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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科源于 1960 年基础部，计算机科学于技术 1995 年开始本科

招生，是国家一流专业和四川省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专业，2002 年

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学位授予权（省重点学科），2011 年获一

级学科硕士授予权。有 5 个省部（高校）重点实验室，3 个省高校

工程研究 中心，6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设备总价值超过 2500 万

元。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1 人，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2 人，省

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7 人、省教学名师 1 人、省突出贡献专

家 2 人、二级教授 2 人，三级教授 1 人，省教指委委员 3 人，专任

教师 55 人，其中研究生指导教师 4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1 人。

近 5 年，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近 20 项；省部级科

研项目 3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EI、CSCD 检索论文 100 余篇。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重点建设了自然语言处理、生物计算与机器视觉、网络与

信息安全、智能信息处理四个学科方向。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在师资梯队建设上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培养计划和方案，学科带头人搭

建理论与实践框架，重点培养骨干教师承担核心课程，着力培养一批

专任教师。 

课程设置既体现学科发展的前沿，又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注

重基础性和宽广性，同时强调实践教学比重，注重实用性。整个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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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其中有选修学科基础课、学科方向课等方面。 

为全面贯彻执行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不断提高学院研究生质

量，制定了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保障措施。 

3.学位点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为了加强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制定了《研

究生招生工作的激励办法》，包括：对推免到我校研究生的激励办法、

对第一志愿录取研究生的激励办法、建立招生宣传机制等。 

目前本学科在读学术学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生 84 名，

今年毕业研究生 16 名，授予学位 16 名，升学 2 名，就业 14 名。 

4.学位点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本学科高度重视师资队伍

建设，努力培养骨干教师，引进学科优秀人才，聘请校外兼职教师。

积极与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为教师进修与提升科研能力提供平

台。现已初步建成一支具有良好学术素养的专职师资队伍，能够胜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培养工作。 

本学科有研究生指导教师共有 43 人，其中教授 15 人（ 二级教授

2 人， 三级教授 1 人、 副教授 22 人，博士 34 人，有海外经历者 25

人，年龄结构合理。导师队伍结构见表 1： 

表 1．导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35 岁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以上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硕导人数 

教授 0 8 4 3 0 1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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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3 11 7 1 0 13 12 22 

讲师 2 4 0 0 0 6 3 6 

总计 5 22 11 4 0 34 25 43 

本学科还聘请民航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红章等企业兼职硕导

20 余名。来自剑桥大学、杜克大学、西北大学、滑铁卢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的 50 余名学者到学科所在学院进行学术

交流。 

二、学位点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润物无声，增强课程思政渗透力 

院长带头组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积极申报课程思政项目，遴选

的“计算机网络理论与设计”、“社会网络与计算”“密码学”等十

余门院级试点课程充分挖掘思政元素，例如将“网络强国”“隐私保

护”等内容融入课程，培养学生敢挑重担、艰苦奋斗的工匠精神，增

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2.学以致用，提高实践育人影响力 

构建“师生共建-共探-共享”实践育人模式。师生发挥学科优势

共同承建省级易班思政云平台、舆情监控平台，承办全省易班共建高

校网络安全教育成果展；师生共同参与“建行杯”第八届四川省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第十三届服务外包创新创业竞

赛”、“第十七届四川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等实践活动；师生研

发“面向警务管理的网络突发事件感知方法研究”、“基于数据挖掘

的高校舆情监测系统研究”，将舆论引导融入到教学与科研之中，解

决师生具体诉求，增强学生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创造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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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意识。 

3.坚守阵地，抓牢意识形态话语权 

坚守课堂教学主阵地，强化网络主流舆论阵地建设，通过“听-

谈-查-评”四维一体的方式对线下课堂进行管理，发挥线上微信、微

博、易班及网站等媒体矩阵作用，打造“计客之声”学习栏目，讲述

“计客”好故事，传播“计客”正能量；升级“计客墙”轻应用，打

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实时关注学生动态，培育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 

4.守正创新，加强基层党建引领力 

强化政治引领，深入推进教工“e”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养

工程；扎实推进“一月一主题，一支部一特色”创新实践工程；持续

推进师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工程，实现教师与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无缝对接”。引导 50 余名研究生党员成立“计客党员服务队”，

深化责任教育，在实践中加强党性修养、党性锻炼。 

5.同心同德，提升思政队伍凝聚力 

构建“以辅导员为主力、专业教师为主线、党政干部为主导、管

理服务人员为保障、优秀校友为补充”的全员育人队伍，以“IT 大

讲堂”和“创想训练营”为载体，聘请优秀校友、知名企业家担任学

生梦想导师，共同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发挥协同育人实效。 

三、学位点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1) 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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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学位点评估中的评估要素为基准认真修改培养方案，并组

织专家对培养方案逐一进行审定。 

2) 组织学科建设负责人及相关任课教师认真讨论课程教学内

容，学院领导对教学大纲进行检查考核。 

3) 设立优秀课程建设项目，并给予适当奖励。 

4) 积极建设研究生示范课程。 

(2) 教学前准备工作 

1) 任课教师在开课之后原则上不再进行调整。 

2) 任课教师严格根据教学名单进行教学要求和管理。 

3) 在教学过程中，各任课教师应严格按教学计划上课。 

4) 主要领导深入课堂了解研究生课程教学情况。 

(3) 课程内容设计 

1) 课程内容设计综合考虑研究生的学科方向、学习水平以及市

场需求。 

2) 为保证教学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动态更新前沿内容。 

(4) 课程考试与成绩评定 

1) 课程学习的平时成绩评定要有依据。 

2) 同一课程统一考试，按同一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3) 任课教师要按时报送本学期课程成绩。 

(5) 教学检查评估 

1) 学院督导每学期进行 2~3 门课教学质量抽查。 

2) 要求每位任课教师每学期听课 2~3 门，并对其他教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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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做出评价。 

2.导师选拔培训 

为促进学位点硕士导师发展和吸收优秀人才加入导师队伍，特制

定了如下的选拔机制： 

(1) 选聘研究生指导教师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坚持标准，保

证质量，公正合理。 

(2) 研究生指导教师应优先从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中、青年专

家，学者中选聘。 

(3) 建立能上能下的选聘动态机制，不断优化指导教师队伍的年

龄、学历和知识结构。 

(4) 原则上不严格限制各学位点选聘研究生指导教师总数，具体

人数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国家招生计划及生源状况确定。 

(5) 选聘外校高水平人才作为研究生导师。 

(6) 研究生导师的研究成果与其招生的数量挂钩。 

(7) 建立研究生导师每两年一次的考核制度。 

为了增强导师的业务素质，制定了如下的导师培训方式： 

(1) 安排特邀专家讲座，对每年新增研究生导师进行岗前培训。 

(2) 研究生和导师实行双向选择。 

(3) 组织开展导师学术交流和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4) 以学科为单位或几个研究室联合定期举行“硕导沙龙”或“硕

导论坛”。 

(5) 参加学校组织的导师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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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院成立由院领导、系主任组成的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紧跟

党中央文件精神，引领全院师生认真学习师德师风文件，全方位地开

展师德师风建设与活动，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

平，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机制。 

(1) 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多样化 

学院以各类党组织活动、每周的学院和各系部教学例会、教学团

队教学研讨会、课题组专题报告会等形式为载体，将师德师风建设贯

穿于整改活动始终。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的模范先锋作用。激励

广大教师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积极开展“三全育人”和“五育

并举”相融合，将立德树人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积极探索与

践行卓越人才培养方式。 

(2) 师德师风建设机制 

学院制定师德师风教育、激励与惩处、考核与监督办法。严格师

德师风考核，促进教师自觉加强师德师风修养。在教师职称（职务）

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人才选拔与培养等环节将师德师风作为

首要条件。完善师德师风激励与惩处制度，建立教师违反师德师风行

为的惩处和问责机制、持续改进机制。在年终考核中，将师德师风作

为考核的必须内容。 

强化师德师风底线教育、坚持师德师风零容忍。对于违反教师职

业道德的行为，在年度考核和职称评审时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于监

管不力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行为，追究其管理者相关责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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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完善教师参与治学机制，严管与厚爱并重，维

护教师合法权益，不断激发师生内生动力。 

(3) 以师德师风先进典型案例为引领 

学院以专业-教学团队-课程为载体，在国家和省级一流专业建

设、一流团队和一流课程建设中，结合校级“我最喜爱的老师”、“西

华学者”、“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院级杰青计划”

等活动，不断树立师德师风典型案例，选树一批优秀教师，挖掘先进

典型事迹，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引领全院师生崇尚师德师风的

风气。 

4.学术训练情况 

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部分优秀学生成功

申请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创新苗子工程”等纵横向项目。 

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以下的经费保证： 

(1) 研究生创新基金支持研究生自主创新课题研究。 

(2)“西华杯”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研究生可自由申请。 

(3) 学校提供研究生每人每年 1100 元的业务费。 

(4) 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导师提供一定的劳务费、发表论文

的版面费、参与国际国内会议的注册费及差旅费。 

5.学术交流情况 

(1) 学院组织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

学者来学院作学术交流，要求研究生取得一定的学分。 

(2) 鼓励研究生通过线上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如 ICCC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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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HPCC2022，IWSDA2022，FCS 2022，要求学院研究生全程参

与，与学术界和工业界研究者进行交流，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3) 积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与 10 余所国际高校建立了学术交

流机制，鼓励研究生出国交流。 

(4) 为研究生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6.研究生奖助情况 

西华大学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鼓励学生专

心学业，特制定了《西华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西华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

暂行办法》，学校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健全，学生满意度高。 

为 全 日 制 研 究 生 提 供 了 一 、 二 、 三 等 学 业 奖 学 金 ， 

10000/8000/6000 元/生，覆盖率达 40%；国家奖学金，20000 元/生，

覆盖率由学校决定；国家助学金，6000 元/生，覆盖率达 100%。2021

年奖助情况如表 2： 

表 2.2022 年度学位点奖/助学金情况 

小计 一等 二等 三等

122 122 122 49 49 14 17 18

214 214 214 65 65 9 17 39

硕士研究生
在  校

研究生数

国家助学金资助人数 学业奖学金资助人数

合计
硕  士 研

究生
合计

 

2022 年 9-10 月份，完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个年级共计 336

人的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成立评审小组，公平公正制定评选细则及

进行遴选，做到学生无异议，无差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

次， 全校奖励名额由教育部下达，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将名额分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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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2022 年 10 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刘倩，软件工程先荣

豪，计算机技术专业龙丽帆和汪云翔获得国家奖学金。 

四、学位点教育改革情况 

1.人才培养 

(1) 招生选拔 

2020 年以前，本学位点的生源主要来自三本院校和部分二本院

校，本科专业背景多样。本年度招生方式有国家招生考试，学校推免

生，还有部分为调剂生。如图 1 所示，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本学科

的生源情况在逐年提高，本年度（2022 年）生源情况达到当前峰值，

招收的生源主要来自二本院校，本科专业基本为计算机大类，如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招收比例扩大。 

 

图 1. 硕士点年度招生规模 

2022 年，本硕士点共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 47 人次，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72 人。 

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基本措施如下。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学科

知名度。通过研究生网站和现场宣传。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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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口碑和吸引力。学科通过积极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遴选优

秀导师、提高课程建设水平、举办学术讲座等措施，不断提高研究生

的培养水平，从而提高学科的口碑和影响力。实施学院、系和导师三

级联系学生机制。在招生过程中从学院领导、系领导到导师都参与联

系考生，动员学生报考或调剂到我校，确保学生人数和质量。 

 (2) 课程建设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注重行业和研究领域发展新理念、

新方向、新技术，依托科研团队的力量进行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与质

量督导。坚持“注重认识、规范道德、严谨治学”的德育教育。通过

《工程伦理》、《科技论文写作》等开展学术伦理、修养和道德教育，

引导规划以德为先的学术生涯。通过《钱学森》等典型宣传，培养学

生科技创新的思维意识，规范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严谨治学

的科学精神。 

坚持“学术团队为核心、科学研究渗透、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的

课程建设新模式。通过将课程建设与学术团队建设紧密结合的方式，

探索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团队内重点建设促进科研发展的核心课程，

以点带面，有效促进课程改革与学科发展，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坚

持“打好基础、关注前沿、拓展视野”的课堂教学。组织多位老师讲

授《数据挖掘》、《数据融合理论与应用》。从不同侧面激发学生独

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科研能力。利用基础知识+研究成果的方式优化

课程内容，通过“教”与“学”的互动，形成师生“共同学习”的教

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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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主动参与、积极动手、强化创新”的实践教学手段。借助

科研平台或产教融合基地在《无线通信与频谱管理》、《网络安全技

术》等课程教学中强化学生通过实际操作理解课程内容并提高动手能

力。教师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中，促进科研成果向教学内

容转化、科研方式向教学形态转化，形成创新成果与高质量教学相互

促进的典型案例。坚持“国际交流、学术合作、科研促教”的师资培

养。通过选派导师赴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学术研究并旁听 1~2 门专业核

心课，开阔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与授课水平，通过学术与教学交

流，快速形成教学团队。 

探究“随机检查、主动引导、鼓励支持”的课程质量督导方法。

通过随堂听课、访谈、核查及约谈等方式，多维度对课程进行督导、

评价并及时反馈意见与改进建议。规范考核内容，严格考核过程，通

过是否已撰写中英文论文、综述报告等督查知识掌握程度。给予增加

研究生指导数量等多种奖励方式，激发导师提高授课及培养质量。 

(3) 学科建设 

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学院依据主要研究方向已经建立了智能机器

人实验室、嵌入式系统实验室、分布和并行计算技术实验室、信息安

全实验室、移动与无线网络实验室、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实验室，以

及青年博士创新团队工作室。本年度，学院加大对实验室的经费与人

力投入，鼓励校企联合实验室的建立，促进专业类研究生的实践培养，

包括广讯共赢-西华大学产学研联合实验室，西华大学-中网信安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空间安全联合实验室，西华大学-成都博智云创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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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室等。实验室的建设可以带动一批中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的

科研创新，通过这一平台将人才凝聚起来，形成一支专业的、有效的

学术梯队，以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同时，促进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在科研实践中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为了提升实验室的建设质量，为学科发展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学院

建立了配套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措施。 

(4) 研究生管理 

推进导师负责制，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开展学科

研究活动的基本前提是导师要有创新性研究课题、充足的研究经费和

研究条件。近 2 年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数有较大的提高。面对实验室资

源利用问题，学院通过研讨，为导师及其学生提供相应的科研环境和

资金支持，让导师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导师

积极性，带动其研究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研究生培养方

案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对于技术更新很快的计算机行业更是如此。当

研究生培养方案不再适应社会、用人单位以及学校的培养需求时就进

行了适时的修订。研究生的水平、特点不同，发展方向也不相同。因

此本学院建立了以导师负责制为基础的科研方向和培养内容动态调

整方案，比如鼓励一些优秀研究生攻博，发表高水平论文，参与重大

项目等，并给予相应奖励。 

(5) 学风教育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严禁学术不端的行为。 

1）加强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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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长期对学位申请者和指导教师进行学术道德和诚信教

育。要求研究生学习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整个培养过程中，都要安排必

修环节，对学位申请者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训练，培养学位

申请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科学精神。要进一步加强指导教师的

师德教育，督促指导教师自觉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声誉，加强学术自

律，恪守学术诚信和学术道德。 

2）规范规章制度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建设的意见”及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贯彻《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严防学术不端行为。具体有《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西华大学硕士生导师管理办法》、《西华大学授予硕士学位工作细则

（修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查实施办法（修订）》、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实施办法（修订）》、《研究生教育管理

办法》、《研究生管理规定》、《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等。 

3）体制机制保障 

本学位点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与机制保障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

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中期分流：根据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

“加强研究生品德评定和学籍管理，对在校的研究生实行必要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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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精神，实行考核和中期分流。 

导师审核与考核：每年对导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学术能力等进行

全面考核，不断提高导师队伍的综合能力。 

全部论文盲审盲答：按 100%比例论文进行完全盲审和盲答辩，

评定论文质量。 

4）零容忍处罚、严加防范 

本学位点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经发现，对于学位

申请者或学位获得者，做出撤销学位授予处理；对于指导教师，做出

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严重败坏学术道德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

家有关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于参与舞弊作伪行为的相

关人员，由学校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本学位点通过以上措施，

形成“不愿意、不需要、不敢做、造假可耻”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氛围。

从学位点成立以来，没有发现一例学术不端行为。 

(6) 人才培养成效 

经过人才培养各环节的改革与修正，2022 年本学科毕业生的论

文评阅和就业情况得到较大改善。2019 级研究生(2022 年毕业)学位

论文全部进行了学位论文评阅实行双盲评审，即对评阅专家隐匿学位

论文作者及其导师的信息，同时对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隐匿评阅专

家的信息，以确保评审的客观公正。 

和近几年本学科的就业情况进行对比，本年度全日制硕士生的就

业单位质量得到提高，博士深造的比例得到提高。其中，学术型硕士

的主要就业单位如高校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读博；贵州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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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雄安创新研究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百度在

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大银行等专

业型硕士的主要就业单位如公务员：国家税务总局金堂县税务局，事

业单位：四川省地震局；国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

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企业（深圳虾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信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思特沃克

软件技术（成都）有限公司、蔚来汽车（安徽）有限公司）；、北京

吉利学院）等。 

2022 年已授予学位的学术型硕士的学术成果得分如图 2 所示，

其中(SCI 检索期刊论文为 3 分，EI 会议为 1 分等)。从统计结果来看，

学术型研究生发表 SCI 比例获得明显提升，学生科研能力得到良好培

养。 

 

图 2. 2022 年度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学术成果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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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队伍建设 

（1） 学术能力建设 

我校非常重视学科师资建设，我院在梯队建设上制定了较为完善

的培养计划和方案，本年度按照方案执行，并获得明显教师队伍质量

的提升。主要措施描述如下：学科带头人搭建理论与实践框架，重点

培养骨干教师承担核心课程，着力培养一批科研能力出众的高学历专

任教师。学校每年划拨经费全额资助教师进行国内外访问或培训，学

院每年划拨专门经费投入建设工作；在校院各级领导和教师的共同努

力下，教师梯队形成，专任教师学术素养良好，教学经验丰富，能够

胜任教育培养工作。表 3 列举了本学位点主要的教师队伍情况。博士

学历达到 95%，年龄结构合理，45 岁以下教师占比为 70%，所有教

师均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大多数教师近 5 年内具有纵向和横向科研项

目。SCI 期刊论文及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2）师德师风建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领悟贯彻习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提升教师思想

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突出党的领导，积极落实五育并举，推进

“三全育人”, 构建了坚实的师德师风建设质量保障基础，逐渐形成

了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改进的长效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师

德师风建设和教育教学全过程中，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

的第一标准，大力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 

 构建全方位的师德师风质量保障体系。以学习新时代教师职业



 

18 

行为十项准则等系列文件为重点，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师生管理

全过程，时刻坚守师德底线。 

1）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制定建设常态化，充分发挥党支部和教

师党员作用。学校分管学科的副校长及职能部门直接联系本学科教师

及学生党支部。落实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制定，定期开展形式多样

的组织活动，确保立德树人的主体作用。完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严

管与厚爱并重，激励广大教师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 

2）构建全方位考核机制。严格师德师风考核，促进教师自觉加

强师德师风修养。在职称评审、岗位聘用和各类评优等环节中实行一

票否决制。对于教师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零容忍机制。对于监管

不力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行为，要追究其管理责任。 

3）严格监督与持续改进机制。完善学生评教制度，建立健全师

德师风问题报告和舆情快速反应制度，构建学校、学院、职能部门、

教师、学生、家长等多方融合协同的监督体系，及时响应和处理问题，

并将持续改进的融入制度建设中。 

积极宣传弘扬师德师风经典案例，全方位提高教师职业素养。把

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将师德师风作为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部分。

定期开展系统化、常态化的典型案例宣传，积极宣传优秀教师的典型

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营造崇尚师德师风的风气。时

时刻刻提醒“六条禁令”、 “红七条”、 “十项准则”等，不断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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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维度科研活动 

依托学院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培养学生面向实际、团结合作、

独立研究、勇于创新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本年度，如表 3 所示，组织

学术邀请报告共 11 场。如表 4 所示，研究生在国内国际会议做报告

共 11 项。如表 5 所示，多位在读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纵向项目，大多

数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项目。通过学术讨论、学术会议或科研合作等

方式，扩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的综合分析和创新能力。

进而为拓宽学生的科学研究方向，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形成了专业或

领域交差科研成果提供了外部支撑。 

表 3. 2022 年度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做讲座情况 

序

号 
报告内容 报告人及单位 报告时间 

报 告 方

式 

1 

计算机学院西华讲堂--

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职

业素养 

赵鑫，国科科技四川公

司副总经理 
2022.04.25 

线下报

告 

2 

Integ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Caching (ICAC): 

Fundamental Theory, 

Key Techniques, and 

Future Trends 

陈庆春  教授、博士生

导师，西南交通大学 
2022.06.23 

线下报

告 

3 

从特征交互到数据交

互：深度点击率模型的

新趋势 

张伟楠 博士上海交通

大学 
2022.06.30 

线下报

告 

4 

计算机学院学术报告--

工业互联网密码应用技

术研究、 

董贵山 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首席专家 
2022.06.28 

线下报

告 

5 计算机创新与专利申请 
林辉轮 专利代理人、

兼职律师 
2022.09.15 

线上报

告 

6 
西华讲堂-激扬青春，奋

发人为 

苏方红四川乐为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2022.11.22 
线下报

告 

7 
学术研究与英文学术论

文写作指南 

于静 博士、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
2022.11.30 

线上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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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8 
面向低资源场景的信息

抽取与知识图谱构建 

张日崇 教授、博士生

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2022.12.28 
线上报

告 

 

表 4. 2022 年研究生会议报告统计表 

序号 统计单位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名称
会议级
别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单位

1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谭馨 IWSDA2022

A Construction of
Control Sequences Set
for Access Control in

Data Link

国际 2022/8/5 线上报告 IEEE

2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王婷 IWSDA2022

《A New Class Of Optimal
Wide-Gap One-Coincidence

Frequency-Hopping
Sequence》

国际 2022/8/5 线上报告 IEEE

3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王杨鹏 IWSDA2022

A Federated Learning
Based Privacy-Preserving
  Data Sharing Scheme

for Internet of Vehicles

国际 2022/12/22 线上报告 IEEE

4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王茜 FCS 2022

An Evaluation Approach
forWebsite Promotion

Based on
CombinedWeight and

国际 2022/9/23 线上报告 Sringer

5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张瑞

2022 5th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Technologie

s

A Novel Unsupervised
Anomaly Detection

Approach using Neural
Transformation in Cloud

Environment

国际 2022/12/13 线上报告 IEEE

6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程帅
IEEE HPCC-

2022
CLOUD2022

Secure Single-Server
Fuzzy Deduplication
without Interactive

Proof-of-Ownership in

国际 2022/12/18 线下报告 IEEE

7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李毅涵 HPCC2022

An Efficient and
Privacy-concerned Multi-
user Acess Mechanism for

EMRs

国际 2022/12/18 线下报告
Universit

y of
Essex, UK

8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宋雨佳 HPCC2022

A Robust and Accurate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Anomaly Detection in
Fluctuating Cloud-Edge

国际 2022/12/20 线上报告
Universit

y of
Essex, UK

9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文培安 HPCC2022

An Unsupervised
Convolutional
Adversarial

Anomaly Detection Model

国际 2022/12/20 线上报告
Universit

y of
Essex, UK

10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李齐治 HPCC2022
Using BERT and Word

Definitions for Implicit
Sentiment Analysis

国际 2022/12/20 线上报告
Universit

y of
Essex, UK

11
计算机与软
件工程学院

李齐治 HPCC2022

Evaluating BERT on
cloud-edge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via

国际 2022/12/20 线上报告
Universit

y of
Essex, UK

 

（2）热门与交叉研究领域 

本年度，硕士生共完成高质量(SCI 检索期刊)科研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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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主要科学研究成果集中在如下领域。 

1）依托生物细胞和神经系统的有关机理，构建若干膜计算新模

型，特别是脉冲神经膜计算模型，建立相应的计算完备性等的理论成

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若干基于这些模型的新颖机器学习算法和图

像处理算法。 

2）关注互联网的实际应用，针对互联网中的身份认证和访问控

制等问题，提出位置隐私保护方法、具有分级访问控制的身份隐私认

证方案。 

表 5. 2022 年度研究生参与纵向科研项目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学院 姓名 

学生

角色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来

源 
项目类别 

立项

年份 

1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何兴

宇 
参与 

62171

387 

面向数据链的时隙

控制序列设计及其

相关特性研究 

牛宪华 
国家级

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022 

2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谭馨 参与 
22352

7 

面向数据链的时隙

控制序列设计及其

相关特性研究 

牛宪华 
国家级

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022 

3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王茜 参与 
22251

1 

面向警务管理的网

络突发事件感知方

法研究 

李波 
地厅级

项目 

其他省厅

市级项目 
2022 

4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张银 参与 
62202

390 

面向移动云访问系

统的安全和隐私关

键技术研究 

熊玲 
国家级

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022 

5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程帅 参与 

RZ220

00027

33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技术研究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6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蒲明

星 
主持 

xhb20

22099 

基于图像识别的无

人机农药定点定量

喷洒设计 

许发有 
校级项

目 

“西华

杯”大学

创新创业

项目 

2022 

7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冯雅

文 
参与 

RZ220

00027

33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技术研究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8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肖吉

祥 
参与 

RZ220

00027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22 

学院 33 技术研究 

9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李齐

治 
参与 

2022Y

FG037

8 

基于机器学习的网

络舆情研判与正向

引导关键技术研究 

李显勇 
省部级

项目 

省科技厅

项目 
2022 

10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陈俊

淞 
参与 

RZ220

00027

33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技术研究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11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姜智

钟 
参与 

2022N

SFSC0

556 

工业互联网跨域系

统的安全与隐私关

键技术研究 

熊玲 
省部级

项目 

省科技厅

项目 
2022 

12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赵志

良 
参与 

22258

5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13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王婷 参与 
22352

7 

面向数据链的时隙

控制序列设计及其

相关特性研究 

牛宪华 
国家级

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022 

14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周铮 参与 

2022N

SFSC0

556 

工业互联网跨域系

统的安全与隐私关

键技术研究 

熊玲 
省部级

项目 

省科技厅

项目 
2022 

15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周铮 参与 
22258

5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技术研究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16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龙丽

帆 
主持 

62176

216 

脉冲神经膜系统的

深度学习模型构建 
彭宏 

国家级

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022 

17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杨博 主持 
xhb20

22102 

基于强化学习的多

代理系统——公平

性机制 

杨博 
校级项

目 

“西华

杯”大学

创新创业

项目 

2022 

18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李建

伟 
参与 

22257

6 

基于机器学习的网

络舆情研判与正向

引导关键技术研究 

李显勇 
省部级

项目 

省科技厅

项目 
2022 

19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陈雨

琦 
参与 

22257

6 

基于机器学习的网

络舆情研判与正向

引导关键技术研究 

李显勇 
省部级

项目 

省科技厅

项目 
2022 

20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周维

凯 
参与 

22257

6 

基于机器学习的网

络舆情研判与正向

引导关键技术研究 

李显勇 
省部级

项目 

省科技厅

项目 
2022 

21 

计算机与

软件工程

学院 

罗明 参与 
22258

5?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共享与隐私保护

技术研究 

曾晟珂 
地厅级

项目 

成都市科

技局 
2022 

3）网络舆情监控是文本语义知识分析的重要应用领域，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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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下，民意监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保证。研究高计算性能

的文本关键词过滤以及大量多级人力筛选实现舆情监测，从而提高舆

情监测的准确性、预测舆情爆发、控制舆情导向，正确地引导负面舆

情向正向转变。 

4）研究形式语言概念、模糊语言项集的标签映射及标签表示针

对不同模糊语言评价信息表示，提出系列新型语言聚合算子，为大数

据环境下的跨平台多领域模糊语言知识挖掘与分析处理、语言决策与

预测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际应用方法。 

    5）研究局部信息、对比信息、弱边界信息、运动轨迹等先验信

息表示模型，构建任务分类正则化、语义信息融合、自适应学习方法，

提高算法在小样本下的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研究将这些方法用于解

决严重退化图像的复原重建、弱边界条件下的图像语义分割和弱小目

标检测跟踪问题。 

表 6. 2022 年度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统计表 

序

号 

统计单

位 
姓名 作品名称 刊物 

成

果

级

别 

检索号 出版时间 

学生

第几

作者 

1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陈白

杨 

MAUIL: Multilevel 

attribute embedding 

for semisupervised 

user identity 

linkage 

Informatio

n Science 
A 

WOS:0008

14423300

014 

2022/5/1 第一 

2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王茜 

Sentiment Lexical 

Strength Enhanced 

Self-supervised 

Attention Learning 

for sentiment 

analysis 

Knowledge-

Based 

Systems 

A 

WOS:0008

29393700

001 

2022/6/1 第一 

3 计算机 龙丽 Echo spiking neural P Knowledge- A WOS:0008 2022/10/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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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帆 system Based 

Systems 

61208200

015 

20 

4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蔡玉

龙 

An unsupervised 

segm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dynamic 

threshold neural P 

systems for color 

images 

Informatio

n Sciences 
A 

WOS:0007

96869000

008 

2022/5/2 第一 

5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刘倩 

LSTM-SNP: A long 

short-term memory 

model inspired from 

spiking neural P 

systems 

Knowledge-

Based 

Systems 

A 

WOS:0007

18126500

019 

2022/3/1 第一 

6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李蔚 

UD_BBC: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in 

social network 

combined 

BERT-BiLSTM-CRF with 

active learning 

Engineerin

g 

Applicatio

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

ce 

B 

WOS：

00086658

8600013 

2022/10/

28 
第一 

7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陈公

平 

Optim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of 

complex task 

decomposition for 

blind removal of 

multi-factor 

degradation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

ION AND 

IMAGE 

REPRESENTA

TION 

B 

WOS:0007

90895000

002 

2022/5/1

5 
第一 

8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张倩 

An SEI3R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control 

algorithm with 

structural hole and 

high influential 

infected nodes in 

social networks 

Engineerin

g 

Applicatio

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

ce 

B 

WOS:0007

53879900

016 

2022/3/1 第一 

9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颜佳

豪 

A novel edg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dynamic 

threshold neural P 

systems with 

orientation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B 

WOS:0007

91310800

004 

2022/5/1 第一 

10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龙丽

帆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B 

WOS:0008

07785500

003 

2022/9/1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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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nonlinear spiking 

neural P systems and 

non-subsampled 

shearlet transform 

11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龙丽

帆 

A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approach 

based on nonlinear 

spiking neural 

systems 

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Neural 

Systems 

B 

WOS:0008

30051700

002 

2022/9/1 第一 

12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崔济

元 

A novel multi-module 

integrated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for 

high-dimensional 

imbalanced data 

APPLIED 

INTELLIGEN

CE 

B 

WOS:0007

82550400

003 

2022/11/

1 
第一 

13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赵自

国 

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 with 

multiple weight 

mechanisms for 

aspect-based 

sentiment analysis 

neurocompu

ting 
B 

WOS:0008

12309600

010 

2022/11/

1 
第一 

14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舒杰 

Blind Restoration of 

Atmospheric 

Turbulence-Degraded 

Images Based on 

Curriculum Learning 

Remote 

Sensing 
B 

WOS:0008

67962700

001 

2022/10/

21 
第一 

15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侯智

洋 

C-BDCLSTM: A false 

emotion recognition 

model in micro blogs 

combined Char-CNN 

with bidirectional 

dilated 

convolutional LSTM 

Applied 

Soft 

Computing 

B 

WOS:0008

70562900

004 

2022/9/9 第一 

16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侯华 

Privacy-preserving 

"Check-in Award" 

Service in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 

Peer-to-Pe

er 

Networking 

Applicatio

nsppl 

C 

WOS:0008

29707600

001 

2022/8/3

1 
第一 

17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朱培

建 

Multiframe blind 

restoration with 

image quality prior 

applied 

soft 

computing 

C 

WOS:0007

91589300

013 

2022/5/1

5 
第一 

18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文培

安 

A Novel 

Convolutional 

Adversarial 

Applied 

Sciences 
D 

WOS:0008

72213500

001 

2022/11/

1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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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Framework for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Anomaly 

Detection and 

Explanation in Cloud 

Environment 

19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王志

斌 

Influence 

maximization based 

on network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in social 

network 

Intelligen

t Data 

Analysis 

D 

WOS:0008

52881900

011 

2022/10/

1 
第一 

20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王亚

坤 

SAEP: a 

surrounding-aware 

individual emotion 

prediction model 

combined with T-LSTM 

and memory attention 

mechanism 

Applied 

Sciences-B

asel 

D 

WOS:0007

34550200

001 

2022/4/4 第一 

21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杨思

路 

Dynamic threshold P 

system with delay on 

synapses for 

shortest path 

problems 

Theoretica

l Computer 

Science 

D 

WOS:0008

28190900

006 

2022/6/8 第一 

22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张秀

杰 

Constructions of 

optimal frequency 

hopping sequence 

sets with large 

family size 

Advances 

in 

Mathematic

s of 

Communicat

ions 

D 

WOS:0007

42881600

001 

2022/1/1 第一 

23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包婷

婷 

Computational 

completeness of 

sequential spiking 

neural P systems with 

inhibitory rules 

Informatio

n and 

Computatio

n 

D 

WOS:0007

21215200

013 

2022/1/1

0 
第一 

24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周楠 

Nonlinear neural P 

systems for 

generating string 

languages 

Informatio

n and 

Computatio

n 

D 

WOS:0007

21215200

041 

2022/1/1

0 
第一 

25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龙丽

帆 

Computational 

completeness of 

spiking neural P 

systems with 

inhibitory rules for 

Theoretica

l Computer 

Science 

D 

WOS:0008

30247200

006 

2022/7/1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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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ng string 

languages 

26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毛红

运 

A Driver Drowsiness 

Detection Scheme 

Based on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PATTERN 

RECOGNITIO

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

CE 

D 

WOS:0007

72688300

001 

2022/5/1 第一 

27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唐静

玲 

A novel 

micro-expression 

recognition 

algorithm using 

dual-stream 

combining optical 

flow and dynamic 

imag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SIGNAL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 

D 

WOS:0008

16998900

001 

2022/10/

1 
第一 

28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王晓

狄 

Aspect-Based 

Sentiment Analysis 

Using Interaction 

Matrix And Global 

Attention Neural 

Network 

COMPUTER 

JOURNAL 
D 

WOS:0007

67426400

001 

2022/11/

1 
第一 

29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姜智

钟 

An Efficient 

Lightweight 

Anonymous 

Authentication 

Scheme for V2G Using 

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 

2021 IEEE 

Vehicular 

Technology 

Conference 

Proceeding

s 

D 

WOS:0007

86411900

273 

2022/5/5 第一 

30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何兴

宇 

BACPPA: an effective 

blockchain-assisted 

conditional 

privacy-preserving 

authentication 

scheme for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2021 IEEE 

Vehicular 

Technology 

Conference 

Proceeding

s 

F 

WOS:0007

86411900

132 

2022/1/1 第一 

31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秦玉 

基于空间特征变换与

反投影的渐进式图像

超分辨 

计算机应用

研究 
F   

2022/11/

8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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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计算机

与软件

工程学

院 

谢超

宇 

基于最小类内方差的

伪三维残差网络 

计算机应用

研究 
F   

2022/11/

10 
第一 

 

4.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是当前加强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含着传播内容

和表现形式的双重创新，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总结，也明确了

推动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方向。在本学位点，传播创新思想、引导创

新科研是导师培养学生的一个关键过程。学位点通过党课学习，文化

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向传播者。  

    5.国际合作交流 

学院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本年度，研究生参与

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如表 5 所示，主要包括参与 11 多项国

际会议。本年度的国际合作交流和过去相比事件数量有明显上升。主

要原因是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国际交流活动线上进行，。学校

也要求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师生随时做好科学研判和学业调整准备。

为了应对当前形式，在疫情期间，学院与导师鼓励学生参与线上国际

交流。 

五、学位点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1.指导思想 

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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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以促进建设为目的，以提升内涵

为重点，以质量评估为核心。着眼于发现问题，办出特色，持续提升

研究生教育质量，避免“重科研，轻培养；重数量，轻质量”的办学模

式。把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作为学院学科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机

遇和动力，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步调一致、全面动员、团结协作、

扎实工作，通过评估工作，使我院的学科建设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总体安排 

2022 年，学院制定本学位授权点参评工作计划，如表 7 所示，

包括 5 个阶段： 

表 7 本学位授权点参评工作计划 

阶段 工作计划 
预期进度 

2021 年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第一阶段 学位点自评      

第二阶段 校内开展自评    
 

 

第三阶段 校外专家评议      

第四阶段 整改及材料上报      

第五阶段 上级抽评      

其中，学位点自评（2021 年 6 月-2024 年 2 月）；校内开展自评（2024

年 3 月-2024 年 5 月）；校外专家评议（2024 年 6 月-2024 年 8 月）；

整改及材料上报（2024 年 9 月-2025 年 3 月）；上级抽评（2025 年 4

月-2025 年 11 月）。 

为保证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成立了“学校+二级学院”的两级评

估工作小组。 

3.学科自评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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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工作计划，本学科结合国家学位点专项评估要求成立了

由二级学院负责人、各实践基地负责人组成的学位评估领导工作小

组，小组将统筹领导、协调、研究决定自评中的重大事项。 

组长：牛宪华 

副组长：杜亚军 

成员：李月卉 陈鹏 王晓明 罗晓辉 唐明伟 陈晓亮 黄增喜 王

德松 李曦 高志升 吴越 赵成芳 

职责：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按上级文件要求和本工作方案完成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全部准备工作和材料。 

领导工作小组于 2022 年 6 月召开了自评工作会议，评估领导工

作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结合学校工作计划，讨论制定了本学科 2022

年的评估准备工作流程及日程安排。 

表 8 学位授权点自评日程安排 

日期 工作内容 

2022.06-2022.09 
围绕学位点内涵建设，查漏补缺，梳理本学科现状，核实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相关材料 

2022.10-2022.11 

对标条件建设，从基地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多方

面建立和完善学位授权点的各项规章制度，参照《学位授

权点抽评要素》 

2022.12 自评工作年度总结，制定下一年工作计划 

4.问题分析 

当前，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授予点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尽

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仍需在各个方面制定具有针对

性的改进措施和计划，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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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生生源质量 

通过对近几年录取学生中的应届考生人数、一志愿考生数及考生

中性别比例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我校近几年招生，录取考生中来源于

本校的学生比例有 20%，三分之二以上的录取考生是省内学生。本学

科对省外考生的吸引度较低。一志愿的学生主要以普通二本院校和三

本院校报考西华。本科为一流高校的学生调剂较少。 

(2)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偏弱 

依据本年度毕业研究生的论文发表情况，SCI 论文比例占到了一

半。论文写作能力与去年相比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但计算机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还显得偏弱。工程开发，自制设备，分析软件开发

的能力较弱。参与项目的学生需要大量时间进行技术学习与更新，才

能够完成导师培养过程中指定的项目要求，较少学生获得技术专利和

竞赛获奖等实践成果。 

(3) 课程教学质量 

研究生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了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学

位论文等诸多环节。其中，研究生课程教学是整个研究生培养中的基

础环节，其质量直接决定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在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论文为重

的价值取向日益明显，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基

本环节，课程教学与论文工作出现了“一手轻一手重”的现象，显然

不利于创新思维培养。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相对滞后。 

(4) 实验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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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领域的科研离不开硬件设备，近两年硕士规模的扩大，已

有的实验室和硬件设备已经不足以支撑学生的实验和科研需求。 

(5) 师资条件 

虽然本学科的师资力量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对于研究生

增长的数量仍然是处于欠缺的状态。 

5.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本年度省级硕士论文抽检了 7 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抽检结论未

出。 

六、改进措施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1)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拟在本校相关学科的本科

生中扩大宣传工作，鼓励本校学生报考本学位点研究生；同时积极到

省内兄弟院校进行宣传，鼓励报考本学位点研究生；通过在校研究生

和已毕业研究生进行积极宣传工作；邀请已毕业的优秀研究生进行专

题报告；制度更加具有吸引力的研究生奖励政策；同时，持续提高师

资力量和改善实验室环境，从学位点的软硬件方面进一步提高对报考

研究生的吸引力。 

(2) 为提高研究生毕业就业质量，加强学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能

力的培养；积极鼓励学生到大企业去参加实习，增强动手能力和扩大

视野；利用校友关系，积极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积极和知名

企业进行联系，为学生和知名企业之间主动架起沟通的桥梁。 

(3) 针对课程教学质量问题，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教学规范化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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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改进教学方式和内容。 

(4) 进一步改善实验室条件，逐步建立起云计算中心，满足学生

对计算速度需求。 

(5) 进一步提高师资力量，加强引进力度，同时聘请知名专家和

学者作为兼职教师；积极为教师提供培训机会，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师

的知识面和视野；加强核心团队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