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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科课程体系》全面介绍了学院近6年来教学改革的重要成果，包括本
科生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教学内容、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举措等。
本书充分反映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培养理学学位学生的特点，它除了强调“计算机”与“电
路”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之外，十分注重“数学”与“物理”的基础理论的训练。
除此之外，鼓励本科生同学从低年级起就进入实验室接受科研的熏陶这是信息学院培养学生的另外一
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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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五年教学改革的经验，给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
学院大平台下的本科生课程体系，包括：（1）实施效果显著的信息学院公共平台课体系，该体系可
以拓宽学生的专业基础，针对学生的不同基础和需求提供不同的课程组合方案。
（2）科学地将内容相关的课程组织成课程群，由此形成课程体系，课程群由3～5门相关课程构成的二
级架构。
明晰本科课程学习所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容相关课程间的关系。
（3）系统的课程描述，给出了不同知识点的难度和重要性等级，便于在讲授过程中合理分配课时和
进行必要裁减，给出了课程的特色，便于学生和其他教师了解课程特点。
（4）不同视角分析了国外著名高校计算机和电子工程本科培养的特色，作为比较和借鉴。
　　本书适于高校信息类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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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1.1　成书动因　　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广泛应用，随之带来的相关学
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的同时，也给信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挑
战。
为了面向信息学科的未来，顺应信息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适应信息学科高速发展的需求，培养未来
信息领域的领军人才，2002年北京大学将原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电子学系、微电子学研究所和信息科
学中心合并成为现在的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简称信息学院），它集中了原各学科的科研优势和人才优
势，实现了强强联合。
然而，在一个学院里集中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微电子学和智能科学技术四个本科
专业方向，如何建立一个各个学科既互相融合、又互相促进的课程体系，是我们这五年来积极探索的
课题。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打通四个专业的主要基础课，建立信息学院的基础教学平台课，然后在此基础上构
建各个专业的核心课，并在这一课程体系中充分体现信息学院的特色：注重四大基础，即“数学、物
理、电路和计算机”。
本书是我院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借北大校庆110周年的机会，将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做了一个相
对全面的总结，介绍给大家。
请各位同行提出更好的建议，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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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科课程体系》适于高校信息类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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