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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080901

（二）培养目标

围绕区域信息经济发展和产业智能化升级需求，培养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计算机、

网络与信息系统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管理与

沟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能胜任计算机科学研究以及计算机系统设计、开发与应用等工作的“明体

达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上述培养目标可细化为专业、职业、沟通、社会、学习等 5个方面：

目标 1：能够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分析社会信息化建设需求，制定相

关解决方案，设计、开发信息处理相关算法或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解决信息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在计算机应用技术及相关领域具有职业竞争力。

目标 2：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较高道德水准、良好职业素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备

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意识。

目标 3：具有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项目管理能力，能

够熟练撰写各类工作文档并进行汇报、展示，能够有效开展人际交流，能够成为团队的骨干成员或

者领导者并有效发挥作用。

目标 4：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能够在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的情况下进

行计算机算法及软、硬件系统设计与开发。

目标 5：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信息，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

他终身学习途径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能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三）基本规格

1.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想信念坚定；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奋发有为；传承“明体达用”校训

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志向的人，做有用之人，做有为之士。

2. 文化素质：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对君子文化的学习研究，不断提升崇雅尚美的君子

气质和素养；掌握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宽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素养和

高尚的审美情趣；把握社会发展潮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较好的现代理念和较强的创新意识；

掌握人际交往基本礼仪技能，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文献阅读、

写作与交流能力，并达到学校有关部门规定的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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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素质：具备扎实的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应用本专业知识和

技能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初步的科研训练，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素养和能力，具备接受本专业研究

生教育的基础与潜力；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达到适应未来高素质应

用型 IT工程师所要求的基本素质。

4. 毕业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掌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自

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与基本方法，具有较扎实

的信息技术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运用信息技术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期待学生毕业后五年左右达到以下毕业要求：

（1）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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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计算机专业知识，并能够用于理解与描述复杂工

程问题，建立模型。

指标点 1-2：能够对模型进行分析，并设计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指标点 1-3：能够将计算机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对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与优化。

（2）毕业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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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数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表达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2-2：能够针对具体的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并能够通过理论分析或

实验手段判断其正确性和有效性。

指标点 2-3：能够从数理科学与工程科学角度，结合文献研究对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并能够掌握解决方案优化方法。

（3）毕业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复杂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模块或流程，并能在设计和开发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

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3-1：掌握计算机程序设计方法和算法，掌握主要的程序设计语言并具备语言自学能力，

熟悉主流的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和平台，具备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能力。

指标点 3-2：掌握计算机工程技术核心知识，具备计算机系统的项目方案设计能力。

指标点 3-3：在解决方案设计中，具有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

指标点 3-4：在解决方案的具体设计环节中，具有创新意识。

（4）毕业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计算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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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解。

指标点 4-2：针对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能够运用本专业相关原理和知识设计实验方案，并进行

合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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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4-3：能够对已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能通过信息综合得出有效结论。

（5）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

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针对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选择和使用适合的信息检索工具获取信息。

指标点 5-2：能够选择、开发恰当的技术工具用于描述、模拟和预测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5-3：能够针对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需要选择和使用合适的平台和开发工具，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6）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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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6-1：能够合理分析计算机工程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之间的关系。

指标点 6-2：能够理解在计算机工程实践中应承担的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责任。

指标点 6-3：能够评价计算机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

（7）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7-1：了解国家信息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能够理解和评价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专业工程实践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

指标点 7-2：能够在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中，考虑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8）毕业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计算机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职责。

指标点 8-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工程实践过程中，能兼顾文化、哲学、

历史、审美等方面的影响，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

指标点 8-2：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责。

指标点 8-3：树立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责任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在工程实践中自

觉遵守。

（9）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具备团队协作的意识和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

负责人的角色。

指标点 9-1：具备团队协作精神，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

指标点 9-2：在多学科背景下，能够胜任团队中的个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角色。

（10）毕业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计算机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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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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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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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10-1：能够就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指标点 10-2：至少具备一门外语的应用能力，对计算机技术国际研究前沿有初步了解，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指标点 10-3：能够就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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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毕业要求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计算机工程领域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指标点 11-1：能够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指标点 11-2：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进行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

（12）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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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12-1：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指标点 12-2：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掌握良好学习方法，具有一定的探索知识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工程知识 √

2、问题分析 √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

4、研究 √ √ √

5、使用现代工具 √ √

6、工程与社会 √ √ √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 √

8、职业规划 √ √ √

9、个人和团队 √ √ √

10、沟通 √ √ √

11、项目管理 √ √ √

12、终身学习 √

（四）专业特色

（1）学科专业优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分别是省一流学科和省重点学科。本

专业是省优势专业、重点专业、特色专业，拥有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四化四导”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生素质综合化、培养内容模块化、工程实践全程化、成才途

径多样化”，实施“思想先导、成才向导、实践指导、就业引导”，所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获省级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3）工程实践全程化的实践能力培养：依托“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多媒体产业园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开展四年一贯制的实践教育活动，深化校地共育人才培养。

二、学制与学位

（一）学制和修业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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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学制为四年，在校修业年限四年制为 3～6年。

（二）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的学位

最低毕业总学分为 169学分，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一）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二）主干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组成、操作系统、软

件工程、算法设计与分析、电路与电子技术、数字逻辑设计、编译原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三）学位课程：大学英语 II、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

（四）主要课程简介

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总学时：80 周学时：2（第 1学期）、3（第 2学期） 学分：5 开课学期：1、2

内容简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是电子信息类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通信工程）的基础课程，对形成专业兴趣、训练计算思维、培养工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主

要涉及以下教学内容：程序设计基本方法，用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算法的基本概念，基

本 C语言程序及其构成，分支结构、循环结构、数据类型和表达式、函数、数组、指针、结构、函

数与程序结构、指针进阶、文件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用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的思路，逐步形成计算思维，了解算法基本概念，培养对相关专业的兴趣；全面掌握 C语言基本用

法，能够用 C语言编写计算机程序解决较为复杂的计算问题与实际工程问题，为进一步学习相关专

业课程、培养工程能力打好基础。

参考教材：《C语言程序设计》（第 3版） 何钦铭 颜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C语言程序设计实验与习题指导》（第 3版） 颜晖 张泳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C语言程序设计》 唐国民 王智群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C语言程序设计实践教程》 张建宏 唐国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2. 数据库原理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4

内容简介：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理论、数据模型和三级模式；关系代数理论、数据库查询语言

（SQL）、关系模式的函数依赖、关系模式的规范化方法、数据库设计方法；数据库系统的管理和

维护、数据库的并发控制、数据库技术的新发展；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等内

容。通过所讲述的内容，使学生熟悉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从事软件开发的初步能力。

参考教材：《SQL Server数据库系统基础》 罗运模 王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 王珊 萨师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参考书目：《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4版） 王珊 萨师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4版） 王珊 学习指导和习题解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数据结构

总学时：64 周学时：4 学分：4 开课学期：3

内容简介：算法的概念，抽象数据类型的表示，算法性能分析；抽象数据类型（ADT）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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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堆栈与队列的概念和特点，并运用 ADT的内容来描述堆栈和队列；串的概念；串的各种存

储结构及各种基本操作的实现；数组的类型定义和表示方法；特殊矩阵和稀疏矩阵存储方法及运算

的实现；广义表的结构特点；树的定义的基本术语，二叉树的定义、性质和存储结构及遍历；图的

定义和术语，图的存储结构，图的遍历，图的连通性问题，最短路径和有向无环图及其应用；查找

表的结构特点以及各种表示方法的适用性；几种典型的排序方法：插入，快速，归并，基数和选择

排序（堆）排序、外排序等等。

参考教材：《数据结构》（第 2版） 陈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数据结构学习与试验指导》 陈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参考书目：《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 王国钧 唐国民 苏晓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数据结构(C语言版)》 严蔚敏 吴伟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数据结构习题集》(C语言版) 严蔚敏 吴伟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C/C++与数据结构》 王立柱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数据结构——习题与解析》（C语言篇，修订版） 李春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Robert .Kruse C.L.Tondo Bruce Leung.Data Structures& program design in C(2nd Edition)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 1997

4. 计算机网络

总学时：64 周学时：4 学分：4 开课学期：4

内容简介：掌握计算机网络基本概念、特征、发展状况，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

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具体协议的工作原理、算法实现，网络安全、音视频服务、无线

网络和移动网络、下一代因特网相关知识，以及网络设计、部署、实施、维护等技术。

参考教材：《计算机网络》（第六版） 谢希仁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师指导书》 吴功宜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Andrew S Tanenbaum. Computer Networks（Fourth Edition）. Prentice-Hall Inc 2003

《计算机网络》 吴功宜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5. 计算机组成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计算机各大部件的基本组成原理，各大部件互连构成整机系统的技术。数据的机器层次

表示，包括数值数据和非数值数据的编码、校验码等；指令系统的设计，包括指令格式、寻址技术、指

令类型等；数值的机器运算，包括基本算术运算的实现、定点数的加减乘除运算、浮点数运算等；存储

系统和结构，包括存储器的类型和连接控制、高速缓冲存储哭、虚拟存储器等；中央处理器，包括控制

器的组成和实现方法、微程序控制原理、流水线技术等；外部设备，包括磁盘存储器、光盘存储器、输

入设备、输出设备等；输入输出系统，包括中断系统、DMA控制、总线技术等。

参考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2版） 唐朔飞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参考书目：《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 裘雪红 李伯成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6. 操作系统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作业管理和用户接口、进程管理、进程通信、进程调度、死锁、存储管理、文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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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管理、网络与分布式处理等内容。通过所讲述的内容，使学生熟悉操作系统工作的基本原

理，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和理论分析的能力。

参考教材：《操作系统原理》（第 2版） 庞丽萍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参考书目：《操作系统》 孙钟秀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 张尧学 史美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7. 软件工程

总学时：32 周学时：2 学分：2 开课学期：6

内容简介：软件工程概述、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实现、软件维护以及软件管理等内容。

通过所讲述的内容，使学生熟悉软件工程的产生，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以及软件分析、开发、维

护、管理的主要方法，培养学生从事大型软件开发的初步能力。

参考教材：《软件工程导论》(第 5版) 张海藩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参考书目：《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第 3版) 史济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软件工程——实践者之路》(第 5版) Roger S.Pressman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8. 离散数学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3

内容简介：系统掌握数学语言与证明方法，命题逻辑，一阶逻辑，关系，函数，图，树及应用

等，为下一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打下理论基础。

参考教材：《离散数学》（第三版） 屈婉玲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Kenneth H. Rosen.Discrete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7th Edition). McGraw-Hill

2012.

《离散数学》 刘爱民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4

9. 算法设计与分析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递归与分治策略，动态规划，贪心算法，回溯法，分支限界法，随机化算法，线性

规划与网络流等。

参考教材：《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第 4版） 王晓东 西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参考书目：《算法导论》 Thomas H. Cormen. 潘金贵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算法设计与分析导论》 R.C.T.Lee 等著 王卫东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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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修读说明

（一）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6

八
16

通

识

必

修

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48 3* 3 考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5 45 3 3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64 4* 4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

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32 2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形势与政策 48 12 36 每学期 8课时，其中理论 2课时，实践 6课时 2 考查
学分组成
0.3×5 + 0.5

大学英语 93 93 3* 3* 6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

师范）
24 24 12周 2 考查

网络学习

8课时

体育与健康 144 16 128 2* 2* 2* 2* 4 考试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24 24 1 1 2 考查

网络、课外

学习 8课时

高等数学 A 154 154 6* 4* 9 考试

创新创业基础 32 32 2 2 考查

国防教育 32 32 2 2 考查

军事训练 2周 2周 2周 1 考查

小 计
4周
+740 576 0 4周

+164
2周
+16

12周
+12

1周
+9

1周
+4 0 1 0 0 44

通识

选修

大学英语类课程 96 96 3* 3* 6 考试 见附录 1

国学经典类课程 32 32 2 2 考查 见附录 2

任选课（建议选修学期） 96 96 2 2 2 6 任选

6学分

小 计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

类

基

础

课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讲座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80 56 24 4/2* 3* 5 考试

线性代数 B 32 32 2* 2 考试

大学物理 C 96 82 14 3* 2+(1)* 6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48 48 3* 3 考试

小 计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

业

主

干

课

数据结构 64 54 10 4* 4 考试

离散数学 48 48 3* 3 考试

电路与电子技术 48 40 8 3* 3 考试

数字逻辑设计 64 48 16 4* 4 考试

数据库原理 48 48 3* 3 考试

计算机网络 64 48 16 4* 4 考试

计算机组成 48 40 8 3* 3 考试

算法设计与分析 48 32 16 3* 3 考试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64 52 12 4* 4 考试

操作系统 48 40 8 3* 3 考试

软件工程 32 32 2 2 考查

编译原理 48 40 8 3* 3 考试

小 计 624 522 102 0 0 0 14 17 3 5 0 0 39

专业

实践

性课

程

学科认知实践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参观

电子工艺实习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数据库系统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软件工程项目实践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综合课程设计 4周 4周 4周 4 考查

毕业设计(论文) 16周 16周 10周 6周 10

毕业实习 8周 8周 8周 4

小 计
35周
+16 0 0 35周

+16 0 1 1周 2周 2周 2周 14周 14周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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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6

八
16

专

业

限

选

课

大

数

据

处

理

大数据分析技术 48 40 8 3 3 考查

大数据开发平台 48 40 8 3 3 考查

人工智能导论 64 48 16 4* 4 考试

智能信息处理 64 32 32 4* 4 考试

小 计 224 160 64 0 0 0 0 0 4 10 0 0 14
网

络

与

信

息

安

全

网络程序设计 64 48 16 4* 4 考试

嵌入式操作系统 64 32 32 4* 4 考试

分布式系统 48 40 8 3 3 考查

网络攻防技术 48 40 8 3 3 考查

小 计 224 160 64 0 0 0 0 0 4 10 0 0 14

移

动

互

联

移动计算技术 64 56 8 4* 4 考试

移动应用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32 24 8 2 2 考查

嵌入式操作系统 64 32 32 4* 4 考试

小 计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

业

任

选

课

（至

少

选

修
16
学

分）

网络群体与市场 45 45 3 3 考查 建选

高级办公自动化 32 16 16 6/2* 2 考试 建选

物联网工程导论 32 32 2* 2 考试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48 32 16 3* 3 考试 建选

网络工程课程设计 64 64 4 4 考查

计算机体系结构 32 32 2 2 考查

汇编与接口 96 80 16 6* 6 考试

信息安全技术 48 38 10 3* 3 考试

Linux操作系统 48 40 8 3 3 考查 建选

计算机图形学 48 26 22 3* 3 考试 建选

数字图像处理 64 48 16 4* 4 考试

JavaEE程序设计 64 32 32 4 4 考查

组网与网络管理 32 16 16 2 2 考查

Python程序设计 32 16 16 2 2 考查 建选

Java程序设计 32 16 16 2 2 考查

人工智能导论 64 48 16 4* 4 考试

专业英语 32 32 2 2 考查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64 64 4 4 考查

中文信息处理 64 48 16 4 4 考查

移动应用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艺术设计基础 32 24 8 2 2 考查

Web应用 64 32 32 4 4 考查

计算机前沿技术 32 32 4/2 2 考查

计算机视觉 48 48 6/2 3 考查

Oracle数据库 48 32 16 6/2* 3 考试

软件测试 32 24 8 4/2 2 考查

Web界面设计 32 16 16 4/2 2 考查

小 计（建选） 253 175 78 0 6 0 0 3 8 0 0 0 16 建选统计

汇

总

通识必修课
4周
+740 576 0 4周+164 2周

+16
12周
+12 1周+9 1周+4 0 1 0 0 44

通识选修课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类基础课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业主干课 624 522 102 0 0 0 14 17 3 5 0 0 39

实践性课程
33周
+16 0 0 33周+16 0 1 1周 2周 2周 0 14周 14周 25.5

专业限选课（大数据处理） 224 160 64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业限选课（网络与信息安全） 224 160 64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业限选课（移动互联）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按此统计

专业任选课 253 175 78 0 6 0 0 3 8 0 0 0 16 建选统计

合 计
37周
+2353 1875 282 37周

+196
2周
+27

12周
+23 2周+29 3周+29 2周+17 16 14周 14周 169

第二课堂（不计入毕

业总学分，但至少获

得 5学分）

学科竞赛、科研项

目、论文、专利等
学校或学院认定 ≥5 选修

注：表格中“／”表示前半学期或后半学期开设。“”表示学位课程。

制定人：叶星火 审定人：黄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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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类别

课

程

必

修

课

通识必修课

大类基础课

专业主干课

实践性课程

讲座/参观

学科认知实践

专业见习

课程设计﹙或实验设计﹚

学科竞赛、科研实践

毕业设计

专业实习等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含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

通识选修课

2. 专业课程修读关系图

3.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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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不含专业选修课）

毕业

要求

一

级

1 工程

知识

2 问题

分析

3 设计/
开发解决

方案

4 研究

5 使用

现代

工具

6 工程

与

社会

7环境

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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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级
1-11-21-32-12-22-33-13-23-33-44-14-24-35-15-25-36-16-26-37-17-28-18-28-39-19-210-110-210-311-111-212-112-2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M M M H H M M H M H H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H M H H M M H H M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 M M M M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实践）

L L L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M M M M M H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实践）
L L L

形势与政策 M M H M M H M H M

大学英语 H M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非师

范）

L M M M M M

体育与健康 L M M M M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H M H H M H M

高等数学 A H H H M M

创新创业基础 H M

国防教育 L M M M

军事训练 M M

大学英语类课

程
H M

国学经典类课

程
M M H M M M H H

任选课（通识） M M M M M H H

电子信息类专

业导论
L L L M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
H H H H M

线性代数 B M M M M

大学物理 C M M



12

续表：

毕业

要求

一

级

1 工程

知识

2 问题

分析

3 设计/
开发解决

方案

4 研究

5 使用

现代

工具

6 工程

与

社会

7环境

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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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级
1-11-21-32-12-22-33-13-23-33-44-14-24-35-15-25-36-16-26-37-17-28-18-28-39-19-210-110-210-311-111-212-112-2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A M H M M M

数据结构 H M M M M H L M

离散数学 M M M M

电路与电子技

术
M M

数字逻辑设计 M M

数据库原理 M M M M M M

计算机网络 M M

计算机组成 M M

算法设计与分

析
M H M H H H H L H H M

单片机原理与

应用
M M M M H

操作系统 M M M

软件工程 M H M H M H H H M M M H M H H

编译原理 M M M

学科认知实践 L L M M L M M

电子工艺实习 M M M

数据库系统课

程设计
M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C++）课

程设计

M M M M

软件工程项目

实践
L H M M M M M H

综合课程设计 L M M M M M M M M M H

毕业设计(论
文) M M M M H H H H

毕业实习 M M M H M M M M

注：H-高支撑 M-中支撑 L-低支撑

（二）学生修读说明：

1．“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必修课程，共计 9学分

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

2．第二课堂学分：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以外的一切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活动，是第一课

堂的延伸和补充。第二课堂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按照《湖州师范学院学生课外学分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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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认定。

3．通识选修课：通识限选课须修满 8个学分，大学英语类课程须修满 6个学分（从附件表 1中选修），

国学经典类课程须修满 2个学分（从附件表 2中选修）。通识任选课须修满 6个学分（学生于第 2学期开

始修读，至少选修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 2学分、艺术体育类通识课程 2学分）。

4．每位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学分，总修读

课程学分不低于 169个学分，第二课堂学分按照学校对第二课堂学分的相关规定认定。

五、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贯穿专业培养全过程，主要包括：教育实习、生产实习、电子线路实习、课程设

计、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集中的课程实验、社会调查和各类课外科技活动等。实践教学环

节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和递进性的原则进行安排。本专业的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安排学期 考核要求 具体安排

1 军事训练 1 综合评定 2周

2 暑期 3+X社会实践 2、4、6 调查报告 3×2周

3 学科认知实践 2 综合评定 16学时

4 创新实践训练 6、7 综合评定 2周

5 学科竞赛 1-8 综合评定 2周

6 专业见习 3、5 综合评定 4周

7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4 实验报告 32学时

8 数据库系统课程设计 5 实验报告 1周

9 综合课程设计 7 项目报告 2周

10 网络工程课程设计 4 实验报告 64学时

11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6 实验报告 64学时

12 创业就业教育 2、6 综合评定 2周

13 毕业论文 7-8 论文 16周

14 毕业实习 8 实习报告 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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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活动时间安排表

项目

周

数

学期

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

机

动

合

计课堂

教学

复习

考试

专业

实践

专业

见习

专业

实习

毕业

论文

（设

计）

国防

教育

始业

教育

暑期

社会

实践

毕业

就业

教育

一 15 1 2 18

二 16 1 2 （2） 19

三 16 1 2 19

四 16 1 2 （2） 19

五 16 1 2 19

六 16 1 2 （2） 19

七 8 1 10 19

八 8 6 5 19

合 计 103 7 6 4 8 16 2 （6） 5 151

七、各类数据统计表

（一）各类课程学时数和学分数统计

专业

名称

学时

总数

课程

门数

必修课

学时

选修课

学时

课内

教学

学时

实验

教学

学时

小班化

教学学

时（30

人以下）

分层分

类教学

课程门

数

学分

总数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集中性

实践教

学环节

学分

课内

教学

学分

实验

教学

学分

课外科

技活动

学分

计算

机科

学与

技术

2353 53 1652 701 1875 282 1389 24 169 125 44 34 117 18 5

其中：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26 %；小班化教学学时占课内教学学时的比例为 74.1 %；分层分类教学课程

门数占总课程门数的比例为 45.3 %。

（二）实践性课程统计和学分数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1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1
3 形势与政策 1.5
4 体育与健康 3.56
5 军事训练 1
6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0.5
7 学科认知实践 0.5
8 电子工艺实习 1
9 数据库系统课程设计 2
1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课程设计 2
11 软件工程项目实践 2
12 综合课程设计 4
13 毕业设计(论文) 10
14 毕业实习 4

合 计 34.06 占总学分比例：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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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期课程教学周学时统计（实践环节除外）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通识必修课学时 16 12 9 4 0 1 0 0

通识选修课 2 2 3 5 2 0 0 0

大类基础课 3 5 3 0 0 0 0 0

专业必修课学时 0 0 7 7 9 2 0 0

专业选修课学时 6 3 7 0 12 7 2 0

建议学期总的周学时 27 22 29 16 23 10 2 0

（四）各学期考试课程统计

学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识课程考试（门） 3 4 3 2 0 0 0 0

大类基础课程考试（门） 1 2 1 0 0 0 0 0

专业课程考试（门） 1 1 4 2 7 2 0 0

合 计 5 7 8 4 7 2 0 0

其中教考分离门数 5 7 4 2 0 0 0 0

（五）专业课程中跨领域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分 类别
就业领域

（行业）
开课学院 课程特色 其他

1 网络群体与市场 1 3 专业选修课 社会学 信息工程学院 社会计算

2 艺术设计基础 6 2 专业选修课 艺术学 信息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

合计 5

（六）专业课程中校地共育、就业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

学期
学分 类别 合作单位 就业领域 就业职位 其他

1 艺术设计基础 6 2 专业选修课 杭州达内 信息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

2 Web界面设计 7 2 专业选修课 杭州达内 信息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

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 4 专业选修课 杭州甲骨文公司 信息工程学院 程序员

合计 8

（七）专业学位课程一览表

专业名称 学位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英语 II 2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结构 3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库原理 4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网络 4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操作系统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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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大学英语类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

编码

课程

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理

论

实

验

开课学期和

周学时 开课学院
考核

形式

备

注
三 四

通用英语（1） General English
(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学
分。

高级口语 Advanced Oral
English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写作（1）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口语与写作 Advanced
English in Speaking & Writing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视听说 English Viewing,
Listening & Speaking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实用英语写作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汉翻译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翻译与写作Writing and
Translation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级口译 Intermediate
Interpretation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口语与写作 Oral English and
Writing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通用英语（2）General English
(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学
分。

高级写作（2）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英语演讲 Advanced
English Speech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美概况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西方文化 Readings in Western
Cultur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文学 Selected Read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社会与文化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国社会与文化Understanding
the UK: Society and Cultur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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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学经典类选修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和周学时 开课

学院

考核

方式
备注

一 二

1100000059

国学智慧与君子人格修养
The Wisdo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Gentlman
Personality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0
中国古典诗词品鉴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1
中国新文学名篇赏析
Masterpiec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0110000006 大学语文
College Chinese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2

君子礼仪与大学生形象塑造
The Perfect Etiquette and
Image-Buil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32 2 2 教师教

育学院
考查

1100000063
经典影视鉴赏与人格养成
Classical Film Appreciation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表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英汉名称对照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英 文 名 称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Moral Cultivation and Law Basics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Practice Course)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6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7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University Student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Education (Non-normal)

9 体育与健康 Physical Education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er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1 高等数学 A Advanced Mathematics (A)

12 创新创业基础 Introduction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3 国防教育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14 军事训练 Military Training

http://www.baidu.com/link?url=VcNST6cQx92oRmcusmUkLV75wDPZ2TieYlUEDPfPki86WOoKo00A1Gp5a8sSKsz8wSGJsm1T8wQ1Y3L2CTky-v7JJFOeh_akvv-UufZp5zpeWVB1Kc-11xu5k0mjL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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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课程名称 英 文 名 称

15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jor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1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1)

17 线性代数 B Linear Algebra (B)

18 大学物理 C College Physics (C)

19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20 数据库原理 Database Principles

21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22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23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24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25 计算机组成 Computer Composition

26 算法设计与分析 Algorithm Design and Analysis

27 学科认知实践 Cognitiv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28 专业见习 Professional Probation

29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Data Structure

30 数据库系统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Database

31 综合课程设计 Comprehensive Practice

32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 (Thesis)

3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34 大数据分析技术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35 大数据开发平台 Big Data Development Platform

36 人工智能导论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7 智能信息处理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38 网络程序设计 Network Programming

39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40 分布式系统 Distributed System

41 网络攻防技术 Hacking and Defence

42 移动计算技术 Mobility Technology

43 移动应用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44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Mobile UI Design

45 网络群体与市场 Networks , Crownds and Markets

4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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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序号 课程名称 英 文 名 称

47 高级办公自动化 Advanced Office Automation

4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49 数字电子与逻辑设计 Digital Electronics and Logic Design

50 汇编与接口 Assembly and Interface

51 数据库原理实验 Curriculum Design of Database Principle

5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

53 编译原理 Fundamentals of Compiling

54 计算机图形学 Computer Graphics

55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56 网络工程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Network Engineering

57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58 计算机前沿技术 Computer Frontier Technology

59 计算机体系结构 Computer Architecture

60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61 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62 C++程序设计 C++ Programming

63 J2EE程序设计 J2EE Programming

64 中文信息处理 Chinese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65 信息安全技术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66 Linux操作系统 Linux Operating System

67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controller

68 物联网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Engineering

69 组网与网络管理 Network Management

70 Oracle数据库 Oracle Database

71 软件测试 Software Test

72 艺术设计基础 Art Design Basis

73 Web应用 Web Applications

74 Web界面设计 Designing Web Interfaces

75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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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物联网工程

专业代码：080905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湖州、服务浙江、面向长三角，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智能化升级，注重君

子人格培养，强化“明体达用”要求，融合自然科学知识、工程技术能力、良好人文精神，培养具备

扎实的物联网相关基本理论，掌握物联网感知、传输、处理等相关技术，能胜任物联网应用系统规

划、分析、设计、开发、部署、运维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基本规格

全面掌握软件开发、数据库设计、射频识别、无线传感网络等方面基本知识，具备采用 Java、

Android、JSP 等基本编程工具进行程序设计的能力，能够就物联网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并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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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求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学科、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敬业奉献精神，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

2．业务素质：系统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掌握物联网工程与技术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掌握物联网系统的分析、设计基本方法；具有开发物联网终端设备软、硬件

的基本能力；具有构建、运行、维护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了解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动态；具

有与行业专家合作，对融合物联网后的信息系统进行管理的能力；了解与物联网有关的法律、法规，

掌握一门外语（达到相应水平），具备较宽的知识面，具有获得科技信息和实际工作能力。

3．人文素质：懂得一定的社会、人文科学和经济管理知识，具有专业以外的文化艺术、历史等

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

4．身心素质：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具备健

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5. 创新能力：在系统学习本专业知识基础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通过实践环节等途径，提高专业水平，突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和创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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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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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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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物联网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根据实际物联网工程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或单元（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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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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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联网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电子信息

技术、软硬件设计与仿真平台，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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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物联网工程行业的相关政策及法规，能正确认识物联网工程对客

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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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沟通：能够就物联网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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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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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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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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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物联网专业期待毕业生 5年之内达到以下目标：

（1）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以及职业相关的经济、管理、法律知识；

（2）具备良好的工程素养和国际视野，能够解决物联网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3）具有良好的创新实践意识,能够在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物联网

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4）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应对现代快速更新的技术挑战;

（5）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工程管理能力，能够协调团队分工合作。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关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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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工程知识 √ √

2、问题分析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

4、研究 √ √

5、使用现代工具 √ √ √

6、工程与社会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

8、职业规划 √ √

9、个人和团队 √ √

10、沟通 √ √ √

11、项目管理 √ √ √

12、终身学习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针对物联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开设射频识别（RFID）、无线传感网（WSN）、移动互联

（MI）三个培养方向，依托 RFID 物联网技术浙江省工程实验室、湖州市农业物联网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以及物联网联合实验室，在注重专业理论知识体系架构的同时，加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应

用创新能力的培养，切实加强学科融合，密切联系地方产业，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构建以工

作任务和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工学结合，学、教、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实验实

训、毕业设计等方面与地方产业和教师科研项目进行深度融合。

二、学制与学位

（一）学制和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为四年，在校修业年限为 3～6年。

（二）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的学位

最低毕业总课程学分为 169学分，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一）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二）主干课程：电路与电子技术、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物

联网通信技术、RFID原理及应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无线传感网络、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三）学位课程：大学英语 II，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四）课程简介：

1. 电路与电子技术：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 3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它涉及数字电子技术中的基本原理，数字电路

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该课程为后续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射频识别等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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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

参考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六版） 康华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参考书目：《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阎石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王克义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2. 数据结构：

总学时：64 周学时：4 学分：4 开课学期：3

内容简介：《数据结构》是物联网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与物联网各门主干课都有密切联系，具有

独特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同时，该课程又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技术基本课，其内容随物联网技

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更新。本课程系统介绍各种典型的数据结构与算法，包括它们的概念、性质、

实现方法和应用。通过讲授、练习和上机实践，培养学生根据求解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与

算法，应用抽象数据类型的思想方法，组织数据和算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程序设计水平，培养良

好的程序设计方法，为将来学习和后继课程打好基础。

参考教材：《数据结构与算法》（第 2版） 陈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数据结构与算法学习与试验指导》 陈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参考书目：《数据结构与算法—C语言描述》 王国钧 唐国民 苏晓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数据结构与算法(C语言版)》 严蔚敏 吴伟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数据结构与算法习题集(C语言版)》 严蔚敏 吴伟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C/C++与数据结构与算法》 王立柱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数据结构与算法——习题与解析》（C语言篇，修订版）李春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Robert .Kruse, C.L.Tondo, Bruce Leung.Data Structures & program design in C(2nd Edition).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

3. 计算机组成：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和基本的

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和运算方法，掌握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以及外围设备的工

作原理。培养学生关于计算机硬件方面全面的知识结构，并为今后的开发、应用打下初步基础

参考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2版） 唐朔飞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参考书目：《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 裘雪红 李伯成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4. 计算机网络：

总学时：64 周学时：4 学分：4 开课学期：4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基本概

念、特征、发展状况，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具体

协议的工作原理、算法实现，网络安全、音视频服务、无线网络和移动网络、下一代因特网相关知

识，以及网络设计、部署、实施、维护等技术。

参考教材：《计算机网络》（第六版） 谢希仁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师指导书》 吴功宜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Andrew S Tanenbaum. Computer Networks（Fourth Edition）. Prentice-Hall Inc.，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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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吴功宜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计算机网络:系统方法》(第五版) Larry L.Peterson 王勇译 2015

5. 操作系统：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操作系统计算机系统资源实施管理， 是所有

其他软件与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接口， 所有用户在使用计算机时都要得到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 本

课程主要阐述了操作系统的各种基本概念， 设计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典型技术， 以及构造操作

系统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参考教材：《操作系统原理》（第 2版） 庞丽萍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参考书目：《操作系统》 孙钟秀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6. 物联网通信技术：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 4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一门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介绍物联网应用领域涉及到的主

要通信技术。课程涵盖通信多个知识点，是一门融合数据通信，计算机通信网，无线传感网络和移

动通信的综合性课程。

参考教材：《物联网通信技术》 曾宪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参考书目：《物联网关键技术》 张新程等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7. RFID原理及应用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 4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紧紧围绕射频识别发展前沿的热点问题，以射

频识别技术与应用为核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掌握射频识别基本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最新成果，主要

内容包括射频识别技术产生的背景和意义、射频识别技术原理、射频识别技术标准体系、射频识别

应用系统的构建、射频识别技术在物流管理领域的应用、射频识别技术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应用和射

频识别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等。

参考教材：《射频识别原理与应用》（第 2版） 单承赣 单玉峰 姚磊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物联网•射频识别(RFID)核心技术详解》（第 1版） 黄玉兰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8.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6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它涉及数字电子技术中的基本原理，数字电路

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该课程为后续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射频识别等奠

定基础。

参考教材：《传感器》 强锡富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陈杰 黄鸿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传感器与传感器技术》 何道清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参考书目：《传感器及应用》 王煜东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传感器及其应用》 栾桂冬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传感器入门》 雨宫好文 洪淳赫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4%F8%CF%DC%CE%E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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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无线传感器网络：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 6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要求学生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和网

络管理技术，着重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通信协议及相关标准，了解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点定位、

目标跟踪和时间同步等几大支撑技术，为进一步研究和从事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开发和工程实践提

供良好的基础和参考。

参考教材：《无线传感器网络简明教程》 崔逊学 左从菊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与应用》 李善仓等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参考书目：《传感网原理与技术》 李士宁等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智能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第二版） 于海斌等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0.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7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内容主要包含物联网工程设计目标与原则，物

联网工程设计方法与步骤，需求分析与可行性研究，网络设计，数据中心设计，物联网安全设计，

软件工程基础，物联网应用软件设计，物联网工程实施，物联网运行维护与管理，物联网工程案例

分析。

参考教材：《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黄传河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谢金龙 邓子云 大连 东软电子出版社 2012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张伦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0%BB%BD%F0%C1%FA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5%CB%D7%D3%D4%C6_1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C%A0%E4%BC%A6&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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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修读说明

（一）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8

八
16

通

识

必

修

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48 3* 3 考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5 45 3 3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64 4* 4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

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32 2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形势与政策 48 12 36 每学期 8课时，其中理论 2课时，实践 6课时 2 考查
学分组成
0.3×5+0.5

大学英语 93 93 3* 3* 6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

范）
24 24 12周 2 考查

网络学习

8课时

体育与健康 144 16 128 2* 2* 2* 2* 4 考试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24 24 1 1 2 考查

网络、

课外

学习 8
课时

高等数学 A 154 154 6* 4* 9 考试

创新创业基础 32 32 2 2 考查

国防教育 32 32 2 2 考查

军事训练 2周 2周 2周 1 考查

小 计
4周
+740 576 4周+164 2周+16 12周

+12 1周+9 1周+4 0 1 0 0 44

通
识
选
修
课

大学英语类课程 96 96 3* 3* 6 考试 见附录 1
国学经典类课程 32 32 2 2 考查 见附录 2
任选课 96 96 2 2 2 6 任选 6学分

小 计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
类
基
础
课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讲座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80 56 24 4/2* 3 5 考试

线性代数 B 32 32 2* 2 考试

大学物理 C 96 82 14 3* 2+(1)* 6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48 48 3* 3 考试

小 计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
业
主
干
课

数据结构 64 54 10 4* 4 考试

电路与电子技术 48 40 8 3* 3 考试

RFID原理及应用 48 24 24 3* 3 考试

物联网通信技术 48 32 16 3* 3 考试

计算机网络 64 48 16 4* 4 考试

计算机组成 48 40 8 3* 3 考试

操作系统 48 40 8 3* 3 考试

无线传感器网络 48 40 8 3* 3 考试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48 38 10 3* 3 考试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48 40 8 3* 3 考试

小 计 512 396 116 0 0 0 7 10 6 6 3 0 32

实
践
性
课
程
（
至
少
选
修24.5

学
分
）

学科认知实践 16 16 1 0.5 考查 参观见习

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建选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建选

RFID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JSP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建选

移动应用开发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建选

无线传感器网络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智能信息处理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物联网系统综合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建选

毕业设计（论文） 16周 16周 10周 6周 10
毕业实习 8周 8周 8周 4
小 计（建选） 34周+16 0 0 34周+16 0 1 2周 2周 2周 2周 12周 14周 24.5 建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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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

与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8

八
16

专

业

限

选

课

R
F
I
D
技

术

电子标签设计与应用 48 16 32 3 3 考查

RFID中间件技术 64 32 32 4 4 考查

智能信息处理 64 32 32 4* 4 考试

信息安全技术 48 38 10 3* 3 考试

小 计 224 118 106 0 0 0 3 11 0 0 0 14

W
S
N
技

术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64 52 12 4* 4 考试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32 24 8 2* 2 考试

传感网开发技术 64 32 32 4 4 考查

ZigBee原理与应用 64 32 32 4 4 考查

小 计 224 140 84 0 0 0 0 4 7 4 0 0 14

移

动

互

联

移动计算技术 64 56 8 4* 4 考试

移动应用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32 24 8 2 2 考查

嵌入式操作系统 64 32 32 4* 4 考试

小 计 224 144 80 0 0 0 0 4 10 0 0 0 14
网络群体与市场 45 45 3 3 考查 建选

专

业

任

选

课

（

至

少

选

修
2
4
学

分

）

高级办公自动化 32 16 16 6/2* 2 考试 建选

物联网工程导论 32 32 2* 2 考试 建选

MATLAB程序设计与应用 32 20 12 2 2 考查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64 48 16 4* 4 考试 建选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64 52 12 4* 4 考试

电子标签设计与应用 48 16 32 3 3 考查

数据仓库 64 32 32 4* 4 考试

数据库原理 48 48 3* 3 考试

Linux操作系统 48 40 8 3 3 考查

C#程序设计与.NET项目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JavaEE程序设计 64 32 32 4 4 考查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48 32 16 3* 2 考试

数字图像处理 64 48 16 4* 4 考试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64 32 32 4* 4 考试 建选

JSP程序设计 48 24 24 3 3 考查 建选

传感网开发技术 64 32 32 4 4 考查

RFID中间件技术 64 32 32 4 4 考查

智能信息处理 64 32 32 4* 4 考试

信息安全技术 48 38 10 3* 3 考试

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 32 16 16 2 2 考查

ZigBee原理与应用 64 32 32 4 4 考查

大数据开发平台 48 40 8 3 3 考查

Android平台应用开发 96 48 48 6 6 考查 建选

专业英语 32 32 2 2 考查

智能感知与定位 32 24 8 4/2 2 考查

小 计（建选） 381 245 136 0 6 0 2 4 7 6 0 0 24 建选统计

汇

总

通识必修课 4周 +740 576 4周
+164

2周
+16

12周
+12

1周
+9

1周
+4 0 1 0 0 44

通识选修课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类基础课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业主干课 512 396 116 0 0 0 7 10 6 6 3 0 32
实践性课程 34周+16 0 0 34周+16 0 1 2周 2周 2周 2周 12周 14周 24.5 建选统计

专业限选课（RFID技术） 224 118 106 0 0 0 0 3 11 0 0 0 14 按此统计

专业限选课（WSN技术） 240 148 92 0 0 0 0 4 7 4 0 0 14

专业限选课（移动应用开发）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业任选课 381 245 136 0 6 0 2 4 7 6 0 0 24 建选统计

合 计
40周
+2369 1777 396 38周+196 2周

+27
12周
+23

3周
+27

3周
+26

2周
+38

2周
+13

12周
+3 14周 169

第二

课堂

学科竞赛、科研项目、论文、

专利等
学校或学院认定 ≥5 选修

注：表格中“／”表示前半学期或后半学期开设。“”表示学位课程。

制定人：叶星火 刘红海 审定人：黄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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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类别

课

程

必

修

课

通识必修课

大类基础课

专业主干课

实践性课程

读书报告

课程设计（或实验设计）

学年论文

毕业设计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等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含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

通识选修课

2. 专业课程修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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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 程
工程

知识

问题

分析

设计/开

发解决

方案

研

究

使用

现代

工具

工程

与社

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

和团

队

沟

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L H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M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形势与政策 L M M M

大学英语 M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L M L

体育与健康 M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M L M
高等数学 A M M L

创新创业基础 L M L
国防教育 M M
军事训练 M M

大学英语类课程 M M
国学经典类课程 L M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M M L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M M H

线性代数 B M M

大学物理 C H H

数据结构 M M M M
数据库原理 M L L M
计算机网络 M L L

操作系统 M L
软件工程 M M M M

离散数学 M M

计算机组成 M L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M M

学科认知实践 M M M
专业见习 M M H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M M H M M L

数据库系统课程设计 M M H M M L
综合课程设计 M M H M M L

毕业设计(论文) M M H H M H
毕业实习 M M H

大数据分析技术 M L H M M
大数据开发平台 M M L

人工智能导论 L M

智能信息处理 M H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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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工程

知识

问题

分析

设计/开

发解决

方案

研

究

使用

现代

工具

工程

与社

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

和团

队

沟

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网络程序设计 M L H L L

嵌入式操作系统 L M L

移动计算技术 M M L

移动应用开发 M L M L L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M L M L L

嵌入式操作系统 L M L

网络群体与市场 M L L L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M M H

高级办公自动化 H L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M L L M

数字电子与逻辑设计 M M

汇编与接口 M L L

Java程序设计与J2EE项目开发 M L L M

算法设计与分析 M M H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M L

信息安全技术 M L M L

数字图像处理 M L M L

JSP 程序设计 M M H L L

ZigBee 原理与应用开发 M M H L

电子标签设计与应用 M H M L M

单片机 C 语言程序设计 M M L

MATLAB 程序设计与 应用 M M L

专业英语 M M H

计算机视觉 M M L L

C++程序设计 M L L H

J2EE 程序设计 M L L H

中文信息处理 M L M

信息安全技术 M L M M

Linux 操作系统 M L L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M M L

物联网工程导论 M L

智能感知与定位 M L L

组网与网络管理 M L L

无线传感网络 M L L M

RFID 原理及应用 M M L L

RFID 中间件技术 M L L L

物联网系统综合设计 H M L H M L

数据仓库 M L

单片机开发 M L

J2EE 企业级开发 M M M L

注：H表示对应关系强，M表示中，L表示弱，空白表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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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修读说明：

1．“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必修课程，共计

9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

2．第二课堂学分：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以外的一切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活动，是第一课

堂的延伸和补充。第二课堂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按照《湖州师范学院学生课外学分管理办

法》认定。

3．通识选修课：通识限选课须修满 8个学分，大学英语类课程须修满 6个学分（从附件表 1中

选修），国学经典类课程须修满 2个学分（从附件表 2中选修）。通识任选课须修满 6个学分（学生

于第 2学期开始修读，至少选修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 2学分、艺术体育类通识课程 2学分）。

4．每位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专业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学分，总修读课

程学分不低于 169个学分，第二课堂学分不低于 5 个学分，并同时符合学校的其他有关规定，方可

毕业。

五、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贯穿专业培养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教育实习、生产实习、金工实习、电子线路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集中的课程实验、社会调查和各类课外科技活动等。实践教

学环节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和递进性的原则进行安排。本专业的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安排学期 考核要求 具体安排

1 军事训练 1 课程考核 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2周

2 暑期社会实践 2、4、6 实践报告考核 结合专业进行社会调查， 2周×3

3 学科认知实践 2 实践报告考核 对学生进行学科认知训练，16

4 电路与电子技术

课程设计
3 课程设计考核

掌握基本电路及电子技术技能，熟练进行电路加

工，2周

5 RFID 原理及应用

课程设计
4 课程设计考核

掌握 RFID设计技术，设计并实现一套应用系统，

2周

6 传感器技术与应

用课程设计
5 课程设计考核

掌握传感器选型、组装、集成技术，设计数据采

集系统，2周

7 无线传感器网络

课程设计
6 课程设计考核

掌握无线传感网设计及节点编程、烧录技术，能

够搭建传感网环境、开发结点程序，2周

8 智能信息处理课

程设计
6 课程设计考核 掌握具体的决策算法及实现技术，2周

9 数据结构课程设

计
4 课程设计考核

掌握常用数据结构的设计与操作，掌握常用算法，

2周

10 物联网系统综合

设计
7 课程设计考核

针对实际工业级物联网项目需求，设计完整方案，

并就数据采集、传输、处理等各层面所涉及关键

技术给出具体软硬件实现，调通整个系统，2周

11 毕业设计（论文） 7-8 毕业论文考核 完成毕业设计，完成毕业论文，答辩。16周

12 毕业实习 8 实践报告考核
深化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增强实践能力，为尽

快适应就业需要做好准备。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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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本科生四年实践安排路线图为：

六、教育活动时间安排表

项目

周

数

学期

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

机

动

合

计课堂

教学

复习

考试

专业

实践

专业

见习

专业

实习

毕业

论文

（设

计）

国防

教育

始业

教育

暑期

社会

实践

毕业

就业

教育

一 15 1 2 18

二 16 1 2 （2） 19

三 16 1 2 19

四 16 1 2 （2） 19

五 16 1 2 19

六 16 1 2 （2） 19

七 8 1 10 19

八 8 6 5 19

合 计 103 7 10 0 8 16 2 （6） 5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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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类数据统计表

（一）各类课程学时数和学分数统计

专业

名称

学时

总数

课程

门数

必修课

学时

选修课

学时

课内

教学

学时

实验

教学

学时

小班化

教学学

时（30

人以

下）

分层分

类教学

课程门

数

学分

总数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集中性

实践教

学环节

学分

课内

教学

学分

实验

教学

学分

课外科

技活动

学分

物联网

工程
40周
+2369 54 1524 845 1777 396 1117 34 169 92.5 76.5 37 108 23 1

其中：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45.27 %；小班化教学学时占课内教学学时的比例为 47.15 %；分层分类

教学课程门数占总课程门数的比例为 62.96 %。

（二）实践性课程统计和学分数统计

类 别 课时 周 数 学分 备 注

课时内实验（实训） 362 23

通识必修课社会实践 128 4周 8

课程设计（实验设计） 10周 10

课外科技活动 2周 1

军事训练 2周 1

专业见习、实习 32 12周 7

毕业论文（设计） 16周 10

合 计 522 46周 60 占总学分比例 35.50%

（三）各学期课程教学周学时统计（实践环节除外）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通识必修课学时 16 14 9 4 0 1 0 0

通识选修课 2 2 5 5 0 0 0 0

大类基础课 3 5 3 0 0 0 0 0

专业必修课学时 0 0 7 10 6 6 3 0

专业选修课学时 6 3 5 4 7 6 0 0

专业模块课学时 0 0 0 3 11 0 0 0

建议学期总的周学时 27 24 29 26 24 13 3 0

（四）各学期考试课程统计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通识课程考试（门） 3 4 3 2 0 0 0 0

大类基础课程考试（门） 1 2 1 0 0 0 0 0

专业课程考试（门） 1 1 4 5 4 2 1 0

合 计 5 7 8 7 4 2 1 0

其中教考分离门数 5 7 4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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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课程中跨领域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分 类别 开课学院 课程特色 其他

1 网络群体与市场 1 3 专业任选课 信息工程学院

合计 3

（六）专业课程中校地共育、就业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

学期
学分 类别 合作单位 就业领域 就业职位 其他

1 物联网通信技术 4 3 专业任选课 湖州联通
物联网、

通信
网络运维

2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7 3 专业学位课 湖州联通 物联网 网络运维

3 物联网系统综合设计 7 2 实践性课程 湖州联通 物联网 网络运维

合计 8

（七）各专业学位课程一览表

专业名称 学位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

物联网工程 大学英语 II 2 3

物联网工程 数据结构 3 4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网络 4 4

物联网工程 操作系统 5 3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7 3



35

附件：

表 1 大学英语类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理

论

实

验

开课学期和

周学时
开课

学院

考核

形式

备

注
三 四

通用英语（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学
分。

高级口语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写作（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口语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视听说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实用英语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汉翻译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翻译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级口译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口语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通用英语（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学
分。

高级写作（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英语演讲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美概况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西方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文学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社会与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国社会与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国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表 2 国学经典类选修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和周学时 开课

学院

考核

方式
备注

一 二

1100000059 国学智慧与君子人格修养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0 中国古典诗词品鉴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1 中国新文学名篇赏析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0110000006 大学语文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2 君子礼仪与大学生形象塑造 32 2 2 教师教

育学院
考查

1100000063 经典影视鉴赏与人格养成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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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英汉名称对照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Moral Cultivation and Law Basics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实践）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Practice
Course)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6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7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University Student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Education (Non-normal)

9 体育与健康 Physical Education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er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1 高等数学 A Advanced Mathematics (A)

12 创新创业基础 Introduction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3 国防教育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14 军事训练 Military Training

15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jor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1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1)

17 线性代数 B Linear Algebra (B)

18 大学物理 C College Physics (C)

19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20 电路与电子技术 Circuit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21 计算机组成 Computer Composition

22 物联网通信技术 Internet of Thing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3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24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25 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6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Senso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7 RFID原理及应用 RFID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8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29 学科认知实践 Cognitiv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3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31 移动应用开发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32 JSP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JSP Programming

33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Data Structure

34 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Circuit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35 RFID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RFID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36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Senso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37 无线传感器网络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38 智能信息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ttp://www.baidu.com/link?url=VcNST6cQx92oRmcusmUkLV75wDPZ2TieYlUEDPfPki86WOoKo00A1Gp5a8sSKsz8wSGJsm1T8wQ1Y3L2CTky-v7JJFOeh_akvv-UufZp5zpeWVB1Kc-11xu5k0mjL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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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39 物联网系统综合设计 Integrated Design of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

40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 (Thesis)

4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42 电子标签设计与应用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Tag

43 RFID中间件技术 RFID Middleware Technology

44 智能信息处理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45 信息安全技术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46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CU

47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Embedd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

48 传感网开发技术 Sensor Network Development Technology

49 ZigBee原理与应用 ZigBe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50 移动计算技术 Mobility Technology

51 移动应用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52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Mobile UI Design

53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54 网络群体与市场 Networks , Crownds and Markets

55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2)

56 高级办公自动化 Advanced Office Automation

57 物联网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Engineering

58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Embedd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

59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6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61 JSP程序设计 JSP Programing

62 Android平台应用开发 Android Platform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63 数据库原理 Database Principles

64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chip

65 传感网开发技术 Sensor Network Development Technology

66 大数据开发平台 Big Data Development Platform

67 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68 Linux 操作系统 Linux Operating System

69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Databas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70 C#程序设计与.NET项目开发 C# Programming and .NET Project Development

71 Java程序设计与 J2EE项目开发 Java Programming and J2EE Project Development

72 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 C Programming for Microcontroller

73 MATLAB程序设计与应用 Matlab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

7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

75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76 智能感知与定位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d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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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代码：080701

（二）培养目标

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升级需求，立足湖州、服务浙江、面向长三角，培养具备现代电

子技术理论、掌握电子系统设计原理与设计方法，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外语、相应工程技术应用以

及跟踪本专业领域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能在信息通信、电子技术、智能控制等领域和

行政部门，从事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工艺制造、应用开发和技术管理的高

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三）基本规格

1.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想信念坚定；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奋发有为；传承“明体达用”校训

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志向的人，做有用的人，做有为之士。

2. 文化素质：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对君子文化的学习研究，不断提升崇雅尚美的君子

气质和素养；掌握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宽厚的文化修养、

科学素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掌握社会发展潮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较好的现代理念和较强的

创新意识；掌握人际交往基本礼仪技能，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掌握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技能，

达到规定的等级要求。

3. 专业素质：系统掌握信息系统、电子仪器和电子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学科专业发展

的趋势，获得初步的科研训练，具备在电子信息行业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从事应用开发和技术

管理的基本能力，成为富于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具备集研发应

用与操作能力为一体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4.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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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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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针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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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研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

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信息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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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信息

技术工具、软硬件设计与仿真平台、现代电子仪器设备，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电子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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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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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电子信息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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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沟通：能够就电子信息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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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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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电子信息领域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能在多学科环境中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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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专业期待毕业生在 5年之内经过积极努力达到以下目标：

（1）能够形成良好的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与国际视野，在工作中具有社会责任感、

事业心、安全与环保意识，能积极服务国家与社会；

（2）能够把握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运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与工程技能，

设计合理的工程技术解决方案，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3）具有良好的创新实践意识，能够在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电子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4）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终身学习渠道，自我更新知识和提升能力，应对现代快速更新的

技术挑战，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5）能够形成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工程管理能力，能够协调团队分工合作，组织中小型项目

的实施，独立领导团队进行产品设计和制作任务。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关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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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工程知识 √ √

2、问题分析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

4、研究 √ √

5、使用现代工具 √ √ √

6、工程与社会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

8、职业规划 √ √

9、个人和团队 √ √

10、沟通 √ √ √

11、项目管理 √ √ √

12、终身学习 √ √

（四）专业特色

设置电子设计自动化、信号处理、移动互联三个方向，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依托省级电子信

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湖州市重点实验室、大学生实践基地等平台，实施“校地共育”人才培养，开

展学生科研、学科竞赛、暑期实践、师生科技创新创业、国内外交流等活动，培养“明体达用”的高

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学制与学位

（一）学制和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为四年，在校修业年限为 3～6年。

（二）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的学位

最低毕业总课程学分为 169学分，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一）主干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二）主干课程：电路分析、数字逻辑电路、模拟电子电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及应用、传感器技术及应用。

（三）学位课程：大学英语 II、电路分析、数字逻辑电路、模拟电子电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四）课程简介：

1. 电路分析

总学时：80 周学时：5 学分：4.5 开课学期： 3
内容简介：《电路分析》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电路

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基本分析方法，理解电阻、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受控电压源、

受控电流源、电容、电感、耦合电感、理想变压器等元件的定义、性质及伏安关系，透彻理解基尔

霍夫定律。掌握常用的电路等效变换方法。理解并掌握正确列写电路的节点电压方程，并对电路进

行计算。理解并能正确运用电路定理。掌握电路的时域、频域、复频域分析方法。了解线性二端口

的开路参数、短路参数、混合参数和传输参数。

参考教材：《电路分析基础》(上、下册)(第四版) 李瀚荪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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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电路原理》 邱关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 数字逻辑电路

总学时：80 周学时：5 学分：4.5 开课学期： 3
内容简介：《数字逻辑电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数

字逻辑电路的基本知识，充分掌握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具备初步的电

子电路分析及设计技能，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设计数字电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工程

计算能力和分析问题，并为后期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参考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六版) 康华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参考书目：《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阎石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 模拟电子电路

总学时：80 周学时：5 学分：4.5 开课学期： 4
内容简介：《模拟电子电路》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模拟电子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的学习方法。对半导体器件，集成

运算放大器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常用模拟电子线路有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基本实

验技能，工程计算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及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参考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六版) 康华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参考书目：《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阎石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4.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总学时：64 周学时：4 学分：3.5 开课学期： 4
内容简介：《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是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以 51单片机为对象讲授微控制器（或微

处理器）工作原理及其应用开发，通过讨论，实验、小组项目验证和设计等环节，以团队合作方式

让学生理解单片机工作原理、掌握如何根据功能要求或项目需求完成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与实现，

培养学生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衔接后续课程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

应用系统设计。

参考教材：《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基于 STC系列增强型 80C51单片机》(第 3版) 朱兆优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第 4版) 李朝青 刘艳玲 北京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3
参考书目：《MCS-51单片机应用技术项目教程》(第 2版) 任玲 北京 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2014

《单片机系统及应用》(第 2版) 金建设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
Intel. MCS-51 Microcontroller Family User’s Manual.

5. 信号与系统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 4
内容简介：《信号与系统》是电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学习信号和

线性非时变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要求掌握最基本的信号变换理论，并掌握线性非时

变系统的分析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

参考教材：《信号与系统》(第二版) 马金龙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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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 4版) 吴大正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信号与系统》(第三版)（上、下册） 郑君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A.V奥本海姆等著.刘树棠译.Signals and Systems. Second Edition[美]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7

6. 数字信号处理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2.5 开课学期： 5
内容简介：《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主干课程。通过该课程的教

学，要求学生理解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掌握常用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和手段，了

解仿真工具在课程中的应用及学科前沿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环节的教学，能够将数字信号

处理的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相结合，达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参考教材：《数字信号处理教程》 程佩青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参考书目：《离散时间信号处理》 A.V奥本海姆等著 黄建国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Alan V. Oppenheim, Ronald W. Schafe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Prentice-Hall Inc. 1975
《数字信号处理》 俞卞章等编著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8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 胡广书编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7.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2 开课学期： 5
内容简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要使学生了解嵌入式系统的概念、技术、开发手段及最新发展，掌握 ARM 的汇编语言与 C语言

编程，掌握基于 ARM处理器核的嵌入式微处理器芯片的应用，掌握基于 ARM 微处理器的嵌入式系

统的硬件设计方法，掌握基于μC/OS-Ⅱ实时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软件设计方法。培养学生掌握进一步

进行嵌入式系统学习、开发的基本方法。

参考教材：《基于 ARM7TDMI的 S3C44BOX嵌入式微处理器技术》 刘彦文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参考书目：《ARM体系结构与程序设计》 熊茂华等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ARM嵌入式体系结构与接口技术》 刘洪涛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杜春雷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8.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2 开课学期： 6
内容简介：《传感器技术与应用》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使学生在传感器

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了解工程检测中常用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性、应用及发展方向。在

工作中具有初步选用传感器的能力。同时，要求学生了解有关检测的一些基本知识，初步了解工程

检测中的基本电路，传感器的信号调节电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行检测系统的设计打下

良好的基础。

参考教材：《传感器》 强锡富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陈杰 黄鸿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传感器与传感器技术》 何道清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参考书目：《传感器及应用》 王煜东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传感器及其应用》 栾桂冬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传感器入门》 雨宫好文 洪淳赫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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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修读说明

（一）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6

八
16

通

识

必

修

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48 3* 3 考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5 45 3 3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64 4* 4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

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32 2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形势与政策 48 12 36 每学期 8课时，其中理论 2课时，实践 6课时 2 考查
学分组

成 0.3×5
+ 0.5

大学英语 93 93 3* 3* 6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

师范）
24 24 12周 2 考查

网络学习

8课时

体育与健康 144 16 128 2* 2* 2* 2* 4 考试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24 24 1 1 2 考查

网络、课外

学习 8课时

高等数学 A 154 154 6* 4* 9 考试

创新创业基础 32 32 2 2 考查

国防教育 32 32 2 2 考查

军事训练 2周 2周 2周 1 考查

小 计
4周
+740 576 0 4周+164 2周+16 12周

+12 1周+9 1周
+4 0 1 0 0 44

通识

选修

大学英语类课程 96 96 3* 3* 6 考试 见附录 1
国学经典类课程 32 32 2 2 考查 见附录 2
任选课（建议选修学期） 96 96 2 2 2 6 任选 6学分

小 计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
类
基
础
课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讲座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80 56 24 4/2* 3* 5 考试

线性代数 B 32 32 2* 2 考试

大学物理 C 96 82 14 3* 2+(1)* 6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48 48 3* 3 考试

小 计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业

主干

课

电路分析 64 56 8 4* 4 考试

数字逻辑电路 64 56 8 4* 4 考试

模拟电子电路 64 56 8 4* 4 考试

信号与系统 48 40 8 3* 3 考试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64 52 12 4* 3.5 考试

数字信号处理 48 40 8 3* 2.5 考试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48 38 10 3* 2 考试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48 32 16 3* 2 考试

算法与数据结构 48 32 16 3* 2 考试

小 计 496 402 94 0 0 0 10 12 9 3 0 0 27

实践

性课

程

学科认知实践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参观

电子工艺课程设计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系统综合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毕业设计（论文） 16周 16周 10周 6周 10
毕业实习 8周 8周 8周 4

小 计
小

计
31周
+16 0 0 31周

+16 0 1 2周 1周 2周 2周 10周 14周 21.5

专

业

限

选

课

电

子

设

计

自

动

化

EDA技术及应用 48 36 12 3 3 考查

电子测量技术 48 40 8 3* 3 考试

虚拟仪器技术 64 32 32 4 4 考查

电子系统设计 64 48 16 4 4 考查

小 计 224 156 68 0 0 0 0 0 6 8 0 0 14

信

号

处

理

现代 DSP技术 48 40 8 3* 2.5 考查

电子系统设计 64 48 16 4 4 考查

虚拟仪器技术 64 32 32 4 4 考查

数字图像处理 64 48 16 4* 3.5 考试

小 计 240 168 72 0 0 0 0 0 7 8 0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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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6

八
16

专

业

限

选

课

移

动

互

联

移动计算技术 64 56 8 4* 4 考试

移动应用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32 24 8 2 2 考查

嵌入式操作系统 64 32 32 4* 4 考试

小 计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

业

任

选

课

（至

少

选

修
32
学

分）

网络群体与市场 45 45 3 3 考查 建选

高级办公自动化 32 16 16 6/2* 2 考试
建选

前半学期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48 36 12 3* 3 考试 建选

电工电子工艺学 16 16 2/1 1 考查 建选

电子线路 CAD 32 20 12 2 1.5 考查 建选

工程制图 32 26 6 2 1.5 考查 建选

金工实习 1周 1周 1周 0.5 考查
（实践

性课程）

复变函数 48 48 3* 3 考试

自动控制原理 64 54 10 4* 3.5 考试
非移动互联

建选

电机与拖动基础 48 38 10 3 2.5 考查

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 32 16 16 2 2 考查 建选

信息论基础 32 32 2 2 考查 建选

电气控制及 PLC技术 48 32 16 3 2.5 考查

无线传感器网络 48 40 8 3* 3 考试

MATLAB 程序设计与应

用
32 20 12 2 2 考查 建选

计算机控制技术 48 38 10 3 3 考查

电力电子技术 48 36 12 3 3 考查

专业英语 32 32 2 2 考查

人工智能导论 64 48 16 4* 4 考试

模式识别导论 32 32 4/2 2 考查 建选

工业现场总线技术 32 24 8 2 2 考查

电磁场与电磁波 48 40 8 3* 3 考试 建选

RFID原理及应用 48 24 24 3* 3 考试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64 32 32 4* 3.5 考试 移动互联

通信电路 48 40 8 3* 3 考试 建选

电磁兼容原理与技术 32 32 2 2 考查

数字电视技术 32 32 2 2 考查

计算机网络基础 32 24 8 4/2 2 考查 建选

通信原理 64 56 8 4* 4 考试 建选

数字通信系统 32 24 8 2 2 考查

微波技术与天线 32 24 8 2 2 考查

工程训练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实践性

课程

小 计（建选） 525 403 40 82 3 0 2 9 13 2 4 0 32 建选

统计

汇

总

通识必修课
4周
+740 576 0 4周+164 2周+16 12周

+12 1周+9 1周
+4 0 1 0 0 44

通识选修课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类基础课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业主干课 496 402 94 0 0 0 10 12 9 3 0 0 27

实践性课程
31周
+16 0 0 31周+16 0 1 2周 1周 2周 2周 10周 14周 21.5

专业方向课（电子设计自动化） 224 156 68 0 0 0 0 0 6 8 0 0 14 按此统

计

专业方向课（信号处理） 240 168 72 0 0 0 0 0 7 8 0 0 14
专业方向课（移动互联）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业任选课 525 403 40 82 3 0 2 9 13 2 4 0 32 建选

统计

合计
37周
+2961 2291 392 35周

+278 2周+24 12周
+23 3周+30 2周

+30 2周+41 2周+32 10周+4 14周 169

第二课堂

（不计入毕业总

学分，但至少获

得 5学分）

学科竞赛、科研项目、

论文、专利等
学校或学院认定 ≥5 选修

注：表格中“／”表示前半学期或后半学期开设。“”表示学位课程。

制定人：贺无名 审定人：黄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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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类别

课

程

必

修

课

通识必修课

大类基础课

专业主干课

实践性课程

讲座/参观

学科认知实践

专业见习

课程设计﹙或实验设计﹚

学科竞赛、科研实践

毕业设计

专业实习等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含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

通识选修课

2．专业课程修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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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 程
工程

知识

问题

分析

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研

究

使用现

代工具

工程与

社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

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L H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

践）

M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形势与政策 L M M M

大学英语 L M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L M L L

体育与健康 M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M L M

高等数学 A M M L

创新创业基础 L M L

国防教育 M M

军事训练 M M

大学英语类课程 M M

国学经典类课程 L M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M M L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M M H

线性代数 B M M

大学物理 C H H

电路分析 M H

模拟电子电路 M H

数字逻辑电路 M H

信号与系统 M L M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M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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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工程

知识

问题

分析

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研

究

使用现

代工具

工程与

社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

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数字信号处理 M L M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M H L

学科认知实践 L L M M M

电子工艺课程设计 H M M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L M H M M L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L M H M M L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L M H M M L

系统综合设计 L M M L L L M H L

EDA技术及应用 L M H

电子测量技术 L M L H

虚拟仪器技术 L L H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L L H

现代 DSP技术 L L H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L M

数字图像处理 M L M L

电磁场与电磁波 H M

通信电路 H M

通信原理 H L L L

信息论与编码 M M L L

MATLAB程序设计与应用 H L

注：H表示对应关系强，M表示中，L表示弱，空白表示无。

（二）学生修读说明：

1．“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必修课程，共计

9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

2．第二课堂学分：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以外的一切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活动，是第一课

堂的延伸和补充。第二课堂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按照学校对第二课堂学分相关规定认定。

3．通识选修课：通识限选课须修满 8个学分，大学英语类课程须修满 6个学分（从附件表 1中

选修），国学经典类课程须修满 2个学分（从附件表 2中选修）。通识任选课须修满 6个学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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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 2学期开始修读，至少选修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 2学分、艺术体育类通识课程 2学分）。

4．每位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专业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学分，总修读课

程学分不低于 169个学分，第二课堂学分不低于 5 个学分，并同时符合学校的其他有关规定，方可

毕业。

五、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贯穿专业培养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教育实习、生产实习、金工实习、电子线路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集中的课程实验、社会调查和各类课外科技活动等。实践教

学环节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和递进性的原则进行安排。本专业的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安排学期 考核要求 具体安排

1 军事训练 1 综合评定 2周

2 暑期实践 2、4、6 调查报告 3×2周

3 学科认知实践 2 综合评定 16

4 创新实践训练 1-8 综合评定 2周

5 学科竞赛 1-8 综合评定 2周

6 电子工艺课程设计 3 设计报告 1周

7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3 设计报告 1周

8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4 设计报告 1周

9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5 设计报告 2周

10 系统综合设计 6 设计报告 2周

11 创业就业训练 2、6 设计报告 2周

12 毕业论文 7-8 论文 16周

13 毕业实习 8 实习报告 8周

本专业本科生四年实践安排路线图为：



49

六、教育活动时间安排表

项目

周

数

学期

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

机

动

合

计课堂

教学

复习

考试

专业

实践

专业

见习

专业

实习

毕业

论文

（设

计）

国防

教育

始业

教育

暑期

社会

实践

毕业

就业

教育

一 15 1 2 18

二 16 1 2 （2） 19

三 16 1 2 19

四 16 1 2 （2） 19

五 16 1 2 19

六 16 1 2 （2） 19

七 8 1 10 19

八 8 6 5 19

合 计 103 7 10 0 8 16 2 （6） 5 151

七、各类数据统计表

（一）各类课程学时数和学分数统计

专业名称
学时

总数

课程

门数

必修课

学时

选修课

学时

课内

教学

学时

实验

教学

学时

小班化

教学学

时（30
人以

下）

分层分

类教学

课程门

数

学分

总数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集中性

实践教

学环节

学分

课内

教学

学分

实验

教学

学分

课外科

技活动

学分

电子信息

工程（电

子设计自

动化）

2961 59 1988 973 1993 392 877 29 169 102.5 66.5 36 117 15 1

电子信息

工程（信

号处理）

2977 59 1972 999 2005 396 893 29 169 102.5 66.5 36 117 15 1

电子信息

工程（移

动互联）
2961 59 1988 973 1981 404 877 29 169 102.5 66.5 36 117 15 1

其中：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39.35 %；小班化教学学时占课内教学学时的比例为 44.00 %；分层分

类教学课程门数占总课程门数的比例为 42.02 %。（按电子设计自动化方向进行统计）

（二）实践性课程统计和学分数统计

类 别 课时 周 数 学分 备 注

课时内实验（实训） 234 15
通识必修课社会实践 128 4周 8

专业导论 16 0.5
认识实践 16 0.5
课程设计 31 7周 9

课外科技活动 2周 1
军事训练 16 2周 1

专业见习、实习 32 12周 7
毕业论文（设计） 16周 10

合 计 473 43周 52 占总学分比例 30.77 %



50

（三）各学期课程教学周学时统计（实践环节除外）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通识必修课 16 14 9 4 0 1 0 0
通识选修课 2 5 5 2 0 0 0
大类基础课 3 5 3 0 0 0 0 0
专业主干课 0 0 10 12 5 3 0 0

专业方向课（电子设计自动化方向） 0 0 0 0 6 8 0 0 按此统计

专业方向课（信号处理方向） 0 0 0 0 7 8 0 0
专业方向课（移动互联方向） 0 0 0 0 4 10 0 0

专业任选课 6 3 4 9 13 2 4 0
建议学期总的周学时 27 22 31 30 26 14 4 0

（四）各学期考试课程统计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通识课程考试（门） 3 4 3 2 0 0 0 0

大类基础课程考试（门） 1 2 1 0 0 0 0 0
专业课程考试（门） 1 1 3 4 5 1 0 0

合 计 5 7 7 6 5 1 0 0
其中教考分离门数 5 7 4 2 0 0 0 0

（五）专业课程中跨领域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分 类别 开课学院 课程特色 其他

1 网络群体与市场 1 3 专业任选 信息工程学院
经济学、社会学、计

算机科学交叉课程

2 移动计算技术 5 4 专业任选 信息工程学院
多学科交叉、计算技

术研究热点

合计

（六）专业课程中校地共育、就业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

学期
学分 类别 合作单位 就业领域 就业职位 其他

1 电子系统设计 6 4 专业任选课
湖州佳格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电子设计

工程师

2 学科认知实践 2 1 实践性课程
湖州佳格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电子设计

工程师

3 毕业实习 8 4 实践性课程

湖州佳格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长兴博

乐智能

电子信息
电子设计

工程师

合计 9

（七）各专业学位课程一览表

专业名称 学位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

电子信息工程 大学英语 II 2 3

电子信息工程 电路分析 3 4.5

电子信息工程 数字逻辑电路 3 4.5

电子信息工程 模拟电子电路 4 4.5

电子信息工程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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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大学英语类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理

论

实

验

开课学期和

周学时 开课学院
考核

形式

备

注
三 四

通用英语（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学
分。

高级口语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写作（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口语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视听说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实用英语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汉翻译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翻译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级口译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口语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通用英语（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学
分。

高级写作（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英语演讲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美概况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西方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文学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社会与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国社会与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国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表 2 国学经典类选修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和周学时 开课

学院

考核

方式
备注

一 二

1100000059 国学智慧与君子人格修养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0 中国古典诗词品鉴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1 中国新文学名篇赏析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0110000006 大学语文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2 君子礼仪与大学生形象塑造 32 2 2 教师教

育学院
考查

1100000063 经典影视鉴赏与人格养成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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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中英文对照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Moral Cultivation and Law Basics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实践）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Practice Course)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6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7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University Student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Education (Non-normal)

9 体育与健康 Physical Education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er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1 高等数学 A Advanced Mathematics (A)

12 创新创业基础 Introduction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3 国防教育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14 军事训练 Military Training

15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jor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1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1)

17 线性代数 B Linear Algebra (B)

18 大学物理 C College Physics (C)

19 电路分析 Circuit Theory Analysis

20 数字逻辑电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21 模拟电子电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22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and Systems

23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CU

24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5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Senso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6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Embedd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

27 学科认知实践 Subject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28 电子工艺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29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Analog Electronic

30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Digital Electronic

31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Microcontroller

32 系统综合设计 Integrated Electronic Systems Design

33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34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35 EDA技术及应用 ED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36 电子测量技术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37 虚拟仪器技术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ology

38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s System Design

39 现代 DSP技术 DSP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http://www.baidu.com/link?url=VcNST6cQx92oRmcusmUkLV75wDPZ2TieYlUEDPfPki86WOoKo00A1Gp5a8sSKsz8wSGJsm1T8wQ1Y3L2CTky-v7JJFOeh_akvv-UufZp5zpeWVB1Kc-11xu5k0mjL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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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40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41 移动计算技术 Mobility Technology

42 移动应用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43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Mobile UI Design

44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45 网络群体与市场 Networks , Crownds and Markets

4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2)

47 高级办公自动化 Advanced Office Automation

4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

49 电工电子工艺学 Electronic Technology

50 电子线路 CAD The CAD of Circuit

51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Charting and Computer Cartography

52 金工实习 Technics of Metalworking and Practice

53 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Complex Variables

54 自动控制原理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55 电机与拖动基础 Electrical Motor and Drive

56 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 C programming for Microcontroller

57 信息论基础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Theory

58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59 电气控制及 PLC技术 Electrical Control and PLC

60 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echnology

61 MATLAB程序设计与应用 MATLAB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

62 计算机控制技术 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63 电力电子技术 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64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65 人工智能导论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6 模式识别导论 Introduction to Pattern Recognition

67 工业现场总线技术 Filed Bus Technology

68 电磁场与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s

69 RFID原理及应用 RFID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7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71 Java程序设计 Java Programming

72 通信电路 Radio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s

73 电磁兼容原理与技术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74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75 计算机网络基础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Networks

76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s

77 数字通信系统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78 微波技术与天线 Microwave and Antenna Technology

79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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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通信工程

专业代码：080703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明体达用、服务地方的治学理念，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科学素养，具备通信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识，系统掌握现代通信技术，能在信息通信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设备制造、网

络运营、技术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三）基本规格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想信念坚定；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奋发有为；传承“明体达用”校训

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志向的人，做有用的人，做有为之士。

2. 文化素质：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对君子文化的学习研究，不断提升崇雅尚美的君子

气质和素养；掌握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宽厚的文化修养、

科学素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掌握社会发展潮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较好的现代理念和较强的

创新意识；掌握人际交往基本礼仪技能，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掌握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技能，

达到规定的等级要求。

3. 专业素质: 掌握通信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够熟练使用常用电子仪器仪表；系

统掌握通信系统与通信网络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具有设计、开发、调试、应用通信系统与通信网络

的基本能力；了解信息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以及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4.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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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领域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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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信息通信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根据实际信息通信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或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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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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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信息通信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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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软硬件设计与仿真平台，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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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信息与通信行业的相关政策及法规，能正确认识通信技术对客观

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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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沟通：能够就信息通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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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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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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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通信工程专业期待毕业生 5 年之内达到以下目标：

（1）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以及职业相关的经济、管理、法律知识；

（2）具有良好的工程素养和国际视野，能够解决信息通信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3）具有良好的创新实践意识,能够在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的情况下进行通信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4）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应对现代快速更新的技术挑战;

（5）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工程管理能力，能够协调团队分工合作。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工程知识 √ √

2、问题分析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

4、研究 √ √

5、使用现代工具 √ √ √

6、工程与社会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

8、职业规划 √ √

9、个人和团队 √ √

10、沟通 √ √ √

11、项目管理 √ √ √

12、终身学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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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围绕区域经济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需求，开设移动通信技术、信号处理、移动互联三个方

向。通过深化校地合作，联合电信、移动、联通等实施以网络优化为中心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依

托省级电子信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市级信息与通信工程重点学科等平台，开展

科技创新、学科竞赛、暑期实践等活动，实现工程实践全程化，强化学生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学制与学位

（一）学制和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为四年，在校修业年限为 3～6年。

（二）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的学位

最低毕业总课程学分为 169学分，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一）主干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

（二）主干课程：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分析、数字逻辑电路、模拟电

子电路、通信电路、嵌入式系统与应用、电磁场与电磁波。

（三）学位课程：大学英语 II、电路分析、数字逻辑电路、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四）课程简介：

1．电路分析

总学时：80 周学时：5 学分：4.5 开课学期：3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电类及其相关专业的专业技术基础课，旨在介绍电工技术，内容包括电路

基本概念和电路定律、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电路定理、一阶动态电路、正

弦稳态电路分析、谐振电路、互感耦合电路和三相电路。

参考教材：《电路分析基础》(第四版) 李瀚荪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参考书目：《电路原理》 邱关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 数字逻辑电路

总学时：80 周学时：5 学分：4.5 开课学期：3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主干课，它涉及数字电子技术中的基本原理，数字电

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课程涵盖的内容有：逻辑代数、门电路、组合

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单元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

器件等。

参考教材：《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阎石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参考书目：《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六版) 康华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3. 模拟电子电路

总学时：80 周学时：5 学分：4.5 开课学期：4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电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掌握常用模拟电子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具体包括：放大电路模型，运算放大器放大器

及其应用，二极管及其基本电路，三极管（BJT）及其放大电路，模拟集成电路，反馈放大电路，功

率放大电路等。

参考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六版) 康华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8%E6%80%81%E7%94%B5%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90%E6%8C%AF%E7%94%B5%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9B%B8%E7%94%B5%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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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童诗白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4．电磁场与电磁波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4

内容简介：本课程旨在掌握大学物理电磁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电磁场基本概念；培养

学生用场的观点对电气工程中的电磁现象和电磁过程进行定性分析与判断和定量计算的初步能力；

通过电磁场理论的逻辑推理，培养学生正确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参考教材：《电磁场与电磁波》 谢处方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参考书目：《电磁场与电磁波》 王家礼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02

5. 信号与系统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4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学习旨在让学生理解信号的函数表示与

系统分析方法，掌握连续时间系统和离散时间系统的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连续时间系统的 S域分

析和离散时间系统的 Z域分析，以及状态方程与状态变量分析法等相关内容。

参考教材：《信号与系统》(第二版) 马金龙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参考书目：《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 4版) 吴大正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信号与系统》(第三版) 郑君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信号与系统》 奥本海姆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7

6．通信电路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3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高频电子线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掌握常用高频电子线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为以后学习移动通信等课程奠定良好基础；同

时可培养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学生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内容主要包括：通信电子线路分析基础，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谐振功率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振幅调制、解调与混频电路，角度调制与解

调电路,数字调制,反馈控制电路等。

参考教材：《通信电子线路》(第二版) 严国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教学书目：《通信电路》(第四版) 沈伟慈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通信电子线路》 徐勇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7. 通信原理

总学时：64 周学时：4 学分：4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通信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它系统深入地分析了通信系统的模型、基本原

理和性能，包括模拟通信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并以数字通信系统为主。从通信信号传输的角度介

绍传输信号、调制、均衡和最佳接收内容，从信息传输的角度介绍信源和信源编码、信道容量和信

道编码等内容。

参考教材：《通信原理》 樊昌信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

参考书目：《数字通信原理与技术》 王兴亮等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通信原理》 周炯磐等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8

8. 数字信号处理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2.5 开课学期：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A1%E6%8B%9F%E9%80%9A%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8%BE%93%E4%BF%A1%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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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课程主要讲授利用数学的方法和数字化系统来实现对信号的处理与分析。本课程

旨在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掌握常用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和

手段，了解仿真工具在课程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环节的教学，能够将数字信号处理的

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相结合，达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参考教材：《数字信号处理教程》 程佩青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参考书目：《离散时间信号处理》 A.V奥本海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9．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总学时：48 周学时：3 学分：2 开课学期：5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了解嵌入式系统的概念、技术、开发手段及最新发展，

掌握 ARM 的汇编语言与 C语言编程，掌握基于 ARM 处理器核的嵌入式微处理器芯片的应用，掌

握基于 ARM 微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计方法，掌握基于μC/OS-Ⅱ实时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软

件设计方法。培养学生掌握进一步进行嵌入式系统学习、开发的基本方法。

参考教材：《基于 ARM7TDMI的 S3C44BOX嵌入式微处理器技术》 刘彦文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书目：《ARM体系结构与程序设计》 熊茂华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RM嵌入式体系结构与接口技术》 刘洪涛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学生修读学位课程的学分绩点须达到《湖州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例》中规定的最低要求，

方可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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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修读说明

（一）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6

八
16

通

识

必

修

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48 3* 3 考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5 45 3 3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64 4* 4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实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32 2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

践）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形势与政策 48 12 36 每学期 8课时，其中理论 2课时，实践 6课时 2 考查
学分组成
0.3×5 + 0.5

大学英语 93 93 3* 3* 6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非师范）
24 24 12周 2 考查

网络学习

8课时

体育与健康 144 16 128 2* 2* 2* 2* 4 考试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
24 24 1 1 2 考查

网络、课外

学习 8课时

高等数学 A 154 154 6* 4* 9 考试

创新创业基础 32 32 2 2 考查

国防教育 32 32 2 2 考查

军事训练 2周 2周 2周 1 考查

小 计
4周
+740 576 0 4周+164 2周+16 12周

+12 1周+9 1周+4 0 1 0 0 44

通识

选修

大学英语类课程 96 96 3* 3* 6 考试 见附录 1
国学经典类课程 32 32 2 2 考查 见附录 2
任选课（建议选修学期） 96 96 2 2 2 6 任选 6学分

小 计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
类
基
础
课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讲座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80 56 24 4/2* 3* 5 考试

线性代数 B 32 32 2* 2 考试

大学物理 C 96 82 14 3* 2+(1)* 6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48 48 3* 3 考试

小 计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业主

干课

电路分析 64 56 8 4* 4 考试

数字逻辑电路 64 56 8 4* 4 考试

模拟电子电路 64 56 8 4* 4 考试

信号与系统 48 40 8 3* 3 考试

电磁场与电磁波 48 40 8 3* 3 考试

数字信号处理 48 40 8 3* 2.5 考试

通信原理 64 56 8 4* 4 考试

通信电路 48 38 10 3* 3 考试

算法与数据结构 48 32 16 3* 2 考试

小 计 496 414 82 0 0 0 8 10 13 0 0 0 29.5

实践性

课程

学科认知实践 16 16 1 0.5 考查 报告参观

电子工艺实习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1周 1周 1周 1 考查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通信系统课程设计 2周 2周 2周 2 考查

毕业设计（论文） 16周 16周 10周 6周 10
毕业实习 8周 8周 8周 4

小 计
31周
+16 0 0 31周

+16 0 1 2周 1周 2周 2周 10周 14周 21.5

专

业

限

选

课

移

动

通

信

技

术

移动通信 48 32 16 3* 3 考试

无线网络优化 64 32 32 4 4 考查

路由与交换 64 48 16 4* 4 考试

光纤通信 48 24 24 3 3 考查

小 计 224 156 68 0 0 0 0 0 6 8 0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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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分配
学

分

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计

授

课

实

验

实践与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一
15

二
18

三
18

四
18

五
18

六
18

七
16

八
16

专

业

限

选

课

信

号

处

理

现代 DSP技术 48 40 8 3* 2.5 考试

数字图像处理 64 48 16 4* 4 考试

虚拟仪器技术 64 32 32 + 4 4 考查

电子系统设计 64 48 16 4 3.5 考查

小 计 240 168 72 0 0 0 0 0 7 8 0 0 14

移

动

互

联

移动计算技术 64 56 8 4* 4 考试

移动应用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32 24 8 2 2 考查

嵌入式操作系统 64 32 32 4* 4 考试

小 计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

业

任

选

课

（至

少

选

修
29.5
学

分）

网络群体与市场 45 45 3 3 考查 建选

高级办公自动化 32 16 16 6/2* 2 考试 建选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48 36 12 3* 3 考试 建选

工程制图 32 26 6 2 1.5 考查 建选

数据结构 64 54 10 4* 4 考试 建选

通信系统导论 16 16 1 1 考查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64 52 12 4* 4 考试 建选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45 30 15 3* 3 考试 建选

信息论与编码 48 48 3 3 考查 建选

多媒体通信技术 32 32 2 2 考查 建选

多媒体信息安全 32 16 16 2 2 考查 建选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48 32 16 3* 2 考试 建选

专业英语 32 32 2 2 考查

数字图像处理 64 48 16 4* 4 考试

MATLAB程序设计与应用 32 20 12 2 2 考查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64 32 32 4* 4 考试

移动应用开发 64 32 32 4 4 考查

现代 DSP技术 48 40 8 3* 2.5 考试

无线网络优化 64 32 32 4 4 考查

Linux操作系统 48 40 8 3 3 考查

人工智能导论 64 48 16 4* 4 考试

图像与视频通信 32 32 2 2 考查

无线传感器网络 48 40 8 3* 3 考查

电磁兼容原理与技术 32 32 2 2 考查

数字通信系统 32 24 8 2 2 考查

微波技术与天线 32 24 8 2 2 考查

小 计（建选） 490 387 69 34 3 0 0 2 0 5 2 0 29.5 建选统计

汇

总

通识必修课
4周
+740 576 0 4周

+164
2周
+16

12周
+12

1周
+9

1周
+4 0 1 0 0 44

通识选修课 224 224 0 0 2 2 3 5 2 0 0 0 14

大类基础课 272 218 38 16 3 8 6 0 0 0 0 0 16.5

专业主干课 496 414 82 0 0 0 8 10 13 0 0 0 29.5

实践性课程
31周
+16 0 0 31周

+16 0 1 2周 1周 2周 2周 10周 14周 21.5

专业限选课（移动通信技术） 224 136 88 0 0 0 0 0 4 10 0 0 14 按此统计

专业限选课（信号处理） 240 168 72 0 0 0 0 0 7 8 0 0 14

专业限选课（移动互联） 224 144 80 0 0 0 0 0 4 10 0 0 14

专业任选课 490 387 69 34 3 0 0 2 0 5 2 0 29.5 建选统计

合 计
37周
+2926 2267 429 35周

+230
2周
+24

12周
+23

3周
+26

2周
+21

2周
+30

2周
+34

10周
+2 14周 169

第二课堂

（不计入毕业总

学分，但至少获

得 5学分）

学科竞赛、科研项

目、论文、专利等
学校或学院认定 ≥5 选修

注：表格中“／”表示前半学期或后半学期开设。“”表示学位课程。

制定人：张 媛 贺无名 审定人：黄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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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类别

课

程

必

修

课

通识必修课

大类基础课

专业主干课

实践性课程

读书报告

课程设计﹙或实验设计﹚

学年论文﹙或学年项目设计﹚

毕业设计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等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含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

通识选修课

2. 专业课程修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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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 程
工程

知识

问题

分析

设计/开

发解决

方案

研

究

使用现

代工具

工程与

社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

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L H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M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形势与政策 L M M M

大学英语 M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L M L

体育与健康 M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M L M

高等数学 A M M L

创新创业基础 L M L

国防教育 M M

军事训练 M M

大学英语类课程 M M

国学经典类课程 L M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M M L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M M H

线性代数 B M M

大学物理 C H H

数据结构 M M M M

计算机通信网 M L L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M M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M M H M M L

通信系统课程设计 M M H M M L

毕业设计(论文) M M H H M H

毕业实习 M M H

移动计算技术 M M L

移动应用开发 M L M L L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M L M L L

嵌入式操作系统 L M L

网络群体与市场 M L L L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M M H

高级办公自动化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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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工程

知识

问题

分析

设计/开

发解决

方案

研

究

使用现

代工具

工程与

社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

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数字逻辑电路 M M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M L L M

数字图像处理 M L M L

人工智能导论 M L

专业英语 M H

多媒体信息安全 L M M

Linux 操作系统 L L

通信系统导论 M M L

移动应用开发 M L L

路由与交换 H M

移动通信 M M

无线网络优化 M H

通信原理 H L L L

电路分析 M H

数字逻辑电路 M H

通信电路 H M

信号与系统 M L M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M M L M

数字信号处理 M L M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L L H

学科认知实践 L L M M M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L M H M M M H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L M H M M M H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L M H H M M H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M M

虚拟仪器技术 L L H

现代 DSP 技术 L L H

模拟电子电路 H M

Matlab 程序设计与应用 H L

电磁场与电磁波 H M

信息论与编码 M M L L

注：H表示对应关系强，M表示中，L表示弱，空白表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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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修读说明：

1．“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必修课程，共计

9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

2．第二课堂学分：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以外的一切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活动，是第一课

堂的延伸和补充。第二课堂学分不列入按学分收费范围，按照《湖州师范学院学生课外学分管理办

法》认定。

3．通识选修课：通识限选课须修满 8个学分，大学英语类课程须修满 6个学分（从附件表 1中

选修），国学经典类课程须修满 2个学分（从附件表 2中选修）。通识任选课须修满 6个学分（学生

于第 2学期开始修读，至少选修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 2学分、艺术体育类通识课程 2学分）。

4．每位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专业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学分，总修读课

程学分不低于 169个学分，第二课堂学分不低于 5个学分，按照学校对第二课堂学分相关规定认定。

五、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贯穿专业培养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教育实习、生产实习、金工实习、电子线路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集中的课程实验、社会调查和各类课外科技活动等。实践教

学环节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和递进性的原则进行安排。本专业的实践能力培养、技能训练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安排学期 考核要求 具体安排

1 军事训练 1 综合评定 2周

2 暑期社会实践 2、4、6 调查报告 3×2周

3 学科认知实践 2 综合评定 16

4 创新实践训练 1-8 综合评定 2周

5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3 设计报告 1周

6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4 设计报告 1周

7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4 设计报告 32

8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5 设计报告 2周

9 通信系统课程设计 6 设计报告 2周

10 创业就业教育 2、6 设计报告 2周

11 毕业论文 7-8 论文 16周

12 毕业实习 8 实习报告 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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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本科生四年实践安排路线图为：

六、教育活动时间安排表

项目

周

数

学期

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

机

动

合

计课堂

教学

复习

考试

专业

实践

专业

见习

专业

实习

毕业

论文

（设

计）

国防

教育

始业

教育

暑期

社会

实践

毕业

就业

教育

一 15 1 2 18

二 16 1 2 （2） 19

三 16 1 2 19

四 16 1 2 （2） 19

五 16 1 2 19

六 16 1 2 （2） 19

七 8 1 10 19

八 8 6 5 19

合 计 103 7 10 0 8 16 2 （6） 5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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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类数据统计表

（一）各类课程学时数和学分数统计

专业

名称

学时

总数

课程

门数

必修课

学时

选修课

学时

课内

教学

学时

实验

教学

学时

小班化

教学学

时（30

人以

下）

分层分

类教学

课程门

数

学分

总数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集中性

实践教

学环节

学分

课内

教学

学分

实验

教学

学分

课外科

技活动

学分

通信

工程
2926 65 1988 938 2267 659 797 23 169 108 61 34 116 18 1

其中：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36.09 %；小班化教学学时占课内教学学时的比例为 41.23 %；分层分类教

学课程门数占总课程门数的比例为 35.38 %。

（二）实践性课程统计和学分数统计

类 别 课时 周 数 学分 备 注

课时内实验（实训） 284 18

通识必修课社会实践 128 4周 8

认知实践 16 0.5

课程设计 32 6周 8

课外科技活动 2周 1

军事训练 2周 1

专业见习、实习 32 12周 7

毕业论文（设计） 16周 10

合 计 492 42周 53.5 占总学分比例 31.66%

（三）各学期课程教学周学时统计（实践环节除外）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通识必修课学时 16 14 9 4 0 1 0 0

通识选修课 2 2 3 5 2 0 0 0

大类基础课 3 5 3 0 0 0 0 0

专业必修课学时 0 0 10 11 12 0 0 0

专业选修课学时 5 3 4 10 8 15 7 0

建议学期总的周学时 26 24 29 30 22 16 2 0

（四）各学期考试课程统计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通识课程考试（门） 3 4 3 2 0 0 0 0

大类基础课程考试（门） 1 2 1 0 0 0 0 0

专业课程考试（门） 1 1 3 6 6 1 0 0

合 计 5 7 7 8 6 1 0 0

其中教考分离门数 5 7 4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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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课程中跨领域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分 类别 开课学院 课程特色 其他

1 网络群体与市场 1 3 专业任选 信息工程学院

2 移动应用开发 6 4 专业任选 信息工程学院 多学科交叉

合计 7

（六）专业课程中校地共育、就业课程统计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分 类别 合作单位 就业领域

1 移动通信 6 3 专业限选 湖州移动 通信

2 无线网络优化 6 4 专业限选 湖州联通 通信

合计 7

（七）各专业学位课程一览表

通信工程 大学英语 II 2 3

通信工程 电路分析 3 4.5

通信工程 数字逻辑电路 3 4.5

通信工程 信号与系统 4 3

通信工程 通信原理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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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大学英语类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理论 实验

开课学期和

周学时 开课学院
考核

形式
备注

三 四

通用英语（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
学分。

高级口语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写作（1）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口语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视听说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实用英语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汉翻译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翻译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级口译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口语与写作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通用英语（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学生

根据

要求，

按照

自己

的英

语水

平和

兴趣

选修 3
学分。

高级写作（2）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高级英语演讲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美概况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西方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文学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美国社会与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英国社会与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跨文化交际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中国文化 48 3 48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

表 2 国学经典类选修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和周学时 开课学

院

考核

方式
备注

一 二

1100000059 国学智慧与君子人格修养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0 中国古典诗词品鉴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1 中国新文学名篇赏析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0110000006 大学语文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1100000062 君子礼仪与大学生形象塑造 32 2 2 教师教

育学院
考查

1100000063 经典影视鉴赏与人格养成 32 2 2 文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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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通信工程专业课程英汉名称对照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Moral Cultivation and Law Basics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实践）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Chinese-featured Socialism Ideology(Practice Course)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6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7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师范） University Student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Education (Non-normal)

9 体育与健康 Physical Education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er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1 高等数学 A Advanced Mathematics (A)

12 创新创业基础 Introduction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3 国防教育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14 军事训练 Military Training

15 电子信息类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jor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1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1）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 (1)

17 线性代数 B Linear Algebra (B)

18 大学物理 C College Physics (C)

19 电路分析 Circuit Analysis

20 数字逻辑电路 Digital Logic Circuit

21 模拟电子电路 Analogic Electronic Circuit

22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3 信号与系统 Signal and Systems

24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25 电磁场与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s and Microwave Technology

26 通信电路 Communication Circuits

27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Embedded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28 学科认知实践 Cognitiv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29 数字逻辑电路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30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Analogic Electronic Technology

31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Data Structure

32 通信系统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Communication System

33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System Design for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

34 毕业设计（论文） Pre-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http://www.baidu.com/link?url=VcNST6cQx92oRmcusmUkLV75wDPZ2TieYlUEDPfPki86WOoKo00A1Gp5a8sSKsz8wSGJsm1T8wQ1Y3L2CTky-v7JJFOeh_akvv-UufZp5zpeWVB1Kc-11xu5k0mjL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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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36 移动通信 Mobile Communications

37 无线网络优化 Wireless Network Optimization

38 路由与交换 Routing and Switching

39 光纤通信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40 现代 DSP技术 DSP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41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42 虚拟仪器技术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ology

43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44 移动计算技术 Mobility Technology

45 移动应用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46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Mobile UI Design

47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48 网络群体与市场 Network Groups and Markets

49 高级办公自动化 Advanced Office Automation

5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2） 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2)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5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

53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Microcontroll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54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55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56 计算机通信网 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57 多媒体通信技术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8 多媒体信息安全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ecurity

59 通信系统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ystem

60 专业英语 Specified English

61 MATLAB程序设计与应用 MATLAB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

62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Databas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63 现代 DSP技术 Modern DSP Technology

64 Linux操作系统 Linux Operating System

65 人工智能导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tion

66 图像与视频通信 Image amd Video Communication

67 ZigBee原理与应用 ZigBe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一）主干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
	（二）主干课程：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分析、数字逻辑电路、模拟电子电路、通信电路、
	（三）学位课程：大学英语II、电路分析、数字逻辑电路、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