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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魏来 教授 实验室整体设计与建设

2 罗娜 副教授 高校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

3 李辉 副教授 专用服务器的搭建

4
张靖

波
副教授 基础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5 曹毅 讲师 上机考试系统的升级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2.1.1 培养对象的诉求：

《信息技术》是面向全校的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计算机相关课程，通过实践教学，

学生获得自主实践习惯、技能以及思维方式，对全校学生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信息技术》实践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综合性和应用型极强的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思路，处理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用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重

要作用。重视《信息技术》课程的实践教学符合 21 世纪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有利于提高学生今后工作的适应能力。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型人才，是时代的需要。

因此，《信息技术》实践教学更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加强实践教学模式及教学设施的现

代化建设。

目前，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下设的计算机基础教学研究中心承担着学校所有专业的

《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工作。建设好基础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对实施卓越教师、学

科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型精英人才分类培养模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学校专业不同（如理科专业、文科专业、艺术类专业）、培养人才方向不同（如，

非师专业的卓越科研人才培养、免师相关专业的卓越教师培养），在重视计算机教学基

本素养同质教育的基础上，更应该重视异质素养的培养。在理念上，要规划因材施教的

方针政策；在内容上，要谋划好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在教学方式上，要落实好实践教学

进阶式的培养方式。计算机基础教学研究中心面向全校不同的专业，根据不同学科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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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注重探索计算机与各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对全校

学生采取“三类专业、三个层次”培养的教学模式。针对国家免费师范专业学生，提供

具有师范特色的中小学教师教育培养方案，为国家基础教育输出高素质的教育人才。

面向理科专业：在“强化基础、拓宽知识、注重编程”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针对我

校物理学院、化学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等 9个学院的理科专业，注重研究型人才的培

养，减少单一性的实践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践内容，培养学生综合能

力和创新能力。

面向文科专业：在“强化基础、拓宽知识、注重操作”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针对我

校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等 7 个学院的文科专业，注重操作型人才的培养，减少程序设

计的复杂实践教学内容，增加办公软件综合性、设计性的实践内容，培养学生对计算机

的综合操作能力。

面向艺术专业：在“培养兴趣、拓宽视野、注重基础”的教学理念下，针对我校音

乐学院、美术学院、体育学院和传媒学院的艺术类专业，注重培养信息素养，普及计算

机常识，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在此三类专业的基础上，按照进阶式的实践教学内容，设计“三个层次”的实验教

学体系，具体如下：

基础型实践教学：该层次以计算机基础教育为主，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

（软、硬件平台）、操作系统及其使用、办公自动化操作技能的培养。

提高型实践教学：该层次以学科专业工具教育为主，根据我校专业设置情况，选出

具有普遍性的专业计算机应用工具，让学生尽早而有针对性地接触专业应用软件，培养

学生用计算机技术解决专业问题的意识，掌握专业软件的使用方法。

综合型实践教学：该层次以计算机语言及系统应用教育为主，主要以《信息技术 2》

中开设的四门程序设计类课程为教学内容，使学生在掌握一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同

时，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计算机处理问题的能力。

2.1.2 实践课程开设情况

目前，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心承担全校所有专业大一新生的《信息技术 1》和《信息

技术 2》的课程，以 2020 年秋季学为例，承担本部校区 33 个班次和净月校区 18 个班次

的教学任务。本部校区综合楼的 332 和 338 两个机房，共计机器 170 台，净月校区商学

院 129 机房，共计机器 150 台，分别于 2017 年进行升级改造，但由于硬件的缺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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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1） 由于净月校区仅有一个机房承担《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且机房机器较

多，使得每个教学班的人数过多，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实践教学环节老师指导不及时，

实践结果非常不好。

（2） 由于缺乏专用的服务器，目前的《信息技术 2》课程期末考试服务器是由

去年采购的一台服务器完成，内存负载压力及网络负载压力都很大。另外，为了能够完

成“三类专业、三个层次”的培养方式，在实践教学过程阶段性考核及期末考试安排时

只能不停地进行考试题库的备份和重新部署，不能完全实现随堂考试的需求，没有达到

课程与课程服务器的专门对应。

（3） 由于缺少先进的设备，一些计算机前言性的教学内容（如云计算、搜索引

擎、大数据分析等），只停留在理论性的介绍上，相关的实践教学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2.1.3 适应新的培养方案的改革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制定了具体的高校信息化发展任务：

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说来，是进一步加强基础

设施和信息资源建设，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内容、教学

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科研组织和社会服务模式，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

进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2020 年，我校面临着新的培养方案的制定，“国家级精品课

程”、“教师专业发展”、“金课建设”将是我校教学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工程。但由于

相关专业软件的缺失，使得信息化建设仍存在很多问题：

（1） “国家级精品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金课建设”三项工作，都离

不开教学过程录制、教学质量监督等手段，而高清教学资源录制常态化、教学督导监控

常规化、优质资源生成便捷化已成为高校新一轮录制设备建设的迫切需求。

（2） 实践教学所用的软件存在版权问题，总是使用破解后的软件进行相关实践

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可解释的问题或错误。而正版软件的使用也能够提高

学生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意识。

没有真正的达到《信息技术 1》和《信息技术 2》课程的无纸化考试。目前《信息

技术 2》课程中的《算法与程序设计基础》和《数据管理与分析》是新培养方案下新增

的两门课程，而这两门课程的期末考试，已有的考试系统没有提供这两个课程的考试服

务，需要增加考试的科目及考试服务器的点数。如果期末考试系统并不能配套的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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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正的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试成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学生的算法分析能力及

编程能力。

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

的建设情况)

学院需购置需要增设上机考试系统，其中《信息技术 1》课程升级 100 点，《信息

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课程升级 80 点，新增《信息技术 2——算法与程序设计基

础》课程 80 点，新增《信息技术 2——数据管理与分析》课程 80 点；3 台考试服务器，

购置交换机 2 台。

2.2.1 覆盖全校计算机通识课程

项目建设所涉及课程为《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信息技术 2——网络应

用基础》、《信息技术 2——算法与程序设计基础》、《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

理》及《信息技术 2——数据管理与分析》5 门通识必修课程。项目建设所涉及的实践

内容和课程服务于全校所有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学生受益人数将达到 4000 人左右，

实验课人时数为 3000 课时。

2.2.2“计算思维+智能教育”的课程设置

结合我校是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及学校定位，对全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思

维”能力和智能化教育的培养进行相应的课程方案设置，主要课程设置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数据处理的整体知识体系，另一是人工智能在相关分支领域的应用。根据目前各专

业的特点及需求，拟开设的课程模块为大数据基础课程模块、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模块、

深度学习基础课程模块、数据可视化课程模块。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2020 年二季度，设备及相关产品询价，制定招标方案。

2020 年三季度，公开招标，设备到货后，进行安装、测试、试运行。

2020 年四委度，建设成并投入使用。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

价

现购

置数
现单价

合计金额

(含自筹)

修购基金支

出金额

(不含自筹)

学院自

筹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散)

1 硬件平台建设

CPU 6238(2.1GHz/22 核)

*2, 512G DDR4 内存；32T

SATA 7.2K 硬盘，4 块 600G

SAS 10K 硬盘

2 2 集中

2 硬件平台建设

CPU 6238(2.1GHz/22 核)

*2, 256G DDR4 内存；32T

SATA 7.2K 硬盘，4 块 600G

SAS 10K 硬盘

1 1 集中

2
千兆以太网交

换机

10/100/1000Base-T 以太

网端口≥48 个，SFP+万兆

接口≥4 个, 交换容量≥

5.98Tbps

2 2 集中

3 上机考试系统 万维全 《信息技术 1》考试软件 100 100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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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网

络考试

平台

V16.0

4 上机考试系统

万维全

自动网

络考试

平台

V16.0

Access 程序设计考试软

件
100 80 分散

5 上机考试系统

万维全

自动网

络考试

平台

V16.0

python 考试软件 100 80 分散

6 上机考试系统

万维全

自动网

络考试

SQL Server 考试软件 100 80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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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V16.0

合计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20 年 7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