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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第五轮学科评估

A
全国前5%

1978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
始建

1995
获批计算机
应用技术等
三个硕士点

2001
计算机应
用技术博
士点

2003
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
博士点

2005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
博士点

2007
获批教育部
创新团队；
第二轮学科
评估名列全
国第25名

2011
同济首批教育
部“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
专业

2012
获批上海市
一流学科

2019
计算机专业入选
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2015

进入ESI
排名学科

2008
国家级特色
专业

2017
第四轮学科评估位
列A-类学科，进入
前10%2012

第三轮学科评估名
列全国第12名，进
入前10%

2020
入选计算机
学科拔尖基
地2.0

2022
进入ESI前千分
之一学科

2022
大数据专业入选
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学科定位
p聚焦认知互联网，面向国家和上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

认知互联网通过赋予互联网以智能和智慧，

使互联网具有大脑，为人类和社会提供更智能更智慧的信息服务



学科负责人：蒋昌俊  教授，博导，工程院院士

15
省部级人才

42
教授

专任教师

12
国家级人才

96
专任教师

各类人才

30+ 教育部创新团队
嵌入式服务计算

国家级教学团队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

798
本科生

1299
在读学生

314
硕士研究生

187
博士研究生

网络计算专家

师资队伍



平台基地
n 国家级网络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省部共建）

n 国家自主智能无人系统重点实验室

n 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济分中心

n 国家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教学实验示范中心

n 教育部嵌入式系统与服务计算重点实验室

n 教育部企业数字化工程中心

n 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

n 国家Linux软件技术培训与推广中心

n 上海市电子交易与信息服务协同创新中心

n 上海市网络信息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n 上海市工业视觉感知与智能计算工程研究中心

n 上海市视觉感知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核磁共振实验平台

电子交易分析与防控实验平台 数据中心

情景感知认知实验平台



科学研究
在云计算、大数据、网络通信、人工智能、认知计算、金融风控等领域取得突出成果

奖励等级 项数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IET创新提名奖 1

中国专利优秀奖 1

教育部一等奖 4

上海市一等奖 5

国家级学会一等奖 4



学科专业

本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硕士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

计算机技术
（专业型）

全日制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博士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

计算机技术
（专业型）

全日制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博士后
流动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
第9名

（全球131-140）

大数据
第3名

信息安全
第11名

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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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18年建立，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A类学科，全国前5% ）

p 专业软科排名国内高校第3（A+专业）

p 2022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专业沿革

培养目标
具备综合运用数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手段解决领域大数据中面临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具备数据科学研究、大数据系统架构、大数据应用系统研发、系统管理等方面工
作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以及终身学习、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能力。本专业学
生毕业5年左右逐步成长为大数据系统架构师、具备学科交叉融合能力的数据科学家
或卓越数据分析师

发展前景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属于国家紧缺和急需人才，就业领域宽广，可就职于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全球500强企业的大数据相关职位。同时，在申请国内外著名

高校深造时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也是其他专业开展学科交叉研究亟需的热门人才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大数据：国家战略资源，未来创新的驱动力



专业负责人

苗夺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CAAI Fellow）
• 连续5年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 嵌入式系统与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 国家级一流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负责人（2022）
• 国家级一流课程《人工智能原理》负责人（2020）
• 2次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23、2010）（排名2）
• 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2011）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粒计算与知识发现专委会名誉主任
• 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议组专家
• 上海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人才培养理念

规模控制在30人左右

全程配备一对一导师

数据科学荣誉课程计划（2019起）

Ø 全校新生均可报名，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进入荣誉课程
计划，提前锁定优秀学生（录取60人）

Ø 在荣誉课程计划中学习成绩优秀者，在主修专业确认
时给予加分，进一步筛选最优秀的学生（选30人）

小班化精英化

一对一导师制

荣誉课程计划



人才培养定位

Ø培养研究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人才

Ø数据科学家
Ø卓越大数据系统架构师、分析师
Ø高层次大数据交叉人才



学分分布
课程性质  学分 比例

通识课程
通识必修课 35 21.1%

通识选修课 8 4.8%

大类基础课程  29.5 17.8%

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 25 15.1%

专业必修课 14 8.4%

专业选修课 16 9.6%

实践环节 36.5 22.0%

个性课程  2 1.2%

合计毕业学分  166 100%



课程体系



数理基础类课程

数学分析（12分）  高等代数（7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3分）随机过程 （3分） 

离散数学（3分）  组合数学（2分）  普通物理（B)（6分）

数据科学导论（2分）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4分）

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6分）
计算机系统组成（3分）

专业基础课

课程模块

专业必修课

人工智能原理与技术（2分）
操作系统（3分）

大数据管理系统（3分）
机器学习（2分）

数据采集与集成技术（2分）
探索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2分）



选修要求

大数据智能分析

专业选修课分为2个方向，要求选择其中1个课程组，并至少修
满其中3门课程。另外1门方向选修课可任选。

并行与分布式系统架构技术
计算机网络

云计算与虚拟化技术
大数据存储技术
流数据处理技术

网络数据风控技术

中文信息处理
图像处理

计算智能技术
计算机视觉

脑认知与智能计算
最优化方法
数据挖掘

大数据与信息服务

专业选修课



专业实践环节
名称 学分 学期 备注

C++程序设计实践 2.0 1,2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2.0 2 暑假 
数学建模实践
（竞赛课程） 2.0 4

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实习 2.0 4 暑假

认知实习 0.5 4 暑假

人工智能课程设计 2.0 4  

“大数据与信息服务方向”
综合课程设计 2.0 6 暑假

“大数据智能分析方向”
综合课程设计 2.0 6 暑假

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2.0 6  

面向数据科学的软件设计实践 2.0 6  

专业实习 2.0 6 暑假

毕业实训（数据科学） 3.0 7  

毕业设计（论文） 16.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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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计算机创新人才培养

的“一体两翼双引擎”模式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23）

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202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体”：

离散+随机+多模态

为核心的大数据拔尖

人才培养知识体系

厚数理基础

深计算思维

强系统能力

专前沿交叉

课程体系



“深交叉”的育人生态

交叉型人才培养课程

p “人工智能原理”等7门国家级一流课程

p 多门上海市一流课程

p 面向智能建造新工科专业建设新课程、立项
规划教材

交叉型人才培养领域场景

p 面向金融应用场景建设了电子交易风控平台

p 面向交通应用场景建设了智能交通与无人驾
驶平台

p 面向医学应用场景建设了核磁共振智能分析
平台

获批国家网络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省部共建）

“一翼一引擎”
深交叉 建设以领域场景为驱动的计算机学科交叉融合育人生态



“全链条”实践体系

Ø 校企联合实现人才贯通式培养：以领域头

部企业（科研院所）作为科教产教融合育

人基地，开展长期稳定的合作

Ø 重点建设一批企业联合科研攻关项目：通

过让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其中，实现学生

全链条的培养。

“一翼一引擎”
全链条 创建了以科研创新为驱动的大数据拔尖人才全链条实践体系



环境建设
特色班组 建设“需求牵引、精准培养”的特色班组培养路径

特色班组培养路径



Ø 3个融合夯实学生专业基础能力
Ø融合院内专业教学实验室和科研基地资源
Ø融合校内其它优势学科的实验室和科研基地资源
Ø融合校外头部企业及大厂的实践与实习资源

Ø 2个提升实现大数据高层次人才培养
Ø以科研赋能教学，训练学生的科研素养，培养数据科学家后备人才
Ø以竞赛为契机，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高层次大数据应用人才

产学研融合培养方式



Ø专业教学实验室
Ø 提供算力、分布并行计算环境
Ø 提供数据资源和案例资源
Ø 完成课内实验和课程设计任务

Ø科研平台/基地
Ø学生大二开始进入科研团队
Ø以国创/上创项目为抓手，引导学生进行科研探索，发表学术论文
Ø科研积累作为学生竞赛的基础，引导学生参与国内外大数据竞赛

校内专业教学实验室和科研基地资源



融合校内其它优势学科资源

Ø与校内其它优势学科，如土木、建筑、汽车、海洋、交
通等学科合作，学生参与大数据课题的联合攻关

Ø 土木：共同开发大数据课程，将土木学科大数据问题建成教学案例

Ø 建筑：共建国家级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Ø 汽车：联合汽车学院、上汽集团一起开展无人车技术研发，学生参与无人车竞赛

Ø 海洋：参与到海底观测网重大项目中，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

Ø 交通：共建“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交叉课程，入选上海市精品课程

Ø ……



企业实习基地参与人才培养

企业实习基地为学校人才
培养，尤其是大数据人才
培养提供大力支持
Ø 企业的真实大数据场景为学生提供实践

实训环境

Ø 高年级部分专业课程由企业高级工程师
模块化教学

Ø 学生在老师和工程师共同指导下完成大
数据课题



专业建设成效
u 培养方案：已举办2届专业建设研讨会，邀请教指委专家、企业专家评审培养

方案、课程大纲（按认证标准）

u 课程建设： 

     ——获批2门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人工智能原理》、《中文信息处理》

     ——获批2门上海市精品课程和2门上海市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u 教改项目：

     ——获批上海市本科重点教改项目3项

     ——获批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2项

u 专业实验室建设：

     ——建成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实验室，提供高性能算力、分布并行系
统等实验平台



平台基地

核磁共振实验平台

电子交易分析与防控实验平台 数据中心

情景感知认知实验平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超算机房



每年举行一次专业建设专家研讨会



大数据专业第一届本科生成果：

u 创新创业项目：
– 国家创新项目8人次（占专业人数的25.8%）

– 上海市创新项目7人次（占专业人数的22.6% ）

– 同济大学创新项目12人次（占专业人数的38.7%）

u 学科和科技竞赛：
– 11人次在全国数学建模大赛、机器人大赛等赛事获奖

大数据方向学生获奖
u 2020百度高传染病传播趋势预测大数据竞赛中获全球第5，第8，第10（共3023支队）

u 2018 CCF DBCI大数据与计算能竞赛获一等奖（1/1404和6/2414）

u 2018年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WWW上获最佳评测论文奖

u ……

建设成效——学生成果



u第一届学生保研比例达到30%，高于校内其他工科专业约5个百分点

u2018级共31名同学，9名保研，其中：
– 2名同学成功推免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

– 6名同学成功推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

 （含3名校外，其中1名中科院自动化所，1名中科院计算所，1名清华深圳院）

– 1名同学成功跨专业推免到经济与管理学院

u学生毕业去向：

   ——1/3学生出国；

    ——1/3学生国内深造；

    ——1/3学生就业；

建设成效——学生去向



建设成效——学生成果

途灵TiEV”智能车队参加
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获佳绩

本科生在国际顶级学术
会议WWW上获最佳评测论文奖

2018 CCF DBCI大数据与计算智能
竞赛获一等奖

2020百度高传染病传播趋势预测大
数据竞赛中获全球第5名（二等奖）



学生在国际国家和省部竞赛中获奖百余项

2第44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比赛我校
获4金2银5铜

研究生黄炳川龙负责的闯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

2024年强网拟态国际精英挑战赛人工智能赛道冠
军及目标检测对抗攻击单项最高得分

途灵TiEV”智能车队参加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
获佳绩

2021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中获佳绩

2024年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亚洲区年终赛金牌



丰富的国际交流活动

组织学生赴欧美、香港、台湾等地开展交流活动



提纲

• 学科介绍

•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总结



总结

n3月18日，中国大学排行榜官网（CNUR）正式发布了2024年ABC中国
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排名及评级结果

  同济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进入全国排名前2%行列，A+

n2023年同济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获得国家教
学成果二等奖

n2022年同济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Thank You!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苗夺谦
同济大学

2024.05.25 厦门

第7届全国高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教学研讨会（BDTS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