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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方案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号）、教

育部职成司《关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与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61号）、教育部《关

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的

通知》（教社科〔2018〕2号）、教育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通知》（教体艺

〔2019〕1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 年 3 月 20 日）等文件要求，

对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教学仪器设备标准等国家标准，结

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人才需要和

我院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建设的实际进行编制。 

本方案在编制过程中，首先制定了《湖南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方案》，

成立了由人工智能技术服务行业企业专家、高职教育专家、

本专业教师、毕业生和三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

会；其次，开展了人工智能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调研、毕业生

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通过分析，明确了人工智能技

术服务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并

形成了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报告；然后，结合调研报告，确定



了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服

务培养课程体系，根据教学基本规律安排教学进程，根据人

才培养目标明确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条

件保障等要求；最后，组织了专业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

的论证会和多次方案修改讨论会，并提交学校党委会议审定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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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020 级三年制高职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ҚṪΰ Ἡ ῸחεњўҦ 610217ζ 

二、入学要求 

ѧ ⅎᾨ ⅞ўּוἆԏᶵᵃ ḙד  

三、修业年限 

ѕẉ 

四、职业面向 

1.ṏў ӈ 

εᴿњў⁞Ὧᶡ ‰ὼ ḙּו⅞ўẸẉ￼Ѯ ṏў

ӈ Ѯ ў ָᴵᴠⱢ ᶂḲ ў֫ ᶽԐ ζ 

表1  就业岗位面向表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

类（代

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就业岗位

（群）或技术领

域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举例 

电子信

息大类

（61） 

计算机类

（6102） 

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

（64） 

软件、信息

技术服务业

（65）和智

能消费设备

制造

（396） 

计算机软件

工程技 

术人员 

（2-02-13-

02）、其他

计算机与应

用工程技术

人员（2-02-

13-99 

人工智能工程师

（初级） 

机器学习工程师

（初级） 

人工智能技术支持

工程师 

人工智能助理工程

师 

人工智能测试员 

人工智能

HCIA（初

级） 

HCIA(HCNA)-

Big Data

（初级）  

2.ᴧṝ 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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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发展岗位面向表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

类（代

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发展岗位群

或技术领域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举例 

电子信息

大类

（61） 

计算机类

（6102） 

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

（64） 

软件、信息

技术服务 

业（65）和

智能消费设

备制造

（396） 

计算机软件工

程技 

术人员 

（2-02-13-

02）、其他计

算机与应用工

程技术人员

（2-02-13-

99） 

人工智能工程师 

（中级） 

机器学习工程师

（中级） 

 

人工智能HCIA

（中级） 

人工智能HCIA

（高级） 

HCIA(HCNA)-

Big Data（中

级）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њў Ẕ ╝ Һ ᶚ״ ᴣɒҊ +ɓɒΰ +ɓ

Ὰўỗ ᴧṝ ιᶡ ỳӡỔᶓḧת Ịΰӌ ԅם

ᴧṝιԏῶ Ặ￼ᾭḔἩ ᶢ ᾭὯộ ḙ ᵙ

Ḅ￼ ў ỊᴣֳᾺֳў ιҽἨᾪѭҚӾד ќ ￼זּ

ᵬᾰקᵙ ∂ ￼Ṫ ιέᾁҚṪΰ ￼ᶢ ת

ᶢ ᵙᶢ Ἡ љΆ│ιԏᶵΰ ӡỤᶴת ΰ ѭ

ҐҊᵙΰ ἄΆ ẦᴧᵙẔּז￼ᶢ  ιד ᵇᵬח Ґ

ⱶ╙ Ṫўίֺ ֔ў Ҋ ᶟι ᶼҡ҆ҚṪ

ΰ ᾭὯᶴתιҚṪΰ Ẉᴶᵙ ￼ ╜ᵙ ἴι

ҚṪΰ ғᵝẔּזẦᴧ￼ԅ ᴧṝ￼ᶶᵀᶚἩ Ἡ Қ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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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3ζέᾁ LinuxᾛӐ ᶢ ιⱦủ LinuxẦᴧע

ᶫẊέᾁ Shellᵘҧᵙ    

ε4ζέᾁ ҭẦᴧ╙ ᵙΆ│ιԏᶵἒḫ￼ ד  

ε5ζέᾁ Python Ѯ╙ ҭẦᴧ ԋ  

ε6ζέᾁḅӍᾉấMySQLᾭὯẓιֳ ấᾺ ᵙӢᾡᾭ

Ὧ  

ε7ζέᾁѮ╙ ᵸḙѽᴝתᵙẔּזҨᴣᾭὯ ḙᶢ

 

ε8ζέᾁ ᵸḙѽẔּז￼ ᶚ ‟ᾉấ ẦᴧᴣҸק  

ε9ζέᾁ ᵸḙѽἩ  ᶃӵᶴתἩ  ⱡ ᶴת

Ἡ  ▄ẙḙѽ Ἡ  Ἡ Ά│  

ε10ζ҃ ҚṪΰ ẔּזẦᴧ╙ ᵙ ԋ￼ҚṪΰ Ἡ

 ￼Ẕּז ẑᴣ ֘Ά  

3λ ד ∂ 

ε1ζԏᶵḾᾺ ᾺἩ ￼ḙѽ ᵙֳᾺֳўד ד

ḙѽ￼ ד  

ε2ζԏᶵ Ḅ￼ᵽ ᵀӐљἰᴙ ד  

ε3ζԏῶ֫‘ ᵙ ֘ ￼ ד  

ε4ζԏῶ Ḅ￼ ᾰḔ ᵙד ד  

ε5ζ ᶼ Ẋ⃰ ת ҭ ∂֫‘ἵᵓᵙ ấ

Ά  

ε6ζԏᶵ   ҭ Ḡ ἴ￼ḫ

ד  

ε7ζԏᶵ ҭ ᾰ⁶￼ᾙ֒ ד  

ε8ζԏᶵּז Python ḫא 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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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9ζԏᶵ ᵸḙѽẈᴶ￼ ᶚ ‟ᾉấ￼ ד  

ε10ζԏᶵ ᵸḙѽẦᴧᴣҸק ד  

ε11ζԏᶵᾭὯ ᴨ ḕӴљᶴת￼ ד  

ε12ζԏᶵҚṪΰ ẔּזẦᴧ ד  

ε13ζԏᶵ⁞ὯҲўᶋ῟Ầᴧᶢ҈ҚṪΰ ￼Ẕּז ẑ

ᴣ ֘￼ ד  

ε14ζԏᶵҚṪΰ ᶢ ד  

ε15ζԏᶵ ҭ￼ᵩᵅἩ ᾟὙ ד  

ε16ζԏᶵᶢ Ầᴧעᶫᾉ‟ ד  

ε17ζԏᶵᶢ ￼ῄỐ֫‘ ḧӈ ד  

ε18ζԏᶵҚṪΰ Ẕּז╜ ᶢ ד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结构 

֫ѭҋѦ₩ᶒχԇԊᶢ ₩ᶒεọӢ

Ӣζ њўᶢ ₩ᶒ њў⁄Ọ ₩ᶒ њўὂṝ

Ӣ ₩ᶒ њў ѧḫ ₩ᶒ ԏӌḅїᶃ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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ᶃ 1 ҚṪΰ Ἡ Ὸחњў ӌ ᶃ 

 

（二）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对应关系分析 

表 3 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对应关系分析表 

就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职业能力要求 专业课程 

人工智能开

发工程师 

智能产品的设计

与开发 

1、 掌握图像识别、机器学习技术的关

键技术和工程应用实现； 

2、能够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平台和人

工智能开发标准化流程； 

3、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保证产品的

质量和开发进度； 

4、能够对人工智能领域新技术进行前

瞻性研究，拓展现有产品结合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 

Python 程序设计 

机器学习与应用 

深度学习框架应

用开发 

智能硬件开发 

图像处理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 

人工智能技

术支持工程

师 

人工智能平台和

系统的部署、调

测、维护 

1、熟悉智能语音、智能图像等系统的

部署、调测等技术； 

2、能够与客户进行技术交流和产品的

现场演示及其点对点产品应答，完成产

品的现场演示； 

3、能够维护、更新、编写平台或系统

软件的技术支持手册、系统部署文档； 

4、能够配合客户基于接口级的用户功

能定制开发。 

Linux操作系统

管理 

MySQL数据库 

机器学习与应用 

IT 售前技术 

人工智能助

理工程师 

对现有机器学习

模型的调整和优

化 

1、熟悉和掌握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

熟悉和掌握最优化算法，熟悉海量数据

的处理方法； 

2、了解机器学习平台相关算法的设计

和研发，构建机器学习平台； 

3、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问

题能力，对数据敏感，能够发现关键数

据，抓住核心问题，对解决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充满激情。 

Linux操作系统

管理 

MySQL数据库 

机器学习与应用 

数据可视化 

机器学习工

程师 

机器学习算法的

调研、设计、研

发和模型的优化 

1、熟悉常用机器学习算法及机器学习

框架及应用流程； 

2、熟练使用一门编程语言，具备较强

的软件开发能力； 

Python 程序设计 

Linux操作系统

管理 

MySQL数据库 

Python 网络爬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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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

神，工作积极主动，具备良好的学习能

力。 

机器学习与应用 

深度学习框架应

用开发 

（三）实践教学体系 

表 4 实践教学安排表 

序号 
实习实训 

任务或项目 
学期 学时 

实习实训 

地点 
实训成果 

考核 

方式 

1 企业认知实训 2 28 校内或校外 实际产品 考查 

2 Python 项目实训 3 28 智能软件实训室 实际产品 考查 

3 机器学习项目实训 4 28 智能软件实训室 实际产品 考查 

4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

业技能综合实训 
5 84 

智能硬件实训室 

人工智能综合实训

室 

产品及相关

技术文档 
考查 

5 顶岗实习 5-6 672 校外 
完成相应生

产任务 
考查 

6 毕业设计 5-6 28 校内和校外 
毕业设计成

果 
考查 

（四）课程描述 

ξ.ԇԊᶢ ₩ᶒ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48学时，3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成长为自觉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知识目标：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 

能力目标：能够领悟人生真谛，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和改革创新的生

力军；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做到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能够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精

神，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增进法治意识，养成法治



8 
 

思维，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主要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

主学习为辅，通过讨论研究、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

和手段，提高教学的时效性。课程考核为实践成果汇报+笔试。

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新版本统编教材。任课

教师应具有扎实思政理论基础。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48

学时，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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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认识社会、分析社会现象；拥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勤奋学习的能力；拥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

观察力等非专业能力。 

主要内容：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集中阐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

位和指导意义，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和基本经验；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重点，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入手，

引导学生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论体系。 

教学要求：课程采用了系统讲授、专题讲授、课堂讨论

和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多种

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的结合运用，使理论具体化，观点问

题化，过程互动化，结论自助化。本课程考核为平时成绩+期

末闭卷考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课室。选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新版本

统编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3）思政实践（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民族自豪感、

自尊心和自信心；拥护党的领导，增强执行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自觉性；具备认识社会、关心社会，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意

识，激发学习兴趣，学会做人、学会协作，立志成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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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通过亲身实践，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历程，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解，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能力目标：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发现实际问

题、分析实际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认识能力、

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实践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懂得

合作。 

主要内容：学生以实践小组的方式参与教学，围绕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研究性学习成果

展示、读书报告会、行走的课堂或其他实践活动，并提交实

践作品。 

教学要求：本课程的教学以学生实践为主，根据《大学

生思政实践手册》的具体要求开展，并进行优秀作品展示汇

报。任课教师应做好学生的实践指导。 

（4）形势与政策（40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感知国情民意的意识，具备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意识，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知识目标：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

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 

能力目标：掌握正确分析形势和理解政策的能力，能对

国内外重大事件、敏感问题、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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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分析和判断。 

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经济社会发展、

涉港澳台事务、国际形势政策”等 4个专题教育。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自主学习为辅，

通过讨论研究、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

教学的时效性。课程考核为线上过程考核+线下平时成绩。主

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主编

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

实思政理论基础。 

（5）军事技能（112学时，2学分） 

素质目标：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观念，增强组织纪律性，提升综合素质。 

知识目标：学习军事理论，加强国防教育，掌握军事技

能；了解学院规章制度和专业学习要求。 

能力目标：掌握军事基础知识，拥有基本军事技能，能

够有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拥有安全防护能力。 

主要内容：按照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印发《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 号）实施，

具体内容有：1.军事理论：主要讲述中国国防知识、军训理

论知识、兵器知识和军事高技术等内容。2.军事技能训练：

包括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轻武器设备知识与训练、

综合训练等内容，其中以队列条令中的立正稍息、整齐报数

（基本队形）、停止间转换、跨立与立正、蹲下与起立、坐下

与起立、敬礼、敬礼与礼毕、三大步伐，分列式为主；并结

合学院实际适时组织和开展有关评比活动和健康有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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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3.入学教育：在军事训练

中穿插进行专业教育、网络安全、学籍管理、安全教育、法

制讲座、国防教育等内容。 

教学要求：课程以实践实操为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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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纲》（教体艺〔2019〕1号）要求选定教材；任课教师应

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 

（7-10）大学体育（112学时，7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抗挫折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具备坚强

的意志品质；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树立

群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具备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结协作、

遵纪守法以及自控自律的优良品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知识目标：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形

成终身锻炼的意识和习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不同需求，

选择个人喜爱的方法参与体育活动，挖掘运动潜能，提高运

动欣赏能力，形成积极的余暇生活方式；掌握与职业相关的

职业性疾病的预防与康复知识，通过体育锻炼，提升与职业

相关的关键身体素质和素养，为顺利从业与胜任工作岗位打

下良好的基础。 

能力目标：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全面提高体能，能够

对自然环境有较强地适应能力，身心得到全面发展（生理）；

拥有终身锻炼身体的意识和习惯（监测方法）；能够拥有 2项

以上健身运动的方法，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锻炼方法）； 改

善心理状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心理）。  

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体育理论、开展体育技能训练。一年

级开展田径、篮球、排球、武术等基础教育；二年级开展体

育选项课程教学。 

教学要求：课程采用示范讲解、情境教学、教学比赛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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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分解法、游戏法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逐步掌握运动

技术，并且结合专项素质训练巩固练习；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多媒体、视频等信息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增加课堂信息量，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任课教师应具有系统的体育教学的专业

知识，较强的课堂组织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11）心理健康教育（32学时，2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自信精神、合作意识

和开放的视野，具备良好的心理素养，为终身发展奠定良好、

健康的心理素质基础。 

知识目标：普及心理健康保健知识，了解心理健康有关

理论和基本概念，掌握心理发展规律、心理问题产生的原理。 

能力目标：具有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

节能力。 

主要内容：主要介绍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惑与异常心理，

以及关于自我认识、情绪控制、压力管理、人际关系、爱的

能力培养等相关心理学知识和技巧。 

教学要求：课程以课堂活动体验为主，教师讲授、自主

学习、课后实践拓展为辅，通过讨论、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

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课程考核为平时成绩+期末

考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湖南省教育厅统编

教材和职业院校国家规划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

础。 

（12）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一）（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生涯发展自主意识，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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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愿意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

主动付出积极的努力。 

知识目标：基本了解职业发展的阶段特点,较为清晰地

认识自己的特性、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和职业分类。 

能力目标：具有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

生涯决策技能，具有各种通用能力，比如自我管理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等。 

主要内容：主要包括高职与生涯发展、职业世界、职业

自我探索、生涯理论与决策、高职成长计划等。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职业测评和生

涯手册为辅，通过情景任务、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

和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课程考核为项目作业+笔试。主

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和校本特色教

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职业生涯指导经验。 

（13）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二）（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生涯发展自主意识，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 

知识目标：了解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的劳动

力市场信息；了解求职全过程以及求职安全和就业权益维护

的相关知识。 

能力目标：能够具有简历写作和投递技巧，求职面试礼

仪和应答技巧，能够具有各种通用能力，比如沟通能力和问

题解决能力等。 

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就业形势和政策指导、信息指导、

求职准备指导、求职技巧指导和职场适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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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专家辅导、模

拟求职为辅，通过情景任务、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

和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课程考核为项目作业+笔试。主

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和校本特色教

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求职辅导经验。 

（14）创业基础（32学时，2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善于思考、敏于发现、敢为人先的创新

意识；具有自主学习的动力，不怕困难、勇于探索、挑战自

我、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具备创业精神，能用创业的思维

和行为准则开展工作。 

知识目标：了解创业的本质、社会意义及创业者的特质

与培养；认识企业和商业创意，了解企业和企业类型以及商

业画布。 

能力目标：能够具有资源整合、团队建设等创业技能，

并能将企业管理、财会、法律等相关课程基础专业知识灵活

运用在创业活动各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介绍创业与创业精神，创业与生涯发展，

创业者与创业思维，创业资源、创业风险、创业团队以及创

业机会等。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专家指导、模

拟创业为辅，通过情景任务、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

和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课程考核为项目作业+笔试。主

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和校本特色教

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15）劳动教育（16学时，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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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具备正确劳动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逐步树立工匠精神。 

知识目标：全面掌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

理解劳动的价值、意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主动认识

并理解劳动世界。 

能力目标：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尊重劳动、尊重人

民，拥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勤奋学习的能力。 

主要内容：本课程教学主要开展“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等专题教育。 

教学要求：主要通过多媒体音频、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

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课室，选用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最新版本统编教材。 

（16）劳动实践（28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吃苦耐劳精神，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集

体荣誉感，树立劳动最光荣的价值导向。 

知识目标：掌握各相关劳动岗位工作职责和安全规程。 

能力目标：熟练掌握各类劳动设备和劳动工具的使用方

法，拥有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 

主要内容：开展家庭劳动，为父母分担家务；开展学生

宿舍、教学场所和公共区域的卫生打扫；组织学生到学校食

堂、周边社区、实训基地等场所开展志愿服务劳动。 

教学要求：二级学院组织召开主题班会，培养学生劳动

观念，教育学生在寒暑假开展家庭劳动；学工处以分散劳动

的方式分配劳动任务，主要劳动场所为学生宿舍、教学场地

和公共区域；校团委组织开展“劳动周”活动，根据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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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定期组织学生到学校食堂、周边社区、实训基地等场

所开展志愿劳动服务。 

（17）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端正

认识，健全人格，提高自身素质；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自

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知识目标：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

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养成

科学的思维方式。 

能力目标：能够正确分析问题，拥有哲学思辨能力和服

务社会的能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决实际问题。 

主要内容：本课程紧紧围绕世界的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这一主题，从世界观与哲学基本问题、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等方面来阐述马

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教学要求：课程通过系统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

教学方法，将抽象理论形象化，静态知识生动化。课程考核

为笔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

理论基础。 

（18）红色潇湘（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社会主义信念，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

心和自信心；热爱湖南、热爱家乡，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立

志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知识目标：全面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湖南共产党人所进行的艰苦革命斗争；熟知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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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革命人物和革命故事的；理解湖湘红

色精神的渊源、发展和实质；思考当代大学生所肩负的新时

代使命和责任。 

能力目标：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政治素养，能够

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能够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勤奋学

习；拥有较强地语言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观察力等非

专业能力。 

主要内容：本课程以湖南党史为主线，通过岁月如歌、

璀璨星光、红色精神等教学模块，介绍湖南共产党人领导的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著名红色人物、典型红色故事等，把

弘扬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

主学习为辅，通过讨论研究、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

和手段，提高教学的时效性。课程考核为分小组实践成果汇

报展示；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和思政实践教学中心；

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思政教学功底和党史理论基础。 

（19）中国优秀传统文化（32学时，2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具备民族

自豪感、自信心，具备爱国主义感情，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和正确的价值观；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学会处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高文化素养与文化品位，丰富精神

世界。 

知识目标：熟知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领会中

国传统文化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民俗等文化精

髓和成果；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要素和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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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能诵读传统文化中的名篇佳句；能够感悟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能掌握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养成学习

传统文化的良好习惯；能从文化的视野分析，解读当代社会

的种种文化现象。 

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古代艺术、中国古代科技、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民俗

等知识。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

主学习为辅，通过讨论研究、实践体验、任务教学、多媒体

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

生的视野。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主要教

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任课教师应具有传统文化理论基础。 

（20）湘商文化（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湘商新人气质，树立厚德崇商思想，丰

富人文素养，为今后从业奠定文化内涵和塑造意志品格。 

知识目标：掌握湖湘文化和湘商文化内涵；了解湖湘文

化浸润与湘商文化发展；熟悉湖南商业历史遗迹；探究湘商

精神的构筑与表现；感知湘商成就与创业经验。 

能力目标：能够理解并运用湘商精神分析、思考商业行

为；能够吸取湘商精英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培养商科学子

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湘商源流、湘商精神、湘商风物、

湘商精英等内容。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线

上教学为辅，注重教学的时效性和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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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实现评价内容多元

化、评价方式多元化；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自

编教材《湘商文化教程》开展教学；任课教师应具备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师德师风。 

（21）大学语文（48学时，3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独立精神与合作意识，培育和滋养其健

全的人格与社会关怀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的尊严与

使命、人的权利与责任、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与追求人类和

自然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知识目标：掌握基本的文学常识并掌握不同文体的阅读

欣赏具理论、方法。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线索，熟悉若干

重点作家及其作品。 

能力目标：能够用带规律性的知识和方法阅读、欣赏、

评价（品味语言、领悟形象、体验情感）一般古今中外文学

作品；能够写一般的赏析文章，提高阅读、表达能力；能够

感受、领悟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 

主要内容：讲授内容包括：神话，人类童年的产物；语

言，人类交流的平台；文字，人类文化的基石；文学，人类

情感的载体；礼仪，人类交际的准则；表演，人类娱乐的舞

台；典籍，人类精神的宝藏；中文，多元文化的奇葩。以上

内容涵盖了中文世界的基本文化内涵，篇章与篇章之间也有

一定的逻辑性，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进行编排，让学生

从世界性的视野来看待中文世界。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

主学习为辅，通过讨论研究、案例分析、多媒体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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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教学的时效性和趣味性。课程考核

为学习成果汇报+笔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高

等职业教育规划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和人文素养。 

（22）应用文写作（48学时，3学分） 

素质目标：通过各类文体内容的学习和训练，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素质和社会适应力；具备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 

知识目标：了解应用文的涵义及学习的必要性；理解应

用文常用文种的主题、材料、结构、语言知识；掌握应用文

主题的确立和材料的选择以及写作特点。 

能力目标：能够根据各类活动确立其写作主题，写作常

见公文，具有文字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

够使用应用文的专门用语；能够阅读、辨析一般行政类文书

和事务类文书。 

主要内容：主要讲授通知、请示、函等党政机关行政公

文及计划、总结、竞聘词、启事等事务文书，以及毕业设计

的写作格式规范。 

教学要求：本课程采用任务教学法，激发学生思维；采

用多方评价机制，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采用学生主体、

教师主导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课程

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理论考核两部分；主要教学场

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最新版本教材；任

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文写作能力。 

（23-24）大学英语（64学时，4学分） 

素质目标：素质教育为本，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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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英语学

习习惯，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增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

识，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知识目标：掌握职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英语语言基础

知识，熟练掌握职业岗位场景中涉及的词汇、惯用表达和高

频句式；了解各种英语应用文体的结构，掌握快速阅读技巧；

掌握基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常见英语应用文的写作格

式和技巧。 

能力目标：具备在日常生活和商务情景中应用英语的能

力，能用英语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

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借助词典阅读和翻译一般难度的英语

业务资料；能套写常见的英语应用文；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必要的词汇量和语

法规则，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一定的外语

习得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知识等。 

教学要求：课程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的分层教学模式；

采用讲授法、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等教

学方法，利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课程考核以形成性考核

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职

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教师应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

能熟练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具有全球视野。 

（25）经济数学（48学时，3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积极严谨的学习习惯，找到自己适合

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形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具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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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细心、全面、逻辑性强、精益求精的数学基本素质。 

知识目标：了解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

和典型应用。掌握常用的经济函数的建立、函数极限的定

义，理解函数连续的定义；掌握相关知识的解题方法；能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专业中的问题。 

能力目标：具有一定的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

象概括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

用能力、运用数学工具的能力和自学能力。 

主要内容：主要讲授函数、极限、导数、微分、不定

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教学要求：结合学生实际，遵循“以应用为目的，以

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任务驱动等方

式开展教学。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理论考核

两部分；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育

规划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     

（26）高等数学（48学时，3学分） 

素质目标：具有高尚的科学观,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

律。有较强的求知欲,崇尚科学思维；具有不怕困难、战胜

困难的信心；具有热爱生活、团结协作的精神；有理想、

有抱负,热爱祖国,具有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知识目标：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史,认识微积分的重要

性、抽象性、实用性,进而认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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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的运算法则,能够熟练计算一般函

数的极限。理解微积分的概念,掌握微积分的运算法则,能

够熟练计算一般函数的微积分。 

能力目标：具有一定的数学建模思想,并具有将这种

思想贯穿于整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全过程的

能力；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将数学思想扩展到其它领域的

能力。 

主要内容：主要讲授函数、极限、导数、微分、不定

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等内容。 

教学要求：本课程注重对接专业需求，教学过程融入

数学建模思想，以任务驱动为主线。课堂教学注重方法多

样化、教学手段信息化、考核方式过程化。课程考核包括

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理论考核两部分；主要教学场所为多

媒体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

师应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 

（2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48学时，3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积极的学习态度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

具备较为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用辩证的思想来看待生活

中出现的问题。 

知识目标：掌握概率、样本空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等概率论的基本知识，掌握统计学中

的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的思想与方法，学会收集、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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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数据的方法。 

能力目标：具有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能够较为熟练运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数据推

断的各种方法。能以“概率的思想”去分析生活中的问题，

会用“统计的方法”合理收集整理数据，为管理者提供有

效的决策依据，具有解决一些专业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

力。 

主要内容：主要讲授随机事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函数、统计量及其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方

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任务驱动为主线，着重突出概率

统计思想方法的教学，淡化运算技巧，并结合高职专业学

生自身特点，增设与理论教学配套试验课，使学生掌握常

用软件。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理论考核两部

分；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育规划

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 

（28）计算机应用（40学时，2.5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

备团队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养成缜密严谨的思考习惯。

提升综合职业素质。 

知识目标：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使用文字编辑软件（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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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各类文档的方法；掌握使用电子表格处理软件（Excel）

处理数据的方法；掌握使用演示文稿制作软件

（PowerPoint）设计演示文稿的方法。 

能力目标：具有利用 Office 办公软件熟练解决生活

中、工作中遇到的与计算机应用相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

有举一反三、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和总结的能力。 

主要内容：主要讲授 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装以及操

作系统的管理与维护知识，以及文字编辑软件（Word）、电

子表格处理软件（Excel）、演示文稿制作软件（PowerPoint）

的使用方法。 

教学要求：课程采取案例式教学，讲练结合，以教师

讲授为主，学生实践操作为辅；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

核、期末理论考核两部分；所有教学活动都在计算机机房

进行；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计算机应

用软件的操作非常熟练。 

（29）信息技术素养（40学时，2.5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诚实守信意识、信息安全意识，懂得

尊重他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理念和意识。养成认真学

习，勇于思考和实践的学习习惯。  

知识目标：了解信息意识、信息论理、信息安全等知

识，掌握信息检索与获取的方法、技巧，学会进行信息评

价，能够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管理、处理，并掌握信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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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各种技术。 

能力目标：具有通过各种搜索引擎进行信息的检索与

获取的能力，具有对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进行合理评价

的能力。具有遇到问题多动脑动手、多思考、寻求多种方

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信息意识、信息论理、信息检索与获取、

信息评价、信息管理与处理、信息应用等。 

教学要求：课程采取案例式教学，讲练结合，以教师

讲授为主，学生实践操作为辅；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

核、期末理论考核两部分；所有教学活动都在计算机机房

进行；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计算机应

用软件的操作非常熟练。 

（30）安全教育（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观念，形成正确的

安全观，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牢固树立整体国家安全观，増

强国家安全意识，将安全问题与个人发展和社会、国家需要

紧密结合，为国家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付出积极的努力。 

知识目标：了解安全基本知识，熟悉校纪校规，掌握人

身安全、财产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安全法律法规知

识。 

能力目标：能够具有基本的安全防范、自我保护技能，

具备防灾避险、突发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和较强的安全管理能

力。 



29 
 

主要内容：讲授大学生校园生活安全、消防安全、网络

安全与计算机违法犯罪预防、人身与财产安全、交通与旅行

安全、施救、自救与安全服务、社交与求职安全、卫生健康

安全、国家与社会安全等相关知识。  

教学要求：课程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课堂授

课、讲座、消防演习等方法，利用实景、实物或网络资源组

织教学。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优先采用国规教材；教

师应具有安全或安保方面的知识和工作经验。 

（31）大学美育（16学时，1学分） 

素质目标：具备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

理的意识，从美育的意义、任务和途径，具备初步树立正确、

进步的审美观，具备高尚、健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发

展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提高在审美欣赏

活动和审美创造活动中陶冶情操、完善人格、进行自我教育

的自觉性。 

知识目标：掌握美学基本理论，理解美的本质、美的表

现形态、美的范畴、以及中西部分美学基本理论等。 

能力目标：具备一定的理解美、追求美、鉴赏美、创造

美和传递美的能力；能够以审美的心胸从事现实事业，使自

己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文化语境中，能够自觉

经营情感发达、境界高远、富有意义的美丽人生。 

主要内容：包括音乐艺术、影视艺术、舞蹈艺术、美术

艺术、校园文化艺术、文学艺术等。 

教学要求：课程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除课堂教学外，

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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ᴠᾭӂ Ӭ ￼ ιԏᶵḾד ֯Ẫᵙ ᴿ

￼ ιԏᶵᾭӪד ᵙ֫‘￼ ד  

Ѯ ԓḳχҟ ҃ᶽᾭὯљᾭḙ ᾭḙљ Python￼ԋ ψ

₦ꞌ љᾭת ￼ᶢ ιץὐᾭὯ֫ṵ⸗ề ₦ꞌљ

₦ꞌ֫ṵ ᴠᾭӂ Ӭ ₅ ψ ớҦᾭ￼ᶢ ι

ὐץ ֯Ẫ ￼ ᵙ⸗ề֫ ᷈ầӪ֫ ψᾭӪ

￼ᶢ ιץὐᾀӪ│ ֩ᾭ љὉᵀ ớΆ

( )∂⁞ψẂּז￼ᶺӺ ֫‘Ά│ιץὐᵻặ֫‘ ֶָ֫

‘ ֫‘ Ѯἄ֫֫‘ ᵼḒ֫‘ᵙԐᶚ ԋ֫‘  

ᾨḙ ∂χ  ɒҚṪΰזַּ ᾨḙẈᴶɓι 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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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 ֫‘ ᾨḙ תזּ љḫ ӕ

ᵀ￼Ά│ιז▄ḙּוḾњўᶢ ת￼ ᵙ ᶁ

⁄Ҩ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ԏῶ ԋẔּזẦᴧẈᴶ￼ḫ ḯιἆḠ ῶ Ẕעᶫ￼῞

 Ἄ  

ε6ζPython ẑ ε96ḙῊι6ḙ֫ζ 

‰χᶡ ḙּוԏᶵ ᵇḾ ￼ộỳᵙ₦Ổιԏῶ

ḙ Ѥ ￼ṪӐỗẙι Ḅ￼ ộ ψᶡד ḙּו

Ѯḙѽι֫‘ ᵙ ֘ ҨᴣᴃᵃᵀӐ￼ ד  

‰χέᾁ ᵇḾ ￼ᶢ Ά│ έᾁ Python

￼ᶢ  │ιẂּ֩זᾭᵙ₩ᶒ￼ӔּזΆ│ιέᾁẑ֯ᾭὯ

ᵙᾰҭ￼ᾛӐΆ│ιέᾁҲў Python Ầᴧ￼╙ Ά

│  

ד ‰χԏᶵ ֫‘ Python ẑ￼ ψד

ԏᶵ ֒ Python ẑ￼ ψԏᶵד Python

ẑ￼ ψԏᶵד ֒ᵙ ѭ ᴅ￼ Python ẑ

￼ ιPythonד Ầᴧ￼  ᵙἩד  

Ѯ ԓḳχץὐ Pythonᶢ ẑ ᴯ Python֩

ᾭљ₩ᶒ Pythonẑ֯ᾭὯ Python ᵇḾ Pythonᾰҭ

ᾛӐ PythonᾭὯẓᾛӐ  

ᾨḙ ∂χҨ і+ ї￼₩Ẫ ᾨḙι ӕεүזּ

ζח │ᾨḙט ṇ ᵀӐή │ ᾨḙẻẪιẬṀ ᶡ

ḙּוԏᶵ ᵇḾ ẑ ￼ᶢ  │ᵙΆד ⁄Ҩ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ԏῶ

ԋẔּזẦᴧẈᴶ￼ḫ ḯιἆḠ ῶ Ẕעᶫ￼῞  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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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њў⁄Ọ ₩ᶒ 

（1）Python数据分析（64学时，4学分） 

素养目标：培养独立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

强，能够快速准确地查找参考资料；沟通能力强，能够与

小组其他成员通力合作；在进行数据预处理时会对数据进

行脱敏处理。 

知识目标：了解数据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概述；掌握

Python基础知识、NumPy的定义与使用、Matplotlib库的使

用、Pandas的定义与使用和机器学习库scikit-learn入门

的相关知识。 

能力目标：掌握Numpy数组的矢量计算、Matplotlib库

进行数据可视化、Pandas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分析、掌握

scikit-learn建模、掌握电影数据项目分析的能力。 

课程目标：培养学生数据处理的基本原理，掌握利用

numpy、pandas以及dataframe等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方法，

达到数据可视化的效果，完成数据分析的目的，同时为后

续其他课程做好铺垫。 

主要内容：Numpy数组基础知识、Pandas以及

DataFrame基础知识、统计学与线性代数相关知识、数据的

检索、加工与存储、Matploblib数据可视化知识、信号处

理与时间序列、应用数据库、分析文本数据和社交媒体、

预测性分析与机器学习等知识。 

教学要求：以理论加实际案例组织教学，利用项目驱

动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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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方法。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和期末闭卷考试相结

合。主要教学场所为实训教室；任课教师应具备扎实的理

论基础和良好的师德师风。 

（2）Python网络爬虫（80学时，5学分） 

素养目标：培养进行网络爬虫的过程中能注意内容的

合法性（不能非法爬取隐私信息等）、规范性的意识，培

养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意识和品质。 

知识目标：掌握Python爬虫的环境配置方法，熟悉

HTTP请求方式与过程、常见HTTP状态码、以及Cookie相关

知识，掌握使用urllib3库、Requests库实现HTTP请求的发

送，掌握使用Chrome开发者工具、正则表达式、Xpath和

Beautiful Soup等工具进行解析网页，掌握使用JSON库进

行数据存储。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爬虫知识和前沿技术，掌握常用

的爬虫技术，具备数据采集数的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爬虫环境的搭建、爬虫基础知识介

绍、爬虫基本库以及解析库的使用、数据的存储、Ajax数

据爬取、动态渲染页面爬取、验证码的识别、代理的使

用、模拟登录、app的爬取、pyspider框架的使用、Scrapy

框架的使用、分布式爬虫及部署。 

教学要求：以线上+线下的模式组织教学，采用项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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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实训室，或安装有相应环境的普通机房。 

（3）智能硬件开发（80学时，5学分） 

素养目标：培养学生质量、规范、责任等方面的意

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再学习的能力，培养

学生创新、交流与团队合作能力。 

知识目标：掌握嵌入式硬件平台原理结构，学习掌握

嵌入式处理器结构，嵌入式系统的存储器及各种I/O接口，

掌握ARM平台开发环境的搭建，熟练掌握ARM的开发平台和

开发工具包；熟练掌握C语言的基本语法。 

能力目标：能够熟练运用C语言实现嵌入式系统的基本

功能，能够熟练掌握嵌入式系统开发工具，能够熟练掌握

嵌入式系统开发方法，能够基本构建嵌入式系统。 

主要内容：学习掌握嵌入式硬件平台原理结构，学习

掌握嵌入式处理器结构，嵌入式系统的存储器及各种I/O接

口；嵌入式编程等。 

教学要求：通过STM32嵌入式开发平台，以实际嵌入式

产品为教学载体，模拟企业真实环境，采用理实一体教

学。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以实践技能

考核为主。教学场所为具有嵌入式开发环境的多媒体教

室。 

（4）智能传感技术（64学时，4学分） 

素养目标：养成良好的工作责任心、坚强的意志力和

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能创造性地完成各项任

务，了解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常识，掌握文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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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及内容。 

知识目标：掌握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

器、物位及厚度传感器、位移与速度传感器等传感器的基

本电路设计和使用方法，编程和检测调试的方法。 

能力目标：能够用常用万用表等常用仪器仪表做各种

传感器性能的检查，判别其好坏；能够根据检测要求合理

选用各种类型的传感器；能够根据被测信号的特点，合理

设计合理的检测电路；能够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设计制作

相应的模块测量电路；能够用制作的模块电路正确进行物

理量的测量；能够用所学传感器知识进行常用传感器测量

电路的检修。 

主要内容：学习掌握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

传感器、物位及厚度传感器、位移与速度传感器等传感器

的应用，学习掌握智能传感技术中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教学要求：以实际传感器产品为教学载体，采用理实

一体化教学。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以

实践技能考核为主。教学场所为具有嵌入式开发环境和相

关产品的多媒体教室。 

（5）机器学习与应用（80学时，5学分） 

素养目标：面向人工智能技术，遵循基于工作过程导

向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指导思想，构建机器学习解决方案职

业能力培养。加强学生自律意识、强化实战能力以及深刻

理解课程涉及的概念原理等。 

知识目标：掌握Python机器学习常用类库的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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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掌握数值分析，有监督和无监督学习方法，及在机器

学习中的应用。学会模型的创建、评估和调参的方法等。 

能力目标：具备利用常用库和工具包完成机器学习模

型的创建、评估和调参，并能应用于实际项目中的能力。 

主要内容：机器学习常用语言，Python机器学习常用

类库，NumPy与数值分析，pandas基础，pandas进阶，

scikit-learn有监督学习，scikit-learn无监督学习。在

机器学习中待处理数据的呈现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应重点

关注数据的哪些方面；模型评估和调参的方法，重点讲解

交叉验证和网格搜索、管道的概念，并方法应用到文本数

据上，还介绍了一些文本特有的处理方法。 

教学要求：采用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思维；采用任

务驱动教学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等。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

以实践技能考核为主。教学场所为具有嵌入式开发环境的

多媒体教室。 

（6）深度学习框架应用开发（64学时，4学分） 

素养目标：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独立思考问题我

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正确灵活地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相

关问题的目标，并为运用于实践之中。 

知识目标：了解深度学习的常用框架，掌握开发环境

的搭建，Python图像处理工具PIL的使用，TensorFlow低阶

API和高阶API的基础编程；掌握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以及在

深度学习框架框架中的使用；掌握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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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及应用。 

能力目标：具备搭建深度学习开发环境，并利用深度

学习框架建立学习模型的能力；能够实现模型的创建、训

练、评估和部署，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要内容：深度学习发展史、深度学习常用框架、

TensorFlow的基本用法、如何使用SoftMax回归进行手写字

体识别、如何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手写字体识别、如何

使用卷积神经网进行人脸识别、如何使用对抗生成网络生

成图片、如何使用TensorBoard进行可视化学习以及如何使

用TensorBoard进行图可视化。 

教学要求：以能力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来设

计课堂教学。以项目驱动为导向，通过案例的分析和实

践，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课程考核以过程考

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以实践技能考核为主。教学场所为

具有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环境的多媒体教室。 

4.њўὂṝ Ӣ ₩ᶒ 

ε1ζ   ε64ḙῊι4ḙ֫ι Ԋҕ ζ 

‰χ‴ ⃰ ￼ḙѽỗẙιέᾁ Ḅ￼ḙѽΆ│ι

ᶡ Ḅ￼ ḙ ψᶡד ḙּוј ᵿ ι ҈ᾢԀ ԋι

ẶјỤ￼Ҹ ᵝ ψẬṀḙּו♬ⱫἍḙњўιԏῶ Ḅ￼

ᵽ Ỵ  

‰χέᾁ Ҋ ￼ᶢ ₦ỔψέᾁѓṖ ‗￼

֮֫ ⅛ Ṗ￼ԏӌӐּזψέᾁ ᶍἩ ψִℓέᾁ ӡ

ᶢ ψִℓέᾁ ֮ᵙṵ ψέᾁҐὭ љ יּ

ᵸ￼ᶢ  ᵘҧᵙ 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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ד ‰χέᾁ ￼ѓṖ ‗ιִℓḙҺ ֫‘Ṫ

ԏ￼ӔּזιӔḙּו ￼Ἅḙזּ ֘ ᴅ￼ḫ

ψӔḙּוέᾁ ֫‘￼Ά│ιɟ ḙּו￼ ֫‘ ιד

ᶡ ḙּו￼ ‗ấ ψέᾁҐὭ љד ιᶡזᵸ￼Ӕּיּ

ḙּוӔּז Ҋ ᶵ ֘ḫ ￼ ד  

Ѯ ԓḳχҟ ᶢ ￼ ₦ỔᵙἩ    ￼

֫ љ ‗ ҟψ ᴃ ᴠ ₩ᶚ TCP/IPӌ  

‗   Ẃּז ҭᾛӐӌ ᾭὯץṂ ֫‘ӌ  

ӔּזḲẛᵙṇᶚҲўעᶫѧ￼Ẃ Ṫԏᵙ ҭι ḫ

ᾛӐ ᵙ Internet  

ᾨḙ ∂χ ộוӕᾨḙ│ι☼ᴧḙּזּ ψ חүזּ

ᾨḙ│ιώט ḙּוḙѽ￼ ￼ớιώ ḙּו ֘ḫ

ד ᶺḐӌזַּ ᾨḙἐⅎιɰ ז ᶣӡỤ ι

ώ ᶣᾨḙᾦꞌ ⁄Ҩ ⁄љ ‛ ⁄ ᵀι

ḫא ҮԓḳᶺӺק ҮΆẪᶺӺקιᾨḙᶋἍѭԏᶵ

ԋẔּז ҭ￼ᶺḐӌᾨḯ  

ε2ζᵬחᾭὯ֫‘љẔּזε48ḙῊι3ḙ֫ζ 

‰χ培养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

团队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养成缜密严谨的思考习惯。提升

综合职业素质。 

‰χᵬחᾭὯ￼Ẕּז₦ ιẂּז￼Ά│ᵙֹּז￼

ṪԏץψḅӍṄᵬחᾭὯᴵ ιẊק ᾭὯ֫‘ᵬח ѭ

╦ ѭѽự ╦ Ọת Ṵᶋ ừ֫‘  

ד ‰χᶡ ḙּוᵬחᾭὯ֫‘￼ᶢ  ι ḙּו

҃ ᵬחᾭὯᶢ ừ֙ιέᾁẂ ᵬחᾭὯ֫‘￼Ά│ᵙ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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Ṭ  

Ѯ ԓḳχץὐᵬחᾭὯ֫‘љẔּז₦ ιᵬחᾭὯ֫

‘ṪԏᴣẔּזιᵬחᾭὯᴵ ╦ιק ѭ֫‘ɋɋּזἋ

ӵιṴᶋנּ ừᾭὯ֫‘ιẖ ᾭὯ֫‘ιҨᴣ ὸ

ẍᾭὯ֫‘  

ᾨḙ ∂χ ộוӕᾨḙ│ι☼ᴧḙּזּ ψ חүזּ

ᾨḙ│ιώט ḙּוḙѽ￼ ￼ớιώ ḙּו ֘ḫ

ד ⁄Ҩ ⁄љ ‛ ⁄ ᵀιḫא

ҮԓḳᶺӺק ҮΆẪᶺӺקιᾨḙᶋἍѭԏᶵ ԋẔּז

ҭ￼ᶺḐӌᾨḯ  

ε3ζᶃӵ ָἩ ε64ḙῊι4ḙ֫ζ 

‰χᶡ ḙּו Ѯḙѽ ד ἅ ת ד

ד ᴃ ד ҅Ỵ ᵙᵽ ᴃӐ ιӔḙּו

ῃԏᶵ ￼ўח ιҨԏῶ Ḅ￼ ў Ịᵙ ў  

‰χ҃ ᶃӵᶴת￼ᶢ ת ψέᾁ Python

ѧᶃӵᶴת ẓ￼ӔּזΆ│ψᶃӵ ָᶈ ‰₅╜ᵙҚ

ָѧ￼Ӕּז  

ד ‰χ ḙּוέᾁ▄ẙḙѽᶈᶃӵΆ ￼ẔּזιṎ

Ԏῗᶈᶃӵ⸗ềώᴨᵙҚ ָі￼Ẕּז  

Ѯ ԓḳχᶃӵᶴתᴧṝᴷψᶃӵᶴתљ ָ ҟψ

Pythonᶃӵᶴת ẓҟ ψPythonᶃӵᶴעתᶫ ψᶃӵ

ᴨ Ῐ љḕӴψᶢ ᶃӵᴪὭψᶢ ᶃӵᶴתψᶃӵ⸗

ềώᴨљש ψ ‰₅╜ ָљ ҨᴣҚ ָ₅╜ḫ

ӕ  

ᾨḙấ χ ṧԄẪ ҭẈᴶιҨḫ ᶃ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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ѭᾨḙ ӌι ḫתזּ ӌקᾨḙ ⁄Ҩ ⁄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ᾨḙᶋἍѭԏῶ

ҚṪΰ ẔּזẦᴧעᶫ￼ᶺḐӌᾨḯ  

ε4ζ   ẔּזἩ ε64ḙῊι4ḙ֫ζ 

‰χԏῶ Ḅ￼ ў Ịᵙ Ọ ҨᴣֳᾺ

ψṪӐѧљҤҚ￼ᵀӐד Ґ╙љᴃᵬ ψד Ґᵙ

ψד Ḅ￼ Ѯḙѽ ד  

‰χέᾁẂ ￼▄ẙḙѽ‟‗ιḅᴒ

ᵙ ặ ψẊַּז▄ẙḙѽ ᶃӵ֫ ᶃӵ₅

‰₅╜ Ѳ֫ב ԓḳ  

ד ‰χ ḙּו ᶼẦᴧᵙ ṯ￼▄ẙḙѽ₩ᶚι

ẊּזḜҪ ֘    

Ѯ ԓḳχᶃӵ֫ ᶃӵ₅ ‰₅╜ Ѳ֫ב

ᶃӵ ├ ἄ₩ᶚוּ ῶԋ￼ᴿ Ἡ  Ӕּז╙ ￼ Python

ẓεӕḅ TensorFlowᵙ Kerasζή   Ẕּז ẑι

ҡ έᾁᴿ ▄ẙḙѽ │ᴣԎḫא Ӕּז TensorFlow ᵙ

Keras ▄ẙḙѽ￼עᶫψή ᶃӵ֫ Ά│Ẋ Ѧ

▄ẙḙѽ₩ᶚψӔּז ￼ᴒ ₩ᶚ ᶃӵ₅

ψ҃ ₅╜Ά│Ẋḫᾼ Қ₅╜ψ҃ ᶃӵ ├ѧ￼ᴿ

ᴣԎḫאψ ѦӔּוּזἄḾἰ ἄᶃӵ￼₩ᶚψוּ

҃ ֫ ￼Ά│ᴣԎḫא · ▄ẙḙѽ₩ᶚẊ Ҹ

ק  

ᾨḙấ χҨת ḫז ӕ ᾨḙι ᵀṧԄẪẦ

ᴧẈᴶιַּז תḾ▄זוḙּט ת￼

⁄Ҩ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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ḙᶋἍѭԏῶҚṪΰ ẔּזẦᴧעᶫ￼ᶺḐӌᾨḯ  

ε5ζ ָἩ ε64ḙῊι4ḙ֫ζ 

‰χ‴ ⃰ ￼ḙѽỗẙιέᾁ Ḅ￼ḙѽΆ│ι

ᶡ Ḅ￼ ḙ ψᶡד ḙּוј ᵿ ι ҈ᾢԀ ԋι

ẶјỤ￼Ҹ ᵝ ψẬṀḙּו♬ⱫἍḙњўιԏῶ Ḅ￼

ᵽ Ỵ  

‰χ҃ ָἩ ￼Ẃ Ẕּזᶋ῟ιӔּז

Pythonѧ￼ ָṪԏץιẂּז￼ ָ₩ᶚιḅӍַ

‟ẙḙѽ▄זּ ₩ᶚ  

ד ‰χέᾁ ӡᴺᶴת￼ᶢ ιẊַּזẂּז

￼▄ẙḙѽ₩ᶚιᶢ҈ Python ᵙ TensorFlow ‟Ầᴧ

ָἩ ￼ ד  

Ѯ ԓḳχץὐ ָᴧṝᴷψ ָ￼Ẕּזᶋ῟ψ

ָ￼ẂּזṪԏψ ָ ￼ᶢ  ‗ι█ᵀ Ᾱ

₩ᶚᵙ ṉ ᷀₩ᶚᴣԎᴪӌψ ָѧ￼▄ẙ

- ṉ ᷀█ᵀ₩ᶚҨᴣ▄ẙ ᵙ Ᾱ₩ᶚ￼

ᵀ ԅ ▄ᶊҟ ▄ẙḙѽᶈ ָѧ￼Ẕּזιץὐɒ▄

ẙ - ṉᴵ᷀█ᵀ₩ᶚɓ￼ ᵙҸקι⸗ề

ḙѽ ₩ᶚ ᵀ ẔιҨᴣҨỈע ѭҦ ￼

ẇӾ▄ẙḙѽἩ   

ᾨḙấ χת ᾨḙᵙḫ ᾨḙ ѧι├ ᶡ ḙּו

￼ ў Ị ᵽӌᴃӐ ד ḠԅᾛӐ ד ἅḙѽ

ד ἅṝ ד ⁄Ҩ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ᾨḙᶋἍѭԏῶ▄ẙḙѽẦᴧ

ᶫ￼ᶺḐӌᾨḯ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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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6ζ ⱡ ᶴתἩ ε64ḙῊι4ḙ֫ζ 

‰χᶡ ḙּוᵱ҈ ḻ Ѯộ ꜠ ֫‘

љ ֘ ￼ ד  

‰χ҃ NLP￼ᶢ ₦Ổι ⱡ ᶴת￼ᶢ 

Ầᴧ╙ ι ẓ￼ấ ֫‘ᴣӔּז  

ד ‰χẁיḙּוέᾁ ⱡ ᶴת￼ᶢ ת Ἡ

 љẦᴧḫ Ά│  

Ѯ ԓḳχ ⱡ ᶴת￼ᶢ ₦Ổι ⱡ ᶴת￼

ᶵ ι ᾳẓ￼Ӑּזљ‗ấι֫ ᴞӯּז љ jiebaι

Word2Vec Seq2Seqᵙ Doc2VecιNLTKιּכᵬ ừỵ֫‘

Ҩᴣ ט ᶾ ᵸҚ￼ḫאᴝת  

ᾨḙấ χẶ ᵙḾדטἐט ￼ זּ ιẔӼ֫ד

זַּ ḫּוғớḫ ᶫἆע ₩Ὁұ ᾨḙעᶫḫᾼᾨḙ

ᶈ ⁄ ҮΆ ιṏ├ Ḿḙּוḙѽ ￼ Үι Үἐⅎ

ᵙẻẪ ӌאᶺ‾ק ⁄Ҩ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ᾨḙᶋἍѭԏῶ▄ẙḙѽẦᴧע

ᶫ￼ᶺḐӌᾨḯ  

ε7ζITᵩׁἩ ε48ḙῊι3ḙ֫ζ 

‰χɟ Ḅ￼ ‘ιᵱ҈֫ד ᵱ҈ḿἧ

ᵱ҈ ֶ￼ ψᶡד ֹ ᶓὙת￼דךỔᵙ ֘

￼ ד  

‰χ҃ ITᵩׁọᶵ￼ộ ᵙד ѕѦ

ẙψғᵝᶚᵩׁӕ Άᶚᵩׁӕᵙᵛ ᶚᵩׁӕѕ

ᶽӕ  

ד ‰χ ҡ ֹ ιד ℓ ℓᶡ ḙּוἄ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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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ᵩׁιԜἄ ѭ ITᵩׁњḲι ִ ITᵩׁḙҺɒỳɓι

ḙҺɒ֒ɓιḙҺɒ ɓιѭἄ ἔїᶓḫ￼ᶢ ת ֫ҡ

ộ ᶟ Ἡ ᶟᵙ ᶟѕѦ ẙ‗ấ ITᵩׁ￼ ӌד  

Ѯ ԓḳχ 1 ֫ѭ IT ᵩׁἩ ιѼṏῗ￼ת

֫ιѮ ҡ IT ᵩׁọᶵ￼ộ ᵙד ѕѦ ẙҟ

2 ֫ѭ ITᵩׁḫἇιѮ ḙּו ғᵝᶚᵩׁ

ӕ Άᶚᵩׁӕᵙᵛ ᶚᵩׁӕѕᶽӕӌҺḫ

￼ ITᵩׁṪӐῗḅӍẦṝ￼ ᵀת ᵙḫἇ ιώ ḙּו

￼ ITᵩׁἩ   

ᾨḙ ∂χҨḫ ӕ ᾨḙҨᴣ֫ ◗ Ά│

ᾨḙι ⅛ ӈḙּו ᶼέᾁᵩׁ￼ἩṬ ⁄ѭ֫

ṇ ḫ ἄ‛∆ἵṝ ψᾨḙᶋἍѭ῞ ￼ᶺḐӌ Ἄ  

ε8ζPython webẦᴧε64ḙῊι4ḙ֫ζ 

‰χᶡ ḙּוᵱ҈ ḻ Ѯộ ꜠ ֫‘

љ ֘ ￼ ד  

‰χέᾁᶢ҈ Django‟￼ Python WebẦᴧ￼

ᶫע ιᶢ Ầ╙ ιᶢ Ṫԏ￼Ӕּזψ ḫӕ ᶼ

֘ḫ  

ד ‰χẁיḙּו ᶼⱦ Ӕּז Django‟ web

Ὸח￼Ầᴧ  

Ѯ ԓḳχᶢ҈ Django‟￼ Python WebẦᴧ￼ ԋ

ᶢ ι ҃Ầᴧעᶫ Django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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ד ⁄Ҩ ⁄љ ‛ ⁄ ᵀιҨḫ

Ἡ ⁄ѭѮ ᾨḙᶋἍѭԏῶ ẔẦᴧעᶫ￼ᶺḐӌᾨḯ  

5.专业集中实训课程模块 

ε1ζ Ҳў ḫ ε28ḙῊι1ḙ֫ζ 

‰χ ᶁז▄њў ι҃ њўּוғљ Ἡת

 ι҃ ӈњўἩ Ἡ ᵙ ӈḫ ᾛӐ ￼ד ∂ιѭ

њўḙѽ ḧᶢ  

Ѯ ԓḳχֹҲўּוғאᶋι҃ Ҳўԅ ιⱦủҲў

ΰ ғᵝּוғ ╙ת ιḙѽҲўᾰקᴣ ԋ ֺ

ẙιὟⱢּוғṪ ἆ ╙ת ᶈјᵃ ӈ ḫ  

ᾨḙ ∂χҨΰ ғᵝҲўѭ ḫѽ￼Ḿ  

ε2ζ Python ḫ ε28ḙῊι1ḙ֫ζ 

‰χᶡ ḙּו￼ python ἐט ιד ḫ

￼ᶢ ιέᾁ pythonḫ Ầᴧ￼Ἡ ιԏᶵ֫‘

֘ ￼ ᴣד Ḅ￼ ѽự  

Ѯ ԓḳχḢἄ ѦᶽᶚӡỤ ᵀ ת ι▄Ԅת

Python ᶈҲўẔּזẦᴧѧ￼ḫּזҮӪι֫‘ ι҃

ҭẦᴧ￼╙ ιḫא ḧ₩ᶒו ιέᾁ ҭ￼ Ά│

Ἡ    

ᾨ ḙ ∂ χ ᶈ python ḫ ḯ ι Ӕ זּ

python/anaconda+pycharmẈᴶ Ầᴧ  

ε3ζ ᵸḙѽ ḫ ε28ḙῊι1ḙ֫ζ 

‰χᶡ ḙּו‗ấ ᵸḙѽ ֘Ά ў ιד

ḫ ᵸḙѽ￼ᶢ ιέᾁ ᵸḙѽḫ Ầᴧ￼Ἡ

 ιᴣ֫‘ᵙ ֘ ￼ 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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Ѯ ԓḳχ Ḣἄ Ѧᶽᶚ￼ḫ ιέᾁᾭὯ֫

‘ιᾭὯᴵ ι₩ᶚק Ὅᵙ₩ᶚ њў   

ᾨḙ ∂χַּזΰ ҭḫ ḯιᶢ҈ҚṪΰ ￼ᾨḙ

Ẉᴶ  

(4) ҚṪΰ Ἡ ῸחњўἩ ᵀḫ ε84ḙῊι

3ḙ֫ζ 

‰χ ḫ ιӔḙּו ᶼⱦ Ӕּז TensorFlow

‗ấ▄ẙḙѽẔּז ẑιέᾁ ᵸḙѽᵙ▄ẙḙѽḫ

Ầᴧ￼Ἡ ιᴣ֫‘ᵙ ֘ ￼ ד  

Ѯ ԓḳχὟⱢҚṪΰ Ἡ ῸחњўἩ ￼ ᵀ ∂ι

ḾҚṪΰ Ἡ Ὸחњў￼ ᵸḙѽ ▄ẙḙѽ ָ

Ἡ ᵙ ⱡ ᶴתἩ  4ᶽΆ ι Ặק ѽι ᵀҚ

Ṫΰ Ἡ ῸחњўҚἑἩ ‰֝  

ᾨḙ ∂χַּזΰ ᵀḫ ḯιᶢ҈ṧԄẪҚṪΰ

￼ᾨḙẈᴶ ᶈḫ ѧẬṀḙּוώ֧ ᴧא Ẋ

֘ ιזẶṷּו ѳוּוּ ￼ Ґ╙ᵙṝ ιҡ

ᾡᴪḙּוᴅ ὶᴩט ￼ḙѽΆẪι├ ᶡ ḙּטוἐ

ḫ ד  

ε5ζ⅞ў ε168ḙῊι6ḙ֫ζ 

‰χḙּוᶈᾨṷ￼ὝṀїι⁞ὯὝḧ￼ үחι

ᾠ ᾳι ι ᵀ Ἅḙזּ ⅝ ꜠ ᶊḢἄ

њ  

Ѯ ԓḳχⱦ Ӕּזњў ԋ ҭι ḢἄᾭὯ֫‘ᵙ

ᴵ ẙḙѽ‟ιḢἄ₩ᶚ▄זιַּק Ὅᵙ₩ᶚ ַ

ṧԄẪҚṪΰזּ ẦᴧẈᴶιḢ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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ᾨḙ ∂χḙּו ᶼ꜠ ￼Ḣἄḫ ￼Ά

ιḢἄ Ѧḫ ￼ғᵝ  

ε6ζ⅞ўᾨ εј ḙ֫ζ 

‰χɟ ḙּו ℓ‴ ⃰ ￼Қּו ҮӪ

Ὅў ιᶡ Ḅ￼ ў Ị  

Ѯ ԓḳχ⁞Ὧṏў ι ᵀḙּא￼וꜛιῶ Ḿớ

￼Ầṝ ֯ῶԋἄҚἄἑ │ḟ│ Ẕ ᴩ Ά ￼

њ ᾨ  

ᾨḙ ∂χᴵҨ ⅞ўּוᶽҺ ⅞ўּט╗ו ΆẪ

ιѼᴵѯהᴿ ἵᵓᵙ ẚ  

ε7ζ⅞ў ε28ḙῊι6ḙ֫ζ 

‰χɟ ḙּו ᶁ ת￼ᵙἛᶽἍḙ▄ז ι

ώ ֫‘ᵙ ֘ ￼ ўᵅ⅞וιӔḙּד Ḅᶊ Ẕḫ

ṪӐ  

Ѯ ԓḳχḙּוᶈᾨṷ￼ὝṀїι⁞ὯὝḧ￼ үחι

ᾠ ᾳι ι ᵀ Ἅḙזּ ⅝ ꜠ ᶊḢἄ

њ  

ᾨḙ ∂χ├Ỵ ḙּוḅӍἫѕẉἍḙֹ￼ Ẕ

ᶈḫזּ ѧι Ḿḙּו  ᾠ ᾳ ώ֧Ά

ѿ֒ἵᵓᴣ ᵀ ᶡ￼ד ∂ḙּוᶈὝṀ ṷ￼

ὝṀїι Ḣἄ⅞ў  

ε8ζ ḫѽε672ḙῊι24ḙ֫ζ 

‰χᶡ ḙּו ᵀẔּתז ￼Ἡ ι ḙּו

ὶᴩ ₭і ׁ￼Ἡ ṪӐ ι҃ Ҳў￼ Ӑ ‟

‗ ֺẙᵙҲўᾰקιέᾁ ӈ￼ԐᶚṪӐ╙ Ṫ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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ԓḳᴣ⁄ỌἩ ι ἄⱫ ў ∂ ḫḟӡ￼

ў ιᶭẶḙּו￼ṏў ד  

Ѯ ԓḳχ҃ ҚṪΰ ԋ ў￼ᴧṝאꜛᴣ ιמ

ṴᶋіѮ╙￼ҚṪΰ ᴔᵬᴣ ‟ḙѽ￼זּ έᾁ ҭẦ

ᴧ╙ ι ᶼᴃיẦṝ ᵙ ᵸҚғᵝ￼Ầᴧι ᵀ

ẦᴧҚᵔ╜ bugι ֒Ἡ ᾰ⁶ ḾғᵝẦᴧ￼ ֹ

￼ ιώӗ ԋἩ ᾟὙ  

ᾨḙ ∂χḙּוᶈ ḫѽῼ ὶᴩḙ›ᵙḫѽᴅӈ￼

ᴥ ὝṀι›ҲᴥΆ ṪӐוẶḾḙּז ￼ ίᵙ ת

ấ ḙּו ḫѽ Ẉᴶιת ∂ḙּו⅛ᵕᶈẈᴶіᶪ֒ḫ

ѽᵕ ẹ ḫѽ ᵅιḙּוẔ꜠ Ḣἄḫѽἵᵓ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1.ᾨḙ ᵕ₭Ḡὴᴣᾨḙ╗טῊ ֫ ε 1ζ 

2.ԇԊᶢ ₩ᶒᾨḙ ε 2ζ 

3.њўᶢ ᴣ ₩ᶒᾨḙ ε 3ζ 

4.њўὂṝ Ӣ ᴣ ѧḫ ₩ᶒᾨḙ ε

4ζ 

5.ᵕḙῊᴣḙῊ ε 5ζ 

6. ᾨḙ Ḡὴ ε 6ζ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Ởӌ ∂ 

ε1ζὟ ▬ᴇ ўḙ› ‗ ֺ‰֝ њү

ᾨṷιּוṷ⅝ј ҈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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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2ζԇԊ ᾨṷẔԏῶљүᾨ Ḿᴭ￼ԅῄֺ 

ᴣҨіḙᴗιẊᴨệ ›ᾨṷ ψῶתỳӡỔ ῶ Ịừ

ᾛ ῶἒḫḙ ῶ ⱫѳỌψῶ Ặ￼ᾨḙ ד  

ε3ζњў њүᾨṷẔԏῶљ њўḾᴭ￼  ᴣҨ

іḙᴗιẊᴨệ ›ᾨṷ ψῶתỳӡỔ ῶ Ịừᾛ

ῶἒḫḙ ῶ ⱫѳỌψԏῶἒḫ￼ њў ԋת ẕו

ᵙḫ ψԏῶד Ặ￼ӡỤקᾨḙ ιד ᶼẦṝ ᾨ

ḙᾡ ᵙ ψῶ⅛ 5ẉ јṈ҈ 6Ѧῴ￼Ҳўḫ

ᴗ  

ε4ζњўᾨḙᵽ ѧῶ ḧ⅝ӕ￼Ԓ ᾨṷιԒ ᾨṷ

Ẕῗ תᶟἆ  ў￼אᶋњḲιԏῶἒḫ￼њў ᵙѨ

ḹ￼ḫ ṪӐ ι ἨἻњў ᾨḙᵙḫѽḫ ὝṀ

ᾨḙүחψԒ ᾨҨἨἻḫ ᾨḙљḫѽὝṀүחѭѮιἍ

ἨἻᾨḙүחᴉњў ḙῊỞᾭ￼ 50%ṫᴸ  

ε5ζḫѽὝṀᾨṷẔԏῶљ њўḾᴭ￼њ Ҩіḙ

ᴗιẊᴨệњў ў   

2.Ḿњүᾨṷ￼ ∂ 

学院通过采取内培和外引的得力措施，使本专业已拥

有一支职称结构适当，学历结构优秀，学缘结构合理，年

龄结构协调，专兼结合，成熟又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师资

队伍。 

（1）专业教师应具备软件工程专业或者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职称，具有多年在工程一线工作经历。 

（2）实训实习指导教师应具备工程一线工作经历、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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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类相关专业助理工程师、初级实训师或技师资格。 

（3）专业教师应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

具有开展职业课程的能力。 

3.对专业带头人的要求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

地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够广泛联系行业企业，

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

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

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对教师进修培训的要求 

ấ ￼ṷ Ӣᶡ ӌ ι ᶊḾᾨṷ ḧῼ

Ӣᶡ ιѭᾨṷ ḙ ׁ⌐ιὶᴩӾ ￼ᾨḙתỔֳ

Ḅҭ ⅛ӈњўᾨṷẔ Ṉ⅛ѣẉᴠז ₭ њў ԋ￼

Ӣᶡ ἆḙѽҐ╙ ᾨṷᴠזᶡ ḙѽῼ ιẔ ‖Ѯ

љԎҤӻẮט ›ᾨṷ Ґ╙ι҃ ўᾨ ￼ᴧṝỗמι

ỌḙѽӻẮ ›ᶈњўấ ᾡ Ἡ ᶽ њў

ὅּו Ά ￼Ӯ│ᵙ ιẊṄᶡ ḙѽἄ‛ᶈ ᾨ ḯᵙ

҇ ḙ ε ζ ∆ἵҐ╙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

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WiFi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

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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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习实训室 

›ԓḫ ḫѽọ ԏᶵּכḒּכṪ ΰ ҭẦᴧ ΰ

ҭẦᴧᵙҚṪΰ ᵀ ḫ ḯιѮ ᾼ ᶵᴣᾭ

5  

表5 校内实训室 

序

号 
实习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1 电工电子实训室 

学生用电源、可调恒温焊接设备、信号发生器、

数字示波器、万用表等常用工具 
50 

计算机（电路仿真、设计相关软件） 
50 

2 智能硬件开发实训室 

计算机（嵌入式开发相关软件） 50 

STM32开发实验箱（板）（含温湿度、光敏、GPS

等传感器，GPRS、Wi-Fi、ZigBee、蓝牙等通讯

模块） 

50 

3 智能软件开发实训室 

人工智能实验实训平台， 

构建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虚拟服务器集群，集成

Hadoop、Spark、TensorFlow等主流技术框架 

50 

4 人工智能综合实训室 
计算机（人工智能相关软件） 50 

嵌入式人工智能实训平台 50 

 

3.校外实训基地 

ấ Ḹ￼›ҲᵀӐԋ ι ›ᶹḫ ᶢᶊấ ι

ℓזẶљҲў ўᵙ Һᴣ ╝ḫӌ ￼ ᵙᵀ

ӐιҊữҊַιԊᵃᴧṝ  

 њўẔԏᶵ￼›ᶹḫѽḫ ᶢᶊừ֙ 6χ 

表6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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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实习实训岗位 主要实践教学项目 
容纳 

学生数 

1 
人工智能产品安

调训基地 

人工智能测试员 

人工智能技术支持

工程师 

人工智能产品检测与调试 

人工智能平台和系统的维护 
50 

2 
人工智能应用开

发实训基地 

机器学习工程师 

人工智能开发工程

师 

机器学习及应用开发 

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与开发 
50 

（三）专业教学资源 

1.数字资源配备 

јᾸ῭Ὰњў ι ℓӼḫᾨḙ ◊ẓ ᴣῊṄ 

њўᾨḙ ֮ ᾨḙᶽ ᾨḙᾰҭҨᴣѮẇ⁄Ọ ￼ᾨ

ṷᾨḙὝṀѿ ḙּוḙѽὝṀѿ ᾨ ҭ ѽ ẓ ᾨ

ḙ ◊і ιẊᴣῊ῭Ὰ  

2.教材要求 

ε1ζṓᴵ Ҹזּ ￼ᶂḲ ֮ᾨ ιᾨ ԓḳẔӼ֫

ӌאүח Ậ ў Ṁᵇד ￼ ộỳι ᵀҚ

Ṫΰ Ἡ Ὸחњўᴿ ӈ ў ∂ιֳ Ὰԓḳι ḙ ι

Άӝḙּו ᵅ іḙѽ  

ε2ζẔṄ њў ў╗֫ט ἄ ẇԐᶚ￼үח ι

ὟḢἄүח ￼ ᵙүח ∂ ᾨ ԓḳ

ḫחᾛӐ ֺιẬԄọ ת￼ ιᶭזḫ ᾛӐԓḳι

Ặקᶢ ת ᶈḫ ᾛӐѧ￼Ẕּז ד  

ε3ζᾨ ԓḳẔӌאӾ ớ ớזּ ḫּזớιӔᾨ 

῭ њў￼ᴧṝᵙḫ  

3.ᶃѿᾰꞋ ᶵᶢ  ∂ 

ᶃѿᾰꞋ ᶵ ◑ Қἑᶡ њўấ ᾨ 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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Ӑ￼ ιΆӝṷּו Ө њў ᶃѿᾰꞋѮ ὐץ

ῶԋҚṪΰ Ἡ  Ά│ ộ ҨᴣḫחᾛӐ ᶃѿιӡỤ

Ἡ ᵙҽ ᾰק ᾰꞋ  

（四）教学方法 

ὟⱢ“ᾨ ḙ Ӯᵀ ”￼Ởӌᴝֱι⁞Ὧ ớ ι

םזּ ά ֫ ᾨḙ טᶋҊא њў ẚ ᶣ

ẻẪ ᾨḙψẔּזᾛӐ│ ӕ│ үח │ט Ҧᾨא

ḙΆ│ψӼַּ֫ז移动互联通信设备、多媒体、网络、空间

等信息化手段实施教学ι ‖ẦṝṷּוᾨḙҊטιᶽד Ṁ

ḙּו Ѯḙѽ Ѯή ι ֹԊᵃḙѽ Ԋᵃώ ￼ ￼  

（五）学习评价 

1. ҮתỔ 

ᶓὙת љḫ ᵀ￼תỔι├ Ḿ ᵀ ￼ Үι

֧њў љḫ ӈḾὶ￼⸗♇ιấ ўҲўᵙ

ҺῶԋΆ ᴠљ￼ẻἄớᶺӺ ⁄ Үӌ  

2. Ү ∂ 

ε1ζR ￼ ⁄ ҮΆẪ Ὅ ᵀ ▬ᴇᵬח ў

Ἡ ḙ ḙּוἄ │הת ε ᵬ ᴧ 2019 49 ᴺζ

￼ ԋ ḧ  

ε2ζḾḙּו￼ḙў ⁄ ҮԓḳԒ Ἡ ừỵ

Ά ιӌא Ү‰֝ ҮѮӌ ҮΆẪ Ү ￼

ᶺӺק  

ε3ζזẶḾᾨḙ ￼ ίιᾡ ᾨḙ 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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ᵙΆ│  

（六）质量管理 

1.ấ њўấ ᵙᾨḙ Ᾰљᾡ  ֺιӰԅњў

ᾨḙ ί ẙιḢᵱֺת ᶣᾨḙ ᾨḙ Ү ḫѽḫ

⅞ў Ҩᴣњў Қἑᶡ Ά῭Ὰ ◊ấ

Ά ‰֝ấ ι ᾨḙḫᾼ ί Ү

ᵙὙ ᾡ ι ἄҚἑᶡ   

2.Ḣᵱᾨḙ ẶῄẂᾨḙזιֺ ת љ ιת

ấ Ӱԅ ᵎ ᾨ ḙ ֺẙιѤ῎ᾨḙ ễι

Ặקᾨḙ ו ιḧῼẦṝԇẦ ᾨ ט╗  

3.ᾡ ҽ ￼ḙּו ҮἐⅎᵙΆ│ιẍ┌ ᾠṏўᴅӈ

ᵀӐҲў Һ Ḳ ᴠљḙּו Үι ᴨ Үљ

‛ Ү ᵀιᴅ Үљ ᵀ Ү ᵀιỞ ớ Ү

љᴧṝớ Ү ᵀ￼ᶺ ҮΆẪψẔӼַּ֫ז Ү֫‘

‛ῶᾦᾡ њўᾨḙιὙ ώ Қἑᶡ  

4.ԋ├ ḙѽ Ү￼ᶺӺớι ᵀ ᶣώ ḙּוӐ

ў ẈῊ╜ ḫ ḫ Ἡ ᴣ ᶺ ΆẪι├

ḙּטוἐ ד ᴃӐ ᵙḫד ѧ֫‘ ֘

￼ד ⁄ιḾᶈḙѽᵙẔּזіῶֳᾺ￼ḙּוẔ҄⸗ָ ιכ

ԅ ᵀ Үḙּו ד  

5.ấ ⅞ўּו ᴦ  ֺᴣ Һ Ү ֺιẊḾּו◊

ừ֙ ᶈ›ּוḙў↨Ẉ ⅞ўּוṏўừ֙ ֫‘ιḧῼ

ҮҚἑᶡ ᵙᶡ ‰ ἄ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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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要求 

1.ᴝֱ ∂ 

ε1ζԏῶᶓḧ￼ ҺѮѲӡỔᵙ⃰ ￼ќּף Қּו

ҮӪ ψ ḟ│ ḫḟӡψᾰ῎ѯ₿ᵙ ѭѽự ᵀ

ўḙ›ḙּוῄẂ ѭ ψ 

ε2ζέᾁ ўḙ›ọ ￼ộỳᾤ⌂ת ḙᾰק

ιԏῶ ḧ￼Қᾰ ᵙ ᵀ ψ 

ε3ζԏῶ Ḅ￼ ў Ịᵙ ў ι ᶼҡ҆ њў

ἆњўΆᵇṏў ᵇ ӈ￼ṪӐψ 

ε4ζ ỌӰẞιҚӰԅ  

2.ԏӌ ∂ 

ε1ζӢ◑ 151ḙ֫ ԎѧχԇԊᶢ ₩ᶒ 45.5ḙ ε֫ᵍ

ԇԊᶢ ὂṝ 4 ḙ֫ζιњўᶢ ₩ᶒ 26.5 ḙ֫ιњў

⁄Ọ₩ᶒ 27ḙ֫ιњўὂṝ Ӣ ₩ᶒ 15ḙ֫ιњў

ѧḫ 37ḙ֫  

ε2ζ ᾨ ⁄ᵀ ḙўἄ ᵀ њў ᵀ↨Ẉ

╜ ᵀ  

十、其他 

Ậּז￼Ἡ  χ 

[1]ѧᴂҚ↓Ԋᵙᶂ ў֫ ᶽԐι2015ιѧᶂטם Һ

֧ⱱ  

 

  



58 
 

附件 1：教学进程安排表（附表一至表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计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5 ☆ ☆ ☆ ☆ ☆ ◇

6 ☆ ☆ ☆ ☆ ☆ ◇

7 ☆ ☆ ☆ ☆ ☆ ◇

8 ☆ ☆ ☆ ☆ ☆ ◇

9 ☆ ☆ ☆ ☆ ☆ ◇

10 ☆ ☆ ☆ ☆ ☆ ◇

11 ☆ ☆ ☆ ☆ ◇

12 ☆ ☆ ☆ ☆ ★ ◇

13 ☆ ☆ ☆ ☆ ★ ◇

14 ☆ ☆ ☆ ☆ ★ ◇

15 ☆ ☆ ☆ ☆ ⊙■※ ◇

16 ☆ ☆ ☆ ☆ ◇ ⊙■

17 ☆ ★ ★ ★ ◇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21 ⊙ ◆ ◆ ◆ ◇

22 ◆ ◆ ◆ ◆ ◇

23 ◆ ◆ ◆ ◆ ◇

24 ◆ ◆ ◆ ◆ ◇

25 ◆ ◆ ◆ ◆

26 ◆ ◆ ◆ ◆

27 ◆

18 17 18 18 11 0 82

军事技能 2 0 0 0 0 0 2

实训课程 0 1 1 1 3 0 6

实习 0 0 0 0 9 15 24

1 1 1 1 1 1 6

21 19 20 20 24 16 120

5 7 6 7 0 25

26 26 26 27 24 16 145总计

备注

1.三年6学期总教学活动周共120周。

2.认知实习原则上在专业课开始时安排，集中授课的实训课程、跟岗实习根据专业教

学进度安排，顶岗实习一般为6个月。

3.符号说明：﹟军事技能 ☆理论教学（理实一体） ★实训教学  △认知实习

           ▲跟岗实习  ■毕业设计  ※毕业教育 ◇顶岗实习  ⊙考试  ◆寒暑假

教学进

程周次

实践

教学

表一    教学进程周次安排及教学活动时间分配表

学期

理论教学

（理实一体）

考试

教学周数合计

寒暑假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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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18 17 18 18 11 0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601025 A 3.0 48 48 3 1 ①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601024 A 3.0 48 48 4*12 2

3 思政实践 0601046 C 1.0 16 16 4*4 2

4 形势与政策 0601028 A 1.0 40 40 2*4 2*4 2*4 2*4 2*4 5 ②

5 军事技能 0801001 C 2.0 112 112 2周 ③

6 军事理论 0801215 A 2.0 36 36 2 4

7 大学体育（一） 0603001 B 2.0 32 4 28 2*16 1

8 大学体育（二） 0603002 B 2.0 32 4 28 2*16 2

9 大学体育（三） 0603003 B 2.0 32 4 28 1 3

10 大学体育（四） 0603004 B 1.0 16 4 12 1*16 4

11 心理健康教育 0601039 A 2.0 32 32 2*16 4

12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一） 0601070 A 1.0 16 16 2*8 1

13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二） 0601071 A 1.0 16 16 2*8 4

14 创业基础 0801080 A 2.0 32 32 2*8 2 ④

15 劳动教育 0801216 A 1.0 16 16 2*8 2

16 劳动实践 0801216 C 1.0 28 28 5

27.0 552 300 252 5 6 2 6 0

17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 0601072 A 1.0 16 16 1 2

18 红色潇湘 0601069 A 1.0 16 16 1 2

1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0201241 A 2.0 32 32 2 1

20 湘商文化 0201232 A 1.0 16 16 1 1

21 大学语文 0201039 A 3.0 48 48 3 1

22 应用文写作 0201039 A 3.0 48 48 3 1

23 大学英语（一） 0203001 B 2.0 32 24 8 2 1

24 大学英语（二） 0203002 B 2.0 32 24 8 2 2

25 经济数学 0602013 A 3.0 48 48 3 1

26 高等数学 0602001 A 3.0 48 48 3 1

2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602023 A 3.0 48 48 3 1

28 计算机应用 0401001 B 2.5 40 20 20 3 2

29 信息技术素养 0401129 B 2.5 40 20 20 3 2

30 安全教育 0801080 B 1.0 16 8 8 2*4 2*4 2

31 大学美育 0801217 A 1.0 16 16 2

14.5 232 188 44 8 6 0 0 0 0

1

2

4.0 64 64 0 0 0 0 0 0

45.5 848 552 296 13 12 2 6 0 0

课

程

类

别

课程

学分

小计

合计

选1学

分⑥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选1学

分

限选10

学分

表二 公共基础课程模块教学进程表
课程学时 年级/学期/理论课周数/周课时 考核方式

其中 一学年 二学年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选2.5学

分

⑥“安全教育”第一、二学期各完成4学时理论授课，第三、四学期开展讲座、讨论等形式安全宣传教育。

小计

小计

网络通识课程

校内公共选修课程

⑤劳动教育以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为主；劳动实践由学工处根据《劳动实践课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与考核。

⑦

三学年课程

性质

公

共

基

础

养

课

程
（

必

修
）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

限

选

)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

选

修

）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⑤

课程

代码

⑦每学期第1-2周由教务处公布公共选修课课程。

①课程类别：A：纯理论课，B：（理论+实践）课，C：纯实践课。

②2*4表示每周2学时，开4周课。其它课程类同。

③军训连续进行15天。在军事训练中穿插进行专业教育、网络安全、学籍管理、法制、安全与国防教育等内容。入学教育在军训空余时间

由各专业安排人员进行，不单独计学分。

④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安排线上网络课程16学时、线下课堂教学1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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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18 17 18 18 11 0

1 C语言程序设计 0403002 B 4 64 16 48 4 1

2 Python程序设计 0406314 B 6 96 32 64 6 1

3 MySQL数据库 0403110 B 4 64 16 48 4 2

4 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B 4 64 32 32 4 2

5 Linux操作系统管理 B 4 64 32 32 4 2

6 电子技术及应用 B 4.5 72 24 48 6 3

26.5 424 152 272 10 12 6 0 0 0

1 Python数据分析 B 4 64 16 48 4 2

2 Python网络爬虫 B 5 80 20 60 6 3

3 智能硬件开发 B 5 80 20 60 6 4

4 智能传感技术 B 4 64 16 48 6 5

5 机器学习与应用 B 5 80 20 60 6 4

6
深度学习框架应用开

发
B 4 64 16 48 6 5

27 432 108 324 0 0 10 12 12 0

53.5 856 260 596 10 12 16 12 12 0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小计

小计

合计

课

程

性质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

必

修
）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

必

修
）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表三 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模块教学进程表

课程学时 年级/学期/理论课周数/周课时/实训周 考核方式
其中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课

程

类

别

课程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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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18 17 18 18 11 0

1 IT售前技术 B 3 48 24 24 4 3

2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B 3 48 24 24 4 3

3 计算机网络 B 4 64 20 44 4 4

4 Python web开发 B 4 64 20 44 4 4

5 图像处理技术 B 4 64 20 44 6 5

6 计算机视觉应用技术 B 4 64 20 44 6 5

7 语音识别技术 B 4 64 20 44 6 5

8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B 4 64 20 44 6 5

15 240 84 156 0 0 4 4 12 0

1 企业认知实训 C 1 28 0 28 1 2

2 Python项目实训 C 1 28 0 28 1 3

3 机器学习项目实训 C 1 28 0 28 1 4

4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

业技能综合实训
C 4 112 0 112 3 5

5 毕业教育 0801002 C ①

6 毕业设计 0102073 C 6 28 0 28 0.5 0.5 6 ②

7 毕业实习 0801003 C 24 672 0 672 9 15 6 ③

37 896 0 896 0 1 1 1 12.5 16

52 1136 84 1052

2选1

2选1

2选1

2选1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小计

小计

备注:①毕业教育于第五学期与下达毕业设计任务时同步进行，不单独计算学时与学分。

          ②毕业设计第五学期0.5周为下达毕业设计任务，每六学期0.5周为毕业设计答辩与成绩评定，均安排在考试

周进行；毕业设计任务的完成与指导均与顶岗实习同步进行，不单独计算学时。

          ③毕业实习的类型为顶岗实习。

课

程

性

质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

选

修
）

专

业

集

中

实

训

课

程
（

必

修
）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合计

表四 专业拓展选修课程及集中实训模块教学进程表

课程学时 年级/学期/理论课周数/周课时/实训周 考核方式
其中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课

程

类

别

课程

学分



62 
 

周

课

时

实

训

周

周

课

时

实

训

周

周

课

时

实

训

周

周

课

时

实

训

周

周

课

时

实

训

周

周

课

时

实

训

周

理论

学时

实训

实验

学时

合计

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必

修）
5 2 6 0 2 0 6 0 0 0 0 0 300 252 552

公共基础课程模块（限

选）
8 0 6 0 0 0 0 0 0 0 0 0 188 44 232

公共基础课程模块（选

修拓展）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4 0 64

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模

块
10 0 12 0 16 0 12 0 12 0 0 0 260 596 856

专业集中实训模块 0 0 0 1 0 1 0 1 0 13 0 16 0 896 896

专业拓展选修课程模块 0 0 0 0 4 0 4 0 12 0 0 0 84 156 240

合  计 23 2 24 1 22 1 22 1 24 12.5 0 15.5 896 1944 2840

备注：周课时数不包含专业实践课程课时。

附各项重要指标统计数据：

公共基础课程（含必修、限选、拓展）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

第六学期

实践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 68.5%

本专业应修学分总计： 151.0

29.9%

选修课程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 18.9%

表五  周学时及学时统计表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教学学时

（节）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年级

模块
节（周）数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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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备注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8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

2 形势与政策（一） 8 hours ⊙

3 军事技能 112 56 56 ⊙

4 大学体育（一）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5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一） 16 2 2 2 2 2 2 2 2 ⊙

6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湘商文化

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

经济数学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选开6节

7 大学英语（一）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8 安全教育/大学美育 4 hours ⊙ 2选1

9 C语言程序设计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10 Python程序设计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56 56 14 14 24 22 24 22 24 22 26 24 26 24 26 24 26 24 10 8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含思政实践）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2 形势与政策（二） 8 hours ⊙

3 大学体育（二）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4 劳动教育 16 2 2 2 2 2 2 2 2 ⊙

5 创业基础 16 2 2 2 2 2 2 2 2 ⊙

6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红色潇湘 16 2 2 2 2 2 2 2 2 ⊙

7 大学英语（二）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8 计算机应用/信息技术素养 40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 2选1

9 安全教育/大学美育 4 hours ⊙ 2选1

10 MySQL数据库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11 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12 Linux操作系统管理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13 企业实训 28 28 ⊙

16 24 28 26 28 26 28 26 26 24 26 24 26 24 26 22 8 28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表六  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

小计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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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备注

1 形势与政策（三） 8 hours ⊙

2 大学体育（三）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3 电子技术及应用 7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4 Python数据分析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5 Python网络爬虫 80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6
IT售前技术/商务数据分析与应

用
48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 2选1

7 Python项目实训 28 28 ⊙

10 16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6 16 4 4 28

1 形势与政策（四） 8 hours ⊙

2 大学体育（四） 16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3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二) 16 2 2 2 2 2 2 2 2 ⊙

4 智能硬件开发 80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2 ⊙ ⊙

5 机器学习与应用 80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2 ⊙ ⊙

6 计算机网络/Python web开发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7 机器学习项目实训 28 28 ⊙

15 15 19 19 19 19 19 19 17 17 17 17 17 9 5 5 4 4 28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表六  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

小计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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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使用年级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内容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调整类别  

调整事项  

调整原因  

专业带头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院（部）主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工作副校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校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1) 调整类别主要是指课程名称、学时(学分)、开课时间、增开或停开课程、课程性质

(课程的必修和选修属性)及考核方式等的变动。 

(2) 调整事项是对调整内容及调整后人才培养方案变化情况的详细说明。 

(3) 本表一式三份，专业教研室、二级院(部)、教务处各存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