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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建设成效

1.1 获批文件

（1）2009 年获批国家质量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2012 年“计算机技术与应用”获批青海省高等学校“十二五”省级重

点实验室；

（3）2012 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获批青海省高等学校“十二五”省级特

色专业；

（4）2012 年“信息技术与应用”获批青海省高等学校“十二五”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

（5）2013 年获批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6）2019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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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届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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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培养方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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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修订，培养方案主要变化如下：

（1）实践比例加大，强化 3+1 培养模式

在 2007 年的集中实践中主要包括实训实践、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社

会实践活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毕业设计，而 2014 年修订后集中实践

中主要包括金工实习、程序设计案例实训、Java 程序设计实训、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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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实践、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大大增加了专业实践的力度和

强度，尤其加强了与企业的协同育人合作。

2019 版培养方案进一步明晰了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以教育部工程教育

认证所提的 OBE 教学理念为依托，以工程知识为基础、提升问题分析能力

和设计/开发解决方案为手段，最终以培养立足青海、面向全国的计算机应

用型人才为目标来进行了设计和修正。继续重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教学学分提升到了 64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为 40%；与此同时，对课程

体系设置、选修课程前后关系、专业特色方向选择等多方面进行了改进和

提升。

（2）四年制本科学分，由量到质的提升

在 2007 年培养方案中培养总学分 179，总学时 2864。其中公共基础课

程 79学分，专业基础课程 30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44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5 学分；全校任选课程 6 学分；实践环节 29学分。

在 2014 年修订后总学分增加至 182 学分，总学时 2912 学时。其中：

公共基础课 43学分（含素质类公共选修课 9学分）；学科平台课 26学分；

专业基础课 58学分；专业课 26学分（其中必修 12学分）；集中进行的实

践性教学环节 29学分。

而 2019 年培养方案修订时，根据青海大学学分制要求，学生本科四年

所修学分不得超过 160 分。据此，在满足国家标准和教育部本科工程教育

认证要求的同时，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学分学时进行了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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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在保证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完备的基础上，设置

专业课程群方向，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在专业方向选择方面做了优

化调整。

在 2019 版培养方案中，总学分 160，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26学分（物

理类+数学类（其中高等数学Ⅰ8 学分，160 学时）+离散数学+数字电路），

占总学分比例为 16%；实践教学学分 64，占总学分比例为 40%；选修课学分

35，占总学分比例为 21.9%；总学时 2772，其中：实践教学学时 1024，占

总学时比例为 36.9%；选修课学时 560，占总学时比例为 20.2%。

1.4 CCF进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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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T昆仑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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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华携手 Google 助力西部教育项目

2013 年 12 月 16 日，“西部计算机教育提升计划”签字启动仪式，清华大学陈旭书

记、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Google 副总裁杨文洛、西部五校（青海大学、云南

大学、贵州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校领导及计算机学院负责人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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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外交流

2008 年青海省高等院校计算机教育研讨会

2008 年 9 月 青海省计算机教育研讨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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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12 日，青海大学举办计算机学科建设研讨会，国内诸多知名高校和企

业专家、教授参加会议

2015 年 7 月 20 日，我系承办 MOOC 与西部教育专题研讨会，清华大学张钹院士、清

华大学原副校长袁驷教授、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陆昉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晓明教授

等出席会议



62

2015 年 8 月 7 日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莅临我系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2016 年 7 月 16 日，我系承办“大学计算机课程群 MOOC/SPOC 教学改革第五届研讨

会”，青海大学副校长赵之重、教育部高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指委主任李廉、副主任王

移芝、副主任李凤霞、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办公室主任张龙、国内各高校计算机学院

领导、教授、博士等近百人出席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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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2 日，中组部督查调研组任晓宁处长、张汉威主任，省委组织部王忠

义处长、省教育工委何伟处长，在校党委俞书记、梁书记等领导的陪同下到我系检查指

导党建工作。

2016 年 12 月 8 日，省委组织部第五考评组组长、海南州委组织部刘思鸿副部长，

省委教育工委庞晓玲副书记，省委组织部干部王腾飞、张建涛，青海民族大学组织部部

长蔡成杰，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办公室主任宋辉一行人，在校党委梁留元副书记和校组织

部马青老师的陪同下到我系检查指导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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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邀请 CCF 专家、省内高校专家参与我系十三五发展规划论证

2016 年 7 月 16 日 MOOC 联盟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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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院系发展论坛

2016 年 7 月 时任 Google 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周平先生走进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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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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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成立三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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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清华——青大手牵手”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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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青海-清华共建院系研究生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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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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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及课程建设成效

2.1 教学成果奖

（1）2018 年 5 月，“借助东部优势资源对口支援西部的“清青”专业共建

模式探索与实践”获青海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2016 年 5 月，“基于慕课的学校间课程共享与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获教育部在线中心优秀项目奖；

（3）2018 年 12 月，“借助院系对口支援优势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

与探索”获青海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2013 年 10 月，“面向应用的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探索与实践”

获青海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2018 年 12 月，“数据结构与算法融合 MOOC+SPOC+翻转课堂混合式教

学探索与实践”获青海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6）2022 年 08 月，“西部地区超算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系统能力体系建

设的探索与实践”获青海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7）2013 年 10 月，“电子作业相似度检测系统的研究与实现”获青海大

学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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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才计划

（1）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5人：陈文光、王晓英、陶品、张磊、

谢永；

（2）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曹腾飞、杨保国、张玉安、黄

建强、王晓英、朱宇、孟乔、张成坤；

（3）青海省昆仑英才·教学名师：刘晓静；

（4）昆仑学者：史元春；

（5）三江源学者：武永卫、温江涛；

（6）自然科学与工程带头人 1人：王晓英；

（7）青海省骨干教师 3人：魏绍蓉、刘晓静、张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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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团队

（1）2009 年获批青海省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2）2015 年获批青海省高等学校教研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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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徐明伟教授指导网络实验课许斌教授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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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师获批科研项目

2.5 教师获批教研项目

序号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获批年份 负责人

1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精品课程《程序设计基础(C)》 2011 王晓青

2 青海省教育厅 作业相似度检测工具的实现与应用 2012 王晓英

3

全国高等院校数据

结构计算机基础教

育研究会

数据结构与算法教学和考试综合改革 2014 刘晓静

4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

究中心

基于 SPOC 平台的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混合式

教学模式改革
2016 刘晓静

5 青海省“十三五” 西部多民族地区高校的“课程思政”的内在价 2018 谢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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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6
青海省“十四五”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西部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类课程思政建设研

究与探索
2022 曹腾飞

7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

机教育研究会课题

《网络攻防实验技术》中融合思政教学的案例

设计与课程改革
2022 曹腾飞

2.6 教师获奖

（1）青海省科学成果奖青年科技奖；

（2）宝钢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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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海省小岛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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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海省优秀教师；

（5）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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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二届青海省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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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首届青海省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

（8）青海省教学竞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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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青海大学线上教学优秀教师；

（10）青海大学线上教学经验作品与优秀案例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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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海大学教学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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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OOC学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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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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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教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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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培养成效

3.1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1）2014 年，胡媛获第九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2）2018 年，潘庆一获第 11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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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SC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获奖

（1）2017 年，潘庆一等获 ASC 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获全球二等奖；

（2）2018 年，崔鹏等获 ASC 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获全球一等奖、二等奖；

（3）2019 年，凌龙等获 ASC 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获全球二等奖。

（4）2021 年，郭渝洛等获 ASC 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获全球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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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CM、CCSP、蓝桥杯、天梯赛获奖

（1）算法训练营；

（2）2019 年 10 月，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银奖；

（3）2019 年 6 月，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南昌邀请赛铜奖；

（4）2019 年 5 月，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西安邀请赛铜奖；

（5）2018 年 6 月，ACM 四川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银奖；

（6）2019 年 6 月，ACM 四川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铜奖；

（7）2020 年 6 月，ACM 西北赛区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金奖、银奖、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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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1 年 12 月，CCF 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CCSP），获

西北赛区 2 铜的优异成绩；

（9）2020 年 10 月，CCF 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CCSP），李

博宇获全国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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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8 年 10 月，CCF 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CCSP），获

1 银 4铜、院校排名 29名的优异成绩；

（11）2019 年 5 月，CCF 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CCSP），获 4

银 1 铜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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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1 年 5月，王帅斌、魏昊分别获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获全国二

等奖和三等奖；

（13）2018 年 4月，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获青海省高校特等奖，全国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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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0 年 8月，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大赛获全国三等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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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2 年 5月，王帅斌获蓝桥杯青海赛区一等奖、吴越超、段伟圣分

别获得二等奖；

（15）2018 年 4月，夏子勋、陈沿锦获蓝桥杯青海赛区一等奖，凌龙获蓝

桥杯青海赛区三等奖；

（16）2015 年、2017 年，获蓝桥杯全国优秀组织奖、青海省优秀组织奖；



207



208

（17）2013 年，张纯新获蓝桥杯全国三等奖；



209

、

（18）2012 年，刘玉利获蓝桥杯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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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

（1）2013 年，胡媛、李巧巧、邓永捷获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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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 年，杜正君、杨宏、马新获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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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缪一铭获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4）2017 年，潘庆一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青海省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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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 年，李凯获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

等奖；

（6）2014 年，吴利等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公益创业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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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6 年，陈玉玲等、洪世腾等分别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公益创业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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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8 年，贺强等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公益创业赛青海省

三等奖。

3.5 数学建模竞赛获奖

（1）2015 年，李云豪等获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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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潘庆一等、崔鹏等分别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一

等奖和二秀奖；贺强等、黎育权等、孙耀耀等均获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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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黎育权等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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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 年，凌龙等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6）2021 年，梁佑淋等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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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培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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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清华携手 Google助力西部教育创新项目及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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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其他获奖

（1）2021 年，甘双齐获“外教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

赛青海赛区本科组特等奖，余瑾薇同学获 2021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

奖，青海省高校大学生英语技能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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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杨珍等分别获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微信小程序开发赛全国三

等奖；



233

（3）2019 年，秦菊羚等分别获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微信小程序开发赛全国

二等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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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边浩东等获全国高校大数据能力提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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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谢南茜等获第四届青海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6）2017 年，杨雪娇等获第一届国产 CPU 并行应用挑战赛最具商业潜力奖；

（7）2017 年，潘庆一、候聪颖获 Android 全国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新挑战

赛决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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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6 年，王佳铭、田鹏华获全国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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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5 年，崔鹏等获全国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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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3 年，刘玉利获“第四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团

体一等奖；

（11）2013 年，回西宁等获“TiC100 智慧城市创新经营模式竞赛”三等奖；

（12）2012 年，刘玉利获 Android 应用开发团体赛组全国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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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科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Yuquan Li,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256-022-00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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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hao Yang, Xiaolan Zhu, Lei Zhang, Lu Wang, Xiaoying Wang. Classification and
Prediction of Tibetan Medical Syndrome Based on the Improved BP Neural Network, IEEE
Access, 2020, 8(1):31114-31125. (SCI期刊，影响因子 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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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yi Pan, Xiaoying Wang*. Independent travel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simulated annealing for professional tourist. Applied
Intelligence, 2018, 48(6): 1565-1581. (SCI源刊，WOS入藏号：000432307700010, 影响因

子 1.904， EI检索号：2017350409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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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新闻报道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4. 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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