设计与管理实践、

Web框架应用开发实践、应用系统安全检测实践、网络攻防实践、Linux应用程序设计项目实践、汽车

电子软件设计实践、Python程序设计实践、电商数据挖掘实践；

综合实践环节：软件工程项目综合实践、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分布式系统架构开发实践、信息安

全项目综合实践、智能网联项目综合实践、商业智能项目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七、专业特色

(1)本专业采取校企共建的培养模式，充分吸收了行业、企业专家全程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使得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内容能及时跟上软件行业发展趋势和需求。

(2)在教学安排与教学方法上，主要实践课程全部采用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进行项目驱动式教学，使前

沿应用技术、工程教育、实践能力强化与教学过程有机融合，学、研、用相长。



沈阳工业大学 2021 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3)培养过程中充分运用企业环境、实际项目研发和双创活动等措施，使学生毕业时具备较强的工程

意识、创新意识、工程实践与职业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与行业、企业需求吻合度高，能够很快适应工

作岗位。

八、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修满 169学分（第一课堂），其中课程教学（含：实验课）131学分，集中实践教

学 38学分。选修说明：本专业设置专业选修方向 5个，要求学生选修 30学分，其中，方向 1：Web工
程与信息系统，方向 2：大数据科学与技术，方向 3：信息安全；方向 4：智能网联；5：人工智能；学

生入学后可按照本方案中的培养方向进行选修，从第五学期开始按方向授课；毕业生第二课堂应修满 10
学分。

九、各类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第一课堂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各类学分学时

课程类别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上机
（实践）
周数

第

一

课

堂

理

论

教

育

思政课 16 288 16 288

公共基础课 36.5 648 6 36.5 648 6

专题教育课 5 96 5 96

公共选修课 6 192 6 192

学科平台课 34.5 552 82 34.5 552 82

专业课 14 224 48 19 304 152 33 528 200

实

践

教

育

军训 2 2 (2)

实习、实训类 1 1 (1)

课程设计类 12 11 23 (23)

毕业设计（论文）类 12 12 (12)

总 计 133 1808 136 36 496 152 169 2304 288（38）

比例（占总学分）统计
实践比例：33.1%
选修比例：21.3%

第二课堂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各类学分学时

课程类别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上机

（实践）

周数

第

二

课

堂

素

质

教

育

思想道德平台 2 64 2 64

社会实践平台 3 96 3 96

创新创业平台 2 64 2 64

文化健康平台 3 96 3 96

社会工作与技能培训平台 0 0 0 0

综合奖励与其他 0 0 0 0

总 计 10 320 1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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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通
识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270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48 40 8 3

27016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3 48 40 8 3

270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48 40 8 3

2701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5 80 72 8 5

27019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 64 统一安排，每学期 8学时

00016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28 4 2

20001 大学体育 必修 4 128 128 1 1 1 1

09096 大学外语 必修 10 160 160 3 3 2 2

07077 高等数学 必修 10 160 160 5 5

07024 线性代数 必修 3 48 48 3

07084 大学物理 必修 4 64 62 2 4

0717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5 56 56 3.5

专
题
教
育
课

00005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16 20 1

00019 劳动教育 必修 1 32 8 24 1

00008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32 8 1 1

00010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16 22 0.5 0.5

公
共
选
修
课

人文科学类:A类 选修 1 32 32

选修 A类 1学分、必修 B类 1学分、C
类 1学分、D类 1学分、E类 2学分。

社会科学类:B类 选修 1 32 32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C类 选修 1 32 32
四史类:D类 选修 1 32 32
美育类:E类 选修 2 64 64

学分要求 63.5 1224 1162 6 106 17.25 17.75 9.75 11.25 0.25 0.75 0.25 0.25

专
业
教
育

学
科
平
台
课

12309 软件工程专业导论 必修 1 16 8 8 1

10341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必修 3.5 56 46 10 3.5
12005 离散数学 必修 3.5 56 56 3.5
12044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必修 3 48 36 12 3
12320 数字电子技术 必修 2 32 24 8 2
12038 数据结构与算法 必修 3.5 56 48 8 3.5

12040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必修 3 48 40 8 3

12031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必修 3.5 56 48 8 3.5

12020 计算机网络 必修 3.5 56 48 8 3.5

12196 计算机操作系统 必修 3 48 44 4 3 双语

12051 软件工程 必修 2.5 40 40 2.5 双语

12121 数值分析 必修 2.5 40 32 8 2.5
学分要求 34.5 552 470 24 58 4.5 6.5 8.5 12.5 2.5

专

业

课

12080 Java程序设计 必修 2.5 40 32 8 2.5
12307 人机交互的软件工程方法 必修 2 32 20 12 2

12056 用户需求与系统建模 必修 2.5 40 36 4 2.5
12120 *Web程序设计 必修 2 32 24 8 2
12308 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 必修 2 32 20 12 2

12306 人工智能基础 必修 1 16 16 1
12210 *软件项目组织与管理 必修 2 32 28 4 2

学分要求 14 224 176 48 4.5 7.5 2



沈阳工业大学 2021 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进程表（续）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讲

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专
业
教
育

专
业
课

12293

方

向
1

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与维护 选修 2 32 24 8 32 2

12344 NoSQL数据库应用技术与案

例分析
选修 2 32 16 16 24 2

01324 Java Web程序设计 选修 3 48 24 24 48 3

12349 Web主流框架开发技术 选修 3 48 24 24 48 3

12310 软件配置管理方法与工具 选修 2 32 24 8 32 2

12295 高级Web前端开发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314 数据仓库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3
选
2

12315 数据分析与商业智能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294 分布式系统架构与微服务开

发技术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104

方

向
2

Python程序设计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200 Linux操作系统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152 行业大数据案例分析 选修 2 32 24 8 40 2

12336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概论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213 分布式计算系统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153 NoSQL数据库 选修 2 32 24 8 24 2

12283 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 选修 2 32 20 12 40 2

12165 机器学习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3
选
2

12133 数据可视化技术 选修 2.5 40 26 14 40 2.5

12145 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106

方

向
3

操作系统安全管理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187 J2EE程序设计 选修 2 32 16 16 48 2

12318 数据库应用开发及安全管理 选修 2 32 20 12 40 2

12289 安全框架应用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48 2

12347 Web前端安全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40 2

12332 信息安全及检测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40 2

12136 安全编码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350 安全防控技术及案例分析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3

选
2

12138 网络安全管理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312 渗透测试技术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255

方

向
4

MySQL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选修 2 32 24 8 32 2

12256 Java高级应用编程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265 高质量 C++程序设计 选修 2 32 24 8 64 2

12264 Linux应用程序设计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272 智能汽车人机交互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273 智能网联嵌入式开发技术 选修 2 32 24 8 24 2

12339 智能网联云平台开发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338 智能网联无线通信技术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3
选
2

12263 智能网联汽车电子软件设计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290 车载设备软件系统架构设计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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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进程表（续）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
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讲

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专
业
教
育

专
业
课

12104

方

向
5

Python程序设计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321 网络爬虫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346 Python数据分析 选修 2 32 20 12 32 2

12299 开源大数据技术 选修 2 32 32 48 2

12319 数据挖掘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311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选修 2 32 16 16 24 2

12298 计算机视觉 选修 2 32 16 16 32 2

12133 数据可视化技术 选修 26.
5

40 26 14 40 2.5 3
选
2

12335 语音处理技术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12340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选修 2.5 40 20 20 40 2.5

学分要求 19 304 152 152 336 4 8 7

实
践
教
育

实

践

教

学

sk007 军训 必修 2 2
sk355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必修 1 1

sk576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C语言) 必修 3 3
sk589 算法设计实践 必修 3 3
sk584 软件开发实践 必修 3 3
sk583 *软件工程项目综合实践 必修 3 3

sk586
方

向
1

商业数据库设计与管理实

践
选修 2 2

sk575 Web框架应用开发实践 选修 3 3

sk581 分布式系统架构开发实践 选修 6 6

sk284 方

向
2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 选修 2 2

sk349 分布式计算系统开发实践 选修 3 3
sk578 大数据项目开发实践 选修 6 6
sk594 方

向
3

应用系统安全检测实践 选修 2 2
sk352 网络攻防实践 选修 3 3
sk593 信息安全项目综合实践 选修 6 6

sk464 方

向
4

Linux应用程序设计项目实

践
选修 2 2

sk465 汽车电子软件设计实践 选修 3 3
sk453 智能网联项目综合实践 选修 6 6
sk450 方

向
5

Python程序设计实践 选修 2 2
sk580 电商数据挖掘实践 选修 3 3
sk587 商业智能项目综合实践 选修 6 6

sx039 毕业设计 必修 12 12
学分要求 38 3 3 3 3 3 5 6 12

合 计 169 2304 1960 30 258 442 24.75 27.25 25.75 26.75 17.25 15.75 13.25 12.25

注：(1)“*”表示创新创业课程；“”表示学校主导、企业参与课程；

(2)方向 1——Web工程与信息系统方向

(3)方向 2——大数据科学与技术方向

(4)方向 3——信息安全方向

(5)方向 4——智能网联方向

(6)方向 5——人工智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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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实践环节安排表

序号 编号 实践内容 学分 周数
开设

学期
起止周 地点 形式

1 sk007 军训 2 2 1 1-2 校内 集中

2 sk355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1 1 统一安排 校内外 分散

3 10341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3 3 2 1-3 校内 集中

4 sk589 算法设计实践 3 3 3 18-20 校内 集中

5 sk584 软件开发实践 3 3 4 1-3 校内 集中

6 sk583 *软件工程项目综合实践 3 3 5 18-20 校内 集中

7 sk586 商业数据库设计与管理实践 2 2 6 16-17 校内外 集中

8 sk575 Web框架应用开发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9 sk284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 2 2 6 16-17 校内外 集中

10 sk349 分布式计算系统开发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11 sk594 应用系统安全检测实践 2 2 6 16-17 校内外 集中

12 sk352 网络攻防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13 sk464 Linux应用程序设计项目实践 2 2 6 16-17 校内外 集中

14 sk465 汽车电子软件设计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15 sk450 Python程序设计实践 2 2 6 16-17 校内外 集中

16 sk580 电商数据挖掘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17 sk581 分布式系统架构开发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18 sk579 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19 sk593 信息安全项目综合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20 sk453 智能网联项目综合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21 sk587 商业智能项目综合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22 sx039 毕业设计 12 24 7-8 13-20、1-16 校内外 分散

合 计 38学分

十二、课业负担统计表

学期分布

备注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学期教学周数 19 20 20 20 20 20 20 16

集中实践周数 2 3 3 3 3 5 6 16

课程教学周数 15 15 15 15 15 13 12 考试与机动占 2周

课程学期学分合计 21.75 24.25 22.75 23.75 14.25 10.75 7.25

课程学期平均周学时 24.3 26.9 25.3 26.4 15.2 13.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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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课程配置流程图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双语课程

公共基础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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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基础

大学体育

大学外语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大学物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形势与政策

学科平台课

软件工程专业导论

C语言程序设计

离散数学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数字电子技术

数据结构与算法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操作系统（双语）

软件工程（双语）

数值分析

专业课

Java程序设计

人机交互的软件工程方法

Web程序设计

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

软件项目组织与管理

用户需求与系统建模

人工智能基础

专业方向选修课

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与维护

NoSQL数据库应用技术与案

例分析

Java Web程序设计

Web主流框架开发技术

软件配置管理方法与工具

高级Web前端开发技术

数据仓库

数据分析与商业智能

分布式系统架构与微服务开

发技术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算法设计实践、软件开发实践、软件工程项目综合实践、商业数据库设计与管理实践、

Web框架应用开发实践、分布式系统架构开发实践

毕业论文的翻译与外文文献

专题教育与公共选修课

军事理论

劳动教育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人文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

美育类

四史类

大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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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

序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注

1.
工程
知识

2.
问题
分析

3.
设计
解决
方案

4.
研究

5.
使用
现代
工具

6.
工程
与社
会

7.
环境
与可
持续
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和团
队

10.沟
通

11.项
目管
理

12.终
身学
习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1
6.1 H2

7.1 H3
8.1

H4
8.1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1
6.1 H2

7.1 H3
8.2 H4

9.1 H5
12.1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1
6.1 H2

7.1 H3
8.1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H1

6.1 H2
7.1 H3

8.1

5 创新创业基础 H1
3.3 H2

5.3 H3
8.3 H4

9.3

6 大学体育 H1
9.2 M2

10.3 H3
12.1

7 大学外语 L1
8.1 M2

9.1 H3
10.3 H4

12.3

8 高等数学 H1
1.1 H2

2.1

9 线性代数 H1
1.1 L2

2.1

10 大学物理 H1
1.1 H2

2.1

1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1
1.2 M2

2.2

12 形势与政策 L1
7.1 L2

8.1 H3
10.2

13 军事理论 M1
8.1 H2

9.2

14 劳动教育 H1
7.1 M2

9.2

15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H1

8.1

M2
8.3

16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M1
8.1 H2

12.1

17 人文科学类 M1
8.1 H2

10.3

18 社会科学类 H1
6.1 M2

8.2 L3
10.3

19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 H1
6.1 M2

8.2 L3
10.3

20 美育类 M1
8.1 H2

12.1

21 四史类 H1
6.1 H2

7.1 H3
8.1

H4
8.1

22 软件工程专业导论 H1
2.1 H2

10.2 M3
12.1

23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H1
1.1 H2

5.1

24 离散数学 H1
1.2 H2

2.2

2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H1
1.3 H2

3.1 H3
4.2

26 数字电子技术 M1
1.2 H2

2.3

27 数据结构与算法 H1
1.3 H2

2.2 H3
3.1 H4

4.1

28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M1
2.2 M2

4.2 M3
5.1

29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M1
1.2 H2

2.1 H3
4.1

30 计算机网络 H1
1.3 M2

2.1 H3
6.2

31 计算机操作系统（双语） H1
1.4 M2

2.2 H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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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
终
身
学
习

32 软件工程（双语） H1
3.1 H2

6.1 H3
8.2 H4

9.1

33 用户需求与系统建模 H1
1.4 H2

2.3 H3
3.3

H4
3.4 H5

4.2

34 数值分析 H1
1.2 H2

2.1

35 Java程序设计
H1

3.3

H2
3.4 H3

4.3 H4
5.4

36 人机交互的软件工程方法 M1
5.3 H2

6.1 H3
7.1

37 Web程序设计
H1

3.2

H2
3.3 M3

5.3

38 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 H1
2.3 H2

3.2 H3
4.1 H4

6.2 M5
9.1

39 软件项目组织与管理 M1
6.2 H2

8.3 H3
11.1

H4
11.2

40 人工智能基础
H1

3.3

H2
3.4 M3

6.2

41 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与维护 H1
3.2 H2

5.2 M3
6.1 H4

10.2

Web

工

程

与

信

息

系

统

方

向

42 NoSQL数据库应用技术与案例分析 H1
3.1 H2

5.1 H3
10.1

43 Java Web程序设计 H1
3.1 H2

6.2 H3
10.2

44 Web主流框架开发技术 H1
3.1 M2

9.2

45 软件配置管理方法与工具 H1
3.1 H2

6.2

46 高级Web前端开发技术 H1
3.2 M2

9.2

47 数据仓库 H1
3.1 H2

5.2

48 数据分析与商业智能 H1
5.1 H2

6.2

49 分布式系统架构与微服务开发技术 H1
5.2 H2

10.2

50 商业数据库设计与管理实践 H1
3.2 M2

6.1 H3
9.2

51 Web框架应用开发实践 H1
3.2 M2

6.1 H3
9.2

52 分布式系统架构开发实践 H1
3.1 H2

5.2 H3
6.2 H4

9.3 H5
11.3

53 军训 M1
8.1 H2

9.1

54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H1
8.2 M2

12.1

55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 H1
3.2 H2

5.2

56 算法设计实践 M1
2.2 H2

4.3 M3
5.2 M4

10.1

57 软件开发实践 M1
2.2 H2

4.3 M3
5.2 M4

10.1

58 软件工程项目综合实践 H1
3.1 H2

5.2 H3
6.2 H4

9.3 H5
11.3

59 毕业设计 H1
2.4 M2

3.4 H3
5.3 M4

6.2 H5
7.2 H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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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附录：其它专业方向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

注：本表包括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和智能网联四个专业方向

序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程

知识

2.

问题

分析

3.

设计

解决

方案

4.

研究

5.

使用

现代

工具

6.

工程

与社

会

7.

环境

与可

持续

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和团

队

10.

沟通

11.

项目

管理

12.

终身

学习

1 数据库应用开发及安全管理 M1
3.2 M2

5.2

信

息

安

全

方

向

2 安全框架应用技术 H1
3.1 M2

6.1

3 Web前端安全技术 H1
3.2 M2

6.2

4 信息安全及检测技术 H1
5.2 H2

6.1

5 渗透测试技术 H1
3.1 H2

10.2

6 安全编码技术 H1
5.2 M2

6.2

7 安全防控技术及案例分析 H1
6.2 H2

10.1

8 网络安全管理 H1
3.1 H2

6.2

9 应用系统安全检测实践 H1
5.2 H2

9.2

10 网络攻防实践 H1
6.2 H2

10.1

11 信息安全项目综合实践 H1
3.1 H2

5.2 H3
6.2 H4

9.3 H5
11.3

12 操作系统安全管理 M1
5.1 H2

6.2

13 J2EE程序设计 H1
3.1 H2

5.2 M3
11.3

14 Python程序设计 H1
3.2 H2

5.2

人

工

智

能

方

向

15 网络爬虫技术 H1
5.2 H2

6.2

16 Python数据分析 H1
3.1 M2

6.1 M3
9.2

17 开源大数据技术
H1

3.1

H2
3.2 H3

5.1

18 计算机视觉 H1
3.1 H2

6.2

19 数据挖掘技术 H1
3.1 H2

5.1

20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H1
3.1 H2

5.1

21 数据可视化技术 H1
5.1 H2

6.2 M3
10.1

22 语音处理技术 H1
5.1 H2

6.2 M3
10.1

23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H1
5.2 H2

6.2 L3
11.3

24 Python程序设计实践 H1
3.2 H2

6.1 H3
9.2 H4

10.1

25 电商数据挖掘实践 H1
3.2 H2

9.3 H3
10.1

26 商业智能项目综合实践 H1
3.1 H2

5.2 H3
6.2 H4

9.3 H5
11.3

27 Python程序设计 H1
3.2 H2

5.2

大数

据科

学与

技术

方向

28 Linux操作系统
H1

5.1

H2
5.2

29 行业大数据案例分析 H1
3.1 M2

6.1 M3
9.2

30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概论 M1
3.2 H2

5.2

31 分布式计算系统 M1
3.2 H2

5.2 L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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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其它专业方向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续）

序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程

知识

2.

问题

分析

3.

设计

解决

方案

4.

研究

5.

使用

现代

工具

6.

工程

与社

会

7.

环境

与可

持续

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和团

队

10.

沟通

11.

项目

管理

12.

终身

学习

32 NoSQL数据库 H1
3.1 H2

5.1 H3
10.1

大数

据科

学与

技术

方向

33 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 M1
3.2 H2

5.2 H3
11.3

34 机器学习 H1
3.1 H2

6.1

35 数据可视化技术 H1
5.1 H2

6.2 M3
10.1

36 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 H1
5.2 H2

6.2 L3
11.3

37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 H1
3.2 H2

6.1 H3
9.2 H4

10.1

38 分布式计算系统开发实践 H1
3.2 H2

9.3 H3
10.1

39 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H1
3.1 H2

5.2 H3
6.2 H4

9.3 H5
11.3

40 MySQL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H1
3.1 H2

5.2 L3
6.1 H4

10.1

智

能

网

联

方

向

41 Java高级应用编程 M1
3.2 H2

5.2 H3
10.1

42 高质量 C++程序设计 H1
3.1 H2

5.2 H3
10.1

43 Linux应用程序设计 H1
3.1 H2

5.2

44 智能汽车人机交互技术 H1
3.2 H2

5.2

45 智能网联嵌入式开发技术 M1
3.2 H2

5.2

46 智能网联云平台开发技术 H1
3.1 H2

5.2

47 智能网联无线通信技术 H1
5.1 H2

6.2

48 智能网联汽车电子软件设计 H1
5.2 H2

6.2

49 车载设备软件系统架构设计 H1
5.1 H2

6.1

50 Linux应用程序设计项目实践 H1
3.2 H2

9.2 M3
10.2

51 汽车电子软件设计实践 H1
3.2 H2

6.1 M3
9.2 M4

10.2

52 智能网联项目综合实践 H1
3.1 H2

5.2 H3
6.2 H4

9.3 H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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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慕课课程学分认定

学生完成中国大学 MOOC(慕课) 、学堂在线等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中开设的以下课程并取得

合格证书，学院认定学生获得该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 中国大学MOOC(慕课) 学堂在线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南京大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南京大学）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网络（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清华大学）

十七、专业知识图谱

图 1 Web工程与信息系统方向专业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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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学 制：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简介：本专业是辽宁省首批获准设置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

科学理论为基础，着重掌握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及应用系统设计、开发技术与核心技能。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使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专业知识，

具有创新能力、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信息技术与管理部门从事

大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存储与管理、分析挖掘与展现，以及软件开发、应用与运维等工作，适应现代化

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本专业采用校企合作的联合人才培养模式，设有省级校外实习基地和完全企业化的大型校内工程实

践基地，为学生全面开展工程实践活动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和保证。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具有道德、文化素养和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掌握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数据处理与

分析领域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具备利用工程思维设计解决方案，分析、设计和实现复杂大数据系

统的能力，以及清晰表达、交流和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良好职业素养，能在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智能软

件系统构建相关领域从事大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存储与管理、分析挖掘与展现，以及系统应用与运维等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后应能够达到下列目标：

(1)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职业相

关的经济、管理和法律知识，身心健康；

(2)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和跨文化环境下开展工作。具备在团队中分工协

作、交流沟通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及发挥领导作用的潜力，能胜任技术负责、经营与管理等工作；

(3)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广博的专业视野，能够运用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及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原

则和创新方法、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解决大数据工程相关领域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4)在大数据工程及相关领域具有竞争力，能够承担相关领域中数据管理与应用，系统设计、开发与

运维，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成为所在单位的技术或业务骨干；

(5)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更新知识，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发展和行业竞

争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结合工程教育对学生毕业能力的要求，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大数据领域工程问题的表述；

1.2能够对大数据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1.3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用于推演、分析复

杂大数据工程问题；

1.4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用于复杂大数据工

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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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大数据复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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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2.2能基于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正确表达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

2.3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2.4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大数

据系统、模块或算法，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安全、法律以及环境等因素。

3.1 掌握大数据工程项目开发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

的各种因素；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项目单元的设计；

3.3能够进行大数据应用系统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3.4大数据应用系统设计中能够考虑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

与解释数据，并通过分析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能够基于数据科学和大数据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调研和分析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4.2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开展实验，科学采集数据和整理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

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信息技术工具、软件开发工具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工具和软件开发工具，对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进行

分析、计算与设计；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信息技术工具和软件开发工具，模拟和预测

大数据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大数据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了解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

社会文化对大数据工程活动的影响；

6.2能分析和评价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

这些制约因素对大数据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7.2能够理解并评价大数据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大数据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

和规范，履行责任。

8.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正确的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大数据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8.3能够理解大数据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福祉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

自觉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能与其他学科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9.2能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9.3能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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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

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和回应指令，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

和交流。

10.1能就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

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10.2了解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领域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和多样性；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大数据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掌握大数据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1.2了解大数据工程及大数据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

策问题；

11.3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在设计开发大数据工程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运用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三、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

相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专业核心知识领域

核心知识领域包括：数学与统计学、计算机基础要素、软件设计与开发、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存

储、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可视化、大数据工程实践等。

五、专业核心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操作系统、数

据库原理及应用、分布式计算框架、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数据可视化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六、主要实践环节

(1)课程实践环节：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程序设计基础实践(Python)、算法设计实践、分布式

数据处理实践、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机器学习实践。

(2)综合实践环节：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七、专业特色

(1)本专业采取校企共建的培养模式，充分吸收了行业、企业专家全程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使得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内容能及时跟上大数据行业发展趋势和需求。

(2)在教学安排与教学方法上，主要实践课程全部采用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进行项目驱动式教学，使前

沿应用技术、工程教育、实践能力强化与教学过程有机融合，学、研、用相长。

(3)培养过程中充分运用企业环境、实际项目研发和双创活动等措施，使学生毕业时具备较强的工程

意识、创新意识、工程实践与职业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与行业、企业需求吻合度高，能够很快适应工

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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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修满 169学分（第一课堂），其中课程教学（含：实验课）133学分，集中实践教

学 36学分。选修说明：本专业设置专业选修课程 17门，要求学生选修 17学分。毕业生第二课堂应修

满 10学分。

说明：学院对选修课提供建议，学生入学后可按建议也可自愿进行组合选修。

九、各类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第一课堂各类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各类学分学时

课程类别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上机
（实践）
周数

第

一

课

堂

理

论

教

育

思政课 16 288 16 288

公共基础课 36.5 648 6 36.5 648 6

专题教育课 5 96 5 96

公共选修课 6 192 6 192

学科平台课 26.5 424 62 26.5 424 62

专业课 26 416 106 17 272 122 43 688 228

实

践

教

育

军训 2 2 (2)

实习、实训类 1 1 (1)

课程设计类 21 21 (21)

毕业设计（论文）类 12 12 (12)

总计 146 1856 174 23 464 122 169 2320 296（36）

比例（占总学分）统计
实践比例：32.2%
选修比例：13.6%

第二课堂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各类学分学时

课程类别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上机
（实践）
周数

第

二

课

堂

素

质

教

育

思想道德平台 2 64

社会实践平台 3 96

创新创业平台 2 64

文化健康平台 3 96

社会工作与技能培训平台 0 0

综合奖励与其他 0 0

总计 10 320 1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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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程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
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讲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通
识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270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48 40 8 3

27016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3 48 40 8 3

270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48 40 8 3

2701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5 80 72 8 5

27019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 64 统一安排，每学期 8学时

00016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28 4 2

20001 大学体育 必修 4 128 128 1 1 1 1

09096 大学外语 必修 10 160 160 3 3 2 2

07077 高等数学 必修 10 160 160 5 5

07024 线性代数 必修 3 48 48 3

07084 大学物理 必修 4 64 62 2 4

0717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5 56 56 3.5

专
题
教
育
课

00005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16 20 1

00019 劳动教育 必修 1 32 8 24 1

00008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32 8 1 1

00010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16 22 0.5 0.5

公
共
选
修
课

人文科学类：A类 选修 1 32 32

选修 A类 1学分、必修 B类 1学分、C类

1学分、D类 1学分、E类 2学分。

社会科学类：B类 选修 1 32 32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C类 选修 1 32 32

四史类：D类 选修 1 32 32

美育类：E类 选修 2 64 64

学分要求 63.5 1208 1146 6 106 17.25 17.75 9.75 11.25 0.25 0.75 0.25 0.25

专
业
教
育

学
科
平
台
课

12123 数据科学导论 必修 1 16 16 1

12291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必修 2.5 40 30 10 2.5

12005 离散数学 必修 3.5 56 56 3.5

1215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必修 3 48 36 12 3

12038 数据结构与算法 必修 3.5 56 48 8 3.5

12031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必修 3.5 56 48 8 3.5

12196 计算机操作系统 必修 3 48 40 8 3 双语

12040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必修 3 48 40 8 3

12020 计算机网络 必修 3.5 56 48 8 3.5

学分要求 26.5 424 362 16 46 3.5 6.5 13 3.5

专
业
课

12337 云计算原理及应用 必修 2 32 24 8 2

10343 分布式计算框架 必修 3 48 32 16 3

12095 软件工程 必修 2.5 40 40 2.5 双语

12313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必修 2 32 24 8 8 2

12161 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 必修 3 48 36 12 3

12153 NoSQL数据库 必修 2 32 24 8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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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教学进程表（续）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专
业
教
育

专
业
课

12334 应用统计分析与 R语言 必修 2 32 20 12 8 2

12026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必修 3 48 40 8 8 3

12283 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 必修 2 32 20 12 8 2

12230 *数据可视化技术 必修 2.5 40 26 14 8 2.5

12231 行业大数据案例分析 必修 2 32 24 8 8 2

学分要求 26 416 310 0 106 56 9.5 12 2.5 2

专
业
课

12188 网络爬虫技术与应用 选修 2 32 16 16 16 2

5
选

3

12166 高并发分布式数据库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67 分布式服务器架构与应用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68 虚拟化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86 大数据安全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79 Web前端设计与开发 选修 3 48 30 18 16 3 3
选

1
12185 开源软件开发技术 选修 3 48 30 18 16 3

12333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选修 3 48 30 18 16 3

12180 智能搜索引擎服务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16 2

6
选

3

12181 基于 Java的微服务架构与应用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82 MQ 消息服务技术与应用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83 文本挖掘技术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184 社会计算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300 流数据分析 选修 2 32 16 16 16 2

12325 物联网工程概论 选修 2 32 24 8 16 2 3
选

1
12304 区块链原理与技术 选修 2 32 24 8 16 2

12362 信息安全导论 选修 2 32 24 8 16 2

学分要求 选修 17 272 150 8 114 128 9 8

实践

教育

实践

教学

sk007 军训 必修 2 2

sk355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必修 1 1

sk577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Python) 必修 3 3

sk589 算法设计实践 必修 3 3

sk449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 必修 3 3

sk299 分布式数据处理实践 必修 2 2

sk300 机器学习实践 必修 2 2

sk588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 必修 2 2

sk579 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必修 6 6

sx039 毕业设计 必修 12 12

学分要求 必修 36 3 3 3 3 2 4 6 12

合 计 169 2320 1968 30 266 290 23.75 27.25 25.75 27.25 14.25 16.25 16.25 12.25

注：“*”表示创新创业课程；“”表示学校主导、企业参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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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实践环节安排表

序号 编号 实践内容 学分 周数
开设

学期
起止周 地点 形式

1 sk007 军训 2 2 1 1-2 校内 集中

2 sk355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1 1 统一安排 校内外 分散

3 sk577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Python） 3 3 2 1-3 校内 集中

4 sk589 算法设计实践 3 3 3 18-20 校内 集中

5 sk449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 3 3 4 1-3 校内 集中

6 sk299 分布式数据处理实践 2 2 5 1-2 校内 集中

7 sk300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 2 2 6 17-18 校内外 集中

8 sk588 机器学习实践 2 2 6 19-20 校内外 集中

9 sk579 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10 sx039 毕业设计 12 24 7-8 13-20、1-16 校内外 分散

合计 36学分

十二、课业负担统计表

学期分布

备注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学期教学周数 19 20 20 20 20 20 20 16

集中实践周数 2 3 3 3 2 4 6 16

课程教学周数 15 15 15 15 16 14 12 考试与机动占 2周

课程学期学分合计 20.75 24.25 22.75 24.25 12.25 12.25 10.25

课程学期平均周学时 23.2 26.9 25.3 26.9 12.25 14.0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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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课程配置流程图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大学外语

学科平台课

数据科学导论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离散数学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数据结构与算法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计算机操作系统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计算机网络

专业选修课

网络爬虫技术与应用

高并发分布式数据库技术

分布式服务器架构与应用

虚拟化技术

大数据安全技术

Web前端设计与开发

开源软件开发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智能搜索引擎服务技术

基于 Java的微服务架构与

应用

MQ消息服务技术与应用

文本挖掘技术

社会计算

流数据分析

物联网工程概论

区块链原理与技术

信息安全导论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修养、程序设计基础实践(Python)、算法设计实践、分布式数据处理实践、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数

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机器学习实践、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毕业论文的翻译与外文文献双语课程

公共基础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势与政策

创新创业基础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大学物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大学体育

专题教育与公共选修课

军事理论

劳动教育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人文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

美育类

四史类

专业课

云计算原理及应用

分布式计算框架

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

软件工程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NoSQL数据库

应用统计分析与 R语言

数据可视化技术

人 工 智 能 与 机 器 学 习

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

行业大数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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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
终
身
学
习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1
6.1 H2

7.1 H3
8.1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1
6.1 H2

7.1 H3
8.2 H4

9.1 H5
12.1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1
6.1 H2

7.1 H3
8.1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H1
6.1 H2

7.1 H3
8.1

5 创新创业基础 H1
3.3 H2

5.3 H3
8.3 H4

9.3

6 大学体育 H1
9.1 M2

10.3 H3
12.1

7 大学外语 L1
8.1 M2

9.1 H3
10.3 H4

12.2

8 高等数学 H1
1.1 H2

2.1

9 线性代数 H1
1.1 L2

2.1

10 大学物理 H1
1.1 H2

2.1

1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1
1.2 M2

2.2

12 形势与政策 M1
7.1 L2

8.1 H3
10.2

13 军事理论 M1
8.1 H2

9.1

14 劳动教育 M1
3.4 M2

7.1 L2
9.3

15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H1

8.1

M2
8.3 L3

9.2

16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M1
8.2 H2

12.1

17 人文科学类 M1
8.1 H2

10.3

18 社会科学类 H1
6.1 M2

8.1 L3
10.3

19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 H1
6.1 M2

8.1 L3
10.3

20 四史类 H1
6.1 H2

7.1 H3
8.1

21 美育类 M1
8.1 H2

12.1

22 数据科学导论 H1
10.2 M2

12.1

23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H1
1.1 H2

5.1

24 离散数学 H1
1.2 H2

2.2

2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H1
1.3 H2

3.1 M3
4.2

26 数据结构与算法 H1
1.3 H2

2.2 H3
3.1 H4

4.1

27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M1
1.2 H2

2.2 M3
4.1

28 计算机操作系统 H1
1.4 M2

2.2 H3
4.2

29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H1
2.2 M2

4.2 H3
5.1

30 计算机网络 H1
1.3 M2

2.1 H3
6.2

31 云计算原理及应用 M1
3.3 M2

7.2

32 分布式计算框架 H1
3.3 H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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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
终
身
学
习

33 软件工程 H1
3.1 H2

6.1 H3
8.2 H4

9.1

34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H1
3.2 H2

5.1 L3
6.2

35 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 H1
4.2 M2

5.2

36 NoSQL数据库 H1
2.3 M2

3.1 M3
5.3

37 应用统计分析与 R语言 H1
1.2 M2

3.2

38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H1

3.3

H2
3.4 M3

6.2

39 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 M1
3.2 M2

7.2

40 数据可视化技术 M1
2.3 H2

5.2

41 行业大数据案例分析 H1
3.1 M2

4.1 L3
6.2 M4

7.2

42 网络爬虫技术与应用 M1
3.3 M2

4.3 M3
5.2 L4

10.2

43 高并发分布式数据库技术 M1
3.3 M2

4.3 M3
5.2 L4

10.2

44 分布式服务器架构与应用 M1
3.3 M2

4.3 M3
5.2 L4

10.2

45 虚拟化技术 M1
3.3 M2

4.3 M3
5.2 L4

10.2

46 Web前端设计与开发
M1

3.3

M2
3.4 M3

5.2

47 开源软件开发技术
M1

3.3

M2
3.4 M3

5.2

48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M1

3.3

M2
3.4 M3

5.2

49 智能搜索引擎服务技术
M1

5.1

M2
5.2 L3

10.2

50 基于 Java的微服务架构与应用
M1

5.1

M2
5.2 L3

10.2

51 MQ消息服务技术与应用
M1

5.1

M2
5.2 L3

10.2

52 文本挖掘技术
M1

5.1

M2
5.2 L3

10.2

53 社会计算
M1

5.1

M2
5.2 L3

10.2

54 流数据分析
M1

5.1

M2
5.2 L3

10.2

55 物联网工程概论 M1
6.1 L2

7.1

H3
7.2

56 区块链原理与技术 M1
6.1 L2

7.1

H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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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
终
身
学
习

57 信息安全导论 M1
6.1 L2

7.1

H3
7.2

58 大数据安全技术 M1
3.3 M2

4.3 M3
5.2 L3

10.2

59 军训 M1
8.1 H2

9.1

60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H1
8.2 M2

12.1

61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Python) H1
3.3 H2

5.3 M3
10.1

62 算法设计实践 M1
2.2 H2

4.3 M3
5.2 M4

10.1

63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践 H1
2.3 H2

3.3 M3
5.3 M4

9.1

H5
9.2 H6

10.1

64 分布式数据处理实践 M1
2.2 H2

3.3 H3
4.3 H4

9.2 H5
10.1

65 机器学习实践 M1
2.3 H2

3.2 H3
4.3 H4

5.2 M5
10.1

66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 M1
2.3 H2

3.2 H3
4.3 H4

5.2 M5
10.1

67 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H1
3.1 H2

5.2 M3
6.2 H4

9.3 M5
11.3

68 毕业设计(论文) H1
2.4 H2

3.4 H43
5.3 M4

6.2 M5
7.2 H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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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慕课课程学分认定

学生完成中国大学MOOC(慕课) 、学堂在线等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中开设的以下课程并取

得合格证书，学院认定学生获得该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 中国大学MOOC(慕课) 学堂在线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和 Python 编程导论（麻省理工学院）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北京交通大学）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语言（浙江大学） Java程序设计（清华大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南京大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南京大学）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网络（华南理工大学）

十六、专业知识图谱

图 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图谱

软件工程

计算机网络

网络爬虫技术与应用……（*）

大数据应用

开发工程师

数理基础 程序设计

计算机系统认知

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

数据处理、分析与展示

大数据系统高级开

项目实战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离散数学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云计算原理及应用

分布式计算框架

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计算机操作系统

数据结构与算法

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

NoSQL数据库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应用统计分析与 R 语言

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数据可视化技术

高并发分布式数据库（*）

分布式服务器架构与应用

智能搜索引擎服务技术（*）

行业大数据案例分

析

大数据项目综合实践

分布式数据处理实践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

机器学习实践

http://www.xuetangx.com/courses/course-v1:TsinghuaX+00740123X+2018_T1/about


沈阳工业大学 2021 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物联网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学 制：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简介：本专业以计算机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为基础，以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

为支撑，从物联网感知层、传输层及应用层出发，培养学生计算机系统、物联网软硬件系统设计、开发

等核心技能。本专业依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践行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改进教育理念，

培养面向行业需求，符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的物联网工程领域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通过理论学习

和实践训练，使学生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学科理论基础、物联网工程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较强的创新意

识、工程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能够从事物联网系统软硬件设计开发、运维、管理等工作。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具有道德文化素养和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掌握必备的数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相应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学习能

力、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能够从事计算机、物联网及相关领域中研究、设计、开发、制造、应用、维

护、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后应达到如下具体目标：

（1）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职

业相关的经济、管理和法律知识，身心健康；

（2）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和跨文化环境下开展工作。具备在团队中分

工协作、交流沟通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及发挥领导作用的潜力，能胜任技术负责人、产品经营与项目

管理等工作；

（3）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广博的专业视野，能够运用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及专业知识和工程技

术原则和创新方法解决物联网工程相关领域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4）在物联网工程及相关领域具有竞争力，能够承担相关领域中高新技术研究、产品开发设计、

设备生产与维护应用、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成为所在单位的技术或业务骨干；

（5）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更新知识，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发展和行

业竞争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结合工程教育对学生毕业能力的要求，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物联网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物联网领域工程问题的表述；

1-2 能够对具体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

1-4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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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

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寻找可替代方案；

2-4 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物联



沈阳工业大学 2021 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网系统，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1 掌握物联网产品开发全周期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

因素；

3-2 能够根据特定需求，完成各软硬件单元的设计；

3-3 能够完成物联网系统的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3-4 在设计中能够考虑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物联网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

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调研和分析解决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的方案；

4-2 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开展实验，科学地采集实验数据。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

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1 了解本专业常用的信息技术工具、物联网工具和其它开发工具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对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和计算；

5-3 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与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物联网工程工具，模拟和预测专业问题，

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 了解物联网工程专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

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6-2 能分析和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

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7-1 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7-2 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物联网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生产与使用

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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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 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8-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物联网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物联网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8-3 理解物联网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物联网工程

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9-2 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9-3 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

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

和交流。

10-1 能就物联网工程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

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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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了解物联网工程专业领域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

10-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物联网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物联网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 掌握物联网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1-2 了解物联网工程及软件生命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物联网工程管理与经济

决策问题；

11-3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正确运用物联网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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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12-2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三、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相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技术与科学

四、专业核心知识领域

核心知识领域包括电路与电子技术、标识与感知、物联网通信、物联网控制、物联网数据处理、物

联网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设计等。

五、专业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计算机网络、计算机操作系统、数字电子技术、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软件工程、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物联网通信技术。

六、主要实践环节

课程实践环节：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程序设计基础实践、软件开发实践、网络技术实践、智

能硬件设计与实践、物联网终端项目实践、物联网应用项目实践。

综合实践环节：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硬件综合项目实践、物联网系统应用综合项目实践、毕业设计。

七、专业特色

(1)本专业采取校企共建的培养模式，充分吸收了行业、企业专家全程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使得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内容能及时跟上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和需求。

(2)在教学安排与教学方法上，主要实践课程全部采用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进行项目驱动式教学，使前

沿应用技术、工程教育、实践能力强化与教学过程有机融合，学、研、用相长。

(3)培养过程中充分运用企业环境、实际项目研发和双创活动等措施，使学生毕业时具备较强的工程

意识、创新意识、工程实践与职业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能够很快适应工作岗位。

八、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修满 169学分（第一课堂），其中课程教学（含：实验课）136学分，集中实践教

学 33学分。选修说明：本专业设置物联网硬件设计与开发（模块 A）和物联网软件设计与开发（模块 B）
2个选修模块，要求学生选修 18学分，第六学期开始按模块选课；毕业生第二课堂应修满 1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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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类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第一课堂各类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各类学分学时

课程类别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上机
（实践）
周数

第

一

课

堂

理

论

教

育

思政课 16 288 16 288

公共基础课 36.5 648 6 36.5 648 6

专题教育课 5 96 5 96

公共选修课 6 192 6 192

学科平台课 35 560 78 35 560 78

专业课 22.5 360 68 15 240 120 37.5 600 188

实

践

教

育

军训 2 2 (2)

实习、实训类 1 1 (1)

课程设计类 9 9 18 (18)

毕业设计（论文）类 12 12 (12)

总计 139 1952 152 30 432 120 169 2384 272（33）

比例（占总学分）统计
实践比例：29.6%
选修比例：17.8%

第二课堂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各类学分学时

课程类别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
上机

学分 学时
实验上机
（实践）
周数

二

课

堂

素

质

教

育

思想道德平台 2 64 2 64

社会实践平台 3 96 3 96

创新创业平台 2 64 2 64

文化健康平台 3 96 3 96
社会工作与技能培
训平台

0 0

综合奖励与其他 0 0

总计 10 320 1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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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物联网工程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
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讲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通
识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270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48 40 8 3

27016 思想道德与法制 必修 3 48 40 8 3

270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48 40 8 3

2701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5 80 72 8 5

27019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 64 统一安排，每学期 8学时

00016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28 4 2

20001 大学体育 必修 4 128 128 1 1 1 1

09096 大学外语 必修 10 160 160 3 3 2 2

07077 高等数学 必修 10 160 160 5 5

07024 线性代数 必修 3 48 48 3

07084 大学物理 必修 4 64 62 2 4

0717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5 56 56 3.5

专
题
教
育
课

00005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16 20 1

00019 劳动教育 必修 1 32 8 24 1

00008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32 8 1 1

00010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16 22 0.5 0.5

公
共
选
修
课

人文科学类：A类 选修 1 32 32

选修 A类 1 学分、必修 B类 1 学分、C类 1

学分、D类 1学分、E类 2学分。

社会科学类：B类 选修 1 32 32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C 类 选修 1 32 32

四史类：D类 选修 1 32 32

美育类：E类 选修 2 64 64

学分要求 63.5 1224 1162 6 106 17.25 17.75 9.75 11.25 0.25 0.75 0.25 0.25

专
业
教
育

学
科
平
台
课

12324 物联网概论 必修 1 16 16 1

10341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必修 3.5 56 46 10 3.5

12005 离散数学 必修 3.5 56 56 3.5

1230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36 12 3

12320 数字电子技术 必修 2 32 24 8 2

12038 数据结构与算法 必修 3.5 56 48 8 3.5

12040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必修 3 48 40 8 3

12031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必修 3.5 56 48 8 3.5

12302 模拟电子技术 必修 3 48 40 8 3

12196 计算机操作系统（双语）必修 3 48 40 8 3 双语

12020 计算机网络 必修 3.5 56 48 8 3.5

12051 软件工程（双语） 必修 2.5 40 40 2.5 双语

学分要求 35 560 482 24 54 4.5 6.5 12 12

专
业
课

12292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必修 3 48 36 12 3

12271 RFID原理及应用 必修 2 32 24 8 2

12328 物联网通信技术 必修 2 32 24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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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专业教学进程表（续）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要求

总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学时分配
实践/
课外

学时

学期学分分配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一

19
周

二

20
周

三

20
周

四

20
周

五

20
周

六

20
周

七

20
周

八

16
周

专
业
教
育

专
业
课

12306 人工智能基础 必修 2 32 28 4 2

12326 物联网工程设计 必修 3 48 40 8 3

12220 嵌入式系统 必修 3 48 36 12 3

12327 物联网控制技术 必修 3 48 40 8 3

12286 Web应用开发基础 必修 2.5 40 32 8 2.5

12329 物联网系统安全 必修 2 32 32 0 2

学分要求 22.5 360 292 56 12 15 7.5

12297 机器学习原理及应用 选修 3 48 24 24 24 3
选
修
6
分

12316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选修 3 48 24 24 24 3

12330 物联网中间件技术 选修 3 48 24 24 24 3

12303 区块链原理及应用 选修 3 48 24 24 24 3

12277
模

块

A

Linux高级编程技术 限选 3 48 24 24 24 3

12323 物联网操作系统 限选 3 48 24 24 24 3

12282 QT编程技术 限选 3 48 24 24 24 3

12285
模

块

B

Web前端开发技术 限选 3 48 24 24 24 3

12279 MySQL 数据库应用与

开发
限选 3 48 24 24 24 3

12322 微服务架构开发技术 限选 3 48 24 24 24 3

学分要求 15 240 120 120 120 6 9

实
践
教
育

实
践
教
学

sk007 军训 必修 2 2

sk355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必修 1 1

sk576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C语言） 必修 3 3

sk584 软件开发实践 必修 2 2

sk197 网络技术实践 必修 2 2

sk595 智能硬件设计与实践 必修 2 2

sk592 模
块
A

物联网终端项目实践 限选 3 3

sk582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硬件

综合项目实践
限选 6 6

sk591 模
块
B

物联网应用项目实践 限选 3 3

sk590 物联网系统应用综合项

目实践
限选 6 6

sx039 毕业设计 必修 12 12

学分要求 33 3 3 2 2 2 3 6 12

合 计 169 2384 2056 206 66 226 24.75 27.25 23.75 25.25 17.25 17.25 15.25 12.25

注：*”表示创新创业课程；“”表示学校主导、企业参与课程；模块 A：硬件设计与开发方向，模块 B：软件设计与开发

方向，模块 A、模块 B任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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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实践环节安排表

序

号
编号 实践内容 学分 周数

开设

学期
起止周 地点 形式

1 sk007 军训 2 2 1 1-2 校内 集中

2 sk355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1 1 统一安排 校内/外 分散

3 sk576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C语言） 3 3 2 1-3 校内 集中

4 sk584 软件开发实践 2 2 3 1-2 校内 集中

5 sk197 网络技术实践 2 2 4 19-20 校内 集中

6 sk595 智能硬件设计与实践 2 2 5 19-20 校内 集中

8 sk592 物联网终端项目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9 sk591 物联网应用项目实践 3 3 6 18-20 校内外 集中

10 sk582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硬件综合项目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11 sk590 物联网系统应用综合项目实践 6 6 7 15-20 校内外 集中

12 sx039 毕业设计(论文) 12 24 7-8 13-20、1-16 校内外 集中

合计 33学分

十二、课业负担统计表

学期分布

备注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学期教学周数 19 20 20 20 20 20 20 16

集中实践周数 2 3 2 2 2 3 6 16

课程教学周数 15 15 16 16 16 15 12 考试与机动占2周

课程学期学分合计 21.75 24.25 21.75 23.25 15.25 14.25 9.25

课程学期平均周学时 24.3 26.9 22.75 24.25 15.25 15.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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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课程配置流程图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大学外语

学科平台课

物联网概论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离散数学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模拟电子技术

数据结构与算法

数字电子技术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计算机操作系统（双语）

计算机网络

软件工程（双语）

专业选修课

Linux高级编程技术

物联网操作系统

QT编程技术

Web前端开发技术

MySQL数据库应用与开发

微服务架构开发技术

机器学习原理及应用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物联网中间件技术

区块链原理及应用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程序设计基础实践（C语言）、软件开发实践、网络技术实践、智能硬件设计与实践、物联网终端项目实

践、物联网应用项目实践、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硬件综合项目实践、物联网系统应用综合项目实践

毕业论文的翻译与外文文献双语课程

公共基础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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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基础

大学体育

大学外语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大学物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形势与政策

专业课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RFID原理及应用

物联网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基础

物联网工程设计

嵌入式系统

物联网控制技术

Web应用开发基础

物联网系统安全

专题教育与公共选修课

军事理论

劳动教育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人文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

四史类

美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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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
终
身
学
习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1
6.1 H2

7.1 H3
8.1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1
6.1 H2

7.1 H3
8.2 H4

9.1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1
6.1 H2

7.1 H3
8.1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H1

6.1 H2
7.1 H3

8.1

5 形势与政策 L1
7.1 L2

8.1 H3
10.2

6 创新创业基础 H1
3.3 H2

5.3 H3
8.3 H4

9.3

7 大学体育 H1
9.2 M2

10.3 H3
12.1

8 大学外语 L1
8.1 M2

9.1 H3
10.3 H4

12.2

9 高等数学 H1
1.1

H2
2.1

10 线性代数 H1
1.1

L2
2.1

11 大学物理 H1
1.1

H2
2.1

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1
1.2

M2
2.2

13 军事理论 M1
8.1 H2

9.2

14 劳动教育 H1
7.1 M2

9.2

15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H1

8.1

M2
8.3

16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M1
8.1 H2

12.1

17 人文科学类课程 M1
8.1 H2

10.3

18 社会科学类课程 H1
6.1 M2

8.2 L3
10.3

19 自然科学与工程类课程 H1
6.1 M2

8.2 L3
10.3

20 美育类 M1
8.1 H2

12.1

21 物联网概论 H1
10.2 M2

12.2

22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H1
1.1

H2
5.1

23 离散数学 H1
1.2

H2
2.2

24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H1
1.3

H2
3.1 M3

4.2

25 模拟电子技术 H1
1.1

L2
.5.1 L3

6.2

26 数据结构与算法 H1
1.3 H2

2.2
H3

3.1 H4
4.1

27 数字电子技术 M1
1.2

H2
2.3

28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M1
1.2 H2

2.2
M3

4.1

29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H1
2.2 M2

4.2 H3
5.1

30 计算机操作系统 H1
1.4 M2

2.2 H3
4.2

31 计算机网络 H1
1.3 M2

2.1 H3
6.2

32 软件工程 H1
3.1 H2

6.1 H3
8.2 H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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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备

注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
终
身
学
习

33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H1
1.1 M2

2.2 L3
6.2

34 RFID原理及应用 H1
1.1 M2

2.2 L3
6.2

35 物联网通信技术 H1
1.1 M2

3.1 M3
5.2

36 物联网系统安全 H2
5.2 H2

6.1

37 物联网工程设计 M1
2.2 H2

3.3 H3
6.2 H4

7.1 M5
8.2 H6

11.1

38 嵌入式系统 H1
3.2 M2

5.2 M3
7.1

39 物联网控制技术 H1
1.2 M2

3.1 M2
5.1

40 Web应用开发基础
M1

3.3

M2
3.4 M3

5.2

41 人工智能基础
H1

3.3

H2
3.4 M3

6.2

42 机器学习原理及应用 M1
3.3 M2

4.3 M3
5.2 M4

10.2

43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M1
3.3 M2

4.3 M3
5.2 M4

10.2

44 物联网中间件技术 M1
3.3 M2

4.3 M3
5.2 M4

10.2

45 区块链原理及应用 M1
3.3 M2

4.3 M3
5.2 M4

10.2

46 Linux高级编程技术 H1
2.3 M2

3.1 M3
5.3

47 QT编程技术 H1
3.2 M3

8.1

48 物联网操作系统 H1
5.1 H2

7.2

49 Web前端开发技术 H1
2.3 M2

3.1 M3
5.3

50 MySQL数据库应用与开发 H1
3.3 M3

8.1

51 微服务架构开发技术 H1
5.1 H2

7.2

52 军训 M1
8.1 H2

9.1

53 行业认知教育与职业素养 H1
8.2 M2

12.1

54 程序设计基础实践 H1
3.3 H2

5.3 M3
10.1

55 软件开发实践 M1
2.2 H2

4.3 M3
5.2 M4

10.1

56 网络技术实践 M1
2.2 H2

3.3 H3
4.3 H4

9.2 H5
10.1

57 智能硬件设计与实践 H1
2.3 H2

3.2 M3
5.3 H5

9.2 H6
10.1

58 物联网终端项目实践 M1
2.3 H2

3.2 H3
4.3 H4

5.2 M5
10.1 H6

11.2

59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硬件综合

项目实践
H1

2.4 H2
3.1

H3
3.4 H4

4.3 H5
5.3 H6

9.3 H7
10.3 H8

11.3

60 物联网应用项目实践 M1
2.3 H2

3.2 H3
4.3 H4

5.2 M5
10.1 H6

11.2

61
物联网系统应用综合项目实

践
H1

2.4 H2
3.1

H3
3.4 H4

4.3 H5
5.3 H6

9.3 H7
10.3 H8

11.3

62 毕业设计(论文) H1
2.4 M2

3.4 H3
5.3 M4

6.2 H5
7.2 H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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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慕课课程学分认定

学生完成中国大学MOOC(慕课) 、学堂在线等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中开设的以下课程并取

得合格证书，学院认定学生获得该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 中国大学MOOC(慕课) 学堂在线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北京交通大学）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语言（浙江大学） Java程序设计（清华大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南京大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南京大学）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网络（华南理工大学）

十六、专业知识图谱

图 1 物联网工程专业图谱

智能硬件设计与实

践物联网终端项目实

践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物联网应用

开发工程师

数理基 程序设计基

计算机系统认知 物联网专业基础

物联网专业拓展

物联网专业知识

物联网软件系统开

专业实践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离散数学
嵌入式系统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人工智能概论

Web应用开发基础

物联网信息安全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计算机操作系统

C语言程序设计

电路与模拟电子

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物联网通信技术

RFID 原理及应用

物联网工程设计

MySQL数据库应用与开发

Web前端开发技术

物联网系统应用综
项目实践

数据结构与算法（Java）

物联网概论

微服务架构开发技

术

机器学习原理及应用软件工程

大学物理

计算机网络

软件工程 物联网控制技术

软件开发实践

网络技术实践

http://www.xuetangx.com/courses/course-v1:TsinghuaX+00740123X+2018_T1/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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