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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专本贯通）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适用年级：三年制专科专业） 

就业面向与职业资格证书 

3-1 职业面向 

类别 职业岗位名称 

初始岗位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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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管理工程师 

综合布线工程师 

迁移岗位 
系统维护工程师 

网站设计工程师 

发展岗位 
网络架构专家 

信息系统安全工程专家 

3-2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职业资格等级 职业资格颁证单位 备注 

1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中级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 中级 南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 网络安全评估 中级 北京奇虎鸿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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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1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I，II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

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

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为重点，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各阶段理论成果的主要内

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

意义相关内容。 

通过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

主要内容、精神实质等，帮助

大学生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等重大问题，懂得新中国

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而自

觉坚定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68 学

时 

2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本课程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

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

法治素养，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引领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

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分辨

是非、善恶、美丑和加强自我

修养的能力。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扎实的

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 

48 学

时 

3 形势与政策 

本课程根据中宣部、教育部下发

的当期“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

要点”，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

和基础知识，即马克思主义的形

势与政策观、科学的分析形势与

政策的方法论、形势发展变化的

规律、政策的产生发展及本质特

征等基础知识。同时结合重庆市

及我校实际情况，在时事报告杂

志社编写的讲稿和课件的基础

通过专题讲授引导和帮助学生

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基本内容，了解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

完善的政策体系。培养学生掌

握正确分析形势和理解政策的

能力，特别是对国内外重大事

件、敏感问题、社会热点、难

点、疑点问题的思考、分析和

8 学

时

（每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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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请示学校

党委宣传部同意，每学期选择确

定 4 个专题开展教学。 

判断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增强使命感、责任

感。 

5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 

本课程旨在指导学生从整体上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系统学习这一思想的基

本内容、理论体系、时代价值与

历史意义，更好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精髓与实践要义，

自觉投身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 

这门课程的开设和建设，可与

其他两门思想政治理论核心课

程形成呼应与配合，有助于大

学生掌握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

果，提升理论素养，把握实践

规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内容上，不断提升课程教学

的系统性，逐渐使课程内容更

加成熟更加完善； 

16 学

时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

共产主义信念，增强对社会主义

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打下扎实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

和大学思想文化建设相联系、

相结合，以大学思想文化建

设，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

习和践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寓于大学思想文化建设之

中。 

围绕创业型人才的培养，积极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

关知识，紧密联系创业型人才

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

德境界和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 

组织学生进行农民工生活状况

调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学习与学生具体实践相结

合，指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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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

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

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

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

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

了社会主义道路。本课主要采取

集中理论讲授的教学方法，辅之

以讨论式、交互式的教学形式。 

理解中国革命和人民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

史必然性。掌握中国近现代史

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

物及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

用等的概要的论述。了解近现

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增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32 

6 劳动教育 

 本课程应充分发挥劳动的综合

育人功能，让大学生了解劳动教

育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培养学生

对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

神内涵的理解，感受大国工匠的

专注、奉献、进取、执着，中外

著名教育家对劳动的论述，历史

上著名的劳动模范的典型事迹

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观，热爱劳动、尊重劳动。 

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旨在培

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劳模精神，通过有目的的

劳动实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16 学

时 

7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本课程主要介绍大学生心理健康

知识、传授心理调适方法和解析

异常心理现象。根据大学生的特

点，具体包含这样几个内容：心

理健康观、大学生自我意识与人

格发展、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

大学生恋爱及性心理、大学生情

绪调适与挫折应对、大学生生命

教育与危机应对等内容。 

通过系统讲授解心理健康方面

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心理调试方

法，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

意识，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

会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

问题。帮助他们处理好环境适

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交

友恋爱、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

等方面的困惑；促进大学生全

面素质的提高。 

30 学

时 

8 
创新创业基

础 

本课程根据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的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为了更

好地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开发

学生创业潜力，在内容上紧紧围

绕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

维的训练、创业能力的提升。主

要有国家战略和科学素养、创新

思维训练、创业项目的选择、创

业团队的组建和创业计划书的编

写等内容。 

通过以实际创业案例为任务驱

动、以项目活动为实施教学，

使学生掌握创新思维方法、创

业基本能力，实践创业团队组

建，发挥创业团队力量，把学

生培养成真正具备创新思维和

创业能力，并能在实际生活中

真正自主创业的应用型人才。 

3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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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职业生涯规

划与就业指

导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概论及就业形

势政策; 求职过程指导; 就业权

益保护职业适应 

了解课程性质，了解就业形势

和政策，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

认知能力。了解就业政策，学

会分析就业环境。了解简历和

求职信的书写内容和格式，能

根据自己专业情况书写简历和

求职信,学会应对面试和笔试

的方法。能运用正确的礼仪表

现如时间、着装、言谈、举止

等应对面试。能正确应对初入

职场的常见问题；树立终生学

习理念。 

32 

10 
大学生安全

教育 

安全基本知识，安全问题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安全问题

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安全问题的

社会、校园环境；安全信息、相

关的安全问题分类知识以及安全

保障的基本知识。 

通过安全教育，使大学生了解

安全基本知识，掌握与安全问

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

规，安全问题所包含的基本内

容，安全问题的社会、校园环

境；了解安全信息、相关的安

全问题分类知识以及安全保障

的基本知识。 

32 

11 体育 1 
体育理论、身体素质提高练习、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项目测试 

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

育课程教学的规律，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不同项目的教学训练

课程，满足不同兴趣学生的要

求 

36 

12 体育 2 

体育理论、体育选项学习（篮

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网球、游泳、健美操、瑜

伽、跆拳道等项目） 

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

育课程教学的规律，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不同项目的教学训练

课程，满足不同兴趣学生的要

求 

36 

13 体育 3 

体育俱乐部（篮球、足球、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健

美操、瑜伽、武术散打、跆拳

道、健身健美、等项目） 

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

育课程教学的规律，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不同项目的教学训练

课程，满足不同兴趣学生的要

求 

36 

 体育 4 

体育俱乐部（篮球、足球、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健

美操、瑜伽、武术散打、跆拳

道、健身健美、等项目） 

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

育课程教学的规律，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不同项目的教学训练

课程，满足不同兴趣学生的要

求 

36 



-9- 
 

14 
军事技能与

军事理论 

军事理论，队列训练，应急演

练、军体拳，阅兵式，分列式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

学大纲》要求，使学生掌握基

本军事知识和技能，增强国防

观念，通过依法施训，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 

112 

15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课文赏析、应用写作公

文及文书讲解、演讲与口才实践

训练 

学生掌握语文扩展知识；掌握

8 种公文写作技巧和文书写作

技巧；训练朗诵、演讲、答辩

及口才基础知识 

48 

16 大学英语 1 

英语基本语法，学生的听说能力

和交际能力，英语阅读能力，英

语基本写作。 

课程的内容设计强调学生的听

说能力和交际能力，充分考虑

学生的个性发展，保留学生的

自主选择空间，兼顾学生的职

业发展。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组

织教学，开展教学活动并结合

学生实际和专业需要安排课程

内容和学习项目，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

就业为导向”的理念。 

60 

17 大学英语 2 

英语基本语法，学生的听说能力

和交际能力，英语阅读能力，英

语基本写作。 

课程的内容设计强调学生的听

说能力和交际能力，充分考虑

学生的个性发展，保留学生的

自主选择空间，兼顾学生的职

业发展。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组

织教学，开展教学活动并结合

学生实际和专业需要安排课程

内容和学习项目，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

就业为导向”的理念。 

68 

 大学英语 3 

英语基本语法，学生的听说能力

和交际能力，英语阅读能力，英

语基本写作。 

课程的内容设计强调学生的听

说能力和交际能力，充分考虑

学生的个性发展，保留学生的

自主选择空间，兼顾学生的职

业发展。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组

织教学，开展教学活动并结合

学生实际和专业需要安排课程

内容和学习项目，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

就业为导向”的理念。 

68 

 大学英语 4 

英语基本语法，学生的听说能力

和交际能力，英语阅读能力，英

语基本写作。 

课程的内容设计强调学生的听

说能力和交际能力，充分考虑

学生的个性发展，保留学生的

自主选择空间，兼顾学生的职

业发展。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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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教学，开展教学活动并结合

学生实际和专业需要安排课程

内容和学习项目，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

就业为导向”的理念。 

1

18 

高等数学 1 

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

微分、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

（1）。 

理解函数、极限和连续、

导数、微分、不定积分概念，

掌握其计算方法及应用。通过

对极限概念的教学，使学生建

立无限的思想观，并使学生能

用“分割求和取极限”的思想

方法求一些诸如无穷数列和、

图形面积等问题。通过对导数

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建立实际

问题的模型，理解如最值方面

的问题，并能分析、推证、解

释跟最值有关的一些现实现

象。 

24 

1

19 

高等数学 2 

不定积分（2）、定积分、定

积分的应用、常微分方程、线性

代数。 

理解定积分、微分方程、

线性代数的概念，掌握其计算

方法及应用。通过对积分学的

教学，使学生能够利用“微元

法”的思想方法，解决一些如

求面积、求体积、求功等问

题。通过对常微分方程的学

习，使学习初步掌握综合运用

微积分的能力。 

40 

 离散数学 

本课程主要研究离散对象的

数学结构，在介绍数理逻辑入门

知识和数学证明方法的基础上，

系统地介绍集合、归纳与递归、

关系、代数系统、图与树等基本

的离散结构及相关的理论，使学

生系统地掌握相关的数学模型、

基本理论及应用技术。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课，以

研究离散量的结构和相互间的

关系为主要目标，旨在介绍离

散数学的各个分支的基本概

念、理论和方法。通过系统的

学习，学生可以逐步提高自身

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

力，提升专业理论水平、业务

素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为后续课程数据结构等

奠定数学基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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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 

主要包含线性代数（含一元

多项式理论）的基本内容。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线性

代数与多项式的基本理论、思想

与方法，使学生的计算能力和抽

象思维能力得到系统的训练和提

高，为将来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

课程奠定坚实的代数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既强调一定

的抽象性，又特别注意结合具

体的应用例子来理解代数学的

数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注意介

绍本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以及介绍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开

阔同学的视野。此外，在教授

代数学的同时，也注重学生的

数学逻辑思维的培养，让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数学思

维的奥妙与乐趣。在以后的相

关学科理论的学习应用中，能

够运用自如。 

32 

2

20 

信息技术与

人工智能 

计算机基础知识、操作系统

基本操作、office 办公软件的基本

操作、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人

工智能基础知识 

本课程是提升高职学生信

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知识素养、

锻炼计算机基础操作能力的关

键课程，内容涵盖计算机基础

知识、计算机操作系统应用、

计算机网络应用、办公软件使

用、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等 

24 

注：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是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组织研制的。大

一学生在上体育课内测试，大二、大三学生在课外测试。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1 
C 语言程序设计

与应用 

本课程以 C 语言为教授程序设计的描

述语言,结合语言介绍程序设计的基本

原理,技巧和方法.主要讲授内容包括

程序设计基本概念,基本数据类型,运

算符和表达式,以及基本的数据输入输

出方法;选择结构,控制结构;数组,字符

串;函数,预处理命令;指针;结构体和共

用体。 

C 语言程序设计是高等

院校计算机专业及非计

算机专业学生接受计算

机教育的一门重要基础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

有设计计算机程序,编

写程序和调试程序的能

力。 

64 

2 
Web 程序设计

基础 

网页设计的基本概念；网页设计工具

和常用脚本语言；静态网页和动态网

页制作。 

掌握常用网页设计工具

和常用脚本语言；掌握

设计制作静态网页和动

态网页的能力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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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计算机网络基

本概念,典型的局域网，广域网技

术,INTERNET 的应用等 

要求学生在了解计算机

网络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的同时,掌握网络组

网的方法,网络操作系

统的管理与维护,互联

网服务的使用和配置等

实际操作技能,能够全

面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

所学内容,能够分析,设

计和解决相关问题 

48 

4 
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 

编程基础；数据库设计基础（表；E-

R 图、关系模型、三大范式、数据完

整性）；安装和配置 MySQL；使用

MySQL 语句进行数据检索、维护表

中的数据（插入、更新、删除）；视

图、存储过程、触发器、游标等各种

数据库对象的灵活应用；数据库的安

全管理；数据库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MySQL 结合 web 应用系统开发。 

掌握使用 MySQL 并能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应

用。熟练使用 SQL 语

言，并能用其进行简单

编程；会使用 MySQL

保证数据完整性及数据

安全性；会独自安装、

配置 MySQL；能独自

完成 MySQL 与 web 应

用开发实例。 

54 

5 
linux 网络环境

构建 

Linux 基础应用；Linux 系统配置与管

理；Linux 网络服务器配置与管理

（DHCP\DNS\NFS\Samba\FTP\WE

B 及邮件服务器） 

理解 Linux 网络操作系

统的概念,了解 Linux

在网络中的应用与前

景;掌握 Shel 的应用程

序开发，掌握 Linux 网

络基础知识,远程管理

与控制 Linux 网络的方

法与技术;掌握网络配

置命令与文件的编辑, 

Linux 与其的网共享技

术;掌握 DHCF，

DNS，FTP，

SAMBA，NFS,Email，

WEB( APACHE 等服务

器的配置、管理与应用

等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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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1 数据结构基础 

主要任务是讨论各种数据结构的逻

辑结构，存储结构及有关操作的算

法。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分析研究计

算机加工的数据结构的特性，以便

为应用涉及的数据选择适当的逻辑

结构、存储结构及相应的算法，并

初步了解对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间

分析技术。 

通过对本课程算法设计

和上机实践的训练，还

应培养学生的数据抽象

能力和程序设计的能

力。 

 

2 数字电路 

对于各种数字电子电路器件，在教

学中主要是这些器件的基本设计方

法和应用，而不是这些器件本身的

设计和制造工艺。教学重点是这些

器件的外特性（包括逻辑功能和电

器特性）及其应用上。 

由于课程内容多，涉及

面很广，讲授时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基本

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重

点内容。 

 

3 
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 

以传授单片机应用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为目的，使学生具备分析、设计

单片机应用程序和进行硬件分析、

设计的基本技能，掌握单片机应用

系统设计与制作的基本方法与步

骤，能够熟练运用仿真开发环境调

试软、硬件。最终达到培养学生综

合分析与调试的能力、项目综合设

计与制作的能力。 

了解单片机系列及与之

兼容的单片机的功能特

点。掌握单片机的内部

结构主要功能部件及其

应用。掌握单片机的中

断系统及定时器应用技

术。掌握单片机的接口

技术和系统扩展方法。

学会用 C 或汇编语言编

写单片机应用程序。 

 

4 
算法分析与设

计 

本课程向学生系统讲述软件设计中

常用的算法设计与分析方法。学生

通过对算法设计策略的系统学习与

研究，理解和掌握算法设计的主要

方法，锻炼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为开发高效的软件系统

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

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

使学生掌握算法分析方

法，掌握奎力法、分治

法、减治法、动态规划

法、贪心法、回溯去分

支限界法等算法设计技

术，通过不同的算法设

计技术在同一问题中的

应用进行比较，牢固掌

握算法设计技术的基本

策略，深刻体会算法设

计技术的思想方法，综

合利用多种算法设计技

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5 
交换路由组网

技术 

本课程讲解企业网组建方案设计；

IP 地址规划，交换机、路由器的

基本配置、VLAN 规划配置与管

要求学生掌握交换机、

路由器的配置来保证网

络的正常运行，并能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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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静态、各种动态路由协议

（RIP、OSPF 等）的工作原理与

配置；互联网接入技术（PPP、

NAT、帧中继），IPV4 与 IPV6 

双栈网络配置 

练利用锐捷、华为等网

络设备设计、构建、管

理和维护中、小规模网

络。 

6 操作系统原理 

本课程讲解操作系统安全的基本概

念和通用安全需求，对操作系统的

安全配置方案（初级，中级，高

级），包括访问控制机制，课追究

机制，连续保护机制，安全测试技

术等。 

操作系统安全理论基

础；理解 windows 系

统安全要素；windows 

系统账户安全；

windows 系统资源的安

全防护；Windows 操作

系统安全测评；

Windows 系统安全加固

与管理；Linux 操作系

统文件系统安 全管理

的方法；Linux 系统安

全增强 

48 

7 网络安全技术 

本课程讲解网络安全相关基础概念

和应用技术，包括密码学基础与加

密技术，对通用操作系统的安全配

置与管理，Web 应用常见漏洞的

挖掘与防范技术，以及网络安全设

备的配置与管理技术等。 

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

学生能掌握古典密码

学，对称加密技术，公

开秘钥系统的基本概念

和实现方法；对掌握通

用操作系统的文件系

统，用户管理等主体模

块安全配置方法；对识

别、挖掘和防范常见的

Web 应用漏洞；能掌握

防火墙的基本工作原理

和通用配置方法，能掌

握基础的 VPN 技术； 

56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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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1 
操作系统配置

与管理 

操作系统的概论;操作系统的作

业管理;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原

理操作系统的进程概念、进程

调度和控制、进程互斥和同步

等;操作系统的各种存储管理方

式以及存储保护和共享;操作系

统的设备管理一般原理。其次

在实验环节介绍实例操作系统

的若干实现技术,如: Windows

操作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等 

掌握 windows 网络操作

系统的基本理论、配置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基本技能。能够熟练运用

各种 Server 版本的 

Windows 网络操作系统提

供的系统管理和网络服务

功能,能配置各种常见的

网络服务器,具备网络管

理员和网络工程师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 

 

2 中间件技术 

中间件相关领域的主要理论；

中间件关键技术，包括典型的

信息中间件、交易中间件、分

布式计算中间件、面向服务计

算中间件；主流中间件产品及

应用。 

使学生掌握中间件技术的

基本思想几种中间件基本

原理掌握主流的分布式对

象中间件的体系结构,并

掌握利用中间件技术构筑

分布式应用的一般方法 

 

3 php 网站开发 

PHP 的运行环境搭建、Web 服

务器 Apache 的配置与应用、

动态网站开发的前台技术、

PHP 编程语言的语法、PHP 的

常用功能模块和实用技巧、 

MYSQL 数据库的设计与应

用、PP5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思想、Wb 开发的设计模式,以

及包含 DIv+Css、 mysqli 扩展

模块等目前 PHP 开发模块 

掌握 PHP 各方面的知识,

掌握基本的网站设计技

巧,具备一定的网站编程

能力,并能较熟练应用

PHP 在 windows 和 inux

环境下进行网站的编程 

 

4 
信息安全系统

集成 

信息安全系统集成与管理的基

本知识；数据通信基本知识和

技术；信息安全系统解决方案

制定、规划和设计方法；信息

安全系统集成设计标准和规范 

掌握网络应用系统分析技

术；掌握系统开发平台和

开发工匠；掌握制定及规

划应用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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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节名称 学期 周数 学分 备注 

1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2 1 2  

2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3 2 3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分 实践学时 

C 语言程序设计与应用 64 4 32 

Web 程序设计基础 68 4 32 

数据结构 68 4 32 

计算机组成原理 64 4 24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56 3 18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54 3 18 

Linux 操作系统应用 68 3 34 

★算法分析与设计 34 2 10 

交换路由组网技术 48 3 18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 48 3 10 

操作系统原理 48 3 8 

服务器及服务器虚化布署 48 3 24 

★网络安全技术 56 3 28 

专业实践环节类别 名称 学分 
开设学

期 

校内

实训 

专项能力实训 
网络技术实训 4.5 2 

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训练 1 3 

综合能力实训 
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实训 2 4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2 3 

校外

实习 

认识实习 
认知实习 1.5 1 

   

跟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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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 25 5、6 

创新创业实践 网络攻防与协议分析 4.5 3 

证书名称 替代课程 

HCIP 交换路由组网技术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 Linux 操作系统应用、网络安全设备配置、网

络存储技术 

网络安全评估 网络安全技术、网络安全设备配置 

说明：包括构建课程体系的架构与说明，所有课程简介、教学进程安排及说明等。其中专业核

心课程（一般 6-8 门）的右上角用“＊”标注。应围绕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考虑学生基

本素质、职业能力培养与可持续发展，参照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引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或规范，体

现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紧贴行业或产业领域的最新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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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课程及学分统计表

课程及学分类别 课程管理部门 

课程学分 课内学时 整周 

必修 选修 
总 

学时 

其中实

践学时 

实训 

(周) 

1.公共必修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2  194 0  

通识教育 45  670 0  

2.公共选修课程 教务处 3  56 0  

3.专业必修课程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其中理论 

 
38.5  616 616  

其中实践 35  570 570 37 

4.专业选修课程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25  1294 606  

统计 
总学分、学时 153.75  2658 1106  

总实训周数 / / / /  

毕业总学分标准 ≥153.75 学分 

 

6-2 公共课程设置总进度表 

学期 公共课程类别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 必修 考核

方式 

执行情况 
课内总学时 

其中实

践学时 

责任单位 

类型 学分 周学时 周数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A 3   4 12 4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形势与政策 I   A 0.25       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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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A 1   2   32   
通识教育

学院 

大学英语   A 4   4 15 60   
通识教育

学院 

军事技能   C 2     2 56   
通识教育

学院 

军事理论   A 2     2 36   
通识教育

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 1   2   28   
通识教育

学院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   A 1.5       24   
教务处

（网课） 

高等数学（理工）Ⅰ   A 5   6 14 84   
通识教育

学院 

劳动教育   A 1       1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形势与政策 II   A 0.25       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A 2   2 16 3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体育Ⅱ   A 1   2 16 32   
通识教育

学院 

大学英语Ⅱ   A 4   4 17 68   
通识教育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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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 
  A 2   2 16 3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大学语文   A 3   4 10 40   
通识教育

学院 

创新创业基础   A 2   2 16 32   
通识教育

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A 1       1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高等数学（理工）Ⅱ   A 5   6 14 84   
通识教育

学院 

3 

形势与政策Ⅲ   A 0.25       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I 
  A 2   2 17 34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体育Ⅲ   A 1   2 16 32   
通识教育

学院 

大学英语Ⅲ   A 2   2 17 34   
通识教育

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

践 
  C 2       5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离散数学   A 3   4 12 48   
通识教育

学院 

4 形势与政策Ⅳ   A 0.25       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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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Ⅳ   A 1       32   
通识教育

学院 

大学英语Ⅳ   A 2   2 16 32   
通识教育

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A 3   4 12 4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A 2       32   

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

学院 

线性代数   A 2   2 16 32   
通识教育

学院 

5 
形势与政策 V   A 0.25       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大学生安全教育   A 2       32   教务处 

公共必修课程开课总学分 63.75 学分     864 学时   

 

6-3 专业必修课程设置总进度表 

学期 学习领域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A,B,C) 
必修课程学分 考核方式 

执行情况 
理论课或者理实一体课

程 

实训课

程 

周学时 周数 
课内总 其中实 

整周实

训 

学时 践学时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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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语言程序设计与应用 
  

B 4 闭卷笔试 4 14 64 32   

C 语言程序设计专题实

验 

  
C 1 闭卷机试 2 8 16 16   

计算机科学导论   B 1 闭卷笔试 2 8 16     

2 

17 周 

Web 程序设计基础   B 4 闭卷笔试 4 17 68 32   

Web 程序设计基础专项

集中实验 
  B  1 闭卷机试 2 8 16 16   

★数据结构   B 4 闭卷笔试 4 17 68 24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C  2 闭卷机试 2   56 56 2 

3 

17 周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

术 
  B 3 闭卷笔试 6 8 48 10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方法 
  B 3 闭卷笔试 6 9 54 18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B 3 闭卷笔试 6 9 5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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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C 2 闭卷机试 2   56 56 2 

★算法分析与设计   B  2 闭卷机试 2 17 34 10   

linux 网络环境构建   B 2 闭卷机试 4 17 68 34   

计算机网络   B 3 闭卷笔试 6 8 48 8   

4 

16 周 

交换路由组网技术   B 3 闭卷笔试 6 8 48 18   

计算机组成原理   B 3 闭卷笔试 6 8 48 8   

数字电路   B 3 闭卷笔试 6 8 48 14   

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训

练 
  C 1 闭卷机试 1   28 28 1 

★Web 开发技术   B 3 闭卷机试 4 16 64 18   

操作系统原理   B 3 闭卷笔试 6 8 48 8   

服务器及服务器虚化布

署 
  B 3 闭卷笔试 4 12 48 24   

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实训   C 2 闭卷机试 2   56 5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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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周 

★网络安全技术   B 3 闭卷笔试 4 12 56 28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B 2 闭卷笔试 4 8 32 8   

软件测试方法与技术   B 2 闭卷笔试 4 8 32 16   

网络存储技术   B 2 闭卷机试 4 8 32 16   

★SDN 技术   B 3 闭卷机试 4 12 48 24   

★编译原理   B 3 闭卷笔试 4 12 48 16   

顶岗实习 1   C 2   7   140 140 7 

6 顶岗实习 2   C 6   18   360 360 18 

理论课或理实一体课程学分、学时及课内

实践学时 
xx /     1794 1106 / 

 

注： 标记“*”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作为重点考核对象。 

 

6-4 专业选修课程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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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学习领域）课程名称 课程代 码 
课程类型

（A,B,C) 
学分 

考核 

方式 

执行情况 
理论课或理实一体 实践课 

 

 

责任单位 
周学时 

周数 总学时 课内实践 
实训 

周数 

3 

操作系统配置与管理 2170121 B 4 
闭卷笔

试 
4 16 64 32   

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 

           

           

           

           

           

           

           

           

4 

中间件技术 02170124 B 4 
闭卷笔

试 
4 16 64 32   

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 

php 网站开发 02170108 B 4 
闭卷笔

试 
4 16 64 32   

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 

           

           

           

5 

信息安全代码审计 02170050 B 2.5 
闭卷笔

试 
4 10 40 20   

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 

信息安全系统集成 02170122 B 4 
闭卷笔

试 
6 10 60 30   

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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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存储技术 02170123 B 2.5 
闭卷笔

试 
4 10 40 20   

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 

           

本专业毕业要求达到的最低专业选修课程总

学分 

 
 25 学分 

 

 

6-5 各学期教育、教学各环节周数分配表 

学期 课堂教学 

各种实践教学周 毕业教
育毕业
鉴定军
训 

考试 
专题活

动周 
机动 合计 

 

责任单位 

课程设计 技能实训 
生产
实习 

顶岗
实习 

毕业设计 
毕业论文 

1 16  1 1    1   16  

2 17  2     1   20  

3 17  2     1   20  

4 16  3     1   20  

5 12  0  7   1   20  

6     18 1  1   20  

合计

（周） 
78  8 1 25 1 0 6 0  114 

 

注: 考核方式包括闭卷笔试、开卷笔试、闭卷机试、开卷机试、口试以及其它（实践操作、项目设计、产品生产、作品设计与制作、调研报告）等多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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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教师的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专业领域 专业特长 职业资格 

1 王璐烽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云计算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计算机高新技术

考试高级考评员、MCSE 

2 梁  柱 计算机软件技术 上层应用程序开发 Oracle OCP 证书 

3 何  静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 CCNA、云计算构架师、ccssp 

4 李  淼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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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伯柱 计算机应用技术 嵌入式软件测试  

6 汤  敏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硬件测试 办公自动化高级操作员证书 

7 刘  均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据恢复  

8 刘  娜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上层应用程序开发  

9 戴  硕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钱思佑 信息安全 网络信息安全 高级工程师 

11 白家莲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 高级工程师 

12 蔡森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 高级工程师 

13 严欣 
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技术 

人工智能  

14 张峤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数据库、计算机网络

技术 

大数据构架师 

信息安全技术企业兼职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李志红 高级工程师 重庆钢铁公司动力厂 

2 马红军 工程师 泰好商业管理咨询公司 

3 魏文雄 高级工程师 重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4 肖  勇 高级工程师 ATA 全美软件测评有限公司 

5 侯兴哲 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电力科学研究院 

6 周滢露 高级工程师 重庆杨家坪电力公司 

7 张  逸 微软 MVP 中软国际 

8 周  祺 工程师 中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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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昆云 工程师 中软国际 

10 王建兵 高级工程师 重庆金美通信公司 

11 杨  伟 Linux 工程师 重庆金美通信公司 

12 余  勇 高级工程师 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13 张雪梅 高级工程师 重钢集团电子公司 

：

序号 实训室名称 实训功能 实训课程 主要设备配置 

1 
网络组建实

训室 

管理交换机配置、虚拟

局域网 VLAN、802.3ad

冗余备份测试、生成树

配置、IP 访问列表、交

换机集群管理、虚拟冗

余网关 VRRP、交换机安

全、端口镜像、路由器的

基本配置。 

网络技术基础 

交换路由组网

技术 

中控台及功放系统、

多媒体教学系统、投

影仪与幕布、白板、交

换机、路由器、PC 

机、网络测试仪及工

具、相关软件。 

2 操作系统安 Windows、Linux 系统安 数据库安全技 中控台及功放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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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实训室 

 

全设置、VPN 设置等 术 

网页设计 

多媒体教学系统、投

影仪与幕布、白板、交

换机、计算机（工作

站）、服务器、操作系

统（Windows、Linux）

和数据库、软件开发、

网页设计等相关软

件。 

3 
网络安全攻

防实训室 

Web 应用防火墙、VPN 

设备配置、模拟网络攻

防比赛等 

 

网络安全设备

配置 

网络攻防与协

议分析 

数据库安全 

操作系统安全 

中控台及功放系统 、

多媒体教学系统、投

影仪与幕布、白板、交

换机（二层、三层）、

路由器、Web 应用防

火墙、VPN 设备、信

息安全攻防竞技平

台、上网行为监控流

控设备、堡垒服务器、

日志服务器、计算机

（工作站）、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和

数据库等相关软件。 

4 
Web 安全实

训室 

Web 网络渗透测试、逆

向工程、Web 杂项等 

操作系统安全 

数据备份与恢

复 

Web 安全技术 

中控台及功放系统、

多媒体教学系统、投

影仪与幕布、白板、交

换机、Web 攻防教学

实训平台、PC 机（双

屏）、操作系统软件、

数据库软件、Python 

编程环境、渗透测试

工具、VMware 等相

关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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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习实训基地名称 实习实训功能 主要实习实训岗位 

1 
中软国际卓越培训中心（重

庆） 
信息系统安全测评 安全测评 

2 河南新天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运维 网络运维管理 

3 重庆市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网络组建与集成 网络组建 

4 重庆亚德科技公司 信息系统安全测评 安全测评 

5 重庆巽诺科技有限公司 Web 渗透测试 网络渗透 

序号 教材名称 时间 备注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1 校本特色教材 

2 网络安全技术 2020 工作手册 

3 SDN 技术 2016 校本特色教材 

4 网络存储技术 2016 校本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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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1 Web 程序设计基础 

2 数据结构 

3 交换路由组网技术 

4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 

5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6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7 linux 网络环境构建 

8 计算机网络 

9 交换路由组网技术 

10 计算机组成原理 

11 数字电路 

12 ★Web 开发技术 

13 操作系统原理 

14 服务器及服务器虚化布署 

15 ★网络安全技术 

16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17 软件测试方法与技术 

18 网络存储技术 

19 ★SDN 技术 

20 ★编译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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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一贯穿二融入三对接”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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