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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通过４年的本科教育，培养出具有以下特质的学生：
Ａ１能较扎实地掌握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能系统地掌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

必需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Ａ２有解决物联网工程中复杂问题的能力，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适应本专业技术的快速发展，
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Ａ３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以及外语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
具有一定的团队领导素质。

Ａ４具有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能够合理的分析工程、道德、社会、环境之
间的关系与影响，具备一定的国局视野。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复杂工程问题。
Ｂ２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

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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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Ｂ４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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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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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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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Ｂ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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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沟通：能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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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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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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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学科：

计算机类

专业主干课程：

计算机导论、Ｃ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电磁场与电磁波、模拟电子技术、物联网工程导
论、高频电子线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现代通
信原理、传感网原理及应用、移动通信原理

实践教学占比：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３２９％
１．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课程、课程设计、实习与实践、毕业论文等。２．主要专业实

验包括计算机类实验、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类实验、信号与信息处理类实验等。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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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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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６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８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９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３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５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２ ４８６ １８０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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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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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０７ 计算机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４４ 大学物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６ ０７１２０００１ 电路分析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０８０６０１８８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２
８ ０７０２００５２ 模拟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０ ０７１２０００３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８０６１０２３ 信号与系统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２ ０８０６１０９３ 电子电路ＣＡＤ ０５ ０ １８ ３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１１３ 电磁场与电磁波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４ ０８０６１１５４ 信号与系统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３
１５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６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８ ０８０６３０４７ 电子工艺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４３ ６８４ １８０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８学分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２１４ 科学计算概论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７ 文献检索与利用 １ １８ ０
３ ０７０１０２０９ 数值分析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７０１０２３６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１０ 数理逻辑与集合论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８０６３０８５ Ｃ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类知识群小计 １３ ２１６ ３６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５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１１５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科学计算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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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７００９１７５ 数学建模与创新实践 ２ ０ ３６
３ ０７００９１９９ 创新学分Ⅰ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０ 创新学分Ⅱ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０９２０３ 创新学分 （Ａ） ２ ７２ ０
６ ０７００９２０５ 创新学分 （Ｃ） ３ １０８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５９ 电子设计大赛实训 ２ ０ ７２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３ ２１６ １８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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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３
２ ０８１４４０１０ 物联网工程导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３ ０８０６１０５０ 高频电子线路 ３ ５４ ０ ４
４ ０８０６２００６ 现代通信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８０６４０９９ 高频电子线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６ ０８１４４００６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５
７ ０８１４４００９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５
８ ０８１４４０１７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９ ０８０６２０１１ 现代通信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１０ ０８０６２０８１ 移动通信原理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４００６ 电子信息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２ ０８１４４００５ 传感网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３ ０８１４４０１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４ ０８１４４０１６ 传感网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５ ０８１４４００１ 物联网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６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１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３ 毕业实习 ２ ０ ７２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５ ３２４ ６１２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２４学分
信号分析与信息处理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０５３ 数字图像处理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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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８０６０２１４ 人工智能原理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２７５ 数字图像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８０６１０５６ 数字信号处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０７ 自动控制原理 ２５ ４５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５１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８０６２０４２ 信息安全技术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２０６８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９ ０８０６２０８２ 移动通信原理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信号分析与信息处理知识群小计 １８ ２７９ ９０

信号分析与信息处理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１０２６ 集成电路器件电子学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０６１１３５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０６１１３６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４９ 半导体集成电路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６１ 嵌入式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８０６２０６３ 数字系统设计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２０６６ ＥＤＡ实验 １ ０ ３６
９ ０８０６２０７３ 天线技术 ２ ３６ ０
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２１６ １０８

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计算机技术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６４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７３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４ ０８０６０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０２３１ 计算机组成原理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８０６０２４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６２ 操作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８ ０８０６０２６３ 操作系统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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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８０６０３０１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６０４５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６０４６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技术知识群小计 ２０５ ２８８ １６２

计算机技术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０１ 创新学分Ⅲ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２ 创新学分Ⅳ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７２ ０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６ 创新学分 （Ｄ） ４ １４４ ０
５ ０７０４０１８９ 科研基本技能实训Ⅰ ２ ０ ７２
６ ０７０４０１９０ 科研基本技能实训Ⅱ ２ ０ ７２
７ ０９０４００９０ 专业创新能力训练 ３ ０ １０８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２１６ ３２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１ １０ ０ ２１

２ ８ １３ ０ ２１

３ ４ １２ ３ １９

４ ４ ８ ３ １５

５ ３ ０ １０ １３

６ ０ ０ ８ ８

７ ０ ０ １ １

８ ２ ０ １０ １２

合计 ３２ ４３ ３５ １１０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１０，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８，专业教育选修学
分２４，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２，剩余６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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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Ａ１围绕全球现代工业 （数字工业、智能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对同时具有

“工程、管理、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Ａ２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系统管理思想和较高的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素质。
Ａ３能够从事工业、社会系统的设计、运作、优化、分析等方面的科研或应用工作的创新型高

素质工业工程专业人才。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
Ｂ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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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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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Ｂ４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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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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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Ｂ６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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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Ｂ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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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沟通：能够就工业工程等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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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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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主干课程：

工业工程导论、工业工程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及系统、运筹学、管理学原理、数据库系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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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算机网络、物流与供应链、库存管理、计算机集成制造、机械制造工艺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生产计划与控制、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人因工程、现代质量工程、系统工程、物联网工程导

论、物联网视频技术、ＲＦＩＤ原理与应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无线传感器网络。
实践教学占比：

大学物理实验、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ＲＦＩＤ原理与应用实验、生产
实习、金工实习、课程设计、综合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等。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

学时的３１８２％。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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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６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８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９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３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５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２ ４８６ １８０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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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０７ 计算机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０１ 工业工程导论 １ １８ ０ １
５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４４ 大学物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０９ 管理学原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８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９ ０８１４４０１０ 物联网工程导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０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０３５ 微机原理与应用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２ ０８０６４００５ 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３ ０８０６０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４ １１０２００１２ 运筹学 ４ ７２ ０ ５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９ ６６６ ７２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７学分
工业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１１０２５０１９ 电子商务概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７ 文献检索与利用 １ １８ ０
３ ０７１６００４６ 管理信息系统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１０ ＣＡＤ／ＣＡＭ综合训练 ２ ０ ７２
５ ０８１７１０１１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３ ０ １０８ 生产计划与控制

６ １１０２００２１ 项目管理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２４ 价值工程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８ １１０２００４６ 运营管理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工业工程知识群小计 １６ １９８ １８０

工业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５学分

物联网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３３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３ ５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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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８０６０１５２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８８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０２２６ Ｃ＋＋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３６ 数据库开发技术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０２３７ 数据库开发技术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９ ０８０６０２４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０２６２ 操作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０２７０ Ｃ＋＋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２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１３ ０８０６３０８５ Ｃ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４ ０８０６６０４５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物联网知识群小计 ２６５ ３９６ １６２

物联网知识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１１５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１７５ 数学建模与创新实践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０９１９９ 创新学分Ⅰ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０ 创新学分Ⅱ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０９２０１ 创新学分Ⅲ １ ０ ３６
６ ０７００９２０２ 创新学分Ⅳ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７００９２０３ 创新学分 （Ａ） ２ ０ ７２
８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０ ７２
９ ０７００９２０５ 创新学分 （Ｃ） ３ ０ １０８
１０ ０７００９２０６ 创新学分 （Ｄ） ４ ０ １４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９ ７２ ５４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７１００４ 工业工程基础 ２ ３６ ０ ３
２ ０８１７１００５ 基础工业工程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３ ０８１７１００３ 生产计划与控制 ２ ３６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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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８１７１００９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 ２ ３６ ０ ４
５ ０８１４４００６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５
６ ０８１４４０１７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７ ０８１７１００２ 现代质量工程 ２ ３６ ０ ５
８ ０８１７１００６ 人因工程 ２ ３６ ０ ５
９ １１０２５０１７ 供应链管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０ ０２０１００７９ 工程经济学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１ ０７０１００７４ 系统工程 ３ ５４ ０ ６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１５１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 ３ ５４ ０ ６
１４ ０８１７１００７ 建模与仿真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５ ０８１７１００８ 系统优化及仿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６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１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３ 毕业实习 ２ ０ ７２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９ ４５０ ５０４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７学分
物联网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１９１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２３９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８０６０２４０ 网络软件开发技术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２４１ 网络软件开发技术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６１ 嵌入式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８１４４００９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１４４０１２ 数据处理与智能决策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１４４０１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物联网知识群小计 １３５ １８０ １２６

物联网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工业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７１０１２ 计算机集成制造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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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８１７１０１３ 工业工程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１７１０１４ 生产负荷控制与应用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１９ 现场管理实践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５ ０８１７１０２０ 人因工程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人因工程

６ ０８１７１０２１ 数据科学基础和应用 ３ ３６ ３６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６０ 物流管理概论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８ １１０２００８９ 生产运作管理 ３ ５４ ０ 生产计划与控制

工业工程知识群小计 １８ ２３４ １８０

工业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７１０１５ 生产系统仿真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２ ０８１７１０１６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３ ０８１７１０１７ 企业信息化实践课程设计 ３ ０ １０８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１８ 项目管理实践课程设计 ３ ０ １０８ 生产计划与控制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０ ０ ３６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１ １１ ０ ２２

２ ８ １１ ０ １９

３ ４ ３ ３ １０

４ ４ ７ ４ １５

５ ３ ７ １０ ２０

６ ０ ０ １２ １２

７ ０ ０ ０ ０

８ ２ ０ １０ １２

合计 ３２ ３９ ３９ １１０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１０，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７，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１７，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２，剩余４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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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Ａ１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结构合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掌
握人工智能基本理论、技术和应用知识。

Ａ２有良好的计算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
Ａ３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应用领域从事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具有

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级专业人才。要求五年以上的毕业生：

（１）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能够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原理、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
解决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岗位中遇到的技术和工程问题。

（２）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法律等因素对人工智能领
域的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

（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职业规范，能与公众有效沟通并在团队工作和交流中担任骨干或领导
角色。

（４）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能紧跟人工智能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有意愿和能力通过
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展。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具有从事人工智能工程所需的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
术基础理论、系统的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机

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解决人工智能工程与系统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Ｂ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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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综合运用理论和技术手段，设计针对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分析、使用等需求的系统、单元 （部件）或

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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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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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安全技术工具，包括对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以及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

Ｂ６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人工智能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人
工智能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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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在从事职业过程中能遵守相

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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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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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人工智能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Ｂ９个人和团队：具有良好的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
事，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Ｂ１０沟通：能够就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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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
用。

Ｂ１２终身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
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技术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理逻辑与集合论、代数结构与图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数据结构、算法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原理、人工智能原理、数字图像处理、机器学习

等。

实践教学占比：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３７３％。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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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６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８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９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３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５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２ ４８６ １８０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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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１０ 数理逻辑与集合论 ３ ５４ ０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４４ 大学物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６ ０８０６０１５１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２９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３ ５４ ０ ２
８ ０７０１００４１ 数据结构 ３ ５４ ０ ３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大学物理

１０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８０６００４７ 代数结构与图论 ３ ５４ ０ ３ 线性代数

１２ ０８０６０２６０ 数据结构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４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５ ０８０６００６７ 算法分析与设计 ３ ４５ １８ ４ 数据结构

１６ ０８０６０２６２ 操作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０２６３ 操作系统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４５ ７１１ １９８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１９９ 创新学分Ⅰ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０ 创新学分Ⅱ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７００９２０１ 创新学分Ⅲ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２ 创新学分Ⅳ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０９２０３ 创新学分 （Ａ） ２ ０ ７２
６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０ ７２
７ ０７００９２０５ 创新学分 （Ｃ） ３ ０ １０８
８ ０７００９２０６ 创新学分 （Ｄ） ４ ０ １４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０ ５４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计算机基础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８１２４～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数据结构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３０ 编译原理 ３ ５４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４ ０８０６００６４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数据结构

６ ０８０６０２２６ Ｃ＋＋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３１ 计算机组成原理 ３ ５４ ０ 数字电子技术

８ ０８０６０２４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０６０２７０ Ｃ＋＋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０３０１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１１５１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 ３ ５４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４１１８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基础类知识群小计 ２４ ３４２ １８０

计算机基础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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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２１４ 人工智能原理 ３ ５４ ０ ４
２ ０８０６０２３３ 数字图像处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３ ０８０６０２７５ 数字图像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４ ０８０６７０１３ 机器学习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８０６７０３４ 机器学习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６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３ 毕业实习 ２ ０ ７２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１ １６２ ４３２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３１学分
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６０４５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７５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１０１２０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２ ３６ ０ 高等数学

４ ０７１６００８６ 深度学习 ２ ３６ ０ 机器学习

５ ０８０６００７９ 计算机视觉 ２ ３６ ０ 数字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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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０８０６０１１６ 数据挖掘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０３２１ 大数据分析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１１０７ 自动控制原理 ２５ ４５ ０
９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６０４６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７００３ 脑与认知科学 ２ ３６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７０１４ 自然语言处理 ２ ３６ ０ 机器学习

１３ ０８０６７０３１ 知识图谱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４ ０８０６７０３２ 机器人学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５ ０８０６７０３３ 人工智能伦理 １ １８ ０
１６ ０８０６７０３６ 计算机视觉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７ ０８０６７０３８ 自然语言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８ ０８０６７０３９ 深度学习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９ ０８１４４００９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２０ ０８１４４０１０ 物联网工程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１ ０８１４４０１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类知识群小计 ３６５ ５６７ １８０

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计算机扩展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０７０ 计算机图形学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１２２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及其应用 ２ ３６ ０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３０ 敏捷软件开发方法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１３２ Ｗｅｂ编程技术 ２ ２７ １８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５ ０８０６０２４４ Ｗｉｎｄｏｗｓ编程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６ ０８０６０３０４ 移动软件开发与安全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７ ０８０６０３０５ 移动软件开发与安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８ ０８０６４００３ ＬＩＮＵＸ高级编程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９ ０８０６４１１４ Ｗｉｎｄｏｗｓ编程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４１１６ ＬＩＮＵＸ高级编程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７０３５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２ ０８０６７０３７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及其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扩展类知识群小计 １９ ２４３ １９８

计算机扩展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９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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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实践教育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５６ 创新工程实践 ２ ０ ７２
２ ０８０６０３００ 团队项目开发 ２ １８ ３６
３ ０８０６７０２７ 人工智能与多学科实践创新 ２ ０ ７２
４ ０８０６７０２９ “ＡＩ＋Ｘ”企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７０４０ 人工智能企业实训Ⅰ ２ ０ ７２
６ ０８０６７０４１ 人工智能企业实训Ⅱ ３ ０ １０８
７ ０９０４００９０ 专业创新能力训练 ３ ０ １０８
人工智能实践教育类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１８ ５０４

人工智能实践教育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１ １１ ０ ２２

２ ８ １２ ０ ２０

３ ４ １２ ０ １６

４ ４ １０ ３ １７

５ ３ ０ ８ １１

６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８ ２ ０ １０ １２

合计 ３２ ４５ ２１ ９８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９８，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６，专业教育选修学
分３１，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２，剩余３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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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外招生）

培养目标：

通过４年的本科教育，培养出具有以下特质的学生：
Ａ１能较扎实地掌握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能系统地掌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

必需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Ａ２有解决物联网工程中复杂问题的能力，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适应本专业技术的快速发展，
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Ａ３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以及外语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
具有一定的团队领导素质。

Ａ４具有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能够合理的分析工程、道德、社会、环境之
间的关系与影响，具备一定的国局视野。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复杂工程问题。
Ｂ２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

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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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Ｂ４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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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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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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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Ｂ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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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沟通：能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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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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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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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学科：

计算机类

专业主干课程：

计算机导论、Ｃ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电磁场与电磁波、模拟电子技术、物联网工程导
论、高频电子线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现代通
信原理、传感网原理及应用、移动通信原理

实践教学占比：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３２９％
１．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课程、课程设计、实习与实践、毕业论文等。
２．主要专业实验包括计算机类实验、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类实验、信号与信息处理类实验等。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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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３ 大学与人生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大学英语一级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大学英语二级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１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０３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４ ３６０ １４４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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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０７ 计算机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４４ 大学物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６ ０７１２０００１ 电路分析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０８０６０１８８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２
８ ０７０２００５２ 模拟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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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０ ０７１２０００３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８０６１０２３ 信号与系统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２ ０８０６１０９３ 电子电路ＣＡＤ ０５ ０ １８ ３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１１３ 电磁场与电磁波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４ ０８０６１１５４ 信号与系统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３
１５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６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８ ０８０６３０４７ 电子工艺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４３ ６８４ １８０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８学分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２１４ 科学计算概论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７ 文献检索与利用 １ １８ ０
３ ０７０１０２０９ 数值分析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７０１０２３６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１０ 数理逻辑与集合论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８０６３０８５ Ｃ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类知识群小计 １３ ２１６ ３６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５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１１５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科学计算概论

２ ０７００９１７５ 数学建模与创新实践 ２ ０ ３６
３ ０７００９１９９ 创新学分Ⅰ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０ 创新学分Ⅱ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０９２０３ 创新学分 （Ａ） ２ ７２ ０
６ ０７００９２０５ 创新学分 （Ｃ） ３ １０８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５９ 电子设计大赛实训 ２ ０ ７２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３ ２１６ １８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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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３

２ ０８１４４０１０ 物联网工程导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３ ０８０６１０５０ 高频电子线路 ３ ５４ ０ ４

４ ０８０６２００６ 现代通信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８０６４０９９ 高频电子线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６ ０８１４４００６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５

７ ０８１４４００９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５

８ ０８１４４０１７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９ ０８０６２０１１ 现代通信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１０ ０８０６２０８１ 移动通信原理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４００６ 电子信息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２ ０８１４４００５ 传感网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３ ０８１４４０１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４ ０８１４４０１６ 传感网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５ ０８１４４００１ 物联网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６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１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３ 毕业实习 ２ ０ ７２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５ ３２４ ６１２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２４学分
信号分析与信息处理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０５３ 数字图像处理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２１４ 人工智能原理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２７５ 数字图像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８０６１０５６ 数字信号处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０７ 自动控制原理 ２５ ４５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５１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８０６２０４２ 信息安全技术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２０６８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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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８０６２０８２ 移动通信原理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信号分析与信息处理知识群小计 １８ ２７９ ９０

信号分析与信息处理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１０２６ 集成电路器件电子学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０６１１３５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０６１１３６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４９ 半导体集成电路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６１ 嵌入式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８０６２０６３ 数字系统设计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２０６６ ＥＤＡ实验 １ ０ ３６

９ ０８０６２０７３ 天线技术 ２ ３６ ０

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２１６ １０８

电子技术与集成电路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计算机技术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６４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７３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４ ０８０６０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０２３１ 计算机组成原理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８０６０２４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６２ 操作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８ ０８０６０２６３ 操作系统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９ ０８０６０３０１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６０４５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６０４６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技术知识群小计 ２０５ ２８８ １６２

计算机技术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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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０１ 创新学分Ⅲ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２ 创新学分Ⅳ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７２ ０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６ 创新学分 （Ｄ） ４ １４４ ０
５ ０７０４０１８９ 科研基本技能实训Ⅰ ２ ７２ ７２
６ ０７０４０１９０ 科研基本技能实训Ⅱ ２ ７２ ７２
７ ０９０４００９０ 专业创新能力训练 ３ １０８ １０８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２１６ ３２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９ １０ ０ １９

２ ７ １３ ０ ２０

３ ７ １２ ３ ２２

４ １ ８ ３ １２

５ ０ ０ １０ １０

６ ０ ０ ８ ８

７ ０ ０ １ １

８ ０ ０ １０ １０

合计 ２４ ４３ ３５ １０２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０２，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８，专业教育选修学
分２４，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２，剩余１４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９２２４～　　　



暨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外招生）

培养目标：

Ａ１围绕全球现代工业 （数字工业、智能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对同时具有

“工程、管理、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Ａ２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系统管理思想和较高的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素质。
Ａ３能够从事工业、社会系统的设计、运作、优化、分析等方面的科研或应用工作的创新型高

素质工业工程专业人才。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
Ｂ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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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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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Ｂ４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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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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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Ｂ６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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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工业工程等相关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Ｂ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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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沟通：能够就工业工程等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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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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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主干课程：

工业工程导论、工业工程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及系统、运筹学、管理学原理、数据库系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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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算机网络、物流与供应链、库存管理、计算机集成制造、机械制造工艺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生产计划与控制、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人因工程、现代质量工程、系统工程、物联网工程导

论、物联网视频技术、ＲＦＩＤ原理与应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无线传感器网络。
实践教学占比：

大学物理实验、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ＲＦＩＤ原理与应用实验、生产
实习、金工实习、课程设计、综合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等。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

学时的３１８２％。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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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３ 大学与人生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大学英语一级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大学英语二级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１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０３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４ ３６０ １４４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０７ 计算机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０１ 工业工程导论 １ １８ ０ １
５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４４ 大学物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０９ 管理学原理 ３ ５４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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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９ ０８１４４０１０ 物联网工程导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０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０３５ 微机原理与应用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２ ０８０６４００５ 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３ ０８０６０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４ １１０２００１２ 运筹学 ４ ７２ ０ ５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９ ６６６ ７２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７学分
工业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１１０２５０１９ 电子商务概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７ 文献检索与利用 １ １８ ０
３ ０７１６００４６ 管理信息系统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１０ ＣＡＤ／ＣＡＭ综合训练 ２ ０ ７２
５ ０８１７１０１１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３ ０ １０８ 生产计划与控制

６ １１０２００２１ 项目管理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２４ 价值工程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８ １１０２００４６ 运营管理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工业工程知识群小计 １６ １９８ １８０

工业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５学分

物联网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３３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１５２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８８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０２２６ Ｃ＋＋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３６ 数据库开发技术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０２３７ 数据库开发技术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９ ０８０６０２４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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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０８０６０２６２ 操作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０２７０ Ｃ＋＋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２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１３ ０８０６３０８５ Ｃ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４ ０８０６６０４５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物联网知识群小计 ２６５ ３９６ １６２

物联网知识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１１５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０９１７５ 数学建模与创新实践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０９１９９ 创新学分Ⅰ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０ 创新学分Ⅱ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０９２０１ 创新学分Ⅲ １ ０ ３６
６ ０７００９２０２ 创新学分Ⅳ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７００９２０３ 创新学分 （Ａ） ２ ０ ７２
８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０ ７２
９ ０７００９２０５ 创新学分 （Ｃ） ３ ０ １０８
１０ ０７００９２０６ 创新学分 （Ｄ） ４ ０ １４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９ ７２ ５４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７１００４ 工业工程基础 ２ ３６ ０ ３
２ ０８１７１００５ 基础工业工程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３ ０８１７１００３ 生产计划与控制 ２ ３６ ０ ４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０９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 ２ ３６ ０ ４
５ ０８１４４００６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５
６ ０８１４４０１７ ＲＦＩＤ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７ ０８１７１００２ 现代质量工程 ２ ３６ ０ ５
８ ０８１７１００６ 人因工程 ２ ３６ ０ ５
９ １１０２５０１７ 供应链管理 ３ ５４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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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０２０１００７９ 工程经济学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１ ０７０１００７４ 系统工程 ３ ５４ ０ ６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１５１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 ３ ５４ ０ ６
１４ ０８１７１００７ 建模与仿真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５ ０８１７１００８ 系统优化及仿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６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１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３ 毕业实习 ２ ０ ７２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９ ４５０ ５０４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７学分
物联网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１９１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２３９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８０６０２４０ 网络软件开发技术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２４１ 网络软件开发技术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６１ 嵌入式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８１４４００９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１４４０１２ 数据处理与智能决策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１４４０１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物联网知识群小计 １３５ １８０ １２６

物联网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工业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７１０１２ 计算机集成制造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１７１０１３ 工业工程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１７１０１４ 生产负荷控制与应用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１９ 现场管理实践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５ ０８１７１０２０ 人因工程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人因工程

６ ０８１７１０２１ 数据科学基础和应用 ３ ３６ ３６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６０ 物流管理概论 ２ ３６ ０ 管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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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１０２００８９ 生产运作管理 ３ ５４ ０ 生产计划与控制

工业工程知识群小计 １８ ２３４ １８０

工业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７１０１５ 生产系统仿真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２ ０８１７１０１６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课程设计 ２ ０ ７２
３ ０８１７１０１７ 企业信息化实践课程设计 ３ ０ １０８
４ ０８１７１０１８ 项目管理实践课程设计 ３ ０ １０８ 生产计划与控制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０ ０ ３６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９ １１ ０ ２０

２ ７ １１ ０ １８

３ ７ ３ ３ １３

４ １ ７ ４ １２

５ ０ ７ １０ １７

６ ０ ０ １２ １２

７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０ １０ １０

合计 ２４ ３９ ３９ １０２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０２，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７，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１７，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２，剩余１２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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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外招生）

培养目标：

Ａ１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结构合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掌
握人工智能基本理论、技术和应用知识。

Ａ２有良好的计算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
Ａ３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应用领域从事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具有

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级专业人才。

要求五年以上的毕业生：

（１）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能够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原理、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
解决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岗位中遇到的技术和工程问题。

（２）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法律等因素对人工智能领
域的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

（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职业规范，能与公众有效沟通并在团队工作和交流中担任骨干或领导
角色。

（４）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能紧跟人工智能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有意愿和能力通过
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展。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具有从事人工智能工程所需的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
术基础理论、系统的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机

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解决人工智能工程与系统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Ｂ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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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分析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综合运用理论和技术手段，设计针对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分析、使用等需求的系统、单元 （部件）或

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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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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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安全技术工具，包括对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以及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

Ｂ６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人工智能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人
工智能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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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在从事职业过程中能遵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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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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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人工智能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Ｂ９个人和团队：具有良好的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
事，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Ｂ１０沟通：能够就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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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
用。

Ｂ１２终身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
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技术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理逻辑与集合论、代数结构与图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数据结构、算法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原理、人工智能原理、数字图像处理、机器学习

等。

实践教学占比：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３７３％。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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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３ 大学与人生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大学英语一级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大学英语二级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１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０３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４ ３６０ １４４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１０ 数理逻辑与集合论 ３ ５４ ０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４４ 大学物理 ３ ５４ ０ ２
６ ０８０６０１５１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７ ０８０６０２２９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３ ５４ ０ ２

９３２４～　　　



８ ０７０１００４１ 数据结构 ３ ５４ ０ ３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０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８０６００４７ 代数结构与图论 ３ ５４ ０ ３ 线性代数

１２ ０８０６０２６０ 数据结构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４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５ ０８０６００６７ 算法分析与设计 ３ ４５ １８ ４ 数据结构

１６ ０８０６０２６２ 操作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０２６３ 操作系统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４５ ７１１ １９８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１９９ 创新学分Ⅰ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７００９２００ 创新学分Ⅱ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７００９２０１ 创新学分Ⅲ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０９２０２ 创新学分Ⅳ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０９２０３ 创新学分 （Ａ） ２ ０ ７２
６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０ ７２
７ ０７００９２０５ 创新学分 （Ｃ） ３ ０ １０８
８ ０７００９２０６ 创新学分 （Ｄ） ４ ０ １４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０ ５４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计算机基础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数据结构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３０ 编译原理 ３ ５４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４ ０８０６００６４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５４ ０ 数据结构

６ ０８０６０２２６ Ｃ＋＋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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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８０６０２３１ 计算机组成原理 ３ ５４ ０ 数字电子技术

８ ０８０６０２４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０６０２７０ Ｃ＋＋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０３０１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１１５１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 ３ ５４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４１１８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基础类知识群小计 ２４ ３４２ １８０

计算机基础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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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２１４ 人工智能原理 ３ ５４ ０ ４
２ ０８０６０２３３ 数字图像处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３ ０８０６０２７５ 数字图像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４ ０８０６７０１３ 机器学习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８０６７０３４ 机器学习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６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３ 毕业实习 ２ ０ ７２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１ １６２ ４３２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３１学分
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７５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１０１２０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２ ３６ ０ 高等数学

３ ０７１６００８６ 深度学习 ２ ３６ ０ 机器学习

４ ０８０６００７９ 计算机视觉 ２ ３６ ０ 数字图像处理

５ ０８０６０１１６ 数据挖掘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０３２１ 大数据分析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０７ 自动控制原理 ２５ ４５ ０
８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０６６０４５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６０４６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４２４～　　　



１１ ０８０６７００３ 脑与认知科学 ２ ３６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７０１４ 自然语言处理 ２ ３６ ０ 机器学习

１３ ０８０６７０３１ 知识图谱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４ ０８０６７０３２ 机器人学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５ ０８０６７０３３ 人工智能伦理 １ １８ ０
１６ ０８０６７０３６ 计算机视觉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７ ０８０６７０３８ 自然语言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８ ０８０６７０３９ 深度学习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９ ０８１４４００９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２０ ０８１４４０１０ 物联网工程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１ ０８１４４０１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类知识群小计 ３６５ ５６７ １８０

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计算机扩展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００７０ 计算机图形学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０６０１２２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及其应用 ２ ３６ ０ 数据库系统原理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３０ 敏捷软件开发方法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１３２ Ｗｅｂ编程技术 ２ ２７ １８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５ ０８０６０２４４ Ｗｉｎｄｏｗｓ编程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６ ０８０６０３０４ 移动软件开发与安全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７ ０８０６０３０５ 移动软件开发与安全实验 １ ０ ３６
８ ０８０６４００３ ＬＩＮＵＸ高级编程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９ ０８０６４１１４ Ｗｉｎｄｏｗｓ编程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４１１６ ＬＩＮＵＸ高级编程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７０３５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２ ０８０６７０３７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及其应用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扩展类知识群小计 １９ ２４３ １９８

计算机扩展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９学分

人工智能实践教育类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５６ 创新工程实践 ２ ０ ７２
２ ０８０６０３００ 团队项目开发 ２ １８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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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８０６７０２７ 人工智能与多学科实践创新 ２ ０ ７２
４ ０８０６７０２９ “ＡＩ＋Ｘ”企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７０４０ 人工智能企业实训Ⅰ ２ ０ ７２
６ ０８０６７０４１ 人工智能企业实训Ⅱ ３ ０ １０８
７ ０９０４００９０ 专业创新能力训练 ３ ０ １０８
人工智能实践教育类知识群小计 １５ １８ ５０４

人工智能实践教育类知识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９ １１ ０ ２０

２ ７ １２ ０ １９

３ ７ １２ ０ １９

４ １ １０ ３ １４

５ ０ ０ ８ ８

６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０ １０ １０

合计 ２４ ４５ ２１ ９０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９０，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６，专业教育选修学
分３１，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２，剩余１１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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