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综合实践与案例》教学大纲  

一、课程信息 

 

基本 

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 计算机综合实践与案例 

英文 Computer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nd cases 

课程号 5208028 
课程性

质 
必修课 

学分 2 
实践周

数 
1 

开课学

期 
短2 

面向专业 

空间信息

与数字技

术 

先修课

程 

程序设计基础 I，程序设计基础 I 课程实践， 程

序设计基础 II，程序设计基础 II 课程实践，数

据库原理，Java框架编程，Java框架编程课程实

践，软件工程等必修和选修课程。 

课程 

目标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 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评价专业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

评价包括空间信息工程在内的信息专题产品和软件的研发与普及推广过程（或技术的

实施过程）在不同制约因素下的可行性。 

课程目标2：能运用空间信息在内的计算机软件及产品设计的基本理论及技能发现问

题，调研和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熟悉并能正确使用空间信息系统在内的计

算机软件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 

课程目标3：利用综合实践，能充分理解前台、后台及数据库开发各环节的角色和任

务；能在信息化系统全生命周期建设中，独立或合作完成不同的系统模块。 

课程目标4：能把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如项目进度、资源配置等）

用实际项目中，对前人的工作有改进或有独特见解。按期完成规定的任务，态度端正，

作风严谨，严格遵守各项纪律。 

课程目标5：能够针对系统前台、后台及数据库等进行合理分工，能够有效对系统设

计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对各种资源及人员进行有效配置，在互联网模式下，规避风险，

根据任务要求按时完成信息系统。 

 

支撑毕业要求 

3.4(非技术层面)能够在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制约因素下，从

技术、经济角度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4.1(调研)针对空间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理解空间信息本质并基于专业理

论，调研和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9.2(独立或合作工作)能够根据传统工程领域及空间信息工程开发实施环节中多学科

项目团队在不同环节的角色与任务要求，在多学科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工作

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11.1(掌握)能够掌握空间信息工程基本的管理方法和经济决策方法（如项目进度、资

源配置等）； 

11.3(运用)在多学科空间信息工程项目设计、开发与实施过程中，能够把工程管理原

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进行综合应用，知晓在互联网模式下使用创新模式分摊系统成本。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课程 

目标 

毕业要求 

3.4 4.1 9.2 11.1 11.3 

课程目标1 √     

课程目标2  √    

课程目标3   √   

课程目标4    √  

课程目标5     √ 

 

二、实验教学内容 
 

学生 

内容 要求 
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目标5 

统 一 验

证 和 用

户分类 

登录角色包括管理员、各类

用户等。对应用户可以通过

登录自己的账号，进行入系

统。系统对不同角色拥有不

同权限。 

√    √ 

数 据 库

ER图 

对用户需求进行综合、归纳

与抽象，形成一个独立于具

体 DBMS 的概念模型。 

√ √ √   

库和表 

针对 ER图，转换成相应的关

系模式，并在数据库里建库、

建表，录入数据。 

   √  

流 程 图

和 功 能

结构图 

根据系统内部各部件之间的

关系，理清内部逻辑关系,规

范各自功能部分,正确绘制

流程图和功能结构图。 

 √ √   

CSS样式 

属性从标签中分离，满足单

独控制页面元素的 CSS样式，

提高显示功能。 

   √ √ 

查 找 结

果 和 分

页 

Java 使用数据库进行搜索

时，Sql语句通过 limit关键

字实现数据的分页查询。 

  √  √ 

增删改 
能在 Java前台对数据库进行

增删改的操作 
 √  √  



 

 

页 面 间

数 据 传

输(建议

使 用

Json) 

能实现页面间数据传输的功

能，最好使用 Json对象格式

化数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   

Ajax( 页

面 局 部

更新) 

使用 Ajax进行局部刷新页面

的功能 
 √ √   

整 体 情

况 

对系统整体的评价，完成度，

团队合作的密切度等 
√    √ 

组织实

施 

 

课程在学习完 Java 框架编程、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课程后进行，着重强

调要用软件工程的思想，管理和指导实践的整个过程。以项目驱动的形式进行，在教师的

指导下，学生分组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实践内容并通过答辩的方式进行验收，最后

小组需提交实践期间的报告为： 

1.项目任务书 

2 软件需求分析说明书 

3.软件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4.软件详细设计说明书 

5.计算机综合实践与案例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包括：背景和问题描述、具体解决方案和处理步骤、完整实现代码和模块化

的处理过程、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阶段性图表及最终结果可视化展示。 

实践地点：校内机房、教室或得到审批的校外实训企业。 

考核方

式 日常考核和实验报告评定由课程老师完成。 

评分标

准 日常考核 20%+期末 80%。各考核项的具体等级评价细则见后面的表格。 

指导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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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与评价细则 

课程 

目标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

现 
期末 



 

 

出勤，讨

论等 
实现，文档和答辩 

1 4 10 14 

2 4 20 24 

3 4 20 24 

4 4 15 19 

5 4 15 19 

合计 20 80 100 

 

 

三、考核和考查评分标准 

 
课程

目标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良好（70-89） 合格（60-69） 不合格（0-59） 

平时

表现 

1 

 

能够主动阅读并理

解大量外文科技文

献，熟悉专业领域

的国际发展状况，

对项目有非常明确

的可行性分析。 

能够主动阅读大

量外文科技文献

并对内容有所了

解，能熟悉专业

领域的国际发展

状况，对项目有

非常正确的可行

性分析。 

能阅读并理解一

些 外 文 科 技 文

献，对专业领域

的国际发展状况

有点了解，对项

目有明确的可行

性分析。 

不能够主动阅读

并理解外文科技

文献，对专业领域

的国际发展状况

不熟悉，对项目不

能做出可行性分

析。 

 

2 

 

准时出勤，不迟到，

不早退，按照要求

完成预习；认真听

讲，回答问题积极； 

准时出勤，不迟

到，不早退，有一

定的预习和理论

准备，能正确回

答老师问题； 

出勤情况尚可，

有一定的预习和

理论准备。 

出勤情况不佳，不

能做到预习和理

论准备，学习进度

落后于教学计划，

不能正确回答问

题。 

3 

 

按照要求完成预

习；准备充分，认真

听讲，讨论问题积

极；方案有充分的

分析论证过程；调

试和实验操作非常

规范；实验步骤与

结果正确。 

有一定的预习和

理论准备，能正

确 回 答 老 师 问

题；方案有分析

论证过程；调试

和 实 验 操 作 规

范；实验步骤与

结果正确。 

有一定的预习和

理论准备；方案

有一定的分析论

证过程；调试和

实 验 操 作 较 规

范；实验步骤与

结果基本正确。 

不能做到预习和

理论准备；实验方

案错误；或者没有

按照实验安全操

作规则进行实验；

或者实验步骤与

结果有重大错误。 

4 

 

对前人的工作有改

进或有独特见解。

按期完成规定的任

务，态度端正，作风

严谨，严格遵守各

项纪律。 

 

对前人的工作有

有独特见解。按

期完成规定的任

务，态度端正，作

风严谨，严格遵

守各项纪律。 

 

对前人的工作有

较一定见解。基

本按期完成规定

的任务，态度较

端正，作风较严

谨，能严格遵守

各项纪律。 

 

，对前人的工作不

能有改进或发表

独特见解。不能按

期完成规定的任

务，态度不够端

正，作风不够严

谨，不能严格遵守

各项纪律。 



 

 

 

5 

 

在团队中，能熟练

并且非常合理地针

对系统前台、后台

及数据库等进行合

理分工。 

在团队中，能够

非常合理地针对

系统前台、后台

及数据库等进行

合理分工。 

在团队中，能够

针对系统前台、

后台及数据库等

进行合理分工。 

在团队中，，不能

够针对系统前台、

后台及数据库等

进行合理分工。 

 

 
课程

目标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良好（70-89） 合格（60-69） 不合格（0-59） 

期末 

1 

 

基础专业知识扎

实，并能用于复杂

工程问题的需求分

析和优化；能够进

行可行性分析，按

时交实验报告，能

用文稿、图表等方

式，准确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方案。项

目具有可持续性。 

基础专业知识比

较扎实，并可以

用于复杂工程问

题的需求分析和

优化；能够合理

进 行 可 行 性 分

析，按时交实验

报告，能用文稿、

图表等方式，准

确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方案，错误

较少。项目具有

一 定 的 可 持 续

性。 

掌握了基础专业

知识，并可以用

于复杂工程问题

的需求分析和优

化；能够进行可

行性分析，按时

交实验报告，能

用文稿、图表等

方式，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模型设

计，但存在一定

的错误。项目具

有可持续性。 

基础专业知识掌

握很差，不可以用

于复杂工程问题

的需求分析和优

化，按时交实验报

告，不能用文稿、

图表等方式，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方

案。可行性分析不

合理，项目不具有

可持续性。 

 

2 

 

通过课程实践，能

完成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飞跃，

对专业知识有更深

层次的理解，并能

利用专业知识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 

通过课程实践，

能完成从感性认

识到理性认识的

飞跃，对专业知

识 有 一 定 的 见

解，可以利用专

业知识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 

通过课程实践，

在老师引导下能

对专业知识有好

的理解，并在老

师的引导下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 

通过课程实践，在

老师引导下能对

专业知识有好的

理解，并在老师的

引导下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 

3 

 

通过课程实践，能

完成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飞跃，

对专业知识有更深

层次的理解，并能

利用专业知识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学

生了解前台、后台

及数据库开发各环

节的角色和任务；

能在信息化系统全

通过课程实践，

能完成从感性认

识到理性认识的

飞跃，对专业知

识 有 一 定 的 见

解，可以利用专

业知识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学生

比较了解前台、

后台及数据库开

发各环节的角色

通过课程实践，

在老师引导下能

对专业知识有好

的理解，并在老

师的引导下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

学生基本了解前

台、后台及数据

库开发各环节的

角色和任务；基

本能在信息化系

不能对专业知识

有好的理解，不能

利用专业知识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

进。学生不太了解

前台、后台及数据

库开发各环节的

角色和任务；不能

在信息化系统全

生命周期建设中，



 

 

生命周期建设中，

独立或合作完成不

同的系统模块。 

 

和任务；能在信

息化系统全生命

周期建设中，独

立或合作完成不

同的系统模块。 

统全生命周期建

设中，独立或合

作完成不同的系

统模块。 

 

独立或合作完成

不同的系统模块。 

 

4 

 

项目实现过程中，

对前人的工作有改

进或有独特见解。

按期完成规定的任

务，态度端正，作风

严谨，严格遵守各

项纪律。能在答辩

过程中口头结合文

稿、图表等方式，准

确表达自己的观

点。 

 

项 目 实 现 过 程

中，对前人的工

作 有 有 独 特 见

解。按期完成规

定的任务，态度

端正，作风严谨，

严格遵守各项纪

律。能在答辩过

程中口头结合文

稿、图表等方式，

较为准确表达自

己的观点，错误

较少。 

项 目 实 现 过 程

中，对前人的工

作 有 较 一 定 见

解。基本按期完

成规定的任务，

态度较端正，作

风较严谨，能严

格 遵 守 各 项 纪

律。基本能在答

辩过程中口头结

合文稿、图表等

方式，较为准确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但存在一定

的错误。 

项目实现过程中，

对前人的工作不

能有改进或发表

独特见解。不能按

期完成规定的任

务，态度不够端

正，作风不够严

谨，不能严格遵守

各项纪律。答辩过

程中不能准确表

达自己的观点。 

5 

 

实践中能够积极参

与团队项目，与团

队成员互帮互助，

相互促进。认真履

行自己角色职责并

积极完成分配给自

己的任务，同时与

团队成员沟通顺

畅，没有产生较大

的矛盾。 

 

实践中比较能够

积极参与团队项

目，可以与团队

成员互帮互助，

相互促进。可以

履行自己角色职

责并积极完成分

配 给 自 己 的 任

务，同时与团队

成员沟通顺畅，

没有产生较大的

矛盾。 

实践中基本能够

积极参与团队项

目，基本可以与

团队成员互帮互

助，相互促进。基

本可以履行自己

角色职责并积极

完成分配给自己

的任务，同时与

团队成员沟通顺

畅，没有产生较

大的矛盾。 

不能够积极参与

团队项目，不能与

与团队成员互帮

互助，相互促进。

不能履行自己角

色职责并积极完

成分配给自己的

任务，同时与团队

成员沟通不顺畅，

产生了较大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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