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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电气工程系 

信息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23 级） 

一、专业介绍 

信息工程是信号与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向传统信息产业迅速渗透，并与之深度结合

的新兴专业。信息产业是我国目前发展最迅速、最活跃，并已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已成为各个国家

社会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根据世界技术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占领信息产业的制

高点，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近年来世界各发达国家竞相发展

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工程类人才的短缺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信息系统正在向集成化、绿

色化、智能化、网络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信息产业的激烈竞争，决定了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内，迫切需要高层次、复合型、创新性、高素质的信息工程专业人才。 

专业类：电子信息类；专业代码：080706。 

二、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 

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生工作五年后应具备的素质： 

专业能力：在电子与信息工程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信息工程专业领域内，具有在工业界和学术界从事

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 

工程理念：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从工程原理出发，勇于挑战工作中的工程和非工程问题，并

运用分析性的思维方式，综合信息，做出合理判断，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态度：积极主动，不断学习，与时俱进；诚实正直，负有责任心，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沉着镇定，

努力为当地、区域与全球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领导力：善于沟通，在团队协作中逐步培养领导能力，知人善任，领导团队实现目标。 

（二）培养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运用工程、基础科学和数学原理来识别、制定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设计解决方案：能够应用工程设计理念设计出满足特定需求的解决方案，并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公

共健康、安全、福利，以及全球、文化、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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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沟通：能够与广泛的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4.职业道德与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循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专业职责；能够综合信息，在

考虑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的情况下，做出合理有效的判断。 

5.团队合作：能够在团队项目中展现领导力、创建协作包容的工作环境、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并实现

目标。 

6.实验与数据分析：能够设计并完成适用的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基于工程知识的专业判断，得

出合理有效的结论。 

7.自主学习：能够完成自主学习，使用适当的学习策略来获取并应用新的知识。 

8.能够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及其应用，掌握微积分、基础科学、工程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

知识，并应用这些知识来分析、设计复杂的信息工程系统。 

9.能够掌握高等数学的知识及其应用，如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和复变函数的知识与应用。 

10.能够掌握信息处理方法的知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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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学分要求  

1. 学制：4年。 

2. 学位：对完成并符合本科培养方案学位要求的学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3. 最低学分要求：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9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通识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模块  思政类 17 

基础素质培养模块 

体育类 4 

军训类 4 

综合素质类 2 

美育类 2 

基础能力培养模块 

计算机类 3 

写作类 2 

外语类 14 

人文社科基础模块 

人文类 
6 

社科类 

国学类 2 

自然科学基础模块 

数学类 12 

物理类 10 

化学类 3 

地生类 3 

通专衔接模块 专业导论类 2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26 

专业核心课 15 

集中实践 

（毕业论文、实习） 
14 

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 18 

合计学分 159 

注：思想政治教育模块、基础素质培养模块、基础能力培养模块（外语类&写作类）、人文社科基础模块、通专衔接模

块课程的修读要求详见通识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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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科学基础模块及基础能力培养模块计算机类课程修读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先修课程 开课单位 

数学类 

MA117 高等数学（上） 4 1 秋 无 数学 

MA127 高等数学（下） 4 1 春 MA117 数学 

MA113 线性代数 4 1 春秋 无 数学 

物理类 

PHY105 大学物理（上） 4 1 秋 无 物理 

PHY106 大学物理（下） 4 1 春 PHY105 物理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1-2 春秋 无 物理 

化学类 CH105 大学化学 3 1-2 春秋 无 化学 

地生类 BIO102B 生命科学概论 3 1-2 春秋 无 生物 

计算机类 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计算机 

注： 

1. 高等数学（上）和（下）可由数学分析 I 和 II 替代。 

2. 大学物理（上）和（下）可由普通物理学（上）和（下）替代。 

3. 线性代数可由高等代数 I 替代。 

4. C 程序设计基础可由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替代。 

5. 大学化学可由化学原理替代。 

6. 生命科学概论可由生物学原理替代。 

7. 以上替代课程同样适用于“进入专业前应修读完成课程的要求”。 

五、进入专业前应修读完成课程的要求 

进入专业时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第一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17 高等数学（上） 无 

MA127 高等数学（下） MA117 

MA113 线性代数 无 

PHY105 大学物理（上） 无 

PHY106 大学物理（下） PHY105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无 

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 无 

第二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17 高等数学（上） 无 

MA127 高等数学（下） MA117 

MA113 线性代数 无 

PHY105 大学物理（上） 无 

PHY106 大学物理（下） PHY105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无 

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 无 

CH105 大学化学 无 

BIO102B 生命科学概论 无 

EE101 元宇宙时代的电子信息科学技术 无 

注： 

1.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大于等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

所有专业可以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2.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小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所有

专业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3.如第一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

的规则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并提前公布）。 

4.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设置要求的院系，如果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和第一学年结

束时已经进专业的学生人数累计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规则在申

请进专业的学生中进行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

并提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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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课程教学安排一览表 

表 1 专业必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专
业
基
础
课 

EE104 电路基础 2 0 1/春 
MA117 

MA113 
电子 

EE201-17 模拟电路 3 0 2/秋 
PHY106 

EE104 
电子 

EE201-17L 模拟电路实验 1 1 2/秋 EE201-17 电子 

EE205 信号和系统 3 1 2/秋 MA117 电子 

EE207 工程数学 4 0 2/秋 

MA127 

PHY106 

MA113 

电子 

EE202-17 数字电路 3 0 2/春 PHY106 电子 

EE202-17L 数字电路实验 1 1 2/春 EE202-17 电子 

EE208 工程电磁场理论 3 1 2/春 
MA113 

EE104 
电子 

MA2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0 2/春 MA127 数学 

EE351 微机原理与微系统 3 1 3/秋 
EE201-17 

EE202-17 
电子 

合计 26 5  

专
业
核
心
课 

EE206 通信原理 3 1 2/春 EE205 电子 

EE317 电子科学创新实验 I 1 1 2/春 
EE201-17 或

EE202-17 
电子 

EE323 数字信号处理 3 1 3/秋 EE205 电子 

EE315 数据通信和网络 3 1 3/秋 无 电子 

EE318 电子科学创新实验 II 1 1 3/秋 EE317 电子 

EE332 数字系统设计 3 1 3/春 EE202-17 电子 

EE405 电子科学创新实验 III 1 1 3/春 EE318 电子 

合计 15 7  

集
中
实
践

课
程 

EE470 工业实习 2 2 3/夏 无 电子 

EE492 毕业论文（设计） 12 12 4/春 无 电子 

合计 14 14  

合计 55 26  

注：修读完成《综合设计Ⅰ》和《综合设计Ⅱ》的学生无需修读毕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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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业选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A 类 

EE211 机器人感知与智能 3 1 2/秋 无 电子 

EE342 传感器与应用 3 0 3/秋 无 电子 

EE346 移动机器人导航与控制 3 1 3/秋 
EE205 

MA212 
电子 

CS307 数据库原理 3 1 3/秋 无 计算机 

EE326 数字图像处理 3 1 3/春 EE205 电子 

EE328 语音信号处理 3 1 3/春 EE323 电子 

EE340 数据科学中的统计学习 3 0 3/春 MA113 电子 

EE348 现代传感技术 3 0 3/春 无 电子 

EE368 机器人运动与控制方法 3 1 3/春 EE205 电子 

CS405 机器学习 3 1 4/秋 
MA212 

MA113 
计算机 

B 类 

EE108 光电智感 3 0 1/春 无 电子 

EE203 固态电子学 3 0 2/秋 PHY106 电子 

CS203B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B 3 1 2/秋 CS109 计算机 

EE204 半导体器件导论 3 1 2/春 EE203 电子 

EE210 光学基础 3 0 2/春 无 电子 

CS208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1 2/春 
CS109 

CS203 
计算机 

EE303 光电子技术基础 3 1 3/秋 PHY106 电子 

EE305 集成电路工艺原理 3 1 3/秋 EE203 电子 

EE309 半导体光学导论 3 0 3/秋 无 电子 

EE311 光学设计 3 1 3/秋 无 电子 

EE313 无线通信 3 1 3/秋 EE206 电子 

EE316 微波工程 3 1 3/秋 
EE201-17 

EE208 
电子 

EE335 液晶光电子学 3 1 3/秋 EE210 电子 

EE345 第三代半导体基础导论 3 0 3/秋 
EE203 或

EE204 
电子 

CS303B 人工智能 B 3 1 3/秋 

CS203B 

CS109 

MA212 

计算机 

MA305 数值分析 3 0 3/秋 
MA203A 或

MA213 
数学 

EE307 天线与电波传播 3 1 3/春 
EE208 

EE204 
电子 

EE308 光纤通信原理与技术 3 1 3/春 无 电子 

EE310 激光原理 3 0 3/春 无 电子 

EE312 前沿通信系统设计 3 1 3/春 
EE206 

EE313 
电子 

EE322 光电器件工艺实践 2 1 3/春 EE204 电子 

EE336 光伏基础 3 1 3/春 EE204 电子 

EE411 信息论和编码 2 0 4/秋 MA212 电子 

EE417 通信系统设计 II 2 2 4/秋 

EE316 

EE206 

EE307 

电子 

EE435 半导体信息显示技术 3 0 4/秋 
EE203 

EE204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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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404 有机电子学 2 0 4/春 无 电子 

合计 104 24  

注：以上课程至少选修 18 学分，其中 A 类课程中至少选修 3 门课程。 

表 3 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一览表 

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EE201-17L 模拟电路实验 1 1 2/秋 EE201-17 电子 

EE205 信号和系统 3 1 2/秋 MA117 电子 

EE211 机器人感知与智能 3 1 2/秋 无 电子 

CS203B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B 3 1 2/秋 CS109 计算机 

EE202-17L 数字电路实验 1 1 2/春 EE202-17 电子 

EE204 半导体器件导论 3 1 2/春 EE203 电子 

EE206 通信原理 3 1 2/春 EE205 电子 

EE208 工程电磁场理论 3 1 2/春 
MA113 

EE104 
电子 

EE317 电子科学创新实验 I 1 1 2/春 
EE201-17 或

EE202-17 
电子 

CS208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1 2/春 
CS109 

CS203 
计算机 

EE303 光电子技术基础 3 1 3/秋 PHY106 电子 

EE305 集成电路工艺原理 3 1 3/秋 EE203 电子 

EE311 光学设计 3 1 3/秋 无 电子 

EE313 无线通信 3 1 3/秋 EE206 电子 

EE315 数据通信和网络 3 1 3/秋 无 电子 

EE316 微波工程 3 1 3/秋 
EE201-17 

EE208 
电子 

EE318 电子科学创新实验 II 1 1 3/秋 EE317 电子 

EE323 数字信号处理 3 1 3/秋 EE205 电子 

EE335 液晶光电子学 3 1 3/秋 EE210 电子 

EE346 移动机器人导航与控制 3 1 3/秋 
EE205 

MA212 
电子 

EE351 微机原理与微系统 3 1 3/秋 
EE201-17 

EE202-17 
电子 

CS303B 人工智能 B 3 1 3/秋 

CS203B 

CS109 

MA212 

计算机 

CS307 数据库原理 3 1 3/秋 无 计算机 

EE307 天线与电波传播 3 1 3/春 
EE208 

EE204 
电子 

EE308 光纤通信原理与技术 3 1 3/春 无 电子 

EE312 前沿通信系统设计 3 1 3/春 
EE206 

EE313 
电子 

EE322 光电器件工艺实践 2 1 3/春 EE204 电子 

EE326 数字图像处理 3 1 3/春 EE205 电子 

EE328 语音信号处理 3 1 3/春 EE323 电子 

EE332 数字系统设计 3 1 3/春 EE202-17 电子 

EE336 光伏基础 3 1 3/春 EE204 电子 

EE368 机器人运动与控制方法 3 1 3/春 EE205 电子 

EE405 电子科学创新实验 III 1 1 3/春 EE318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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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470 工业实习 2 2 3/夏 无 电子 

EE417 通信系统设计 II 2 2 4/秋 

EE316 

EE206 

EE307 

电子 

CS405 机器学习 3 1 4/秋 
MA212 

MA113 
计算机 

EE492 毕业论文（设计） 12 12 4/春 无 电子 

合计 10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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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专业课程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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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B 

算法设计与分析 

信息论与编码 

注：专业选修课中仅列出部分课程，所有课程详见专业培养方案中专业选修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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