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专业
培养方案 (2021)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及担当精神，具有创新能力、全

球化视野、终身学习能力及洞悉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发展的能力，系统掌握人工智能的

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具有提出并以学科交叉方式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挑战性问题的能

力，具有团队合作与组织管理能力、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型人才。

学生毕业五年后，能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法律、伦理等

因素，分析、制定解决方案，并管理项目的实施，能在职业发展中具有担当精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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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人工智能技

术快速发展的能力。

三.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人工智能

四.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列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备注

16102280 算法设计与分析 2.5

16105060 最优化方法 3.0

16105050 机器学习 2.0

16105080 模式识别 3.0

16105070 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 2.0

16103280 操作系统 3.5

16302200 知识表示 3.0

合计 19.0

五.修读办法和要求

1.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应修满 165.5 学分，方准予毕业。各类课程平台中课程学

分数要求如下：

课程平台 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课学分 选修课学分

通识通修 69.0 58.5 10.5

专业教育 57.5 47.5 10.0

综合实践 39.0 35.0 4.0

总计 165.5 141.0 24.5

（1）通识通修课程平台包括通识必修课、国防军事课（选修）、通识核心和通识

拓展四部分，通识核心模块要求模块 4 选 3，至少修读 6 学分；通识拓展模块至少修读

3 学分，国防军事模块为限定选修课，要求至少修读 1.5 学分。

（2）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三部分。学科基

础课为必修课，须修满 19 学分；专业教育必修课�育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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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合理安排课程的修读。每学期修读的课程一般不得

少于 18 学分，但也不宜多于 28 学分（修读副修专业、第二专业以及获准免修、免听

的学生可适当放宽）。学生按所在年级应修学分下限见下表：

年级 应修学分 累计应修学分

一年级 52.5 52.5

二年级 47.5 100.0

三年级 38.0 138.0

四年级 27.5 165.5

六.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制：四年制本科，修业年限：3～6 年

七.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八.指导性教学计划

本指导性教学计划表若有变动以教务处网络版执行计划为准





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年级：2021 专业：人工智能

课

程

平

台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学时分配

考核方

式

建议修读学期

理论

学时

实验/

实践

学时

讨论学

时

课外/

在线学

时

计算

机学

时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通

修

通识必修课

08101240 1 线性代数 2.5 40 40 考试 √

08101590 2 工科数学分析 A(1) 6.5 112 96 16 考试 √

81101400 3 体育（一） 0.5 30 4 26 考查 √

82101030 4 安全教育 0.5 8 3 2 3 考查 √

82101040 5 军事理论 2 32 24 8 考试 √

83100020 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12 4 考查 √

08101600 7 工科数学分析 A(2) 5.5 96 80 16 考试 √

08201460 8 大学物理Ⅲ 4 64 64 考试 √

17001070 9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4 42 12 考查 √

81104020 10 体育（二） 1 32 2 30 考查 √

83200020 11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1 16 16 考查 √

17001050 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42 12 考查 √

81104030 13 体育（三） 1 30 30 考查 √

08102070 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3 48 48 考试 √

17002050
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94 66 28 考试 √

81104040 16 体育（四） 1 32 2 30 考查 √

09102460 17 创业基础 2 32 32 考查 √

17001060 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42 12 考试 √

81104050 19 体育（五） 0.5 10 10 考查 √

81104060 20 体育（六） 0.5 10 10 考查 √

17000010 21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考查 √ √ √ √ √ √ √ √

学分小计 48.5 13 14.5 4 9 5 0.5 0.5 2

外语课 10 2.5 2.5 2.5 2.5

国防军事课

011J0010 22 航空航天概论 1.5 26 22 4 考试 √

821J0050 23 军事高技术概论 1.5 24 20 4 考查 √

821J0040 24 国防科技工业概论 1.5 24 20 4 考试 √

应修学分 1.5 1.5

通识核心

经典阅读模块 0

人文学科类模块 0

社会科学类模块 0

数学和自然工程技术类模块 0

应修学分 6 1 2 1 2

通识拓展

新生研讨课 0

一般通识课 0

文化素质类讲座 0

应修学分 3 1 1 1

学分小计 69 15.5 20.5 6.5 14.5 5 2.5 0.5 4

专

业

教

育

学科基础课

16102670 25 程序设计（一） 3 56 40 16 考试 √

16102780 26 计算机系统概论 1.5 24 24 考查 √

16503020 27 人工智能导论 1 16 16 考查 √

16102720 28 离散数学Ⅰ(1) 2.5 40 40 考试 √

16102770 29 程序设计（二） 2.5 48 32 16 考试 √

16102080 30 数据结构 3.5 56 56 40 考试 √

16102730 31 离散数学Ⅰ(2) 3 48 48 考试 √

16503010 32 机器学习 核心课 2 32 32 考试 √

学分小计 19 5.5 5 6.5 2

专业必修课

16102280 33 算法设计与分析 核心课 2.5 40 40 考试 √

16105060 34 最优化方法 核心课 3 48 48 考试 √

16102930 35 计算机组成原理 A 3.5 56 56 考试 √

16105080 36 模式识别 核心课 3 48 48 考试 √

16403180 37 多元统计分析 2 32 32 考试 √

16503040 38 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 核心课 2 32 32 考试 √

16103280 39 操作系统 核心课 3.5 56 50 12 考试 √

16103520 40 数据库原理 3 48 48 24 考试 √



课

程

平

台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学时分配

考核方

式

建议修读学期

理论

学时

实验/

实践

学时

讨论学

时

课外/

在线学

时

计算

机学

时

1 2 3 4 5 6 7 8

16105090 41 多智能体控制系统 3 48 48 考试 √

16302200 42 知识表示 核心课 3 48 48 考试 √

学分小计 28.5 5.5 10.5 12.5

专

业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一(人工

智能基础技术

（至少选修 6.0

学分）)

16105320 43 图像处理与分析 2 32 32 考查 √

16105120 44 计算机视觉 2 32 32 考查 √

16102860 45 自然语言处理 2 32 32 考查 √

16105130 46 复杂网络分析与表示 2 32 32 考查 √

16503030 47 图形学与虚拟现实 2 32 32 考查 √

应修学分 6 2 1 1 2

专业选修二(人工

智能应用技术

（至少选修 6.0

学分）)

16105150 48 智能芯片 2 32 32 考查 √

16105160 49 类脑计算 2 32 32 考查 √

16105170 50 智能人机接口 2 32 32 考查 √

16105180 51 人工智能安全 2 32 32 考查 √

16105190 52 人工智能的三航应用 2 32 32 考查 √

应修学分 6 2 1 1 2

应修学分 6 2 1 1 2

专业选修三(公共选修

课（至少选 4.0 学

分）)

04102220 53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Ⅱ 3 48 48 考试 √

16304030 54 Python 程序设计语言 1 16 16 16 考查 √

16302210 55 软件工程原理与应用Ⅲ 2 32 32 考试 √

16202130 56 智能通信网络 2 32 32 考试 √

应修学分 4 1 1 1 1

学分小计 57.5 5.5 5 6.5 8.5 13.5 14.5 2 2

综

合

实

践

专

业

实

践

专业实践必修

16101080 57 计算机基础技术实验 2 48 16 32 60 考查 √

08301040 58 大学物理实验Ⅲ 1 32 6 26 考查 √

16101140 59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1 周 40 考查 √

16102090 60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1 1 周 40 考查 √

16102600 61 数据结构实验 1 32 32 32 考查 √

16105310 62 机器学习综合课设 2 32 考查 √

16002010 63 专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0.5 16 16 考查 √

16102500 64 计算机组成系统设计 1 32 32 考查 √

16105100 65 模式识别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110 66 多智能体控制系统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003030 67 下厂实习 3 3 周 考查 √

16105300 68 人工智能综合课程设计 2 32 考查 √

99900070 69 科技学术讲座 1 16 16 考查 √

16104990 70 毕业设计 12
24

周
考试 √

学分小计 28.5 2 2 2 2 2 0.5 6 12

专

业

实

践

选

修

实

践

选

修

课

实践选

修一

16105200 71 图像处理与分析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10 72 计算机视觉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20 73 复杂网络分析与表示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30 74 自然语言处理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504010 75 图形学与虚拟现实实验 0.5 16 16 考试 √

应修学分 1.5 1 0.5

实践选

修二

16105250 76 智能芯片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60 77 类脑计算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70 78 智能人机接口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80 79 人工智能安全实验 0.5 16 16 考查 √

16105290 80 人工智能的三航应用实验 0.5 16 16 考查 √

应修学分 1.5 1 0.5

应修学分 1.5 1 0.5

实践选修三

92100270 81 数字电路课程设计 1 1 周 考查 √

92100540 82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Ⅱ 0.5 16 16 考查 √

16104220 83 软件工程综合课程设计 2 2 周 80 考查 √

16202140 84 智能通信网络实验 0.5 16 16 考查 √

应修学分 2.5 1 1 0.5

学分小计 4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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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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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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