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创优 勇攀高峰

计算机系积极探索打造品牌项目

吴正毅

在信息技术瞬息万变的时

代，计算机行业素以“升级快、

更新多、发展迅捷”著称。与

IT 行业快速律动的脉息相应，

我院计算机系拥有全院最年轻

的系主任和师资团队，教师平均

年龄在 37 岁左右。因为年轻，

所以朝气蓬勃、勇于挑战，他们

在吴懋刚主任的带领下一路实

现“创新创优”的梦想；虽然年轻，实力却不容小觑，系里 32%以上的教师拥有

高级职称，71%以上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年轻的激情与厚重的实力碰撞，形成了计算机系“务实、高效、创新、创优”

的发展氛围。近年来，系里重点建设“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和“省信息融

合软件研发中心”两大品牌基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与课程体系，优化教学

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系部与微软技术中心、浙江大学等合作开设软件技术、

嵌入式系统等重点专业集群，网络技术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有

2门省级精品课程、1门无锡市级精品课程、15 门院级精品课程，出版了《数据

库系统项目设计与应用》等十余本特色教材；系里老师们主持了一批省级、校级

教改课题，2项课题获学校“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二等奖；连续 3年获评“江

苏省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一等奖、团队优胜奖；学生创新团队分别获得“长三

角嵌入式系统设计大赛”一、二等奖、“机器人大赛”二等奖、江苏省职业技能

大赛三等奖、无锡市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

软件技术专业：完成从“学生”到“软件工程师”的蜕变

计算机系的教改思路始终围绕着教师教学和学生就业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而

展开。从 2004 年起，系里就引入了“任务驱动、项目导入”的课程教学模式，

并实行配套的“学生项目组和虚拟公司为主的学生自主学习模式”，效果十分显

著。如今，面对市场和技术发展新的趋势，系里在保留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又开始

了新的探索。软件技术专业依托省服务外包基地和软件研发中心的两大平台，首

先迈出了强有力的教改步伐，与江苏微软技术中心、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上海晟峰软件等知名企业或高校



携手，采用“2年项目化+0.5 年项目实训+0.5 年企业实习”的教学模式，让学

生一毕业就成为受企业欢迎的软件工程师。

吴懋刚主任介绍，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前四个学期的教学工作主

要由系里老师自己承担，合作企业则提供师资培训、参与课程建设。面对新的市

场需求，潘永惠副院长带领

的教学团队不断探索新的

教学方式，提出了“基于教

学团队的‘七步法’项目课

程建设”，通过课程教学目

标定位、团队组建、任务设

计、内容重构、资源建设、

组织实施、质量评价等七个

步骤，构建出了新颖、实用

的课程体系，让学生们对专

业知识学得透，用得上。

第五学期是学生学习和职业成长的“重头戏”。此时学生们已经具备一定的

专业基础，但他们与软件企业、市场之间，还横亘着最后的“一公里”距离——

缺乏真正的企业项目实战训练。此时，江苏微软技术中心、上海晟峰软件等企业

便将真实的项目带进课堂，与学校一起承担衔接好这最后“一公里”的重任。半

年左右的时间里，学生要经历两次“双向选择”：培训开始前，企业推出.NET

软件工程师、JAVA 软件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Android 手机开发等与岗位密

切衔接的实训课程包，学生则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项目，而培训单位也会根据

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能力面试、吸收学院，最终以实训项目为单位，学生们组成不

同的实训班，企业派出总经理、项目经理等来学院授课、指导；培训结束，培训

机构会将学生们推荐到软件与服务外包企业，再由企业与学生之间互相选择，双

方满意即可签订就业协议。在这个过程中，学院、企业和学生三方互相选择、互

相促进、共同提高：只有培训质量高、就业前景好的企业，学生才会选择参加它

的项目组；只有专业技能过硬的学生，才会受到企业的欢迎。

而最终，系里的教学水平和就业质量都大幅度得到了提高。11 届软件专业

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12 届软件专业毕业率到目前为止已达到 97.14%。他们大

多在苏锡常等 IT 产业比较繁荣的地区进行软件研发工作。2012 届的陈荣荣、姚

元生同学在大二结束时，就被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提前录用，参与企业的

军工项目的研发，并被委派到国防科技大学等一线全封闭工作；2011 届的谢存

静同学，毕业后东莞市大唐电信科技有限公司从事软件开发；2011 届的胡魁伟



同学，在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从事软件实施。他们出色的职业能力和素质都得

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师资培训与学生培养并重

2008 年 10 月，我院成为首批 15 所“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

之一，计算机系的软件技术、动漫设计等专业，率先承担了服务外包人才培养的

重任。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怎么办？计算机系年轻的团

队再次迸发出无限的冲劲和动力，决定无惧困难，不断学习，勇攀高峰！

在吴懋刚主任的带领下，系里充分利用培训基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并通过“请

进来、送出去”的模式不断提高培训师资的水平和能力。国内外一流的服务外包

师资（如 NIIT、江苏微软技术中心）被“请进来”授课，老师们也虚心地变成

了“学生”，在各种培训班中为自己“充电”，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积累项目

实践经验，熟悉企业化研发规范，以满足新的人才培养需求。

而更多的老师被“送出去”了。系里 10%以上的教师有到国外进修或学习的

经历。如在软件技术（嵌入式软件方向）专业建设中，系里每年都会派出专业老

师赴浙江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2010 年 3 月至 9月，杨立志、倪峰、苏春

芳三位老师去浙江大学进修嵌入式软件开发相关内容。“每天 8节课的学习安排

得紧张充实，”倪峰老师说：“通过这样系统的脱产学习，我们掌握了当前主流

的嵌入式平台与系统开发技术。而浙大的很多老师技术过硬、治学严谨，对我们

的触动也很大。”学习结束后，三位老师带回了沉甸甸的收获，并承担了嵌入式

软件方向核心课程体系构建、开发的重任。2011 年，包芳副主任和周建林老师

再赴浙大，进行了移动互联开发等方面的培训，同样收获颇多。

在不断学习、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中，计算机系的青年教师们迅速成长起来。

2009 年 11 月 18 日，在由无锡市外经贸局、无锡市教育局及学校管理中心联合

举办的 2009“NIIT 杯”服务外包（软件）公开课竞赛中，陈东东老师以扎实的

专业功底、出色的现场发挥获得评委好评，获得第八名。这次竞赛和以往传统的

教学竞赛不同，突出体现了服务外包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紧紧围绕“项目”展

开，重点考察教师作为“项目经理”的项目掌控和管理能力，陈东东说，这是一

次非常难得的锻炼和学习机会。计算机系的每个老师，都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这也正是他们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秘诀。

2011 年底，根据企业需求，系部与上海晟峰软件（江阴升龙信息）合作，

试行校企联合培养对日外包软件工程师。江阴升龙信息是江阴市政府重点引进扶

持的对日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系里随之根据对日外包工程师的能力需求修订了教

学计划，企业委派项目经理到校授课，为企业输送了一批掌握日文专业资料读写、



熟悉日方技术规范、掌握项目开发技能的优秀人才。目前，2012 届软件技术专

业的孙子娟、郭佳等九位同学，已经与公司正式签订就业协议并在上海就业。

软件研发中心：加快科研步伐，实现成果转化

计算机行业发展迅捷，分外需要研究者沉下心来，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摈弃

浮躁的心态，扎扎实实地投入技术研发、积累经验。计算机系的老师们虽然年轻，

心态却十分沉稳，在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依然挤出时间来做好研发工作，近

年来，他们承担了省级教科研课题 6项，校企合作课题数十项，1项课题获评“科

技进步成果三等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5项；累计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8篇论文被 EI 等收录，10 余篇论文获评

无锡市、江阴市“优秀科技论文”特等奖、一等奖等。

2010 年 10 月，“江苏省

信息融合软件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在学院成立。江

苏省教育厅分三年资助 100

万，用于研发中心软、硬件

建设。这无疑又是一个绝好

的发展平台。计算机系全体

老师意气风发，抓住机遇，

在新的平台上加快了教科研

步伐。研发中心落户学院一

年多来，潘永惠副院长主持的《基于多元图像分析的机器视觉检测理论及其应用

研究》、吴懋刚主任主持的《基于多维信息融合的决策支持与评价研究》、包芳

副主任主持的《视频图像中运动目标的识别与跟踪研究》等 9项基金课题先后立

项，获得研发中心 34 万元的经费支持；承担各类型企业横向科研课题多项，积

极推进产学研成果转化。

依托研发中心良好的软硬件条件，老师们自发组建研发工作室，如“机器

人工作室”、“展望软件创新中心”、“蓝晶数字艺术工作室”、“应用软件创

新中心”等，一批研究成果迅速被转化为应用成果。如吴懋刚主任主持的“展望

软件创新中心”，为江阴市公安局开发了技防监控管理系统，并为技防监控自动

监测、车牌车标识别等提供技术支持、咨询，项目已经投入实际使用，受到了公

安局系统广泛好评。

研发中心为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契机。依托重点工作室，系里积极培育

学生创新团队，鼓励高年级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参与到真实的研发项目中，这让

学生们积累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家用吸尘机器人”是潘永惠副院长主持的



“机器人工作室”的重点项目，包含了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

嵌入式软件技术等诸多前沿学科知识。工作室一致致力于机器人研究，逐步形成

完善的硬件产品和配套的软件开发能力，并将其产业化。2011 年 11 月，在研发

中心的支持下，这一成果首先在第十二届“未来伙伴杯”中国智能机器人大赛中

大放异彩。在这次比赛中，由杨立志、倪峰两位老师指导，10 软件（4）班李宇

心、卢小捧、练燕三位同学组建江阴学院代表队，参加了家用吸尘机器人比赛大

学组项目。面对来自国防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知名本科院校的强劲对手，

参赛师生们凭借着平时在工作室实践时积累的扎实经验，沉着应战，经过刻苦的

训练和充分的准备，一举获得了大学组二等奖的好成绩，令国内同行们刮目相看！

今年 3月，稳步运行中的研发中心又传来好消息。“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生工作站”进驻研发中心，这是我院首个研究生工作站。

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的刘渊院长派出了他和王士同教授指导的王军玲、陈烨两

位优秀研究生，到学院参与课题研发和学习实践。包芳教授、屠莉博士亲自协助

指导研究生，提供必要的软硬件条件，让研究生们参与研发中心基金课题研究，

指导研究生们开展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等工作。来自江南大学的王军玲同学

感慨地说：“这里校园环境优美，老师指导认真，这几个月来，我接触到了比以

往更多的实践机会，我很喜欢这里。”

从事计算机专业的人，是永远与时代赛跑的人。面对一次次全新的挑战，他

们的脚步只要略有停歇，就会被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浪潮远远抛在身后。计算机

系这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永远都保持着大踏步向前的状态，在不断的创新和学习

中，抓住每次发展机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次次在勇攀高峰之后，展开骄傲

自信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