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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与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080901 

二、专业介绍 

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于 1982 年创建计算机理论与软

件专业，1987 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我校增设计算机应用专业，1990 年增设计算机

软件专业。1999年专业目录调整合并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为吉林省“十二五”优势特色重点

学科，入选中国知名、中国区域一流学科专业（中国校友会网）。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科下设 4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具有计算机应用领域工程硕士学

位授予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国家级特色重点建设专业，吉林省“十二五”特色

专业、吉林省品牌专业。专业现有教师 33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13人，54%

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在这支吉林省优秀教学团队中，荟萃了“国家百千万人才”、

“吉林省教学名师”、“长白山学者”、“长白山技能名师”等多名优秀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优势突出，拥有国家级计算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

大珩班）。已建设吉林省级精品课程 3门，吉林省级优秀课程 6门。秉承长春理

工大学明德博学、求是创新的校训，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

标，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结合紧密，形成了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机制。 

为适应地方人才需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

模式展开了深入研究。近年来，累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吉林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 4项。依托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特种电影技术及装备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中心、吉林省文化产业科技重大需求协同创新中心、吉林省网络数据库应用

软件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农业物联网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建成了多个校内外实



 

2 
 

习基地，鼓励本科学生参与科学研究，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光机大学长期开展学生

交流活动，极大的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和我国信息产业发展，

系统的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计算机系统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专业能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团队

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具备国际视野和可持续竞争力的计算机类应用型人才。毕业

后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领域相关研究、设

计、开发与管理工作，能够解决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本专业毕业生经过五年

左右的实际工作后，应该能达到下列要求： 

培养目标 1：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

工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目标 2：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计算机算法、开发流程或软硬件系统； 

培养目标 3：具有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

力，能在企业工作中承担技术或管理职能，发挥有效作用； 

培养目标 4：能够与时俱进，通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紧跟学科专业的发

展，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 

培养目标 5：具备跨学科、跨专业背景下的表达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 

四、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基础知识，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计算机技术应用和软件开发方面的思维、操

作技能训练，具有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的基本能力和教学科研的初步能力。 

通过系统学习和训练，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工程知识：具备解决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以

及计算机工程实践的基础知识；能应用基础知识和计算机专业知识解决计算机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 

1.1：能运用高等数学、概率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等数学和自然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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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科学的语言表达计算机领域工程问题； 

1.2：针对具体的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数学建模，并用计算机算法

求解； 

1.3：能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实际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推演，分析模

型的合理性，并对其复杂性进行比较； 

1.4：能够将计算机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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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原理，识别、判断计算机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并能基于科学方法合理的表达复杂工程问题； 

2.2：能够基于文献检索和分析等手段，寻求计算机领域工程问题的多种可

替代解决方案； 

2.3：能够运用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工程问题的影响因素，将获得

的有效结论作为技术方案设计的依据。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应用计算机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针对计算机

领域工程问题，设计满足应用需求的系统方案，能够对计算机系统或组成控件进

行开发和维护，并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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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计算机工程设计和软硬件产品开发全生命周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和技术手段，识别影响复杂问题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3.2：具有对复杂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进行设计开发的能力，能提出满足特

定需求的合理方案，并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3.3：能在计算机工程设计过程中考虑数据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

等制约因素。 

4.研究：能够利用计算机学科的基本概念、知识结构和典型方法，对计算

机软硬件系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硏究，制定合理有效的实验方案有效地获得

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解释数据进行信息综合，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能够基于计算机学科专业知识和典型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

调研和分析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选择研究路线，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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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软硬件系统设计实验方案； 

4.2：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

并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 

4.3：能够对取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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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际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

合适的现代开发工具、技术和资源，能够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模拟和

预测，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1：能够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工具的使用方法和常用的现代开发语言，并

描述其局限性； 

5.2：针对计算机工程项目中的实际问题，能够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开发工具

或专业模拟软件，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5.3：针对具体的工程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能开发

或选用恰当的工具对具体领域的问题进行模拟和预测，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具有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能够基于计算机工程相关背景

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计算机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树立学生正确的质量和安全意识，理解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

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不同社会文化对计算机工程实践的影响； 

6.2：能分析和评价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实际计算机工程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在项目设

计过程中，能综合考虑和评价计算机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7.1：在工程设计过程中，理解环境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7.2：能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解释计算机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

评价计算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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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计算机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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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责任。 

8.1：能够陈述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的人生观，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成才目标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计算机工程

实践中自觉遵守；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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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计算机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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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计算机应用领域的相应任务。 

9.1：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工程项目中承担相应角色，并与团队成员有效

沟通，完成计算机领域的相应工作； 

9.2：在团队合作中，能够完成个体、团队成员或负责人的任务和职责，能

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具有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成员实施计算机工程

项目的能力。 

10.沟通：能够与计算机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针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能够撰写报告和陈述发言，具有较好的英语应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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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以口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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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描述国内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行业或领域的技术前沿及发展

动态，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备英文专业文献的阅读理

解能力和专业领域的跨文化背景沟通和交流能力。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计算机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

学科的计算机工程项目中应用。 

11.1：理解计算机工程项目实施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以及工程全

周期的成本构成； 

11.2：在多学科环境下，定义计算机工程产品周期和流程，将工程管理原理

与经济评价方法应用到计算机系统的工程实践中。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要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能归纳计算机领域最新理论、技术及国际前沿动态。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对自主学习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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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 

12.2：具有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在实践中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采用正确的方

式提高自身能力，对新知识具有学习、归纳、演绎、总结的能力，适应计算机领

域技术进步。 

五、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制：4年 

修业年限：4-6年 

六、授予学位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七、主干学科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八、专业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

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软件工程、算法分析与设计。 

特色课程：网络信息与安全、网络攻防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单片机原理

及接口技术、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原理。 

九、课程体系及最低毕业要求 

课程类别 最低毕业要求 
学时/时间 学分 学分比例 

课程教学 
(含实验) 

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程 932 51.5 29% 

学科基础课程 504 28 15.8% 

专业教育课程 336 18 10.1% 

选修课 

通识教育课程 160 10 5.6% 

专业教育课程 368 20 11.3% 

特色（大光电）课程 96 6 33.8%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39 周 38 21.4% 
创新创业学分  6 3.4% 
合计 2396 177.5 100% 

十、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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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

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研

讨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1 2 3 4 5 6 7 8 

必修 

通识

教育

课程 

1303119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3 48 42  6  48          

1303119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48 44  4    48        

1303119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
ism 

3 48 42  6     48       

1303119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5 80 64  16      80      

130311905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48 48    8 8 8 8 8 8     

100511901 
大学外语Ⅰ 

College Foreign Lan-
guage I 

4 64 64    64          

100511902 
大学外语Ⅱ 

College Foreign Lan-
guage II 

4 64 64     64        

14041190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44 16  128  36 36 36 36       

141211902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2 36 36    16 20        

010711902 
高等数学Ⅱ 

Advanced Mathemat-
icsII 

11 176 176    80 96        

010711905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3 48 48      48                

01071190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Ⅰ 
3 48 48             48         

010711909 
大学物理Ⅱ 

Physics of University 
Ⅱ 

4 64 64     64        

010711912 
大学物理实验 II 

College Physics Ex-
periment II 

0.5 16  16    16        

小计 51.5 932 756 16 160  300 304 92 140 88 8    

 

学科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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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

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研

讨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1 2 3 4 5 6 7 8  

必修 

050821101 
计算机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2 32 32    32         

010721912 数学实验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0.5 16   16          16          

050821113 数字逻辑 
Digital Logic 2.5 48 32 16      48      

010721910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5 80 80      80       

040821910 
电工电子技术 III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III 

4 64 64      64       

040821912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II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II 

1 32  32     32       

05082110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
ming  

7 128 96 32   64 64        

050821103 
数据结构与算法 

Data Structure and Algo-
rithm 

3.5 64 48 16     64       

030821901 
工程制图与 CAD Ⅰ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CAD Ⅰ 

2.5 40 32 8    40        

总计 28 504 384 120   96 104 240 64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研

讨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1 2 3 4 5 6 7 8 

必修 

050831104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5 48 32 16      48      

050831105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 3.5 64 48 16      64      

050831106 
算法分析与设计 

Algorithms Analysis and 
Design 

2.5 48 32 16      48      

050831107 
计算机组成原理 

Principles of Computer 
Composition 

3.5 64 48 16       64     

050831202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2.5 48 32 16       48     

050831108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3.5 64 48 16        64    

总计 18 336 240 96     48 112 112 64    

（二）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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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最低

学分 

最低

学时 
备注 

选修 通识教育课 
Basic General Courses 10  160  

通识教育课分为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创新创业、艺术体育和国

际视野五类，学生至少在其中的两类内选课。通识教育选修课要

求学生选修非本学科类课程至少 10 个学分。学生可在全校通识教

育课目录中选择，或通过 “优质 MOOC”、“超星尔雅”等平台选课，

网络课程 32 学时记 1 学分，选修网络课程最多不超过 3 学分。其

中至少选修创新创业类课程 1 门，大学语文为理工类学生限选课

程。 

 

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研

讨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1 2 3 4 5 6 7 8 

选修 

专业

方向

课 1 

050832306 
网络与信息安全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2.5 48 32 16       48    

计算

机网

络 

050832305 
网络攻防技术 

Network Attack and Defense 
Technology 

2.5 48 32 16        48   

050832311 
路由与交换技术 

Route and Switching Tech-
nology 

2.5 48 32 16        48   

专业

方向

课 2 

050832109 
计算机控制技术 

Computer Control Tech-
nology 

2 32 32         32   计算

机控

制与

嵌入

式系

统 

050832110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Principle of Single-chip 
Computer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2.5 48 32 16       48    

050832111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Embedded System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5 48 32 16        48   

专业

方向

课 3 

050832209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2.5 48 32 16       48    

人工

智能 
050832112 模式识别 

Pattern Recognition 2 32 32         32   

050832407 数据挖掘原理 
Principal of Data Mining 2.5 48 32 16        48   

任选

课程 

050832114 
计算科学与数值方法 

Computing Science and 
Numerical Methods 

2.5 48 32 16       48     

050832115 职业素养 
Professionalism 1 16 16         16    

050832122 编译原理 
Compiler Principle 2.5 48 32 16        48    

050832301 网络程序设计 
Network Programming 2.5 48 32 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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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832116 计算机图像处理 
Computer Image Processing 2.5 48 32 16       48     

040832932 通信原理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2 32 32      32       

050832117 

海量信息处理与云计算 
Massive Information Pro-

cessing and Cloud Compu-
ting 

2.5 48 32 16       48     

050832118 
计算机视觉技术 

Computer Vision Technol-
ogy 

2.5 48 32 16        48    

050832119 Java 语言程序设计Ⅰ 
Java Programming Ⅰ 4 80 48 32     80       

050832120 
Matlab 与数字仿真 

Matlab and Numerical Sim-
ulation 

2.5 48 32 16       48     

050832121 汇编语言 
Assembly Language 2.5 48 32 16      48      

050832123 非关系型数据库 
Non-relational Database 2.5 48 32 16       48     

050832124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32 32        32     

100532907 
第二外语（日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4 64 64         64    

010732903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2 32 32       32      

050832307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5 48 32 16        48    

050832314 
移动应用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
ment 

2.5 48 32 16        48    

050832312 Web 程序设计 
Web Programming 2.5 48 32 16      48      

050832125 并行计算 
Parallel Computing 2.5 48 32 16         48   

050832126 
软件开发与实践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2.5 48 32 16        48    

050832127 
Linux 系统及其编程 

Linux System and Program-
ming 

2.5 48 32 16         48   

050832128 .Net框架基础 
.Net Framework Foundation 2.5 48 32 16        48    

050832404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Python Programming 2.5 48 32 16      48      

总计（最低毕业要求） 20 368        80 96 96 96   

 

特色（大光电）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研

讨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1 2 3 4 5 6 7 8  

选修 
特色

课程 

050832129
/ 

050842911 

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Tech-

nology 
2 32 32         32   AB 

050832130
/ 

计算机图形学 
Computer Graphics 2 32 32        32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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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842908 

050832131
/ 

050842914 

云计算安全技术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Technology 
2 32 32         32   AB 

总计（最低毕业要求） 6 9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安排 

层次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周

数 

各学期周数分配 

实施 

单位 

备

注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1 2 3 4 5 6 7 8 

基础

实践 

141251903 
入学教育及军训 

Admission to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3 4 4        军体部  

030851908 工程训练Ⅱ 
Engineering TrainingⅡ 1 1  1       

机电工

程学院 
 

040851915 
电工电子实习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actice 

1 1   1      

电子信

息工程

学院 

 

专业

实践 

05083113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Curriculum/Course Design 
2 2  2       

计算机

科学技

术学院 

 

050831133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设计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Curriculum/Course Design 

1 1   1       

050831134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Computer Network Curricu-
lum/Course Design 

2 2    2      

050831135 

算法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 
Algorithms Analysis and 

Design Curriculum/Course 
Design 

1 1    1      

050831136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 

Operating System Curricu-
lum/Course Design 

1 1      1    

050831137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2 2     2     

050831138 
综合课程设计 

Integrated Curriculum/Course 
Design 

2 2      2    

050831139 科研训练 
Academic Research Training 6 6       6   

050831140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 (Thesis) 16 16        16  

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要求小计 38 39 4 3 2 3 2 3 6 16   

十一、专业学期周学时、学分分配 

学期 
计划教

学周数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环节 合计 

周学时 周数 学分 
周数 
（学时） 

学分 
周数 
（学时）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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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 28.3 14 22.5 4 3 18 25.5 

2 20 27.5 16 24.5 3 3 19 27.5 

3 19 27.8 16 24 2 2 18 26 

4 20 28.8 16 24.5 3 3 19 27.5 

5 19 21.5 16 19 2 2 18 21 

6 20 13.5 16 14 3 3 19 17 

7 19 8 12 5 6 6 18 11 

8 18 0 0 0 16 16 16 16 

合计 154 / 106 133.5 39 38 145 171.5 
注:考试周占用 1周，毕业论文答辩及离校占 2周。 

十二、创新创业学分要求 

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必须完成 6个创新创业类学分，具体参见《长春理工大

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实施方案》及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实施细则。 

 

 

 

 

专业负责人：赵建平 

学院教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蒋振刚 

教学院长：张宇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