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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901

学科门类：工学或理学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曲靖、服务云南、面向全国，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熟练地进行程序设计,使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以及

多媒体技术等解决实际问题，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发展潜力大，能适应国家基础教育

发展所需的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信息技术教师、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以及

能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技术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五年后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依法执教意识，具有先进的职业理想，强烈的职业认同感，深厚的

教育情怀，有立志为普及信息化教育和提高中小学信息素养的精神。

2.	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中小学提出信息化建设方案或改进方案；能够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育及教学中提出改革方案、建议及措施，为上级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3.能够为其他学科教师提供信息化教学的技能培训和信息技术技能支持，能解决常见信息技术领域

问题及故障。

4.	能够为本区域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建议，能够为一般领域及行业提供信息建设解决

方案和技术支持。

二、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在师德、教学、育人和发展等	8	个方面达到如下	20	个指标点的要求：

1. 师德规范

1-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和情感上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1-2：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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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情怀

2-1：具有扎根边疆、志在山乡的教育情怀，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2-2：具有深厚的信息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甘当学生成长的

引路人和信息科学素养的启蒙者；

3. 学科素养

3-1：具有系统而扎实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2：具有较高的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等跨学科知识和综合素养；

3-3：能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学科知识；

4. 教学能力

4-1：能够依据信息技术课程标准，针对中小学生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特点，运用教育理论、教学

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4-2：具备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基本技能，具有基本的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5. 班级指导

5-1：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小学德育的基本规律与方法；

5-2：能够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独立开展班级建设与管理工作；

5-3：能组织与指导德育和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

6. 综合育人

6-1：了解中小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

6-2：理解学科育人价值，能够有机结合学科教学进行育人活动；

6-3：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教

育和引导；

7. 学会反思

7-1：具有终身学习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意识；

7-2：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专业学习和职业生

涯规划；

7-3：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学会分析和解决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学问

题；

8. 沟通合作

8-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

8-2：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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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图示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1 培养目标2 培养目标3 培养目标4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

策，具有依法执教意

识，具有先进的职业

理想，强烈的职业认

同感，深厚的教育情

怀，有立志为普及信

息化教育和提高中小

学信息素养的精神

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和技

能，为中小学提出进信

息化建设方案及改进方

案；能够在中小学信息

技术教育教学中提出改

革方案、建议及措施，

为上级行政部门决策提

供依据

能够为其他学科教师

提供信息化教学的技

能培训和信息技术技

能支持，能解决常见

信息技术领域问题及

故障

能够为本区域政府

相关部门信息化建

设提供参考建议，

能够为一般领域及

行业提供信息建设

解决方案及技术支

持

师德规范 √ √ √

教育情怀 √ √ √

学科素养 √ √ √ √

教学能力 √ √ √

班级指导 √ √

综合育人 √ √ √ √

学会反思 √ √ √ √

沟能合作 √ √ √ √

三、课程结构体系

本专业课程结构分为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两部分，其中理论教学包括通识教育课、教师

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教育课四个教学平台，四个教学平台下共设有6个课程模块。其中通识教育

平台包括通识教育基础课和通识教育选修课两个部分；教师教育课包含教师通识教育及教学学科教育类

课程；学科基础平台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教育平台包括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专业任选课三个模

块；社会实践包括入学教育、军事课、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教育见习、教育实习、课外素质拓展、创

新与创业实践、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毕业综合训练等9个部分。

四、实践教学

实践环节包括入学教育、军事课、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课外素质拓展、创

新与创业实践、技能训练与测试、毕业综合训练等几个部分。具体安排如下：

1.入学教育

入学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入学教育时间为1周，安排在第一学期入学后进

行。

2.军事课

军事课2周，安排在第一学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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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和提高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计算机课程教学能力的重要环节。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学生到相关学校见习、

听观摩课，了解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学的现状及教改方向，拓展学生的计算机专业知识。通过遴选教

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分组指导学生校内试讲和教育实习，使学生具备中小学信息技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课程教材分析、教学研究、课程讲授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能力。

教育见习一般安排6周，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完成相应任务可得2学分；教育实习时间为18周左右，

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完成后可得12学分。

4.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等实践活动是促进学生素质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践

活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提升劳动能力，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良好的劳动品质。严格按照学

校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时间为3周，其中劳动教育安排1周，利用课余时间实施，社会实践2周，在寒暑

假进行。

5.创新与创业实践

创新与创业实践。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职业资格或专业职称考试、学科竞赛与创业实践、科研创新

实践、科研论文（文艺作品）创作等各类创新与创业实践活动，并至少取得2学分，超过学分可以冲抵

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

6. 课外素质拓展

课外素质拓展项目包括音乐技能、体育技能、美术技能、职业礼仪、语言表达与演讲艺术、“三笔

字”与书法艺术等，学生经测试合格取得2学分。

7.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专业技能测试由学校统一组织，测试项目包括班主任工作技能、书面表达、多媒体课件制作等，学

生经测试合格取得4学分。

8.毕业综合训练

毕业综合训练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综合训练指导规范执行。通过撰写毕业论文（设计），

使学生初步了解学术论文（设计）的选题、资料查询与筛选、正文写作、答辩的全过程（包括课件制

作）及规范化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训练。毕业论文（设计）等工作安排在第七、

八学期，共计12周，其中集中安排4周。完成并符合要求，计4学分。

五、学制、学时与学分

1.	学制：标准学制为4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区间为3～6年。

2.	学时与学分：理论教学2722学时，共129学分，实践教学33学分，包含通识教育选修课与课外实

践教学的总学分为16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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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条件、学位授予与学位课程

1.	毕业条件：学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本专业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学分要求，且平均学分绩点达到规

定要求方能毕业。

2.	学位授予：取得毕业资格且学分绩点达到学位条件要求的毕业生，授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

3.学位课程：离散数学、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及实验、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及实验、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

	

七、课程设置结构体系表

教学

类别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应修学分 学时数 学分比重 学时比重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

论

教

学

通识教育
通识基础课 必修 24 8 514 234 18.60% 6.20% 18.88% 8.60%

通识选修课 选修 7 1 96 32 5.43% 0.78% 3.53% 1.18%

教师教育课 必修 11 3 198 72 8.53% 2.33% 7.27% 2.65%

学科基础课 必修 24 4 468 72 18.60% 3.10% 17.19% 2.65%

专业教育

专业主干课 必修 22 8 426 196 17.05% 6.20% 15.65% 7.20%

专业方向课 选修 2 10 36 234 1.55% 7.75% 1.32% 8.60%

专业任选课 选修 2 3 36 108 1.55% 2.33% 1.32% 3.97%

小计 92 37 1774 948 71.32% 28.68% 65.17% 34.83%

实

践

教

学

入学教育

必修

1周 1学分 81001810

军事课 2+16周 2+2学分 810018102

专业见习（教育见习） 课余6周 2学分 820018101

专业实习（教育实习） 18周 12学分 840018101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寒假、暑假 1学分 810018103

创新与创业实践 课余9周 3学分 820018102

课外素质拓展 课余6周 2学分 810018104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课余12周 4学分 820018103

毕业综合训练 课余12周 4学分 840018102

小				计 33学分

合	计	学	分 162（其中实践教学学分为70，占总学分的43%）

备注：军事课由武装部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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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时间计划总表

											学年

	项目											 	学期、周数

一 二 三 四 合计

1 2 3 4 5 6 7 8

授课周数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142

入学教育 ① ①

军事课 ② ②

教育实习 18 18

毕业综合训练 课余12周 ※

考试 2 2 2 2 2 2 2 2 16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④ ④ ④ 课余12周※

教育见习 ② ② ② 课余⑥周※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① ① ① 寒、暑假③周

创新与创业实践 ③ ③ ③ 课余⑨周※

课外素质拓展 ② ② ② 课余⑥周※

教育周数 20 20 20 20 20 20 20 18 158

寒、暑假 6 6 6 6 6 6 6 — 42

备注：※表示时间安排由各单位自定；各专业实习均安排在第7学期。
　　　军事课由武装部统一安排。

九、教学计划运行表

教学

类别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

名称

课程

性质

学时数
学分

开课学年、学期和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总计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7 8

理
论
教
学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8101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 48 40 8 3 2

81011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 48 40 8 3 2

820111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 80 68 12 5 4

820111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 48 40 8 3 3

810111003
820111003
830111003
840111003
850111003
860111003
870111003
880111003

形势与政策 必 64 64 0 2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810211001 大学语文 必 32 32 0 2 2

810311001
（01-04）

大学外语A(1-4) 必 216 162 54 6 4 4 2 2

810311005
（05-08）

大学外语B(1-4) 必 216 162 54 6 4 4 2 2

811511001
(01-04)

大学体育(1-4) 必 144 144 4 2 2 2 2

819011001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必 18 1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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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类别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

名称

课程

性质

学时数
学分

开课学年、学期和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总计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7 8

理
论
教
学

通
识
教
育

829011001 创新创业基础 必 32 32 2 2

839011002 就业指导 必 18 18 1 1

小计 748	 514	 234	 32	 11	 10	 9	 10	 2	 1	 1	 1	

通识教育选修课 选 128 96 32 8 1 1 2 2 1 1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822114001 心理学 必 36 36 0 2 2

822114002 教育学 必 36 36 0 2 2

832114001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规 必 36 36 0 2 2

831414001
中学信息技术教学论及教
材分析

必 54 18 36 2 3

831414002
中学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
教学能力

必 36 36 0 2 2

831214001 现代教育技术 必 36 18 18 2 2

810214001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必 18 9 9 1 1

810614002 汉字规范与书写 必 18 9 9 1 1

小计 270 198 72 14 1 1 2 5 6 0 0 0

专
业
教
育

学
科
基
础
课

811115001 高等数学A（1） 必 90 90 0 5 5

811115002 高等数学A（2） 必 72 72 0 4 4

811115005 线性代数A 必 54 54 0 3 3

8211150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必 72 72 0 4 4

811415101 C程序设计 必 90 54 36 4 5

811415002 离散数学 必 72 72 0 4 4

821415103 数据结构 必 90 54 36 4 5

小计 540 468 72 28 9 12 9 0 0 0 0 0

专
业
主
干
课

811416009 计算机科学导论 必 64 48 16 3 3

821416101 数字逻辑电路及实验 必 72 54 18 3.5 4

821416105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实验 必 72 54 18 3.5 4

821416008 Java程序设计 必 90 54 36 4 5

831416107 计算机网络及实验 必 72 36 36 3 4

821416003 数据库原理 必 72 54 18 4 4

831416004 操作系统 必 90 72 18 5 5

831416006 软件工程 必 90 54 36 4 5

小计 622 426 196 30 3 0 4 13 9 5 0 0

网
络
应
用
方
向

831427101 JSP程序设计 限 72 36 36 3 4

821427002 网页设计基础 限 54 54 3 3

831427003 Java	EE系统开发 限 72 72 3 4

831427004 Android系统开发 限 72 72 3 4

小计 270 36 234 12 0 0 0 0 7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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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类别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

名称

课程

性质

学时数
学分

开课学年、学期和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总计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7 8

理
论
教
学

专
业
教
育

数
字
媒
体
方
向

831427005 计算机图形学 限 72 36 36 3 4

821427006 计算机动画设计 限 72 72 3 4

831427007 用户界面设计 限 54 54 3 3

831427008 虚拟现实技术	 限 72 72 3 4

小计 270 36 234 12 0 0 0 0 7 8 0 0

专
业
任
选
课

811427001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任 36 36 1 2

811427002 Linux应用实践 任 36 36 1 2

831427012 图形图像处理 任 36 36 1 2

831427013 视频处理技术 任 36 36 1 2

831427014 网络工程实践 任 72 36 36 3 4

831427015 软件项目实践 任 72 36 36 3 4

831427016 数据库项目实践 任 72 36 36 3 4

831427018 Python程序设计 任 72 36 36 3 4

小计 144 36 108 5 2 2 0 0 0 4 0 0

总计 2722 1774 948 129 26 27 25 30 28 21 2 1

实
践
教
学

综
合
性
实
践
教
学

810018101 入学教育

必修

1周 1 √

810018102 军事课 2+16周 4 √

820018101 教育见习 课余6周 2 √ √ √

840018101 教育实习 18周 12 √

810018103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寒假、暑假 1 √ √ √

820018102 创新与创业实践 课余9周 3 √ √ √

810018104 课外素质拓展 课余6周 2 √ √ √

820018103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课余12周 4 √ √ √

840018102 毕业综合训练 课余12周 4 √ √

小计 33

总计 162 26 26 27 29 26 19 2 1

说明：

1.本专业学生必须在通识教育任选课（七个模块）中选足8个学分。其中每一名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读2学分创新创

业课程和2学分艺术教育课程，另外每名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听8次校内外教师开设的讲座，可获得2学分。

2．专业任选课，学生第一学期从两门中选修一门，第二学期从两门中选修一门，第六学期从四门中选修一门，修

够5学分即可。

3．设置两个专业方向课模块，可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一个模块实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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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矩阵图

毕业要求指标点及权重

课程体系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H

形势与政策 H M M M

大学语文 M M H

大学外语 H H

大学体育 M M H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M H H

创新创业基础 M M H

就业指导 M H M H

通识选修课
（科学与艺术素养方向）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心理学 M M H H M

教育学 H M H H H M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规 H H H H M

中学信息技术教学论及教
材分析

H H H M M H

中学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
教学能力

H H H M H H

现代教育技术 H M M M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M H M

汉字规范与书写 M H

高等数学 H M M

线性代数A M M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M M M

C程序设计 H M H

离散数学 H M M

数据结构 H M H

专
业
主
干
课

计算机科学导论 M M M

数字逻辑电路及实验 M M M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实验 H M M

Java程序设计 M H H

计算机网络及实验 M M M

数据库原理 M M M

操作系统 M M M

软件工程 M H M

专业方向课

专业任选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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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及权重

课程体系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实
践
与
劳
动
教
育

入学教育 H H H M

军事课 H H M

教育见习 M M M M

教育实习 M H H H H H H H M H M M H M M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M M H M H M H H

创新与创业实践 M H H M

课外素质拓展 M M M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H H M M M

毕业综合训练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在表格中填写“M”或“H”，分别表示支撑强度中、高，

弱项支撑不作标注。

十一、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权重

毕业要求指标点及权重

课程体系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1 0.1 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0.07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 0.07 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1 0.1

形势与政策 0.1 0.07 0.07 0.1

大学语文 0.07 0.1 0.1

大学外语 0.3 0.1

大学体育 0.2 0.3 0.3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0.05 0.14 0.3

创新创业基础 0.07 0.07 0.15

就业指导 0.07 0.14 0.1 0.35

通识选修课
（科学与艺术素养方向）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心理学 0.07 0.05 0.4 0.7 0.1

教育学 0.1 0.07 0.1 0.4 0.1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规 0.1 0.1 0.14 0.1 0.1

中学信息技术教学论及教
材分析

0.04 0.15 0.15 0.1 0.15 0.1 0.15

中学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
教学能力

0.04 0.15 0.15 0.1 0.15 0.3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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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及权重

课程体系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现代教育技术 0.15 0.05 0.1 0.05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0.07 0.15 0.1 0.1

汉字规范与书写 0.07 0.15 0.1

高等数学 0.1 0.04 0.04

线性代数A 0.05 0.04 0.0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0.05 0.04 0.04

C程序设计 0.1 0.04 0.1

离散数学 0.1 0.04 0.04

数据结构 0.1 0.04 0.1

专
业
主
干
课

计算机科学导论 0.05 0.04 0.04

数字逻辑电路及实验 0.05 0.04 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实验 0.1 0.04 0.04

Java程序设计 0.05 0.1 0.1

计算机网络及实验 0.05 0.04 0.04

数据库原理 0.05 0.04 0.04

操作系统 0.05 0.04 0.04

软件工程 0.05 0.1 0.04

专业方向课

专业任选课

实
践
与
劳
动
教
育

入学教育 0.1 0.1 0.14 0.1 0.05 0.1

军事课 0.1 0.1 0.1

教育见习 0.07 0.07 0.05 0.15

教育实习 0.07 0.14 0.04 0.15 0.15 0.1 0.4 0.4 0.15 1 0.1 0.1 0.15 0.1 0.2

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 0.05 0.1 0.04 0.15 0.3 0.05 0.3 0.4

创新与创业实践 0.04 0.04 0.15 0.2

课外素质拓展 0.15 0.1 0.2

专业技能训练与测试 0.04 0.15 0.05 0.05 0.2

毕业综合训练 0.1 0.1 0.04 0.15 0.15

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强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备注：根据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相应的系数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门

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系数由学院组织专业教师研究确

定，每项毕业要求能够 100%被相关的课程支撑。矩阵应覆盖所有必修环节，选修课划分为课程模块，

按照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