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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型软件工程专业培养体系构建 

王 升 

武汉东湖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结合“互联网+”形势下软件工程人才的需求特征，针对专业特色型高校对软件工程专业培养

体系的培养目标、规格、标准、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互联网+”形势下特色型软件工程专业培养体

系的建设思路、构建目标与原则、架构设计及培养体系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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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Internet +"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alents, in view of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 training objectives, specifications, standards, patterns, put forward the "Internet +" under the 
situation of characteristic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deas, building goals and 
principles,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train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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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软件工程人才队伍的构建思考 
在“互联网+”的时代，在推进传统工业的发展

和变革过程中，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

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等国

家发展的推动下，传统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的加快转型。这些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

软件和它的有关技术。以特色专业为主体的大学，

建立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专业，是当前各学科发展

和建设的普遍共识。软件工程特色课程的教学目的

是：充分挖掘软件工程领域内的优势，并具有一定

的软件设计、开发和应用能力，并能运用软件技术

来解决本领域的专门问题。例如，地理信息科学，

测绘工程，勘探技术，环境工程，水文水资源工程，

石油工程，地球物理学等。近年来，我国地质普查

工作的不断深入，各种软件种类繁多，专业性强，

开发周期长，投资巨大，利用率低，其突出特征是：

大量的地理数据已经超出了人力所能解决的范围；

地质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展示由多个部门分别处理，

日益显示出信息的集团性。在“互联网+”的今天，

没有电脑技术和应用程序的发展，地质科学的发展

是必不可少的。随着 Internet、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

术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更好地实现应用程序的需

求[3]。在软件工程专业的建设和培养中，忽视了对

学科背景的认识，造成了具有地质和软件工程背景

的复合性人才的短缺。在实践中，由于各专业的知

识差异，导致了通信的困难。在特色院校的软件工

程专业中，建立知识系统的核心问题是人才的培养

规范问题。 
1.1 构建具有特色的软件工程人才培养系统的

目的和基本原理 
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的今天，软件工程专

业必须以“工程学”的理念为中心，以适应未来企

业、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对工程技术的需要，在管

理、开发方法、工具、技术等各环节上，为广大的

应用软件工程师提供服务。因此，在建设具有鲜明

特点的软件工程人才队伍中，必须注重以下四个层

面的建设。（1）国际性的。通过对国内外教学模式、

内容、方法、课程体系的优化，建立起一套有系统

的人才培训方案和课程体系。（2）创意。在课程内

容上，应包括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和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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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和跨专业

的学习。结合学习、工程、全面的能力，培养“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工程

学。根据专业的工程化特点，进行专业基础课程的

设置，使专业主干课程与实际工作相融合。通过加

强工程技能的培训，使其具备分析、设计、开发、

测试和维护等方面的软件产品质量、开发效率、工

程测量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技能。（4）一种混合体。

结合特色大学的专业特点，强化以目标为中心的综

合培养，强化学生的领域知识基础，培养学生的交

叉和融合、技能和管理、团队合作、软件研发和领

域的综合能力。以此为指导，建立具有鲜明特点的

软件工程人才培养系统，不仅要对软件工程的基础

理论和技术进行培训，还要对软件需求分析、软件

架构设计、度量与测试、系统设计等方面进行系统

设计，为学生提供分析与解决问题、沟通协调、项

目管理、工程实践以及参与世界经济等方面的能力，

以及对学生进行不断的学习能力的培育。 
1.2 软件工程特色专业人才培训系统结构的构

建 
在 2014 年度，IEEE 学会发布了《软件工程知

识体系》导则（SWEBOKV3，软件工程工程技术基

础知识领域）(SWEBOKV3)，软件工程领域分为 15
个知识区，包含 11 个软件工程领域，即软件需求，

软件设计，构造，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

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模型与方

法，软件质量，软件工程职业技能，软件工程职业

技能，软件工程职业技能。以北京中国地质学院的

软科学专业为代表，依托地理学科的优势，确立了

“建设特色鲜明、培养体系现代化、国内先进的产

业型软件工程”的总体战略。在以 SWEBOK 为基

础的软件工程课程为基础的课程中，由于课程中所

包含的知识种类较多，因而所面临的困难较大。因

此，必须强化系统、开放、通识、人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育体制，以把握软件工程学的精髓。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层次化的软件

工程教育系统，其目标是：“有深度的理论，有实

践的技能”在该系统的通用和基础课中，除开设了

与软件设计和开发有关的基础课之外，还包含了有

关的基本课程和地理信息技术，为学员掌握有关的

应用程序及应用程序的具体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在此基础上，增设软件工程概论课、现代软件

工程概论课、现代软件工程概论、新技术与新思维、

新生研讨课、学科前沿课、地球科学概论、地球科

学概论、学科前沿课、地球科学概论等开放式课程。

本课程旨在使学员具备良好的领域软件开发与实现

能力，良好的领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良好的项

目管理能力，良好的沟通、沟通和组织能力。在软

件工程领域，实现软件工程高层次、复合型、国际

化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2 软件工程特色专业人才培养系统的实现方法 
在实施特色软件工程专业的基础上，必须以“特

色学科+软件工程”为主线，加强实践环节，实现特

色学科与软件工程学科的交叉与联合。 
2.1 坚持以“专长+软件”为核心的全面发展 
专门性软件工程学是以软件工程学的方式与技

术，来解决专门性专门性的问题，以实现其专门性

专门性的资讯加工过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为此，

应根据不同的学科特点，合理地设定不同的专业背

景。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必须坚持以“专门化+
软件”为主线。例如，地理学科，地理信息，环境，

地质，工程，能源等领域，在新生研讨课、学科前

沿课、专业导论课等方面，均涵盖了该领域的基本

理论，并由软件工程专业的同学们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一门专业作为学习的必修科目。在地理学科的

教学中，加强对地理学科的研究与应用，使其具有

广泛的地理基础。在进行地质方面的软件开发与开

发时，与本专业的要求相匹配。以“特色专业+软件”

为核心的科学思想，拥有全球一流的专业技术和领

域软件，在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中保持优势，

提高特色专业的整体能力。 
2.2 加强以工程为导向的实习和创造性训练 
软件工程系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学科，它应该把

软件工程学和本领域的知识相融合，让同学们能够

真正地投入到项目中去，用这个计划来促进他们不

断地练习和练习，让他们不仅拥有了软件工程师的

职业素养，而且还拥有广泛的知识面。以北京中国

地质学院软件工程系为实例，对实践课程和课程设

置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构建了课程设计、科研创新

训练、软件项目实习和毕业设计三个方面的实践与

创新系统。在学员的全生命周期内，采取“2+1+1”
的教学方式：2 年的基本功，1 年的专业技能培训，



王升                                                                          特色型软件工程专业培养体系构建 

- 156 - 

1 年的实习。在第一、二年内，学员可在本学科中

选一项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同时选读 2 至 3 个相

关学科的一般知识。在各种实践和实验环节中，学

员将有将近 1 年的学习经历。在现行学时学分范围

内，实践（试验）课程的比例已经达到 27.3%，具

体见下图 3，实践创新课程包含的专业实践课程实

践（1~3 学年）、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实践、数

据库系统原理课程实践、面向对象分析课程实践[6]、

 Oracle 数据库应用课程实践、网页程序设计课程实

践、毕业设计等。为了保证实习系统的健全，在实

习实习的同时，要与软件企业、开发园区等进行合

作，并与各行业的相关学科建设实习基地，并进行

合作开发。要实现学科建设目标明确，培养方案先

进，学科体系和教材要跟上时代步伐。 
2.3 强化工程软件的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我国的“互联网+”已经是一项重大的发

展策略。很多网络公司在传统的服务性产业中都有

很大的颠覆性，他们的核心就是软件。在“互联网+”
战略的推动下，对软件专业人员的需求将迅速增长。

在软件工程、领域信息工程、领域应用工程等领域

软件和应用软件开发领域软件和应用软件开发两大

领域，突出软件工程专业教育、领域背景知识教育

和工程应用实践，构建基于软件工程的多学科交叉、

创新型研究平台。 
3 结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和软

件技术的发展迅速，对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应用能力

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应

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为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工程、

实践和创造能力提供全面发展的复合性软件人才。

当前，必须坚持专业理论与专业并重、基础与实践

统一、坚持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创新，

在培养方案、合作办学机制、课程体系建设、教学

设施完善、专业办学条件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才

能做到与时俱进，增强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综合竞

争力，培养出以业内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工程型、

实用型、复合型的软件工程人才。在“互联网+”的

大环境下，为企业提供适合行业需要的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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