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辽宁科技大学 学校代码 10146

学校主管部门 辽宁省 学校网址 http://www.ustl.edu.c
n/

学校所在省市区 辽宁鞍山辽宁省鞍山市
千山中路185号

邮政编码 114051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鞍山钢铁学院
鞍山科技大学

建校时间 1948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8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水平评估 通过时间 2007年10月

专任教师总数 1107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357

现有本科专业数 5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98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778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1.75%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辽宁科技大学始建于1948年，1958年升格为鞍山钢铁学院，是我国较早组
建的冶金高校之一。1998年学校转为辽宁省与教育部共建共管，以省管为
主。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鞍山科技大学，2006年更名为辽宁科技大
学。建校70余年来，学校已发展成为以钢铁冶金为特色,其他学科协同发
展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2016年—2019年，共增设5个新专业，包括功能材料、工程造价、物联网
工程、金融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停招6个专业，包括英语、建筑电
气与智能化、电子商务、舞蹈、播音与主持艺术、视觉传达设计；无撤并
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70104T 专业名称 数据计算及应用

学位授予门类 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数学类 专业类代码 0701

门类 理学 门类代码 07

所在院系名称 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大数据研发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大数据运维工程师、大数据挖掘

工程师

人才需求情况

随着数据技术时代的到来，数据隐藏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也需要
IT技术不断发展和探索。随着应用层级的发展，企业用户会更加密切关注
如何挖掘和利用数据中的价值，使公司能够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IT基础
设施已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大数据分析也会迎来更加快速的发展，未来
对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和方法也将成为大家重视和关注的领域。随着大数据
行业的发展，数据量将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企业需要懂理论懂技术的复合
应用型人才来挖掘数据中的价值。
数据作为未来商业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内在驱动力。而数据正在为
企业创造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盈利机遇，所以新专业的就业会象现在的财务
、行政等岗位一样，成为一个企业的“标配”，同时这些岗位还具有行业
适应性强、职业寿命长等特点，比如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几乎各行各业都
需要对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具有指导性价值的数据。当然除了大数
据分析工程师这样的职业外，大数据行业还会衍生出来其他类型的就业出
路，可以是大数据研发工程师、大数据运维工程师、大数据挖掘工程师等
。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4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3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10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 5

辽宁华猛跨境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5

字节跳动 5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5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培养方案（070104T） 

（Data Computation and Application） 

 

一、培养目标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是基于数学、统计学和数据行业产业发展的应用理科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

的道德、科学与文化素养，具有现代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基础，系统地掌握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的技术和

方法，能够对应用中的各类数据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熟练地运用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技术解决这些实际

问题，且具有扎实理科基础和较强工科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理科高级专门人才。 

本科生毕业后经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能够达到如下目标： 

1．运用数据处理和科学计算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技能，在数据建模与处理、人工智能、计算机

程序设计与软件开发和管理等相关领域，进行应用、技术跟踪与创新，解决数据处理和科学计算领域的实

际问题； 

2．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拥有团队精神，能够有效地沟通和表达，具有工程项目

管理及团队协作能力； 

3．拥有职业发展中的自主学习、终生学习与自我完善能力，具有一定的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能

够积极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持续提高专业素养和自身素质。 

二、毕业要求 

1. 素质方面: 

（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责任心与社会责任感；具有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具有诚

信意识和团队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2）人文素质：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人际沟通能力。 

（3）专业素质：拥有良好的数学素养和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思维与方法；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

较强的应用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创新意识。 

（4）身心素质：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理。 

2. 知识方面: 

（5）基础知识：掌握数据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较扎实的数据科学理论和应用领域

的基础知识。 

（6）专业知识：系统地掌握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基本能力，有较强的科学计算能力，形成模型、算

法、高效求解与推理等核心专业意识；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熟练应用大数据相关软件，处理大

数据并做结果分析。 

（7）前沿知识和应用：了解数据计算及应用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了解数据计算对科学技术的进

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历。 



 

3. 能力方面: 

（8）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知识、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知识，初步开展

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检索、资料查询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及

适应发展能力。 

（9）创新实践能力：熟悉某些大数据应用领域（如冶金、金融、图像、工业等），具有运用所学的

数据计算的理论、方法和技能及现代化工具解决相应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初步能力，以及开发典型案例的工

程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以及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敏锐性，具有初步的技术创新和算法设计

与开发能力。 

（10）交流协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与交往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团队协

作能力；具有一定的外语阅读、交流与写作能力。 

三、主干学科 

数学、统计学、数据科学 

四、学制 

四年 

五、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学位 

六、核心课程 

应用理科数学分析、应用理科代数和几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微分方程、计算方法、数据结构

与算法、统计机器学习 

七、课程和环节的总体框架图 

教学环节 总学分 学分比例% 总学时 学时比例%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 21.89 608 26.03 

专业基础课 57 33.73 912 39.04 

专业必修课 25 14.79 384 16.44 

素质拓展教育课（必修） 9.5 5.62 152 6.51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13.5 7.99 216 9.25 

素质拓展教育课（公选） 4 2.37 64 2.73 

实践环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23 13.61 — — 

 

 

 

 

 

 

 



 

课程教学体系（图表）： 

 

课程教学体系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应用理科数学分析     14.0 

应用理科代数与几何    8.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0 

应用微分方程        4.0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3.0 

计算方法              3.0 

运筹与优化            6.0 

离散数学              4.0 

数据建模             3.0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3.0 

统计分析与计算       5.0 

公共基础课 

思想政治课        14.0 

形势与政策        2.0 

大学英语          12.0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 

体育              2.0 

素质拓展教育 

职业生涯规划       1.0 

健康教育           1.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0 

创新教育           1.0 

军事理论           1.0 

文献检索           1.5 

创业管理           2.0 

大学生就业指导     1.0 

专业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3.0 

数据结构与算法        4.0 

数据算法分析与设计    3.0 

统计机器学习          5.0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3.0 

数据分布式计算        3.0 

图像处理              2.0 

数据挖掘基础          2.0 

数学模型           3.0 

数据分析           4.0 

分布式系统         2.0 

数据库原理         4.0 

现代逼近论方法     2.0 

非参数统计         2.0 

贝叶斯统计         2.0 

统计推断           2.0 

计算机网络         3.0 

软件工程           3.0 

智能优化算法       2.0 

电工电子技术       4.5 

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4.0 

控制理论基础       4.0 

最优控制           4.0 

专业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实践教学体系（图表）： 

 

 

八、全校性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课外创新创业活动及全校公共选修课 

全校性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毕业最低要求 2 学分，课外创新创业活动毕业最低要求 2 学分。 

具体按《辽宁科技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执行。由校团委统一出具第二课

堂成绩单。 

全校公共选修课毕业最低要求 4 学分(或雅思成绩 6.0 分及以上)。 

九、附录 

 

 

 

 

 

 

 

 

 

 

 

 

 

 

 

 



 

表一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学 

时 

课内学时 
课外

学时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开课单位 

授课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必

修

课

程 

公

共

基

础

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1.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8 8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32 8 8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64 8 8     4    

形势与政策 2.0 32 32          2 

*大学英语 12.0 192 192   3 3 3 3     外语学院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 32 10 22  2        计软学院 

体育 4.0 128 96  32 2 2 2 2     体育部 

小     计 37 608 498 46 64 8 6.5 7 7 4 0 0 2  

专

业

基

础

课 

*应用理科数学分析 14.0 224 224   8 6       

理学院 

*应用理科代数与几何 8.0 112 112   4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0 64 58 6     4     

*应用微分方程 4.0 64 56 8    4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0 48 36 12  3        

*计算方法 3.0 48 40 8     3     

*运筹与优化 6.0 96 64 32     6     

*离散数学 4.0 64 64    4       

*数据建模 3.0 48 48       3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3.0 48 32 16      3    

*统计分析与计算 5.0 80 64 16      5    

小     计 57 912 814 98 0 15 14 4 13 11 0 0 0  

专

业

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3.0 48 36 12  3        

理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 4.0 64 48 16    4      

数据算法分析与设计 3.0 48 48      3     

*统计机器学习 5.0 80 64 16       4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3.0 48 36 12      3    

数据分布式计算 3.0 48 40 8       3   

图像处理 2.0 32 24 8       2   

数据挖掘基础 2.0 32 24 8       2   

小       计 25 384 320 80 0 3 0 4 3 3 11 0 0  

注：加*课程为学位课 



 

表一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课内学时 
课外

学时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开课单位 

授课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选

修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 

数学模型 3.0 48 30 18     3     理学院 

数据分析 4.0 64 32 32      4    理学院 

分布式系统 2.0 32 32         2  理学院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4.0 64 48 16     4     理学院 

现代逼近论方法 2.0 32 32        2   理学院 

非参数统计 2.0 32 32        2   理学院 

贝叶斯统计 2.0 32 32        2   理学院 

统计推断 2.0 32 32         2  理学院 

应用随机分析 2.0 32 32         2  理学院 

计算机网络 3.0 48 32 16       3   
计软学院 

软件工程 3.0 48 32 16       3   

智能优化算法 2.0 32 16 16        2  理学院 

电工电子技术 4.5 72 56 16    4.5      电信学院 

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4.0 64 32 32     4     理学院 

控制理论基础 4.0 64 48 16      4    理学院 

最优控制 4.0 64 48 16       4   理学院 

小     计 13.5 216             

素

质

拓

展

教

育

课 

必修

部分 

职业生涯规划 1.0 16 16   1        管理学院 

健康教育 1.0 16 8  8 1        
马克思 

主义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0 16 8  8 1        

创新教育 1.0 16 16    1       理学院 

军事理论 1.0 16 16    1       武装部 

文献检索 1.5 24 16  8   1.5      图书馆 

创业管理 2.0 32 32      2     管理学院 

大学生就业指导 1.0 16 16        1   招就处 

选修

部分 
公共选修课 4.0 64 64           

或雅思成绩

6.0分及以上 

小     计 13.5 216 192 0 24 3 2 1.5 2  1    

集中性实践环节 23              

总计 169 2336             

 

 

 

 



 

表二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计划表 

实践教学名称 学分 周数 
学期 

教学内容及形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入学及安全教育 0.0 1 1        
集中 16 天完成 

军事训练 1.0 1 1        

创新创业专题 5.0 5   1 1  2 1  
了解学科的前沿动态，加强学生的创新
精神的培养 

公益劳动 0.0 1  1        

毕业教育 0.0 1        1 校内，集中 

毕业实习 2.0 2        2  

*毕业设计（论文） 15.0 15       1 14 第 8学期录成绩 

集中性实践环节合计 23 26 2 1 1 1 0 2 2 17  

  

 

表三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教学进程 

周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
试 

1  +/★ ★ → → → → → → → → → → → → → → → → ∴ 16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17 1 2 

4 → → → → → → → → → → → → → → → → → ◆ ∴ ∴ 17 1 2 

5 → → → → → → → → → → → → → → → → → → ∴ ∴ 18 0 2 

6 → → → → → → → → → → → → → → → → ◆ ◆ ∴ ∴ 16 2 2 

7 → → → → → → → → → → → → → → → → → → ◆ □ 18 2 0 

8 ╳ ╳ □ □ □ □ □ □ □ □ □ □ □ □ □ □ +    0 17 0 

注：→理论教学    □毕业设计（论文）  ◆创新创业专题   ╳实习实训     

⊙公益劳动    ∴考试   ★军训    +入学及安全/毕业教育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应用理科数学分析 224 14 李晓红，姜本源 1,2

应用理科代数和几何 112 8 武力兵，杨鹏 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4 4 刘洪，沈娟华 4

应用微分方程 64 4 屠良平，洪丽莉 3

计算方法 48 3 陶玉敏，熊焱 4

数据结构与算法 64 4 刘昊，宋利伟 3

统计机器学习 80 5 屠良平，赵健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郭良
栋 男 1973-10 运筹与优化 教授 大连理工

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时滞系统
的分析与
控制

专职

屠良
平 男 1977-10 应用微分方程，统计

机器学习，图像处理 教授
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
研究所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模式识别
，机器学

习
专职

黄胜
绢 男 1979-11 控制理论基础，创新

教育 教授 东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控制理论 专职

张大
庆 男 1974-04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现代逼近论方法 教授 东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控制理论
、机器学

习
专职

刘洪 女 1967-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随机分析 教授 吉林大学

地球探测
与信息技

术
博士 应用统计

学 专职

李晓
红 女 1970-03 应用理科数学分析

，最优控制 教授 大连理工
大学

运筹学与
控制论 博士 最优化 专职

刘国
莉 女 1978-10 非参数统计，贝叶斯

统计 教授 东北大学 系统工程 博士

组合优化
，工业流
程优化
，生产计
划与调度
，库存管

理

专职

姜本
源 男 1967-12 应用理科数学分析 副教授 复旦大学 数学 学士 数学及应

用数学 专职

刘昊 男 1980-04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 副教授 北京理工

大学 应用数学 博士 人工智能 专职

武力
兵 男 1980-12 应用理科代数与几何 副教授 东北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博士

非线性控
制、容错
控制、自
适应控制
和事件触
发控制等

专职

熊焱 女 1973-02 计算方法，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 副教授 大连理工

大学 计算数学 博士 运筹学与
控制论 专职

石艳
霞 女 1971-10 数据挖掘基础 副教授 东北大学 应用数学 硕士 应用数学 专职

陶玉
敏 女 1971-11 计算方法 副教授 武汉大学 计算数学 硕士 计算数学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胡煜
寒 男 1975-09 数学模型，数据建模 讲师 大连理工

大学 应用数学 博士 应用数学 专职

赵健 男 1981-10

运筹与优化，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

（Java），嵌入式原
理与应用

讲师 东北大学 系统工程 博士 智能优化 专职

杨鹏 男 1982-10 应用理科代数与几何 讲师 浙江大学 数论 博士 组合数论 专职

陈晓
红 女 1979-07 离散数学 讲师 大连理工

大学 应用数学 博士 应用数学 专职

宋利
伟 男 1979-02 数据结构与算法，数

据算法分析与设计 讲师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流体力学 博士 计算流体

力学 专职

陆立
娟 女 1978-11 分布式系统，数据分

布式计算 讲师 辽宁科技
大学

信息与计
算科学 硕士 运筹与优

化 专职

丁桂
艳 男 1978-07 统计推断 讲师 辽宁科技

大学
运筹学与
控制论 硕士 多智能体 专职

洪丽
莉 女 1983-07 应用微分方程 讲师 吉林大学 计算数学 硕士 数学 专职

王洁 女 1979-11 智能优化算法 讲师 辽宁科技
大学

运筹学与
控制论 硕士 智能算法

、物流 专职

沈娟
华 女 1983-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统计分析与计算 讲师 苏州大学 应用统计 硕士 数据分析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23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7 比例 30.43%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3 比例 56.52%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2 比例 95.65%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5 比例 65.22%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0 比例 0

36-55岁教师数 23 比例 100.0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23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7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4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屠良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应用微分方程，统计机器学习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模式识别、机器学习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辽宁省教学科学规划课题，参加辽宁省本科教学改革项目2项，发表教
研论文4篇，参与主编教材2部。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
部级项目1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SCI检索论文近30篇。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98.4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92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7

姓名 郭良栋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
担课程 运筹与优化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1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时滞系统的分析与控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主持省级教改项目1项；主持辽宁省校外实习基地
项目1项。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3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运筹与优化，288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2



 

 

 

 

姓名 刘昊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
担课程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
算法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5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参与辽宁省本科教学改革项目2项；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发表教改论文
3篇；副主编教材1部。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2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其中SCI论文12篇。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432学时；机
器学习64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姓名 黄胜绢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控制理论基础，创新教育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7年博士毕业于东北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控制理论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参与校级教改项目1项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5项；主持辽宁省博士启动项目1项；主持辽宁省
教育厅项目2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SCI论文10余篇。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70.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高等数学，48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47.6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75（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1.学校教学经费的投入
2.学校师资培训经费
3.积极申请与企业合作实践基地建设经费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5260.21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2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课程体系建设：（1）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在保障专业培养目标以及保证
核心和主要专业课程开设的前提下，开展学科交叉融合，强化理论基础和
实践能力的全面、协调培养。（2）优化建设专业主要课程，形成具有专业
特色的高质量课程体系，积极培育校级、省级精品课程。（3）加强课程的
规范化建设，各门课程的教学文件完备，加快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重
视并积极实施慕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
2.教材建设：（1）选择教材兼顾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与时俱进地不
断提高教材的更新率和选优率。（2）鼓励教师结合新专业的特点，编写实
用、有特色的讲义或校企合作教材或教辅。
3.实践教学环节建设：（1）申请实验室建设经费，有重点地逐步购置专业
教学所必须的设备，确保实验课的教学质量。（2）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建
立校外实践（习）基地，优化实践（习）教学体系，建设实践（习）教学
资源；开展基于项目的实践（习）实训、师资培训。
4.师资队伍建设：落实现有教师的培养计划，积极、慎重地引进高层次人
才，形成以专职教师为骨干的素质精良、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稳定的教
师队伍，同时适当聘期兼职教师来充实师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