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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加强
培养

1、逻辑思维能力

2、形象思维能力

3、批判性思维能力

4、创新性思维能力

重点
提高

1、计算思维

2、系统思维

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



战略规划

2018.10

2020.3
关于推荐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的通知
教高厅函〔2020〕2号

2020.5
关于印发《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试
行）》的通知
教高厅函〔2020〕6号

2017.6
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的通知
教高厅函〔2017〕33号

2020.6
关于印发《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
设指南（试行）》的通知
教高厅函〔2020〕11号

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教高〔2018〕3号

2020.7

关于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
（试行）》的通知
教高厅函〔2020〕16号



一、全体教师学习1号、13号文
件

统一思想

围绕卓越人才培养目标，以“更新观念”“改变思维”为

先导，通过有限、精准、关键、有效的“卓越育人”行动

方案，深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推动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落实。

明确目标

以全球视野，面向世界一流的定位，全面梳理、评估育人模式

和科研组织模式，激发危机意识，组织全体教师参与卓越课程

建设，完善培养体系，实现超越知识点的传授，切实追求卓越。

二、卓越育人研讨

统一思想、明确目标



课堂挑战

课程门数/实践项目作业多

竞赛/科研/实习/毕业论文

系统软件课程难

科研项目/研究生/本科生

一流专业/工程认证/课程思政

课程内容更新/课程改革

繁 繁

多 多

难 难



构想

培养目标：卓越软件人才培养

对接国家对自主可控软件的需求

聚焦综合能力提升，建立促进卓越软件人才成
长的学院文化

人才培养创
新点

• 大系统架构设计能力

• 自主创新思维和研究潜力

• 国际学术竞争力

本科生

研究生

大类招生，重基础宽应用

• 前三学期基础课，后面专业课

优化专业课程，与时俱进

“软件+X”知识架构

• 课程组合模块，知识融合

• 理论+实践{构建案例库}



课程间逻辑关系（以软件科学与技术为例）

其他基础性课程，

如XML、用户界面开发

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
数字逻辑
计算机组成

c++

C# | Java，
数据结构
数据库应用

夯实计算机基础知识

大量
课程
实践

程序语言
大学物理
高等数学

软件开发实践I：
完成中等规模的程序开发

计算机网络
信息安全
数字媒体

面向对象分析
与设计

综合素养培养及课程拓展：
移动计算/软硬件协同设计/并行程序设计

商务交流与沟通；
Windows程序设计

WindowsServer、数据存储管理

软件需求

软件开发实践II：
按软件工程规范开发完整的项目

企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实践

软件工程
过程

软件建模
及工具
UML

软件项目
管理 软件测试

掌握软件工程高级知识

培
养
国
际
化
人
才

强
化
语
言
能
力

培
养
工
程
型
人
才
强
化
实
践
能
力



系统软件课程群

理论枯燥
晦涩难懂

线下教授

共享学习体系

线上共享和实践

操作系统编译
器实训

教师引导、归纳
形成系统思维

逻辑思维、系统思维

逻辑思维、创新思维、抽象思维、归纳思维训练贯穿整个操作系统-编译系统学习开发过程

◆ 专业必修课，是形成软件工程的核心基础课程、基础软件设计的重要基础。

◆ 计算机底层设计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理论=知识图谱

线上自主学习资料体系 线下实施翻转课堂

✓ 编译系统的知识图谱（师生共同完成）

✓ 核心概念的微视频（学生制作）

✓ 课件套（教师）

✓ 补充学习资料（师生共同完成）

✓ 习题/作业（教师）

✓ 课前测（教师）

✓ 实训平台（教师）

✓ 评测系统（教师）



理论课：协同建立知识图谱

协同建立知识图谱，训练思维能力



理论课：优化上课模式

学生开发可视化编译教学工具，提高教师的编译课程的讲课效率



实践={基础实验}+{综合实验}

线上个人实训平台 线下团队项目研发



综合实验：{竞赛}+{案例库}



产学研用-案例来源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设计、分析与验证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设计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形式化验证

 微内核实时操作系统的设计与验证

汽车电子软件开发与分析

 OSEK操作系统的建模与分析

 基于AUTOSAR的操作系统分析

 基于AUTOSAR的CAN总线的分析

 AUTOSAR调度表的形式化建模与分析

（2008-至今）

国家可信嵌入式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案例库: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 1.开发环境使用

➢ 2. 嵌入式交叉工具链GNU二进制工具

➢ 3.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开发环境与调试

➢ 4. 单核及SMP多核编程与应用移植

➢ 5.操作系统内核：任务管理与调度、任务同步、互斥与通信

➢ 6.中断与定时器管理

➢ 7.I0管理和GPI0驱动

➢ 8. BSP驱动开发流程与实验，网卡驱动与编程

➢ 9存储器驱动、内存与文件系统

➢ 10. Shell命令行调试、运行分析工具

➢ 11 从32位到64位嵌入式系统开发

➢ 12.QT图形系统开发

➢ 13. Modbus等工业现场开发、EtherCAT实时以太网及OPC UA、

MQTT通信开发

➢ 14 车载操作系统原理



案例库: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 1.创建系统简单应用实验

➢ 2.调试与诊断实验

➢ 3.事件与定时器实验

➢ 4.任务通信实验

➢ 5.中断处理实验

➢ 6.文件系统操作实验

➢ 7.TCP/UDP网络编程实验

➢ 8 QT图形开发实验

➢ 9WEB Server搭建实验

➢ 10 车载操作系统原理应用实验

➢ 1.开发环境使用

➢ 2. 嵌入式交叉工具链GNU二进制工具

➢ 3.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开发环境与调试

➢ 4. 单核及SMP多核编程与应用移植

➢ 5.操作系统内核：任务管理与调度、任务同步、互斥与通信

➢ 6.中断与定时器管理

➢ 7.I0管理和GPI0驱动

➢ 8. BSP驱动开发流程与实验，网卡驱动与编程

➢ 9存储器驱动、内存与文件系统

➢ 10. Shell命令行调试、运行分析工具

➢ 11 从32位到64位嵌入式系统开发

➢ 12.QT图形系统开发

➢ 13. Modbus等工业现场开发、EtherCAT实时以太网及OPC UA、

MQTT通信开发

➢ 14 车载操作系统原理



系统软件课程群案例库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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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建模与规范
嵌入式系统设计
嵌入式软件综合实验

机器人开发实践
移动应用开发
可信软件开发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开发
智能系统优化设计
智能软件测试

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结构与算法实践 编译原理与技术/编译原理与技术实践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实践



谢谢！

教育之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辈之心，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