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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大数据技术方向）

人才培养方案

0.引言

专业简介

建设历史



4

一、专业名称

二、专业代码

三、入学要求

四、修业年限

五、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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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目标

七、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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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职业证书

☆

☆

☆

☆

☆

九、职业能力和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标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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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应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三全育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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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等要求，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技术技能培养、社

会实践教育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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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增强体能，掌握

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

康知识和运动技能,培养

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形成

坚持锻炼的习惯,具有良

好的心理品质，表现出人

际交往的能力与合作精

神,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

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发扬体育

精神，形成积极进取、乐

观开朗的生活态度。通过

科学健身教学，使学生具

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有效

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合理

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

养食品，培养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基本形成终身

体育的意识和习惯，编制

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具

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

能力。在体育教学中，将

我国体育运动发展崛起

的过程融入体育理论教

学，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

精神;将“相互理解、友

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

奥运精神融入体育知识

之中，培养学生的公平公

正与责任担当意识；让学

生通过学习，掌握体育运

动规律，通晓天下道理，

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

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通过科学健身学习，

增强体能，掌握科学健身

知识和运动技能，培养运

动的兴趣和爱好，具有良

好的心理品质，提高对个

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

任感，全面发展与健康有

关的各种体能，提高运动

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两种

体育运动技能及其锻炼

方法，为终身从事体育锻

炼奠定良好的基础。养成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培

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

作精神，形成遵纪守法、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

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

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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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

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的语

言。增强语言规范意识，

树立使用标准语言的信

念，勇于表达，善于表

达。积极主动地宣传贯

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

方针政策，明确大学生

对推广国家共同语所承

担的义务，使学习与训

练成为内心的需求和自

觉的行为。

通过本课程教学，

使学生掌握普通话语音

基本知识；重点掌握声

母、韵母、声调、音变、

朗读技巧、说话技巧。

掌握读单音节字词、读

多音节词语、短文朗读、

话题说话的方法。了解

普通话测试的方法要

求。

通过本课程教学，

使学生掌握普通话的

声、韵、调的规范发音，

掌握普通话语流音变的

基本规律，具备一定的

方言辨正能力。了解普

通话水平测试的方法，

把握应试要领，能用标

准和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进行口语交际和测试，

并力争达到国家规定的

普通话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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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让学生体会生活

中的数学美，提升学生

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

2、引导学生通过数

学知识分析解读国家的

大政方针政策，引导学

生更好地理解，感受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

3、培养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人生态度，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培养学生坚强的

意志品格，严谨的思维、

实事求是的作风。

5、培养学生勇于探

索、敢于创新的思想意

1、能够建立实际问

题的数学模型并能用相

应的数学知识加以解

决。

2、能够深刻理解优

化模型的建立方法和基

本步骤，并能应用优化

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3、理解和掌握数学

规划模型原理和建模技

巧，并能借助计算机软

件的帮助解决实际生产

中遇到的问题。

4、通过微分方程模

型的学习让学生能更加

充分理解微分方程的内

涵以及实际应用领域，。

5、能够数量掌握离

散模型、概率模型、统

1、使学生做到“胸

中有数”，能够分析事

物的数量方面及其变化

规律。

2、使学生了解数学

概念、数学思想以及数

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渊

源，提高他们运用数学

知识处理专业与实际生

活中各种问题的意识、

信念和能力。

3、提高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使他们思路

清晰，条理分明，能有

条不紊地处理头绪纷繁

的各项工作。

4、提高学生的抽象

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

杂的现象，能抓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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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不惧失败的品质。

6、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能力、勇于担当以及

团体协作精神。

计模型等几个模型的建

立和求解的技巧，同时

要使学生能掌握利用这

些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矛盾，突出事物的本质，

有效地解决问题。

5、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使他们自觉应用

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解

决实际问题，从而激发

创造热情与创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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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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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数学素养、优良的

道德品质。

2、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

力和团体协作精神。

3、培养学生自觉使用数

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1、能够全面理解无穷级

数，应用级数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

2、能够深刻理解概率，

应用概率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

1、使学生知道数学概念、

理论、方法的产生和发展

的渊源及过程，提高他们

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现实

世界中各种复杂问题的

意识、信念和能力。

2、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使他们思路清晰，

条理分明，能有条不紊地

处理头绪纷繁的各项工

作。

3、调动学生的探索精神

和创造力，使他们自觉应

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解

决实际问题，从而激发创

造热情与创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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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体育文化素养。培

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格，严

谨的思维。

培养学生自觉使用体育

精神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通过体育项目欣赏，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培

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

生顽强拼搏、超越自我不轻

言放弃的体育精神和团结协

作的团队意识等，在体育课

程中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基本形成终身体育

的意识和习惯，编制可行

的个人锻炼与学习计划，

并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

欣赏能力。

了解体育物质、制度

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能够

深刻认识和理解体育文

化的精神价值，它涵盖了

人类的体育认识、体育情

感、体育道德、体育制度、

和体育物质条件。

培养学生对体

育本质的理解和思维能

力，培养学生对体育审美

的能力，提高体育文化修

养，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陶冶

情操，调动学生的探索精

神和创造力，使他们自觉

应用所学知识，创造性的

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激发

创造热情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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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培育人文精

神。通过教学,使大学生

懂得关注人的尊严和使

命,人的权利和人的理

想和品格,人际关系的

和谐与协调，人类共同

发展的需要与追求等社

会生活中的问题,将这

了解基本的文学活

动，包括文学的诸多要

素及其形成过程，从而

完成对中外经典文学得

以延绵发展的初步认

识；

（2）应使学生理解

关于文学鉴赏的基本原

使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欣赏古今中外

文学名著，了解和继承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时代的人类文化遗

产，提高文学思辨能力，

培养正确的审美情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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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思考同自己所学专业

联系起来,确定正确的

人生观与价值观。

(2)继承民族优秀

的文化传统。弘扬爱国

主文、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

道德情操,弘扬反身修

己的精神,注重人格美

的培养。

理，包括文学鉴赏这一

活动的性质及其心理过

程。

健全的人格，造就新世

纪具有较高文化科技素

质的复合型人才。

�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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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树立心理健

康发展的自主意识，了

解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性

格特征，能够对自己的

身体条件、心理状况、

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

价，正确认识自己、接

纳自己，在遇到心理问

题时能够进行自我调适

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

生活状态。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心理学

的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

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

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及

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自我探

索技能，心理调适技能

及心理发展技能。如学

习发展技能、环境适应

技能、压力管理技能、

沟通技能、问题解决技

能、自我管理技能、人

际交往技能和生涯规划

技能等。

④

D25 音乐欣赏

课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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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吸收中外优秀音乐

成果；发展形象思维，

培养创新精神和审美意

识，培养高雅的审美品

位，提高人文素养；提

高感受美、表现美、鉴

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通过对各类音乐形

式的鉴赏，了解音乐的

一些基本类型、类别、

性能、特点以及表演技

巧等。

培养学生的音乐艺

术观察力、音乐艺术表

现力、音乐艺术分析力

及音乐艺术想象力，提

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及评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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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通过对音乐史的学

习，使学生产生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为继承和

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

秀传统，发展和创新民

族音乐文化做出积极地

贡献。

理解和认识中外音

乐的风格、流派，熟悉

中外音乐史上著名音乐

家和经典的音乐作品，

学会赏析中外音乐作品

的基本方法。

使学生概要了解中

外音乐文化发展的脉

络。

让学生基本理解中

外音乐文化的生成土

壤，能对重大的音乐事

件作简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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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能利用演讲这

一有力工具传递信息、交流

思想、表达情感；提高口头

表达能力，能正面阐述自己

的观点以及说服对方，参加

演讲和竞聘等活动，出色完

成工作任务，成为社会所需

要的实用型人才。

2.掌握各行业的实用口才

技巧，从而提高专业能力水

平。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3.注重人格美的培养， 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具有文明、优雅、谦虚、礼

貌的交谈方式；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

培养必要的管理、交际、应

变、表达、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4.培养创新意识。演讲口才

交际中的想象和联想等形

象思维活动对各行各业的

工作具有启发作用,通过形

象思维训练,培养创新思维

能力。大家思想的碰撞，相

互启发，相互提升。

1.明确演讲与口才的概

念、特点、分类；有声

语言、无声语言的基本

特点、作用、技巧。

2.演讲者与听众的关

系；演讲者的心理素质；

演讲稿的撰写方法；实

用口才技巧。

1.提高演讲水平和口

语表达能力。能顺畅

表达自己观点进行工

作和交际活动，

2.能够写作常用的演

讲稿、竞聘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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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独立开拓

的写作思维和意识。

(2)引导学生不断探索、

创新，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科学严谨

的工作态度，踏实认真

的工作作风。

(4)培养学生诚实守信

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

精神，提升综合人文素

质，增强学生的职业能

力和就业竞争力。

(1)理解与礼仪应用、事

业单位、行政公文、个

人求职等实际情况密切

相关的常用应用文种

类。

(2)了解应用文写作的

材料搜集方法和写作规

律。

(3)掌握各类常用应用

文体写作的基本格式、

写作要求和方法技巧。

(1)能有效地搜集、处理

信息，加工素材。

(2)能对具体的应用文

书就观点、材料、结构、

格式、语言等方面准确

地加以分析评鉴。

(3)能熟练地写出观点

正确、内容充实、结构

合理、层次分明、表达

清晰、语言得体、标点

正确的各类常用应用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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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1 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

2 常用文件命令

3 软件包管理

4 用户与用户组管理

5 进程管理、设备管理、内存管理

6 SHELL 基本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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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HELL 综合编程

8 TCP/IP 网络配置

9 NFS 服务配置

10 Samba 服务配置

11 DHCP 服务配置

12 DNS 服务配置

13 Web 服务配置

14 FTP 服务配置

15 E-mail 服务配置

16 远程访问服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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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HTML%E5%85%83%E7%B4%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cookies/18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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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项目 1 熟悉 Photoshop 工作区

2 学习项目 2 修饰和修复有缺损的照片

3 学习项目 3 学习选取工具的使用，做一幅拼图画

4 学习项目 4 使用图层，在图层上组织作品

5 学习项目 5 使用蒙版来隔离和操纵图像的特定部分

6 学习项目 6 使用文字工具

7 学习项目 7 路径、绘制矢量图

8 学习项目 8 简单的图像合成

9 学习项目 9 多幅图像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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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习项目 10 图标设计

11 学习项目 11 界面设计

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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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时间安排及课时建议

内容

周数

学年

教学（含理实一体教学

及专门化集中实训）

复习

考试
机动 假期

全年

周数

一 36 2 2 12 52

二 36 2 2 12 52

三 38（其中，顶岗实习 19 周） 1 1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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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选 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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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学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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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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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四、继续专业学习深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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