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学生管理办法

（初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软件发展战略相关要求，依据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教高厅函〔2020〕

11 号）《示范性特色学院建设管理办法》（教高厅〔2022〕2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面向船舶大型工业软件，

坚持产教融合总体思路，强化多元师资队伍育人能力建设，

优化学院和工业软件领域龙头企业协同机制，充分融入社会

资源，创新校企协同办学模式，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深化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软件人才产教

融合培养路径，培养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特色化软件人才。

第二章 选拔方式

第三条 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船舶工业软件专班

本科生选拔采用校内选拔的方式进行，于春季学期前转入船

舶工业软件专班学习。

第四条 校内选拔采取综合考核的形式，考核内容包括

第一、二学期必修课程加权平均成绩（首次考核成绩）、程

序设计能力上机考试、面试。



第五条 校内选拔面试考核内容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思想政治、心理素质。

第三章 培养管理

第六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采取学分制管理模式，前三

学期为基础教育阶段，从第四学期开始进入方向专业教育阶

段，原则上专班单独授课。

第七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以船舶工业软件核心技术攻

关实践为导向，采用多元师资授课，选派优秀教师和校内外

行业领域专家学者承担专班教学任务，打造多学科知识汇聚、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特色化软件人才培养模式。

第八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课程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改革，校企联合授课，将企业真实案例或关键攻关技术

凝练成特色案例融入课程内容，促进学生自主性、研究性、

实践性学习。

第九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实行双导师制，在校内遴选

有情怀、有担当、有视野的优秀教师作为学业导师，在校外

遴选经验丰富、技术过硬、行业领军的企业专家作为企业导

师，兼顾优质教育资源与企业实践平台，着力打造校企联合

共同体。导师配备采用双选方式确定，每位导师指导当届学

生人数不超过 2 人，以确保指导质量。

第十条 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

机会，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

第十一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实行本硕贯通培养，所有



进入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学生都自动获得本硕贯通资格。学生

在本科期间选择放弃本硕贯通资格且学籍仍在船舶工业软

件专班，则自动取消其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

第四章 学籍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船舶工业软件专

班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取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毕

业要求，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士学位授予

条件的学生，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授予学士学位，

发给学位证书。

第十三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在学生本科生阶段，第七

学期初通过考察学生的综合表现，达到评估标准的学生且按

期取得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后，于下一学年秋季学期进

入研究生阶段。

第十四条 本科阶段未能达到评估标准的学生，取消其

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可根据相关要求，申请毕业

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五条 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籍管理仍在特色化示

范性软件学院，攻读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第十六条 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船舶工业软件专

班硕士课程学习，取得规定的学分，完成规定的必修环节，

根据《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试行）》（哈工程校发〔2017〕140 号）申请硕士学位。

第五章 激励机制



第十七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支持学生参与课外科技创

新活动，并为学生进入国内一流研究所、行业龙头企业等进

行专业实践提供机会。学校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等将优先支

持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学生。

第十八条 船舶工业软件专班鼓励并支持学生赴境外高

校或研究机构学习、参加国际组织实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等国际交流，学校国际交流项目和校际交流名额优先向船舶

工业软件专班的学生予以倾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学生进入船舶工业软件专班后，学费按照软

件工程专业收费标准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严格按

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哈尔滨工程大学特色化示范性

软件学院对本办法拥有最终解释权。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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