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工程 专业 080902 专业代码 计算机 类别 工学 学科门类

专业负责人：姚登举 教学副院长：张淑丽 教务处长：王义文 教学副校长：陈庆国

培 养 方 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在软件工程应用领域从事软件开发、软件项目管理和软件服务等工作的应用

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①具有良好的人文底蕴、思想品德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良好的科学精神、身心素质和劳动意识，遵守工程师

职业道德和规范。

②具有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和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具备软件系统的分析、设计、验证、实现、测试和服务

的能力，在软件工程实践中具备创新创业能力。

③具有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具备软件项目

管理能力。

④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⑤具有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具有软件领域前沿技术的洞察力，能够适应软件技术进步和个人可持续发

展。

二、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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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软件工程问题。

1.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软件工程问题的表述。

1.2 能够针对特定的软件工程问题实例选择或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1.3 能够将数学模型方法和软件工程知识用于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推演和分析。

1.4 能够将数学模型方法和软件工程知识用于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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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工程问题，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2.2 能够基于软件工程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进行正确表达。

2.3 能够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开展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并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提取主要

矛盾，进行折中处理并得到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软件系统的系统架构、功能结构、数据结

构和算法流程进行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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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软件系统开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理解影响系统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

素。

3.2 能够对软件系统的系统架构和功能结构进行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性。

3.3 能够对软件系统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流程进行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性。

3.4 能够在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具有批判性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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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验、分

析与解释数据，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通过文献研究，调研和分析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4.2 能够根据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关键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4.3 能够选用、搭建实验平台，实施实验，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与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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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软件系统的分析、设计、预测、模拟、验证、测试和维护，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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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软件

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并理解其局限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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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软件

系统的预测、模拟和验证，并理解其局限性。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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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软件

系统的实现、测试和维护，并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软件工程实践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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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家法律法规及软件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软件工程实践活动的影响。

6.2 能够分析和评价软件工程实践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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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软件项目实施、软件服务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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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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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及个人的责任。

7.2 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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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1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意识，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质

和社会责任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2 理解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其影响，并能够在软件工程实践中遵守软件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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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组织和协调团队开展工作。

9.1 能够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协作共事。

9.2 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9.3 能够组织和协调团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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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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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就软件工程问题，以文稿、图表、口头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指令，理解与业内同行和

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

10.2 了解软件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10.3 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软件工程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与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经济决策方法、软件项目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

应用。

11.1 理解并掌握在软件开发项目中的项目管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11.2 理解软件开发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及主要环节的成本构成，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设计复杂软件工程问题

的解决方案过程中，运用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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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理解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12.2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13 领域知识：能够运用某一工程应用领域的知识解决该领域复杂软件工程问题。

13.1 具备在某一应用领域从事软件工程实践的专业知识。

13.2 能够将应用领域知识用于该领域软件系统的开发。

三、学制：四年

四、毕业条件：修满 170 学分（其中理论教学 127 学分，实践教学 43 学分）准予毕业。

五、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六、专业特点：本专业人才培养注重学科基本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方法技能与应用相结合，知识与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并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方向或应用领域上从事工程实践的能力。

七、主干学科：软件工程

八、主干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算法设计与分析、系统分析与设

计、软件体系结构、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技术、软件项目管理等。

九、专业方向：A：Web 软件开发技术 B：移动计算软件开发技术

十、教学进程安排：

1、教学进程表见表一，包括：（1）通识课：通识必修课（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经管类）+通识任选；（2）

专业课：专业核心课（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平台课）+专业选修课（模块选修课+模块任选课）

2、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见表二；

3、第二课堂见表三；

4、总周数分配表见表四；

5、学历表见表五；

6、课程体系拓扑图见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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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教 学 进 程 表
课 程

学

分

门
数\

门
次

集
中
考
试

学 时 分 配 学期、周数、周学时数

种
类

性
质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计

讲
课

实
验

上
机

翻
转
、
案
例

实
践
、
创
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4 16 16 15 15 14 0 0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学

科
、
专

业

基

础

120119HI01W 专业导论 0 1/1 (16) (4×1) (4×1) (4×1) (4×1)

120119HI02W 程序设计基础 5 1/1 1 88 32 24 32 6

120119HI03W 离散数学 4.5 1/1 80 64 16 5

120119HI04W 软件工程过程 2 1/1 32 32 2

120119HI05W 数据结构 4 1/1 3 72 48 16 8 5×15

120119HI06W 数据库系统 3.5 1/1 3 64 40 16 8 4

120219HO01W 计算机系统基础 4 1/1 72 56 16 5×15

120119HI07W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 （双语）
3 1/1 56 24 16 16 4×14

120119HI08W 操作系统 4 1/1 4 72 44 16 12 5

120119HI09W 计算机网络（双语） 3.5 1/1 4 64 40 16 8 5×13

学科、专业基础小计 33.5 10/10 5 600 380 136 84 6 5 20 10

专

业

平

台

120119HI10W 系统分析与设计 4 1/1 72 56 16 5

120119HI11W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1/1 5 56 32 16 8 4×14

120119HI12W 软件体系结构 2 1/1 5 32 32 3×11

120119HI13W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

试技术
2.5 1/1 5 48 32 16 4×12

120119HI14W 软件项目管理 2 1/1 32 32 3×11

120119HI15W 软件创新设计 2 1/1 32 32 3×11

专业平台课小 计 15.5 6/6 3 272 184 48 40 5 17

专 业 核 心 课 小 计 49 16/16 8 872 564 184 124 6 5 20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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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教 学 进 程 表
课 程

学

分

门
数\

门
次

集
中
考
试

学 时 分 配 学期、周数、周学时数

种
类

性
质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计

讲
课

实
验

上
机

翻
转
、
案
例

实
践
、
创
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4 16 16 15 15 14 0 0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A
模

块

选

修

120119XI01W Web 程序设计 2 1/1 46 30 16 3
120119XI02W Web 前端技术基础 2 1/1 46 30 16 7×7/
120119XI03W ERP 原理及设计 2 1/1 46 30 16 7×7/
120119XI04W Web 前端设计框架 2 1/1 6 46 20 16 10 /7×7
120119XI05W 服务器端架构设计 4 1/1 6 86 60 16 10 6

A 模块选修小计 12 5/5 2 270 170 80 20 3 17

B
模

块

选

修

120119XI06W 无线通讯技术 2 1/1 46 30 16 3
120119XI07W 移动通信及无线网络 2 1/1 46 30 16 7×7/

120119XI08W Linux 内核与安卓架

构分析与实践
2 1/1 46 30 16 7×7/

120119XI09W 移动小程序开发 2 1/1 6 46 20 16 10 /7×7
120119XI10W 安卓软件开发 4 1/1 6 86 60 16 10 6

B 模块选修小计 12 5/5 2 270 170 80 20 3 17

模块选修小计 12 5/5 270 170 80 20 3 17

专

业

任

选

120119XI11W 创业实践 1.5 1/1 30 10 20 2

120119XI12W Linux 操作系统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3W 机器学习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4W Python 程序设计与数据分析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5W 移动云计算导论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6W 大数据导论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7W 网络爬虫技术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8W NoSql 数据库技术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19W 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20W 物联网技术导论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21W XML 编程 1.5 1/1 36 20 16 3×12

120119XI21W 行业新技术 1.5 1/1 36 20 16 3×12

专业模块任意选修小计 3 2/2 66 30 16 20 5

专 业 选 修 课 小 计 15 7/7 2 336 200 96 40 3 22

专 业 课 程 合 计 64 23/23 10 1208 764 280 164 6 5 20 15 20 22

合 计

总学分、学时分配及周学时分布 129 2274 1786 280 208 26 28 33 27 27 28
集中考试课门数 16 3 3 3 2 3 2

课程门数/课程门次数 48/54 9 8 11 7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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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

序
号

课程编号 名 称 内 容
学

期
周数 学分 次数 场所/性质

1 520119SO04W 工程训练

了解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及机械制造的基

本工艺知识；了解简单零件加工方法；培

养劳动意识和劳动精神、创新精神和理论

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含 2 学时劳动教

育）

4 1 1 1 校内

2 120119SI01W 课程实践（程序

设计基础）

对简单的软件系统进行功能分析和结构设

计（包括类的设计、函数的设计、接口的

设计、流程的设计）等，采用合适的编程

工具对系统进行模拟实现和单元测试。

2 1 1 1 校内

3 120119SI02W 认识实习

了解软件产业/行业发展趋势与软件工程

专业特点，培养专业兴趣，增强学习和从

事本专业的自信心。

2 1 1 1 校内/校外

4 120119SI03W 课程设计（Java-
数据库）

综合应用数据库的关系模型和 SQL 语言以

及 Java 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和对象模型，设

计并开发一个小型的数据库管理信息系

统，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精神。（含

4 学时劳动教育）

3 2 2 1 校内

5 120119SI04W 课程设计（系统

分析与设计）

综合应用系统分析与设计的理论、方法和

工具对软件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完成软

件工程过程模型选取、软件项目测算、软

件系统需求建模以及系统设计等，培养学

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精神。（含 4 学时劳动

教育）

4 2 2 1 校内

6 120119SI05W 专业实践（软件

项目开发）

遵照软件工程项目开发流程，应用软件工

程知识、方法和原理对复杂软件系统进行

分析、设计、实现和测试，培养劳动意识

和劳动精神。（含 6 学时劳动教育）

5 3 3 1 校内

7 120119SI06W 综合实践（软件

系统）

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解决复杂软件工程问题，对复杂软件系

统进行建模、设计和开发，培养劳动意识

和劳动精神。（含 8 学时劳动教育）

6 4 4 1 校内

8 120119SI07W 生产实习

了解软件领域的发展趋势、技术标准体系，

理解职业道德和规范，以及软件工程实践

中的社会、伦理等影响因素。

7 3 3 1 校内/校外

9 000119SO01W 课外科技活动 创新、创业与科技竞赛 1-7 (2) 0 校内/校外

10 120119SI08W 毕业设计（软件

工程）-I 毕业设计（论文）-I 7 16 8 1 校内/校外

11 120119SI08W 毕业设计（软件

工程）-II 毕业设计（论文）-II 8 16 16 1 校内/校外

合 计 49 41

注：本部分仅列出与专业相关的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与理论课程教学相关的实践环节在课程体系中随理论

课程同步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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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第二课堂
序号 模块类别 属性 学分 备注

1 思想政治素养

必修

1
2 社会责任担当 1
3 实践实习能力 1
4 创业创新能力 1
5 文体素质拓展

任选 2-66 菁英成长履历

7 技能培训认定

第二课堂设置 6-10 学分，6 学分为合格线。1-4 模块为必选模块，必修学分不得低于 4 学分，劳动教育不低

于 0.5 学分，思想政治素养学分不得低于 1 学分；5-7 模块为任选模块，美育教育不低于 0.5 学分，任选学分不得

低于 2 学分。其具体内容详见“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认定细则（暂行）。

表四：

总周数分配(表内为周数)

学

期

理
论
教
学

课
程
设
计

工
程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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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习

电
工
电
子
实
习

电
工
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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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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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生
产
实
习

技
能
训
练

计
算
机
实
践

学
年
设
计
（
论
文
）

专
业
实
践

专
业
实
习

课
程
实
践

外
地
教
学

综
合
实
践

考

试

军
事
技
能
训
练

入
学
教
育

毕
业
教
育

毕
业
设
计

运
动
会
节
假
日

合
计

一 14 1 2 1 1 19

二 16 1 1 1 1 20

三 16 2 1 1 20

四 15 2 1 1 1 20

五 15 3 1 1 20

六 14 4 1 1 20

七 0 3 16 1 20

八 0 1 16 1 18

总

计
90 4 1 1 3 3 1 4 6 2 1 1 32 8 157





表六：课程体系拓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