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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河北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于

2010 年获批，2012 年开始招生。在机器学习方向，学位点

已开展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具有扎实的基础和结构合理的研

究团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本着与时俱进和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目前学位点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云计算与大数

据处理、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最近

几年热门的两个研究领域，学位点在云计算与大数据处理方

向的研究侧重于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在大数据环境中的扩

展，例如大数据主动学习、非平衡大数据分类、大数据样例

选择等。学位点在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方向侧重于深度学

习及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例如长尾可视识别、

基于深度学习的异常检测、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聚类等。学

位点的两个研究方向与目前的研究热点高度契合，对招生和

研究工作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26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7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5 人，最高学位

非本单位人数 14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9 人。



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学位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

本学位点有河北省机器学习与计算智能重点实验室一

个省级支撑平台和河北大学超算中心、河北大学高性能计算

平台两个校级支撑平台。此外，还有河北省机器学习学会平

台。学位点拥有 2 套先进的大数据云计算处理平台，建立了

深度学习实验室和计算机视觉实验室，在重点实验室后补助

运行经费和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下，2021 年采购了 6

套带 GPU 的深度学习服务器，通过不断的持续改进，学位点

具有良好的培养环境与条件。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2021 年，学位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以思政建设为抓手，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了为谁培养

人，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组织学位点全体教师参加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主办的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培训合格，均获得

课程思政培训证书。学位点硕士生导师、宝钢优秀教师王兵

教授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研发双创实

训软件，打造“专业+思政”特色品牌，是思政教育的践行

者。学位点硕士生导师花强教授、张峰、董春茹、范铁钢副

教授在数学建模竞赛的组织和指导中取得优异成绩，在 2021

年 12 月 25 日举行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30 周年颁奖

礼中获表彰，花强教授荣获金质纪念章，张峰、董春茹、范



铁钢副教授荣获银质纪念章，张峰获评“全国优秀指导教

师”。花强教授代表我校出席典礼并代表“全国优秀组织工

作者”在颁奖典礼上发言。

在制度完善及执行中，学位点进一步完善了导师遴选制

度，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于 2021 年分别出台了新的《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选聘与考核实施细则》、《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立德树人实施细则》、《数学

与信息科学学院硕士生科研水平评价标准》等文件。这些文

件的出台对硕士生导师的选聘、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队

伍素质、提高硕士生培育质量等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2021 年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学位

点翟俊海和邢红杰两位教授被选聘为博士生导师；谢博鋆、

董春茹、王硕、范铁钢、李纯果等 5 位副教授被选聘为硕士

生导师，导师团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年龄结构更趋合理，力

量得到进一步增强。2021 年，学位点袁方教授获批为河北省

教学名师，花强教授荣获河北大学首届“师德标兵”荣誉称

号和河北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荣誉称号。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位点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21

年立项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河北省教育厅重点项

目 1 项，省级课程案例库建设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合作研究项目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检索 19 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在招生与培养方面，学位点响应国家号召，招生指标向

专业学位硕士倾斜。2021 年软件工程学术硕士招生数 4 人，

专业硕士招生 36 人。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师资队伍建设问题。软件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社会

需求量大，本专业招生人数逐年递增，使得导师队伍的增长

速度无法及时匹配招生人数的增长速度。需要加大年轻教师

的培养力度，壮大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

2. 科研能力提升问题。科研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还有

待进一步提升，高端成果偏少，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还有待突破。

3. 条件建设问题。学位点在机器学习研究已有 20 多年

的历史，已形成自己特色与优势。近几年，随着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成为热点研究领域，学位点也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更

新学位点的研究方向，如有原来的三个研究方向（云计算与

大数据处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调整为两个研究方向（云

计算与大数据处理、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研究方向的

调整更新使得学位点的条件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超大数据

处理的仪器设备、大数据处理研究的云计算平台，深度学习

研究带 GPU 的图形工作站等有待增加。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学位点将依托学校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育力

度，吸引国内外重点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及相关



领域高级人才加入软件工程学科团队。另外，从自身建设出

发，选送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或通过培训方式壮大硕士生

导师队伍，提高队伍整体水平。

关于科研能力提升问题，结合学院的奖励绩效政策，以

奖励激励机制为手段，加大对代表性成果、JCR 一二区论文、

高被引论文、省部级科研奖励、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重点项

目的奖励。积极组织，认真谋划国家级项目和省级科学技术

奖的申报，邀请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指导，并加强和

高水平研究团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条件建设问题，学位点将依托河北省机器学习与计算智

能重点实验室后补助经费项目、双一流建设项目以及其他的

项目的资金支持，广开经费资金渠道，加大条件建设的力度，

改善学位点条件建设，特别是硬件建设。2021 年学位点利用

重点实验室项目和双一流建设项目的经费已经购置了 6台带

GPU 的服务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GPU 资源竞争的局面，在

未来一年，学位点还将有计划地进一步加大实验室升级改造

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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