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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 

四川师范大学于 2000 年获得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学位授

予权。2004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办批准本学科为四川省重点学

科。2011 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新的《学位授

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对应调整为“软件工程”硕

士一级学科。 

从 2001 年招收第一届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研究生和 2003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软件工程本科学生开始，至今已为国家和地方

培养 1000 余名软件工程高级人才。目前该学科已经形成一支职称

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比较合理的师资队伍，拥

有硕士生导师 21 人，专职研究队伍 30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

授及高级工程师 11 人，博士 14 人，硕士 15 人。 

本学科依托可视化计算与虚拟现实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和四川

师范大学计算机软件省级重点实验室，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共享教学科研设备价值 4000 万元，专业书籍 3 万余册，专业期刊

100 种，实验室面积 6000 平米，具备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特色优势简介 

本学科服务于成都软件产业，服务于四川教育信息化，为四

川培养具有较高软件工程专业素养的专门人才，为四川省社会经

济各行业的发展进步提供软件技术支撑和软件人才支撑。 

1.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工程意识，掌握扎实的软件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软件设计与实践能力、



 

 

项目管理能力、交流与组织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

队精神，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的实用型软件工程专业

人才。 

2. 培养方向 

本学科具有 4 个招生培养方向，分别为： 

（1）  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负责人：冯林教授） 

（2） 嵌入式系统设计（负责人：郭荣佐教授） 

（3） 计算机视觉领域软件工程（负责人：苏菡教授） 

（4） 网络信息安全领域软件工程（负责人：谭良教授） 

3. 特色与优势 

本学科在几个招生培养方向上具备比较稳定的科研团队，在

三个方面已逐渐形成各具特色与优势： 

（1） 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方向：主要研究软件智能化、复

杂软件开发和运行的方法与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工程

中的应用，近 5 年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冯林教授的

影视戏曲特色文化产业公共服务系统研发与应用、黎明教授团队

的广电新闻云平台均获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 

（2） 计算机视觉领域软件工程方向：以计算机视觉、模式

识别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研究为主导，致力于智能算法基础研究，

同时运用软件工程最新技术，和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发智能计算和

信息处理软件。以计算机视觉与工业安全、生态保护的交叉研究

为特色，苏菡团队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大熊猫种群调查方法、车间

粉尘浓度测量获业界高度好评。 

（3） 网络信息安全领域软件工程方向：围绕可信计算和网



 

 

络信息系统数据安全、区块链等开展研究，关注可信云计算、可

信证明问题、数据加密、密钥管理等安全技术和区块链，在直接

匿名证明方案、终端可信环境远程证明、可信终端模型和可信终

端动态运行环境的可信证据收集机制方面以及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方面形成较多成果。与四川省公安厅、四川新东盛科技一起，合

作研发了多款警务系统和平台，实现了全省公安内部新老系统之

间信息的透明交换，提高公安内部信息资源对外利用效率。 

（三）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1.  2021 研究生招生 

2021 年软件工程专业共录取 17 人，较 2020 年增加录取 4 人。

其中本学院推免生 1 人，但 2022 年入学；一志愿报名 65 人，一

志愿录取 17 人，报录比为 3.8：1。 

据统计，自 2016 年起，软件工程专业报名人数逐年增加。截

止 2021 年，共 151 名考生报考软件工程专业，而 2021 年招生人

数达最多。 

2.  2021 年本学科在校生情况 

截止 2021 年下半年，软件工程专业在校研究生共计 42 人，

是本学科开设以来在校研究生最多的一年。其中，19 级软件工程

专业学生在校 12 人，20 级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在校 13 人，21 级软

件工程专业学生在校 17 人。 

3.  2021 年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和学位授予情况 

2021 年本学科研究生共毕业 12 人，学位授予 12 人。自 2012

年起，本学科每年均保持较高的学位授予率。主要在于学院重视

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重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力



 

 

求高标准、高质量。 

（四） 学科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及举措 

1.  学科发展理念 

软件工程学科是一门研究用工程化方法构建和维护有效、实

用和高质量的软件的学科。它涉及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软件

开发工具、系统平台、标准、设计模式等方面。本学科发展理念

是：“以研究生软件研发能力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理

论创新求发展”。 

2.  发展目标 

建立完善的软件工程二级学科体系，凝练适应于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学科研究方向，打造一支高水平、年龄、职

称、学历和学缘结构合理的软件工程师资队伍，产出一流的科学

研究成果，培养高质量的软件工程人才，且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活跃，科学研究基地、平台和实验环境较为完善。具体如下： 

（1） 下一轮学科评估周期从 C-上生到 C 或 C+ 

（2） 下一轮学科合格性评估合格 

3.  发展思路与举措 

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软件工程学科建设,可

不断提高软件工程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形成学院的特

色和优势。为此，我院将以学科周期性评估和审核性评估的要求

为依据，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中心，依促进学科发展为最终

目标，具体的发展思路与举措是： 

（1） 完善软件工程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包括四个二级学科：一是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5%BA%8F%E8%AE%BE%E8%AE%A1%E8%AF%AD%E8%A8%80/2317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BA%93/1037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E5%BC%80%E5%8F%91%E5%B7%A5%E5%85%B7/46055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E5%BC%80%E5%8F%91%E5%B7%A5%E5%85%B7/46055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E5%B9%B3%E5%8F%B0/37660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2196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E%E8%AE%A1%E6%A8%A1%E5%BC%8F/1212549


 

 

究大型复杂软件开发、运行和维护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形式化方

法在软件工程中的应用，主要包括软件语言、形式化方法、软件

自动生成与演化、软件建模与分析、软件智能化理论与方法等内

容。二是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大型复杂软件开发、运行与维护的

原则、方法、技术及相应的支撑工具、平台与环境，主要包括软

件需求工程、软件设计方法、软件体系结构、模型驱动开发、软

件分析与测试、软件维护与演化、软件工程管理以及软件工程支

撑工具、平台与环境等内容。三是软件服务工程，研究软件服务

工程原理、方法和技术，构建支持软件服务系统的基础设施和平

台，主要包括软件服务系统体系结构、软件服务业务过程、软件

服务工程方法、软件服务运行支撑等内容。四是领域软件工程：

研究软件工程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面向领

域的软件工程理论、方法与技术，主要包括领域分析、领域设计、

领域实现、应用工程等内容。我院的师资和科研成果只能支持两

个部分学科方向，研究方向的特色不够，因此，我院的思路是逐

步完善软件工程二级学科，形成有师范特色的研究方向。 

（2） 建设高水平软件工程师资队伍和科研团队 

布局软件工程的四个二级学科，并形成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科研团队。按照每个二级学科需要 1 个

负责人，5 个科研骨干，共计 24 人。但现在软件工程学科的有效

师资和有效科研团队还远不够。因此，我院的发展思路和举措是

攻击需要“外引内培”，建立软件工程学科建设“激励机制”，

逐步引导建立符合西南地区、四川省成都和我校特色的科研团队。 

（3） 提高软件工程教学质量 



 

 

发展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提升教学质

量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软件工程硕士的培养方案，包

含 5 个部分课程：（1）公共基础知识课程；（2）一级学科平台

课程；（3）专业基础课程（4）通选课程；（5）必修环节。其中

专业基础课程 6 门是本学科的基本特征课程，通选课程是我院本

学科的特色。但这两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提高师资的

专业化水平。另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均需要进一步提升，为

此，我们的发展思路和举措是：首先，根据国家、社会和区域对

软件工程人才的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选送师资到国内外本

学科的高水平大学进修，提升专业化水平；其次，对于专业基础

课程和特色课程，建立激励机制，支持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和特

色课程的质量工程建设。 

（4） 获得高级别科研项目并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高级别科研项目能产生高级别的科研成果，能进一步丰富和

完善学科内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获得高级别科研项目并

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当前，我院本学

科高级别项目无论是数量、来源渠道等都较少，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不足。为此，我院的发展思路和举措是：首先，拓宽高级别项

目的来源渠道，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省科技厅、教

育部，还应增加军口、国安等。其次，高度重视申报工作；第三，

加强国内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 

（5） 搭建高级别科研平台、基地和实验环境 

  学科发展需高级别的科研平台、基地和实验环境作为支撑。

首先，高级别的科研平台、基地和实验环境需要人力和物力投入，



 

 

这就为学科发展聚集了人才和经费，必然会促进本学科的人才培

养和科研成果进一步提升。为此，我院的发展思路和举措是：积

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首先，争取四川省级的科研平台、基

地和实验环境；然后，争取教育部的科研平台、基地和实验环境；

最后争取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基地和实验环境。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本学科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扎实推进学科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 。 

1. 强化“学科德育”核心理念，构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综

合素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全面开展课程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重在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引

领作用，综合素养课程重在通识教育中根植理想信念，专业课程

重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观的同频共振。 

2. 深化学科思政课程改革，丰富思政课程教学形式和内容。

学科是这类课程包含研究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

辩证法两门课程。在课程教授形式上，采用讲座制，由马克思主

义学院 16 位教师轮番上阵，每人只讲授自己最得心应手的章节。

在内容上注重选择和计算机、软件学科相关的内容，如自然辩证

法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在的自然辩证法原理。 

3. 聚力课程思政建设，统筹推进课程育人。本学位点将思想

政治教育纳入多门课程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深入挖掘

课程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学计

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不断地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全面开展了专业课的思政内容建设，形成了挖掘育人价值、编制

课程指南、开展课程试点和教学反馈评价的建设机制。在机制各

环节作用下，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

环节、各方面，实现了思政教育的润物无声。如信息安全课程强

化了学生的职业操守教育。 

2021 年，学位点获批校级“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建设和团队建

设项目 2 项。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院党委书记分管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配备专职辅导员，

专职党务秘书具体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建工作。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以这支专业队伍为主，协同各研究生导师组建了一

支专兼职结合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1.  为提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理论修养和工作技能，每

周举行工作例会，学习文件政策，研讨学生工作案例升。 

2.  每学期安排辅导员参加心理、生涯规划等相关培训。选派

辅导员等思想政治工作者赴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提升。 

3.  加强对教师能力和素养的综合培养，让广大党员导师在做



 

 

好专业指导的同时，主动承担起研究生 “人生导师”的角色。 

（三）研究生党建与校园文化建设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0 日，学院共有研究生（在读）218 人，

党员 79 人（其中少数民族党员 3 人），党员占比 36.28%。不分

专业按年级建有 3 个研究生支部，研一由辅导员担任支部书记，

优秀学生党员任支委。研二，研三均由优秀学生党员担任支部书

记和支委。 

本年度开展的党建与文化建设工作如下： 

1.  强化了党员队伍建设。根据学校党委年度发展党员计划，

结合学院各支部实际情况，注重在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2021 年

发展研究生预备党员 6 名，6 名预备党员按时转正，保质保量完

成发展计划。 

2.  规范了党员发展教育流程。2021 年学院党委强化对研究

生支部发展党员的指导，严格依照党员发展程序规范工作流程，

进一步完善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工作。 

3.  扎实开展组织生活，不断提升了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凝聚力。严格按照学校党委要求制定教工和学生组织生活安排表，

严格落实研究生党支部“3+5”组织生活制度。学院党委委员不定

期指导支部组织生活，为研究生支部讲授专题党课，充分发挥教

育引领作用。 

本年度研究生党建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引领

研究生思想政治建设和优良学风建设，认真开展学校号召的“十个

一”教育养成活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21 年研究生获得省级

“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1 人次；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3 人次；“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7 人次；“三好学生”荣誉

称号 4 人次。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共有教师 30 人，职称、年龄、学历等数据统计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学位点教师基本情况表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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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6 0 1 4 1 0 4 2 0 6 

副高级 13 0 5 5 3 0 5 0 0 8 

其他 11 5 3 3 0 0 8 1 0 7 

合计 30 5 9 12 4 0 15 3 0 21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42 

专任教师生师比 0.76: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2:1 

骨干教师 21 人，在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嵌入式系统设计、

计算机视觉领域软件工程和网络信息安全领域软件工程 4 个学科

方向上大体均匀分布。 

从职称结构上看，正高级 6 人，副高级 13 人，中级职称 11

人，高级职称占比 63%，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软件工程学位点教师职称结构 

从学历结构上看，有博士 14 人，硕士 15 人，有博士学位者

占 46%，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软件工程学位点教师学历结构 

从年龄结构上看，40 岁以下青年教师 9 人，占比 30%；41-50

岁教师 18 人，占比 60%；50 岁以上教师 3 人，中青年教师占 90%，

如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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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软件工程学位点教师年龄结构 

从学缘结构上看，毕业于本校教师 4 人，西南交通大学 5 人，

四川大学 3 人，电子科技大学 4 人，成都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吉林大学各 1 人，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软件工程学位点教师学缘结构 

2021 年，本学科新近博士一人，为西南交通大学通信工程专

业博士周维曦。 

9 

18 

3 

40岁以下 41-50岁 50岁以上 

四川师范大学 
19% 

西南交通大学 
24% 

四川大学 
14% 

电子科技大学 
19% 

成都理工大学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5% 

西北工业大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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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5%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 吉林大学 



 

 

（二）课程教学 

1.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包含 5 个部分：（1）公共基础知识

课程；（2）一级学科平台课程；（3）专业基础课程（4）通选课

程；（5）必修环节。必修环节包括学术培养、开题报告和论文中

期检查。学术培养按照学院学术培养有关规定执行，主要训练研

究生完整的科研和学术经历。2020 年开设的核心课程与主讲教师

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软件工程学位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2021 年）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

分 

授课语

言 

1 高级数据库技术 一级学科平台课 俞晓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2 高级软件工程 一级学科平台课 廖雪花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3 软件体系结构 一级学科平台课 李巍博士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4 高级算法设计与分析 专业基础课 冯林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5 数论 专业基础课 袁丁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6 随机过程 专业基础课 李苹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7 矩阵论 专业基础课 廖志武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8 数值分析 专业基础课 庞朝阳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9 嵌入式系统 专业基础课 郭荣佐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0 网络管理与维护 专业基础课 刘霞讲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11 WEB 开发技术 专业基础课 廖雪花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3 中文 

12 数据挖掘 专业基础课 郭涛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3 云计算技术 专业基础课 冯朝胜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4 物联网技术 专业基础课 郭荣佐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5 网络攻防技术 专业基础课 李敏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6 数字图像处理 专业基础课 李晓宁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7 模式识别 专业基础课 苏菡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18 软件测试 专业基础课 杨军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19 信息安全理论 专业基础课 袁丁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中文 

20 计算机视觉 专业选修课 杨军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2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专业选修课 韩鸿宇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22 移动程序设计 专业选修课 李贵洋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23 计算机图形学 专业选修课 庞朝阳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24 知识产权保护 专业选修课 向茂甫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学院 1 中文 

2. 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学位点重视课程教学质量的监控和持续改进，在实践中形成

了比较实用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和持续改进机制，机制示意图如

图 3.2.1 所示。 

审定制 注册制

巡视制

课程培养

计划

课程培

养实施一级学科

建设委员会

学位点

全体导师

校外专家

校院两级

教学督导

研究生院

学院研究

生教学办

课程教

学反馈

研究生

教师

图 3.2.1 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示意图 

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实施了三个制度：（1）教学计划实施“审

定制”：每学期的行课计划必须与培养计划一致，并报研究生院



 

 

审核后在网上公告；（2）课程教学实施“注册制”：研究生上每

一门课均需在任课教师处进行签到注册，注册表作为教学档案留

存 3 年；（3）教学过程监督实施“巡视制”：研究生院每学期均

组织巡视人员对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上课情况进行检查，13 年第一

次将研究生教学纳入校级督导范围。 

3. 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鼓励教师编写研究生教材、讲义。由于研究生培养

规模较小，课程教材大多采用教师自编讲义的形式结合选用国内

外研究生优秀教材。 

（三）导师指导 

1. 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情况 

本学科对硕士生导师的选拔、考核比较严格，建有比较完善

的导师遴选、培训和考核机制，如图 3.3.1 所示。 

申请 评定 培训 聘任 考核

申请人 学位评定分委会 研究生院 学位点 学位点

合格

合格

 
图 3.3.1 硕士生导师选培考评聘机制 

（1）遴选。先由申请人填报《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提

交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向学位评定分委会提出申请。学位评定分

委会根据申报条件，评议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为控制研究生导

师质量，评定分委会必须在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中，差额选出新任

研究生导师。 

（2）培训。所有经评定具有上岗资格的导师，必须参加研究



 

 

生院组织的新增导师培训。新增导师在参加完研究生院组织的培

训后，由学位授权点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是否聘任。被聘任的导

师方可参与下一学年度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 

（3）考核。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有明确的

职责。三年为一个考核周期，由学位授权点按照是否完成硕士研

究生导师职责要求完成的各项任务进行岗位考核。考核合格，续

聘下一任期，考核不合格，不再聘任。 

2020 年，本学科新任研究生导师为：对每一位硕士生导师进

行了考核，均合格，所有导师均续聘下一任期。 

2.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与执行情况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导师指导硕

士研究生年限及数量的规定》（2014 年 1 号），二是《四川师范

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屏东及考核管理办法》（校字【2013】

52 号）。 

前者主要规定了导师每届指导研究生的数量不超过 6 人，以

及 57 岁以上的导师原则上不参加新一届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本学

位点每位研究生导师指导 2021 届研究生最多不超过 4 人；无导

师 57 岁以上，不需考虑导师因临近退休而无法完整指导研究生毕

业的情形。 

后者规定了导师的职责，规定了导师要关心研究生的全面成

长，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对研究

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指导；投入足够

的时间与精力来指导研究生，保证每月不少于两次面对面的指导。

本学位点导师均较好地完成了指导人物，几乎每位导师都建立了



 

 

每周组会制度，一般都做到了对研究生每周一次的交流和指导。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2020 年由于疫情影响，导师们采用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指导方式较多。 

（四）学术训练 

1. 学术训练制度保障 

（1）学院制定有《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训练环节实施与考

核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对文献研读、综合实践和学术交流三个

环节的类别要求、组织和时间安排、成绩认定及存档管理都做了

明确要求。 

（2）学位点专门预留经费，以支持研究生学术训练。例如学

位点规定，研究生核心期刊以上论文发表，学院报销版面费；支

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等。 

2. 研究生学术训练成效 

2021 年，软件工程学科研究生学术成果如下： 

成果名称 
第 一 作

者 

录用或发表

日期 

 

论文/专著/

软著/项目/

发明专利 

期 刊

级别 

专

业 

 A Non-local Hierarchical Refinement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COVID-19 Infected 

Region Segmentation 

汪虹余 2021/7/26 论文 
CCF-C 

会议 

软

件

工

程 



 

 

AI 医疗辅助诊断系统 
李均利，

李升 
2021/01/11 软件著作权  

软

件

工

程 

Coarse-Level Perception and Fine-Level 

Refinement Guided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Retinal Vessel Segmentation 

汪虹余 2021/04/23  论文 会议 

软

件

工

程 

Feature Fus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Breast Cancer Auxiliary Diagnosis 
程小帆 2021/9/15 论文 4 区 

软

件

工

程 



 

 

Progressive Global Perception and Local Polishing 

Network for Lung Infection Segmentation of 

COVID-19 CT Images 

穆楠、汪

虹余 
2021/07/29 论文 

1 区

top 

软

件

工

程 

Saliency Detection in Weak Light Images via 

Optimal Feature Selection Guided Seed 

Propagation 

穆楠、汪

虹余 
2021/9/13 论文 4 区 

软

件

工

程 

Video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Network with 

Bidirectional Memory and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汪虹余 2021/7/26 论文 
CCF-C 

会议 

软

件

工

程 

复杂网络能控性鲁棒性研究进展 
李均利，

李升 
2021/02/21 论文 

权威

A2 刊 

软

件

工



 

 

程 

基于对抗学习的自适应加权方面级情感分类算法 

张华辉

（四川师

范大学；

张华辉，

冯林，廖

凌湘，刘

鑫磊，王

俊） 

2021/9/23 论文 
权威 B

刊 

软

件

工

程 

基于空间-频率-时间域的低对比度视频序列显著性检测

方法 

穆楠；汪

虹余 
2021/7/05 发明专利 

发明型

专利 

软

件

工

程 

基于区块链的云电视视频流处理装置及方法 
冯林；刘

鑫磊 
2021/8/30 发明专利 

发明型

专利 

软

件

工

程 

基于全局感知和局部细化的夜间显著目标检测 张彧 2021/9/27 论文 
权威 B

刊 

软

件

工

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大熊猫行为识别与刻板行为预测（苗子

工程） 
漆愚 2021 立项 项目 无 

软

件

工

程 



 

 

基于遥感图像的 YOLOv3 模型算法优化 刘德健 2021/12/17 论文 
中文核

心 

软

件

工

程 

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弱光图像显著性目标检测 汪虹余 2021/05/12 论文 
中文核

心 

软

件

工

程 

学习邻域参数的粒子群算法 邓浩 2021/05/05 论文 
权威 B

刊 

软

件

工

程 

医疗图像分析报告系统 
李均利，

李升 
2021/01/11 软件著作权  

软

件

工

程 

基于剪枝的SAR图像舰船目标检测模型压缩方案 

李卓阳 2022-2-17 论文 
中文核

心 

软

件

工

程 

Attention Encoding Module UNET for Cardiac MRI 

Segmentation 
郑宏 2021-11-13 论文 

ccfc 会

议 

软

件

工

程 



 

 

Cross U-net: Reconstructing Cardiac MR Image for 

Segmentation 
郑宏 2022-3-5 论文 

ccfb 会

议 

软

件

工

程 

 

（五）学术交流 

2021 年，由于疫情原因，本学科没有主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共 8 名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其中 5 人次为软件工程专业学

生，参会的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在会议上听取了学术报告，开拓了

学术知识，取得参会证书。学术交流表如表 3.5.2 所示。 

表 3.5.2  2021 年参加学术交流情况 

年级 学号 
姓

名 
专业 会议名称 时间 

地

点 

2019 20191303012 

汪

虹

余 

软件

工程 
SMC2021 2021.7 

线

上 

2019 20191303012 

汪

虹

余 

软件

工程 

2021 IEE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ICCCS) 
2.21.4 

线

上 

2019 20191303012 

汪

虹

余 

软件

工程 
SMC2021 2021.7 

线

上 

2019 20191303002 
郑

宏 

软件

工程 

1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informa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SBRA) 

2021.11 
线

上 

2019 20191303002 郑 软件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d 2021.12 线



 

 

宏 工程 Expo 2022 上 

（六）论文质量 

1. 本学科学位论文规范 

（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软件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的科学研

究和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工程

应用研究，鼓励对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渗透领域的研究。本学科

的硕士研究生应尽可能参与指导教师和所在单位承担的国家重要

科研课题，为加速信息化建设做贡献。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广

泛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专业文献，其中应有部分外文文献。综

述应阐述清楚相关研究背景、意义、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2）规范性要求：学位论文应反映作者在本学科上已具有坚

实的基础理论并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体现作者初步掌握本研究

方向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论文应包括中英文摘要、引言（或绪论）、正文、结论、

参考文献等内容。论文工作时间 1 年以上，论文字数 3 万字以上。 

（3）质量要求：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在下列四个方面达到

质量要求： 

 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了解国内外

研究动态，对文献资料的评述得当； 

 学位论文具有新的见解，基本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数据

可靠； 

 学位论文反映出作者已掌握软件工程学科，特别是本方向

上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初步掌握学科，特别是本方向上

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技能，具有独立进行科研或工程实



 

 

践的能力； 

 学位论文行文流畅，逻辑性强，表明作者已具备科学写作

的能力。 

2. 本学科学位论文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1）学位论文在通过预答辩以后，需通过知网进行论文查重。

文字重合百分比＜10%的学位论文，视为通过检测，由研究生和导

师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自行修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文

字重合百分比>=10%而<30%的学位论文视为未通过检测，需对论文

进行修改，推迟至下学期及以后方能申请答辩。文字重合百分

比>=30%的学位论文作者给予留校察看一年处分，并推迟一年答

辩，如一年后学校再次检测发现论文仍有抄袭现象者，给予肄业

处理。文字重合百分比不包含有引证关系的部分。 

（2）学位论文全部送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有 1位评审专家

给出“不同意答辩”意见且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即推迟答

辩；“同意修改后提交答辩”的论文必须由导师指导学生认真修

改，并填写《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经导师签字

报学位办审核批准后才能参加正式答辩。 

3. 2021 年毕业生的论文质量分析 

2021 年，本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创新

点比较突出，均较好地达到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要求。 

2021年本专业毕业论文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和答辩中结论

如 3.6.1 所示。 

表 3.6.1 2021 年毕业论文质量情况表 
姓名 论文题目 专业 论文情况 



 

 

石娜 物联网环境中的访问控制方法研究 软件工程 优秀 

宋小玲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文自动摘要生成技术研究 软件工程 合格 

张俊 基于 Redis 实现关系型数据库内存化研究与工程实践 软件工程 合格 

马智勤 基于分布式 ElasticSearch相似度内容比对算法研究与工程实践  软件工程 合格 

杨玉亭 基于 BERT 的方面级短文本情感分类方法研究 软件工程 合格 

林龙 基于迁移学习的单模态语音和多模态语音视觉的情感识别研究 软件工程 合格 

 

（七）质量保证 

1.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本专业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流程如图 3.7.1 所示。主要有课程教

学、学术训练和论文工作三个大环节。学位点在研究生培养的诸

多环节实施了过程监控。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课
程
学
习

文
献
研
读

校
内
实
践

文
献
研
读

课
程
学
习

毕
业
设
计

论
文
开
题

生
产
实
习

毕
业
设
计

论
文
开
题

生
产
实
习

毕
业
设
计

中
期
检
查

生
产
实
习

论
文
评
审

预
答
辩

论
文
撰
写

论
文
答
辩

图 3.7.1 软件工程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流程 

（1） 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实施了从教学计划“审定制”到课程

教学“注册制”、过程监督“巡视制”的全过程监控； 

（2） 学术训练包括文献研读、文献综述和学术交流，三个

环节均有较为详细的要求和考核措施。 

（3）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学位论文工作环节

较多，包括开题、中期检查、论文写作、评阅、预答辩、答辩和

校院两级学位委员会评定。每个环节均有完整文件和制度进行考

核。 



 

 

2.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1）进一步细分压实了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在论文工作中的责任，学位点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

想，明确标准。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把

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要客观公正评价学位论文学术水平，切实承担学

术评价、学风监督责任，杜绝人情干扰。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要对

申请人培养计划执行情况、论文评阅情况、答辩组织及其结果等

进行认真审议，承担学术监督和学位评定责任。 

（2）学位点严格实施了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工作。细化规范了

答辩流程，所有学位论文均严格实行了公开答辩，答辩人员、时

间、地点、程序安排及答辩委员会组成等信息均向社会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妥善安排了旁听。 

（3）建立和完善了学位点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原

始记录收集、整理、归档制度。严格规范培养档案管理，确保涉

及研究生招生录取、课程考试、学术研究、学位论文开题、中期

考核、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学位授予等重要记录的档案留存全

面及时、真实完整。 

3.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人。学位点明晰了研究生导师

的培养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首先导师应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教育引导研究生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导师应在第一学期根据学科或行业领域发展动态和研

究生的学术兴趣、知识结构等特点，制订研究生个性化培养计划。 

（3） 指导研究生潜心读书学习、了解学术前沿、掌握科研

方法、强化实践训练，加强科研诚信引导和学术规范训练，掌握

学生参与学术活动和撰写学位论文情况，增强研究生知识产权意

识和原始创新意识，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4） 综合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考核情况，提出学生

分流退出建议。 

（5） 严格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不安排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

服务无关的事务。 

（6） 关注研究生个体成长和思想状况，与研究生思政工作

和管理人员密切协作，共同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 

4. 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学院制定了《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

工作中期检查工作实施细则》，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进行分流淘

汰。 

论文工作中期检查一般在第四学期期初举行，研究生需参加

口头报告并上交一篇论文工作阶段报告。学位点成立专家组，审

核研究生提交的阶段报告，听取口头报告，综合给出中期检查成

绩。成绩不合格者，限期半个月内写出改进措施；明显表现出科

研能力差，劝其中止学业，发给肄业证书；无故不参加中期检查

的研究生的中期检查成绩记为“不合格”，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劝

其退学”的处理。 



 

 

本年度，本学位点对 2019 级研究生进行了中期检查，6 位研

究生表现良好，均通过了中期检查。 

（八）学风建设 

2021 年，本学科围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学术不端行

为防范及处罚的措施两个方面开展了学风建设。主要开展了如下

工作： 

（1） 新生入学专业教育中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2020 级研究生在入学的第一天，学院召开研究生的开学典礼，学

位点组织了新生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会上，除了介绍学科发展，

研究生培养流程与环节，毕业论文撰写等事项，另一部分重要内

容就是进行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由学院主管研究生培养工

作的副院长为研究生新生讲解《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

若干意见》以及《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规范》，

使得研究生同学对于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有个总体的认识。 

（2） 课程教学中嵌入了“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警示案例”

专题讲座。研究生均需要修“学术规范与学术论文写作”课程。在

这门课程中，我们嵌入了“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警示案例”专题讲

座，专门介绍和分析科研工作中以及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发生的一

些典型案例，使得研究生同学对于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有个具体

的认识。 

（3） 利用校园文化开展潜移默化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

育。2021 年计算机科学协会主办了计算机技能大赛，研究生会组

织了学术年会，研究生工作部和活动组织者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始终注重和维护公平公开诚信精神，研究生在无形当中树立起良



 

 

好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价值观念。  

（4） 利用思想政治课堂开展了启发和渗透教育。在学校以

及学院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或者会议中，一方面对研究生进

行了思想道德的教育，同时我们也注重利用这类课堂的教育内容

和风气，对学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积极的利用正反

面案例和各类学术名人故事开展教育。 

（5） 利用导师开展模范教育。研究生一般和导师接触较多，

人生目标、科研态度更容易受到研究导师的影响。我们注重利用

导师来树立科学道德榜样，在学院注重宣传导师的模范事迹，积

极构建一个诚信而规范的学术环境，自上而下的开展科学道德和

学术规范的学习。 

 2021 年全年，本学位点没有发生学术不端行为。 

（九）就业发展 

1. 2021 年研究生就业统计分析 

2021 年，本学科毕业研究生 6 人，就业率 100%。这 6 人中，

1 人就业于高校单位，占比 16.6%；4 人选择就业于软件产业相关

科技公司，占比 66.6%；国有企业就业 1 人，占比 16.6%。图 3.9.1

为 2021 年本学科研究生就业行业统计图。  



 

 

 
图 3.9.1 2021 年本学科研究生就业统计图 

2. 用人单位的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自 2005 年第一届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研究生毕

业，至今已有 16 届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各行各

业，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有的已经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教授，

有的自己创办了企业，从不同角度为国家和四川的经济建设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学科科研一方面紧紧围绕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宗旨，与四

川省和成都市企事业单位联系较为紧密，致力于用软件技术解决

企业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注重从实际问题挖掘计算机技术、软件

技术的基本问题，积极开展预研，申报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纵向

项目。 

学科 2021 年承担 10 项代表性科研项目。在 SCI、EI 及中文

权威刊物发表科研论文 25 篇，科研经费 92.8 万元。 

4 

1 

1 

软件行业 高校 国有企业 



 

 

1.  科研成果 

论文：2021 年，共发表学术论文 25 篇。其中 SCI 论文 15 篇，EI

会议论文 3 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4 篇。图 4.1.1 为 2020 年科研成果

统计图。 

 
图 4.1.1  2021 年软件工程学科科研论文统计 

2021 年，本学科代表性的科研论文参见下表 4.1.1： 

表 4.1.1 软件工程学科发表科研论文（2021）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作

者

类

型 

刊物名称 

出

版

时

间 

期刊收

录情况 

1 
A Compact Soft Ordinal Regression 

Network for Age Estimation 

臧航行(学),

苏菡

[20040005] 

通

讯

作

者 

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MC) 

202

1-1

0-1

7,1,

1 

EI收录 (

非会

议） ,C

PCI

（ISTP）

15 
3 

4 

3 

SCI检索 EI会议 中文核心 其它 



 

 

收录 

2 

A Blockchain-based Shamir’s Threshold 

Cryptography for Data Protection in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of Smart 

City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ACM MobiCom Worksho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for 

Smart Cities with 6G 

(6G-ABS &#39;21) 

202

1-1

2-1

0,4,

16 

其它 

3 
A Blockchain-Empowered AAA Scheme 

in the Large-Scale HetNet 

石娜(学),谭

良

[19940043] 

通

讯

作

者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4 

Efficient and Privacy-Preserving 

Medical Research Support Platform 

Against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IEEE Consumer Electronics 

Magazine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5 

A Blockchain-Empowered Access 

Control Framework for Smart Devices in 

Green Internet of Things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Technology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6 

Deep Learning-Based Traffic Safety 

Solution for a Mixture of Autonomous 

and Manual Vehicles in a 5G-Enabled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2

1-1

2-1

SCI/SS

CI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者 0,4,

16 

7 

Blockchain-Enhanced Data Sharing 

with Traceable and Direct Revocation in 

IIoT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8 

A Blockchain-empowered 

Crowdsourcing System for 5G-enabled 

Smart Cities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Computer Standards &amp; 

Interface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9 

Deep-Learning-Empowered Breast 

Cancer Auxiliary Diagnosis for 5GB 

Remote E-Health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0 

Toward real-time and efficient 

cardiovascular monitoring for COVID-19 

patients by 5G-enabled wearable 

medical devices: a deep learning 

approach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1 

Secur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Deep 

Learning-based Threat Detection in the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2

1-1

SCI/SS

CI 



 

 

IIoT 作

者 

2-1

0,4,

16 

1

2 

Secure and Resili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a HoneyNet 

Approach for Threat Detection and 

Situational Awareness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IEEE Consumer Electronics 

Magazine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3 

RON-enhanced blockchain propagation 

mechanism for edge-enabled smart 

cities 

黄俊杰(学),

谭良

[19940043] 

通

讯

作

者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pplication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4 

Towards Secure and 

Privacy-Preserving Data Sharing for 

COVID-19 Medical Records: A 

Blockchain-Empowered Approach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Network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5 

Newton-Interpolation-based zk-SNARK 

for Artificial Internet of Things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Ad Hoc Networks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Speech Emotion Recognition Enhanced 谭良 第 IEEE Transactions on 202 SCI/SS



 

 

6 Traffic Efficiency Solu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in a 5G-Enabled 

Space-Air-Ground Integrate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19940043] 一

作

者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1-1

2-1

0,4,

16 

CI 

1

7 

A Blockchain-based Shamir’s Threshold 

Cryptography Scheme for Data 

Protection in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Settings 

谭良

[19940043] 

第

一

作

者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202

1-1

2-1

0,4,

16 

SCI/SS

CI 

1

8 
基于深度可分离卷积的人脸表情识别 

李春虹(学),

卢宇

[20110069] 

通

讯

作

者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2

1-0

5-0

1,5,

42 

CSCD

收录 

1

9 

一种均衡分配的修复校验节点的

Piggybacks 捎带设计 

周悦(学),李

贵洋

[20010056],

韩鸿宇,李慧

(学),胡金平

(学) 

通

讯

作

者 

电子学报 

202

1-0

4-0

2,4,

49 

CSCD

收录 

2

0 

A BERT-based Interactive Attention 

Network for aspect Sentiment Analysis 

杨玉婷(学),

冯林

[19960046],

代磊超(学) 

通

讯

作

者 

Journal of Computers 

202

1-0

2-2

8,2,

EI 收录

(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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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基于深度网络的快速少样本学习算法 

代磊超(学),

冯林

[19960046],

尚兴林(学),

苏菡 

通

讯

作

者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202

1-1

0-3

1,1

0,3

4 

EI收录 (

非会

议 ),CS

CD收录 

2

2 

An Efficient Ciphertext-Policy Weighted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for the 

Internet of Health Things 

李航(学),冯

朝胜

[20060067] 

通

讯

作

者 

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202

1-0

4-2

7,4,

27 

SCI/SS

CI 

2

3 

融入时序和速度信息的自适应更新目标

跟踪 

尹宽(学),李

均利

[20120006],

胡凯(学),李

丽(学) 

通

讯

作

者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202

1-0

4-1

5,4,

26 

CSCD

收录 

2

4 

Data tampering attacks diagnosis in 

dynamic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黄达文

[20200061] 

第

一

作

者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202

1-0

3-0

7,1

72 

SCI/SS

CI 

2

5 

Channel Pruning via Multi-Criteria 

based on Weight Dependency 

郭荣佐

[20100017] 

第

一

2021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202

1-0

CPCI

（ISTP）



 

 

作

者 

Networks (IJCNN)   

DOI:10.1109/IJCNN52387.2

021.9534068 

7-2

2,2

021 

收录 

 

2.  承担的项目 

本学科 2021 年共新增项目 4 项，项目总经费 18 万元，其中

横向课题经费 10 万元。 

图 4.1.2 2021 年软件工程学科科研项目分类统计 

表 4.1.2 软件工程学科新增项目一览（2021） 

项目来源 
项目

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

人 

立项时间 

项目合同

总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产学

研项目          

横向

项目 
202101151009 

教育部产学园课程资源

开发 
杨军         2021.08.26 5 

四川中颐建

筑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 

横向 2021YFG0012 
基于5G的智慧宅域网接

入系统研发 
严清 2021.04.01 10 

四川省科技

厅苗子工程

项目 

纵向 ZX20210108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大熊

猫行为理解 
苏菡 2021.06.01 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奖励 

校级

项目 
J62006165 

夜视技术中长时多目标

视频显著性检测方法研

究（间接经费） 

慕楠 2021.01.01 6 

（二）支撑平台 

1. 精品课程和教学科研团队 

精品课程：承担 3 项精品课程，其中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项，校级精品课 2 项，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软件工程学科精品课程一览 
精品课程名称 级别 负责人/成员 获批年度 

计算机学科教学法 教师教育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谭良、廖雪花、李贵洋 2014 

算法设计与分析 校级 冯林 2012 

现代软件工程 校级 廖雪花、谭良、夏羽、李巍 2015 

教学科研团队：省级教学团队 1 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如

表 4.2.2 所示： 

表 4.2.2  软件工程学科教学科研团队一览 

教学科研团队名称 级别 负责人/成员 获批年度 

软件开发实践课程教学团队 省级 黎明、廖雪花、苏菡、谭良 2010 

现代服务业智能信息处理科研创新团队 校级 李晓宁、冯林、黎明、廖雪花 2013 

2. 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 2021 年可依托的科研实验室 2 个，其中省级重点实

验室 1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 软件工程学科科研实验室一览 

实验室名称 级别 批准部门 获批年度 

计算机软件省级重点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教育厅 2001 

教育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省教育厅 2015 

3.  其他支撑条件 

学科图书资料室书籍期刊现已有学校图书馆统一管理，内藏

中文藏书 210748 册、外文藏书 5906 册、订阅国内专业期刊 8019

种、订阅国外专业 272 种、中文数据库 57 个、外文数据库 35 个、

电子期刊读物 179 种。 

学校订购有学科相关数据库 11 个，见表 4.2.4。 
表 4.2.4  软件工程学科相关数据库 

名称 类型 学科 类别 语种 



 

 

IEEE 计算机学会数据库 期刊 电子/通信/计算机 正式 外文   

中国光学期刊网 期刊 电子/通信/计算机 开放获取 中文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 综合 正式 中文  

超星数字图书馆 图书 综合 正式 中文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学位论文  综合 正式 外文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期刊 综合 正式 中文 

Springer 电子期刊及电子图书 期刊 综合 正式 外文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 综合 正式 外文 

Springer 电子书 图书 综合 正式 外文 

软件通-计算机技能视频学习系统 多媒体 综合 正式 中文 

中国知网（CNKI） 期刊 综合 正式 中文  

（三）奖助体系 

1. 奖助体系制度建设 

学校设置了较为完善的、覆盖面较广的研究生奖助体系，颁

布了《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办法》，从制度层面确

保了研究生奖学金的覆盖率达到 95%以上。2020 年，学院修订了

了《计算机科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细则》，从程序上保证奖

学金的评审更加公正、公平、公开。表 4.3.1 为 2020 年本学科奖

学金构成表。  

（1）学校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由校长任组长，主管副校长任常务副组长、研究生院（研究生工

作部）、科研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计划财务处、纪委（监察

处）、审计处、校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代表、研究

生代表为成员。负责制定研究生奖助学金名额的分配方案，统筹、

协调、监督评审工作，并裁决有关事项。 

（2）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院党委书记



 

 

担任主任委员，院长和主管院长、导师代表、行政管理人员、学

生代表任委员。委员会负责制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名额在学

科专业间的分配，组织申报、初评答辩、公示答疑、资料上报和

受理申诉等事宜。 

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细则量化候选人学习、科研、社会

活动成绩，确定获奖候选人及其获奖等次。两阶段公示。名单拟

定后，院内公示 4 日再提交学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然后再

公示 3 日确定获奖名单。力图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2. 奖助水平和覆盖面 

表 4.3.1  2021 年软件工程专业奖学金构成表 
类别  等次 总资助比例 各等次比例 资助标准 

国家奖学金 不分 1 人 不分 20000/年 

学业奖学金 

一等 

占硕士生总数的 40% 

20% 10000/年 

二等 30% 8000/年 

三等 50% 6000/年 

校长奖学金 不分 研究生总数的 15% 不分 免学费 

励志奖学金 

一等 

研究生总数的 40% 

50% 5000/年 

二等 50% 3000/年 

研究生奖学金设立有四类项目：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和励志奖学金，各类奖学金的类别、获奖人数，奖励

标准如表 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全校层面研究生奖学金覆盖

率已达到 95%以上。 

研究生助学金设立有三类项目：国家助学金、“三助”实践助



 

 

学金、社会资助。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

究生每年均获得 6000 元的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可根据自己发展的

需要在不同学期申请学校和学院提供的助教、助研、助管和本科

生辅导员岗位，岗位每月提供不少于 600 元的生活补助。计算机

技术领域研究生很受学校各学院和职能部门欢迎，多在这些部门

从事实验室管理、信息技术支持工作。社会资助是由社会资金设

立的研究生资助项目，具体资助比例和标准由出资人和学校共同

商定。 

此外，对于确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按时缴纳学费的研究生，

学校允许其通过“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手续，并通过办理助学贷

款、发放困难补助等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同学不

因家庭经济困难影响学业。 

3.  本学科硕士生获奖情况 

2021 年，本学科研究生全部均为全日制脱产研究生，每人均

获得国家每年 6000 元的助学金；奖学金获奖人数统计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  2021 年学科研究生奖学金获得统计表 
年度 奖、助、贷名称 资助水平 覆盖率 

 

 

 

2021 

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 1/42 

学业奖学金（一等） 10000 元 1/42 

学业奖学金（二等） 8000 元 5/42 

学业奖学金（三等） 6000 元 7/42 

校长奖学金 8000 元 6/42 

励志奖学金（一等） 5000 元 9/42 

励志奖学金（二等） 3000 元 8/42 



 

 

（四）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配有一支比较精干的专职管理队伍，由 5 人组

成，分工如下： 

（1）学生工作负责人：易禾。 

（2）研究生辅导员：黎静。 

（3）研究生教学负责人：李晓宁 

（4）研究生秘书：梁智杰 

（5）学位点负责人：谭良 

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学位授权点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实行“立德树人，

以人为本”的育人方针，在把培养、管理研究生的权利权力落实

到导师的同时，制定了一些制度，采取了一些措施，将研究生权

益保护工作贯穿研究生科研、生活全过程。 

（1）在学院研究生会成立权益管理团队。在学院研究生会组

建权益管理团队，由研究生会主席团、生活权益部及各部门联络

员共同组成。团队由院党委领导，院研究生会生活权益部具体负

责。旨在全心全意为研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活、学习、

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充分发挥好学校与广大研究生之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合理有序地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助推研究

生成长成才。 

（2）制定了《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草案》。结合学院实际，

学院研究制定了《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草案》，《草案》分为“总

则”“权益管理机制”等五项内容，高度重视研究生维权工作，



 

 

将具体事务落到实处、责任到人。 

（3）积极酝酿，拟成立教师伦理委员会。学位点明确导师不

得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包括不得布置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的

任务。而至于如何界定“是否有关”，需要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判

定。规定当学生质疑导师布置给自己的任务属于导师的私活，而

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时，有权向教师伦理委员会进行举报、投诉，

教师伦理委员会要受理学生的举报、投诉，并进行独立的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 

3.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分析 

学位点面向 2019、2020 和 2021 三个年级研究生，开展了研

究生管理和服务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分析。设计了 16 个问题，调查

研究生对课程设置、教师教学、学术讲座、奖助评审、学生管理

等工作的看法。 

（1） 研究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满意占比 46.15%，很满意

占比 38.46%，一般占比 15.38% 

（2） 研究生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满意度：满意占比 61.54%，

很满意占比 38.46%。 

（3） 研究生对学术讲座的满意度：满意占比 46.15%，很满

意占比 38.46%，一般占比 15.38% 

（4） 研究生对学院奖助评审的满意度：满意占比 53.85%，

很满意占比 23.08%，一般占比 23.08% 

（5） 研究生对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满意度：满意占比

46.15%，很满意占比 38.46%，一般占比 15.38% 

总的来说，研究生对本学位点的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的管理



 

 

满意度较高，在 85%左右水平。 

五、学位点服务贡献典型案例 

案例一：创新运用前沿技术，保护国宝大熊猫 

熊猫是我国国宝，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目前，

我国已开展了四次野外大熊猫科学调查，基本摸清了野生大熊猫

种群数量，但我国野生大熊猫因其独居深山及活动地域广阔而难

以被跟踪监测，其种群结构依然没有厘清。 

学科苏菡教授课题组长期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

2017 年，苏菡教授会同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组建联合课题组，秉持“科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建设”

的理念，将机器学习技术用于跟踪监测熊猫的种群密度、年龄组

成、性别比例、出生率和死亡率等。 

两年来课题组采集了 12 万张图像、上万个视频片段，并对

近万张大熊猫图片完成了标记、分割和注释，构建了目前最大的

熊猫图像数据库。课题组提出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个体识别方

法， 

验证了基于图像进行大熊猫个体识别的可行性，提出了基于

反残差神经网络的年龄段分类方法，证明了基于图像进行大熊猫

年龄、性别的判别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正逐步应用于我国野外大熊猫种群的调查

和分析。苏菡老师课题组构建的基于视频图像和深度学习技术的

野外大熊猫种群跟踪检测技术，改变了野外大熊猫种群的传统调

研方式，对野生动物保护及生态保护更具深远意义。 

案例二：聚焦人力资源管理，促进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事代理与劳务派遣服务是目前我国最广泛的劳务服务形式

之一，因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用工单位、各地的社保医保等征收

部门、公积金征管中心、个税征收部门、银行等，劳务派遣与人

事代理服务机构面临非常复杂的数据计算与处理任务。因此，联

动彼此关联的数据信息，实时精确计算各类上报数据，提高业务

数据管理的智能化，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尤其是劳务派遣代

理机构备受关注的技术应用和迫切需求。 

“基于接力计算的通用人事代理与劳务派遣信息服务系统”

由计算机科学学院廖雪花副教授主要负责研发，并服务于劳务派

遣与人事代理服务企事业单位或公司，集薪资以及多次薪资、社

保缴交、公积金缴交、个税、个税专项扣除与年内累计个税扣减

等的精确联动计算以及数据的传送、上报与展示的综合一体化信

息管理平台。项目获得授权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12 项。

项目技术和成果从 2006 年开始应用，截至 2019 年，已获得经济

效益近千万元，应用单位反馈良好，培养本科生 20 名，研究生

10 名，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9 年，该项目被

评为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  国家级项目偏少、科研成果直接转化几乎为 0。 

2.  高质量论文、三大检索论文的篇数偏少； 

3.  本专业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偏少； 

4.  科研的结构不合理，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较少，缺乏省

部级科研奖励； 



 

 

5.  出版教材著作偏少、名教材缺乏； 

6.  研究生教育尚未形成规模。 

（二） 改进的措施 

本学科存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才问题。只要解决好教师人

才培养问题和研究生培养问题，上述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为此，

学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措施解决上述两个核心问题。 

1.  在教师人才培养问题方面，坚持“外引内培”，有计划地

完成人才队伍建设目标。 

具体措施为： 

（1） 利用地域优势，在周边高校引进 40 岁左右，具有博士

学位，教授职称的双高人才； 

（2） 在川大、电子科大和西南交大引进有潜力的 30 多岁的

副教授； 

（3） 在计算机类研究院所引进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高级工程

师和研究员； 

（4） 选送部分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到指定的科研院所进修，进

一步充实我院四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力量； 

（5） 对有项目多、科研贡献大的教师给予场地、设备、人员

配备上的倾斜，以帮助其更快更好地处更多的成果； 

（6） 继续鼓励本院教师参加国际国内会议，鼓励教师攻读更

高级别的学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2.  在研究生培养上，继续推进研究生培养计划、课程设置的

调整和培养体系的建设，制定措施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提高研究生就业质量。 

拟采取的措施有： 

（1） 对本院三年级学生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鼓励本科生

报考我院研究生。 

（2） 到成都大学、四川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宜宾学院、乐

山师院、内江师院、四川理工学院等周边高校通过学术交流等形

式开展招生宣传。 

（3） 针对周边高校对调剂的计算机类研究生均给公费指标

的现实状况，积极到学校研究生处争取更多的研究生公费名额，

以达到同周边高校公平竞争环境。 

（4） 在 2~3 家计算机类大型企业中建立计算机硕士人才实

践培养基地；在成都区重点以上中学和小学各建立 2~3 个教育技

术硕士实践人才培养基地。 

（5） 强化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指导工作，如建立 Seminar

制度，学术报告制度。 

（6） 延请 IT 企业高级人才到学校给计算机类研究生授课，

中小学高级教师为信息技术教师授课，加强研究生对就业岗位和

就业技能的认知和理解。 

3.  建立研究生导师淘汰机制，劝离指导研究生不认真、长期

不从事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研究生指导教师。 

拟采取的措施有： 

（1） 完善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研究生



 

 

导师评价考核办法。实行研究生导师定期述职制度，对导师的业

务水平、科研情况以及培养研究生的情况等定期进行考核，以促

进和推动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2） 强化奖惩机制。通过检查、考核和评估，对认真履行导

师职责、成绩显著的导师，在评定校、省、国家级优秀教学奖、

先进工作者等各类奖励活动中，予以优先推荐。对获各级优秀教

学成果奖或所指导的研究生获得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等奖励的导

师，在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并给予

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主持国家重大在研项目、并且研究

生培养质量高的名师，可实行跨学科按需招生。对于不能履行导

师职责、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果的导师，停止其招收研究生，

并根据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3） 建立研究生导师年报制度，对导师的科研课题、经费、

成果等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并予以公布。  

（4） 充分发挥研究生在导师队伍建设中的参与作用，导师的

评聘、考核等应广泛听取研究生的意见。学校在研究生教学、培

养、师德师风建设等工作中应建立研究生反映情况的畅通渠道和

意见反馈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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