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工程专业 

（学科代码：085212授予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专业是面向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对软件工程技术人

才需要，培养掌握软件工程专业理论基础，能够独立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并胜任相关实务工作

的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在研究方向上着重软件开发技术、嵌

入式软件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发挥学院

和企业教师的优势，加强学生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基本训练，同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保持

知识体系的前沿性和前瞻性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内容： 

1、软件开发技术：注重软件基础理论、软件研发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软件项目管理能力的

培养，培养软件企业急需的高级项目管理和技术开发人才，包括：软件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师、高

级软件开发工程师、高级软件质量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和测试经理等。 

2、嵌入式软件技术：培养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技术和开发流程，熟悉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平

台与工具，培养具有较强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和应用开发的能力，能够从事嵌入式系统软件与应用软

件的设计、开发、测试、维护及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工程型应用人才。 

3、信息管理技术：培养信息管理方向的专门人才，学生应掌握数据库管理和优化技术，熟悉

数据管理生命周期中各阶段所用到的理论知识，学会如何将各种复杂信息系统中的数据集成、转化

为企业运营管理所需要的信息，了解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掌握运用实际的工

具来解决商务智能中的实际问题。 

二、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较为精深而系统的软件工程专业知识、能够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研究，具有良好

软件设计与实现能力，良好软件项目管理能力，具有良好沟通与协作能力，良好的合作精神与创新

精神。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级创新型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计算机软件工程领域的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项目管理、教学等工作。本学科硕士学位的获得者应该到达如下基本要求：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严谨的治学态度。 

2、在本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3、能够比较熟练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具有较好的听说和写作能力，并能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培养方式 

硕士生的培养方式为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制订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组织开题报告、指

导工程实践和学位论文等。课程学习和工程实践并重，理论学习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专业学位研究

生必须到软件企业实习 1 年。借鉴校企合作的培养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借鉴国外先进

的教学理念与国际接轨的培养方式，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能力。 

 理论学习：采用“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组合方式，以软件工程专业领域为主干，以

热门应用领域为分支，确保主干方向上的培养向本领域纵深发展，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

要求在申请答辩之前修满所要求的学分。 

 工程实践：校企合作的培养方式，以企业公司实验基地，企业与学校双导师制，实施一体

化培养方案。 

 国外教育：携手国外著名大学，营造国际化学习环境，增强外语交流与国际竞争能力，打

造国际化软件人才。 

2、学习年限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在学期间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一般不超过

1 年，其从事软件工程实践的时间不得少于 1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本专业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在申请答辩之前修满所要求的学分。 

1、国内学生学分设置 

课程设置分公共课程、基础理论课、专业技术课、专业选修课和必修环节。硕士研究生在校期

间，最低应修满 40 学分。 

1)、课程学分要求： 

公共课程 7 学分，基础理论课 10 学分，专业技术课 6 学分，专业选修课 5 学分，必修环节 8

学分，实践环节 4 学分。 

2)、选修课程要求：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范围： 



学科竞赛：指学生参加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专业学术团体，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

主办全国性学科竞赛并获得相关奖项。 

科学研究：指学生录用了 An5 及以上期刊的论文或在校期间获得软件著作权（学生为第一作者

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 

发明创造：指发明专利，需有发明专利的受理通知书，学生为第一完成人或导师为第一完成人、

学生为第二完成人。 

创业竞赛：指学生参加各类创业大赛并获国家级以上奖项。 

自主创业：指学生在校或休学期间自主创建公司，完成公司登记注册并开发或运营软件相关的

产品或服务。 

2、申请法国交流项目的学生必须选修法语课程。 

此外，根据导师研究方向选修部分课程，这部分课程学分不计入上述 40 学分之内。课程学习

一般应在 1 学年时间内完成。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1。 

2、国际留学生学分设置 

课程设置分公共课程、专业技术课和必修环节。国际留学生在校期间，最低应修满 34 学分。 

课程学分要求：公共课程 10 学分，专业技术课 12 学分，必修环节 8 学分，实践环节 4 学分。 

    课程学习一般应在 1 学年时间内完成。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2。 

五、科学研究与实践 

在学期间，采用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联合指导的双导师制。除积极参加课程学习，完成课程要

求的课程设计以外，还应参与企业实际软件工程项目的策划、分析、设计、测试等工作。参与企业

实际软件工程项目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实践能力训练、是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

主要途径，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具体要求： 

1．至少去企业实习 1 年，参与企业实际软件工程项目的策划、分析、设计、实现、测试等多个

环节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的工作。 

2．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学术前沿讲座等学术活动。 

3．鼓励学生通过多种途径与资助形式到境外大学进修学习或助理研究，进修内容应与学生本人

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专业水平和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表明作者具有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专业的理论或实际工作。学位论文在导师指

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硕士生从事软件工程实践和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 1 年。学位论文

阶段的各环节包括： 

1、论文工作计划及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要密切结合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论文选

题应直接来源于企业的实际软件工程项目开发和管理工作，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实用价值，同时

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选题须经导师审核同意。论文选题工作需要研究生在学完课程后进入企业

实习半年左右完成，即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末（6 月底以前）开始，在第三学期末（12 月底

以前）完成。 

2、开题报告 

确定论文选题后应形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一般应包括： 

（1）项目来源和类型、项目的应用价值：描述项目的来源、意义和应用价值。 

（2）论文需解决的问题和拟达到的目标：描述论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及整个项目要达到

的目标。  

（3）国内外同类产品的研发现状：对国内外近年来的有关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和总结。开题时

应至少查阅并精读 30 篇以上与选题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或学位论文，其中英文论文不少于一半。 

（4）问题解决方案：阐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关键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等。 

（5）研究工作基础：说明已经具备的研究条件、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其可能的

解决办法和措施，说明本人已经为论文做过哪些准备工作。 

（6）论文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安排。 

开题报告采用公开答辩方式，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完成，需由导师在内的不少于 3 名及

以上的高级职称教师或硕士指导教师组成考核小组。开题时，对研究生选题的技术难点和工作量进

行讨论，指出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帮助研究生调整论文内容，同时对其综合能力做出评价，做出

是否通过开题报告的评审意见。通过开题报告，继续完成论文研究工作；不通过开题报告，应推迟

1 个月，对开题报告做出修改后重新申请开题，其学位论文答辩与毕业时间做出相应推迟。开题报

告的程序按研究生院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开题通过后满 0.5 年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3、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由指导教师负责，研究生积极配合指导教师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论文工作进展汇报或研

讨工作。导师考核主要内容包括：论文工作和开题报告内容是否相符，是否按开题报告中的进度进

行，若有较大差异，需说明原因；已完成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内容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解决办法；下一步工作计划； 

4．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工程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是培养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本专业为

侧重于工程的硕士学位论文，应该解决实际需要的关键问题并达到学院学位分委会规定的工作量。 

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的见解，对于工程实践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

度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

论文撰写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必须按照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按照北京交通大学

和学院的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硕士生一般要用 1 年的时间完成软件工程实践和学位论文。学位论文要表明研究生较好的掌握

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完成学位论文后

经导师同意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5、学位论文答辩环节和要求 

（1）在申请论文答辩之前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经导师同意方可进行论

文答辩 

（2）学位论文应有 2 位高级职称教师、硕士指导教师、或企业教师匿名评阅。 

（3）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高级职称教师、硕士指导教师或企业教师组成。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6 月份）进行。评价学位论文水平应着重审

核作者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情况，综合运用科学理论基础、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论文取得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

新方法和新进展；采用的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以

上要求的，均为合格的学位论文。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学术学位研究生，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批准授予硕士学位。 

具体答辩组织工作见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文件规定。 

七、提前毕业条件： 

学生需在软件工程领域取得创新性成果，经导师同意在第二学期末向学院提出申请，申请提前

毕业的学生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1、 毕业年限不早于基本修业年限半年； 

2、 申请时已完成硕士阶段培养方案所要求完成的所有课程和培养环节，取得规定的学分； 

3、申请者学位课平均分不低于 90 分； 

4、申请时需刊出了 SCI 论文（学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或有授权的发

明专利（需提供发明专利的授权通知书，学生为第一发明人或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生为第二发明

人）； 

5、申请者通过申请后学院组织进行开题答辩，答辩结果为 “优秀”者，方可进入启动程序。 

八、其他 



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在学期间必须参加一个以上的大中型软件项目开发或项目管理工程实践，可

结合学位论文进行或另外进行（主要应结合在企业中的软件实习完成）。应采用现代软件工程的技术

和规范，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以团队开发的形式，合作开发典型工程应用项目，以全面掌握软

件工程项目的开发和项目管理技术。 



附课程设置表 1： 

软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国内）课程设置（总学分不低于 40 分）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考核

方式 
备注 

秋 春 

公共课 

21009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 考试 
3.0 

210093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  考试 

22010056 商务英语 32 2 √  考试 2.0 

25999301 信息检索 16 1  √ 考试 1.0 

25009310 知识产权 16 1 √  考试 1.0 

基础课 

21008300 随机过程 I 32 2 √  考试 2.0 

22010046 软件项目管理 32 2 √  考试 

≥8.0 

后四门课

程仅限本

科专业是

软件工程

学生选修 

22010047 软件需求工程 32 2 √  考试 

22002402 高级软件体系结构 32 2 √  考试 

22010048 软件质量保证 32 2  √ 考试 

22010042 软件工程形式化方法 32 2  √ 考试 

22010061 大数据处理与深度学习 32 2  √ 考试 

22010063 基于服务的软件架构与云计算 32 2  √ 考试 

22010051 软件工程研究与论文写作 32 2  √ 考试 

专业课 

22010035 高级操作系统 32 2  √ 考试 
≥6.0 

方向 1 
22010027 软件过程管理 32 2 √  考试 

22010049 软件度量 32 2 √  考试 

22010059 嵌入式操作系统 32 2 √  考试 
≥6.0 

方向 2 
22010060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 32 2 √  考试 

22010034 物联网技术 32 2  √ 考试 

22010057 数据库开发管理和优化 32 2 √  考试 
≥6.0 

方向 3 
22010058 大数据融合与数据仓库 32 2 √  考试 

24010028 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 32 2  √ 考试 

选修课 

24010056 移动平台的应用开发 32 2 √  考试 

≥5.0 

24010033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嵌入式开发 32 2  √ 考试 

24010031 游戏工具开发 32 2  √ 考试 

24010035 游戏设计与实现 32 2  √ 考试 

24010053 法语 64 4 √  考试 

24010057 职业规划与新技术专题 16 1  √ 考试 

24002406 信息安全技术与应用 32 2  √ 考试 

22010040 Web 服务开发技术与平台  32 2 √  考试 

23010017 互联网前端开发技术 32 2 √  考试 

23010016 创业启蒙 16 1  √ 考试 

24002571 软件工程中的范畴论基础 32 2 √  考试 

24002542 SAP 应用与企业实践 32 2  √ 考试 

24002543 SAP 工程原理与技术 32 2 √  考试 



23010018 创新创业  2 √ √ 考查 

必修课 
23010012 软件项目实训 I 64 4 √  考试 

≥8.0 
23010013 软件项目实训 II 64 4  √ 考试 

实践环节  工程项目实践  4   考查 ≥4.0 

 

 

注：方向 1、软件开发技术；   

方向 2、嵌入式软件技术；   

方向 3、信息管理；   



附课程设置表 2： 

软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国际）课程设置（总学分不低于 34 分）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考核

方式 
备注 

秋 春 

公共课 

22010016 汉语基础 64 4 √  考试 

≥10.0 22010017 汉语口语 32 2 √  考试 

22010045 高级汉语基础 64 4  √ 考试 

选修课 

22010046 软件项目管理 32 2 √  考试 

≥12.0 

22010047 软件需求工程 32 2 √  考试 

22002402 高级软件体系结构 32 2 √  考试 

22010048 软件质量保证 32 2  √ 考试 

22010035 高级操作系统 32 2  √ 考试 

22010027 软件过程管理 32 2 √  考试 

22010049 软件度量 32 2 √  考试 

22010040 Web 服务开发技术与平台  32 2  √ 考试 

22010059 嵌入式操作系统 32 2 √  考试 

22010060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 32 2 √  考试 

22010034 物联网技术 32 2  √ 考试 

22010057 数据库开发管理和优化 32 2 √  考试 

22010058 大数据融合与数据仓库 32 2 √  考试 

24010028 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 32 2  √ 考试 

24010056 移动平台的应用开发 32 2 √  考试 

24010031 游戏工具开发 32 2  √ 考试 

24010035 游戏设计与实现 32 2  √ 考试 

24002406 信息安全技术与应用 32 2  √ 考试 

23010017 互联网前端开发技术 32 2 √  考试 

24010033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嵌入式开发 32 2  √ 考试 

24010057 职业规划与新技术专题 16 1  √ 考试 

23010016 创业启蒙 16 1  √ 考试 

24010055 中国哲学智慧 16 1  √ 考试 

必修课 
23010012 软件项目实训 I 64 4 √  考试 

≥8.0 
23010013 软件项目实训 II 64 4  √ 考试 

实践环节  工程项目实践  4   考查 ≥4.0 

 

院（系）审核意见：                                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意见：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