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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年寒窗苦泛舟，终得梅花扑鼻香。祝贺同学们踏入福州大学校门，成为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

院的一名新成员，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欢迎你们！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将因为有你们而更加精彩！

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完成学业，我们用心编写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修读指南，旨在帮助大家尽快了解本

专业的培养目标、学习要求、课程设置和课程学习的时间安排等，为大家今后的学习指明方向。

大学是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你们实现梦想的起点，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不管你是以何种姿态

进入了大学，过去已成为历史，未来还需要你们自己去创造。同学们要积极调整心态，实现从高中生到大

学生的角色转变，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同时掌握新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大

学不仅要学会知识，还要学会生活、学会做人：以诚待人，珍惜友谊。

“生命不可能从虚假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愿同学们用踏实的脚步一步步走过大学四年，去收获属于

你们的辉煌、谱写你们的一段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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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按照“立德树人、

能力为重、注重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方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鼓励人才冒尖，落实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从事课外科研、创新创业、社

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体育活动、技能培训等实践活动而取得

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智力劳动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经学校审核认定后给予认可的学分。

第三条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由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素质拓展活动学分两部分组成。

第四条 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除完成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内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学分

外，必须同时获得不低于 2个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达到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学分的有关要求，方

可取得毕业资格。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通过积极参与各项素质拓展活动获得学分，超过 2学分以上，最

多可再替代 3学分的通识教育选修课或专业选修课。

第五条 学生参加不同项目所获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可以累加，但同一作品（或项目）在同

一年度（或同一届）参加同一竞赛项目获得不同奖项，均按应获最高分值计算，不重复累加记分。

第六条 学生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专业课程学分和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毕业时的

“福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情况表”与学生学学籍成绩档案一块同时装入学生档案。

第二章 组织实施机构

第七条 学校教务处是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的组织与管理部门，负责该类学分的最终审

核、认定及检查等工作，教务处对学生获得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进行审批并登记进学生学籍档

案。各学院或相关部处依据所具体管理的项目分别对学生所申请的相应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进行

审核把关。

第三章 认定对象、范围、程序

第八条 认定对象和有效时间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获得的对象是在校全日制本科生，获取有效时间为本科生在校学习期

间。

第九条 认定范围

1.校级及以上各类竞赛活动；

2.大学生科研训练、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3.公开发表的作品和成果（论文、知识产权、科技成果）；

4.大学生个性素质拓展（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

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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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认定程序

1.学校每年定期公布可以认定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的项目与活动。首次公布后，以后每学期

仅对新增项目进行审核并公布。相关部处负责的项目与活动应汇总到教务处统一公布。

2.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原则上以一个学年为审核认定单位时间，学校每学年第二学期初受理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的申报工作。

3.学生申报。每学年第二学期第一周前为学生申请时间，学生登录学校本科教务管理系统，填写创新

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申请并上传必要的证明材料扫描原件，学生打印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

分认定申请表连同必要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报送各学院教学办。

4.各学院或活动主管相关部门审核。第二周为学生所在学院或活动主管相关部门审核时间，各学院或

活动主管相关部门领导对学生申报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进行审核。

5.教务处学分审批。第三至第四周为教务处依据本办法规定对经各学院或各相关部门审核的学生所申

请的相应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进行复核与审批。

6.学分记载。第五周为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记载时间，教务处依据审批结果将认定的创新创

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分别记入学生的福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情况表和学生学籍

成绩档案。

7.学生上网查询结果。第六周以后，学生可登陆学校本科教务管理系统查询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

项目、学分认定与记载情况。

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可以举行临时性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评审会议，以及时评定学生的成果。

第四章 认定学分记载方式

第十一条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记入学生学籍成绩档案的课程名称为：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

拓展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三类。

第十二条 在学校规定的项目范围内，每个项目根据相应的获奖级别或成果优秀程度对应一个原始分

值，原始分值可累计，学校根据原始分值累计结果及学生申请情况分别记为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三类。

第十三条 学校将对学生参与并经认定的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情况全部予以记

载，形成“福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情况表”，每生一份，作为学生学籍成绩档案中

有关“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程”学分的具体说明。

第十四条 记入学生学籍成绩档案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一般不超过 5学分，其中创新创业

实践与素质拓展课程 2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或专业选修课 3学分，成绩全部记为合格，不纳入课程绩点

计算。

第十五条 学生最后获得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按照各个单项的得分累加计算，每个单项

得分只能计算一次，不能重复累计。

第十六条 本科生学籍成绩档案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与成绩记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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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学籍成绩档案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与成绩记载方式

第五章认定的标准

第十七条 各类竞赛活动

主要包括：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的各类竞赛。如：创新创业竞赛、机器人竞赛、数学建模

竞赛、电子设计竞赛、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机械创新设计竞赛、高等数学竞赛、物

理实验竞赛及今后推出的校级及校级以上的各类学科竞赛等。国家级、省级竞赛级别以主办单位是否为行

政管理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一级学会为认定标准和依据。多个主办单位联合举办的竞赛活动，根

据主办单位的级别以级别低的单位为准。特殊情况下的级别认定须报教务处认定审核。

学科竞赛活动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所得原始分值

个人 集体

国际级

特等奖（第 1名） 6分 5分

一等奖、单项奖 5分 4分

二等奖 4分 3分

三等奖 3分 2分

国家级

特等奖（第 1名） 5分 4分

一等奖 4分 3分

二等奖、单项奖 3分 2分

三等奖 2分 1.5分

省部级

特等奖（第 1名） 4分 3分

一等奖 3分 2分

二等奖、单项奖 2分 1.5分

三等奖 1.5分 1分

项目内容
累计项目

原始分值

记载成绩

申请记载学分 记载课程名称 记载成绩

所有认定的创新创业实

践与素质拓展学分
2分及以上 2学分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

质拓展课程
合格

所有认定的创新创业实

践与素质拓展学分

1～3分

及以上
1～3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课 合格

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创

业项目、科研训练项目、

科技类学科竞赛、发明专

利、论文成果等

1～3分

及以上
1～3学分 专业选修课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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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特等奖（第 1名） 2分 1.5分

一等奖 1.5分 1分

二等奖、单项奖 1分 0.5分

第十八条 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学生参加并完成国家、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及校级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项目

的全过程，且项目结题评审合格以上，可获得相应分值。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SRTP项目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完成内容 级别
所得原始分值

自选项目 导师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负责人
国家级 4分 3分

省级 3分 2分

参加人员
国家级 3分 2分

省级 2 1

SRTP项目
项目负责人 2分 1分

参加人员 1分 0.5分

获得优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项目另加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分值 1分。获得校优秀本科生

科研训练计划的项目另加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分值 0.5分。

第十九条 公开发表的论文

学生以第一作者在正式刊物或 EI收录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均可获得相应课外素质拓展学分。

学术论文发表以收到论文录用通知书或正式出版为准。

公开发表论文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项

目
获奖名称和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论

文

被 SCI、SSCI、SCIE检索 第一作者 5分

EI检索、一级刊物上发表 第一作者 4分

会议 EI检索、国外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第一作者 3分

其它 CN号学术刊物上发表 第一作者 2分

第二十条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第一专利人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等，专利获准以收

到交证书费的收录通知书或正式的专利证书为准。

知识产权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获奖名称和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发明专利 第一专利人 5分

实用新型专利 第一专利人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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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专利 第一专利人 2分

专利转让 第一专利人 5分

注：项目第一、二、三完成人所取得的分值，按项目相应的得分数分别乘以 1、0.75、0.5系数

计算,其余参与者乘以 0.25系数计算后取整记分值（不做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以

0.5位界限。如：0.1-0.4则取 0；0.5～0.9则取 0.5。

第二十一条 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省级科技活动以及各种产品、软件、课件等技术成果获得鉴定和转

让等。产品、软件、课件等技术成果转让，以双方鉴定的技术成果转让合同书和打入学校的转让经费为准；

产品、软件、课件的技术成果鉴定，以校级以上组织的专家鉴定会形成的科技成果鉴定文件为准。

科技成果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项目 获奖名称和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国家级

科技活动

特等奖或第 1名 第一负责人 8分

一等奖、单项奖或第 2～6名 第一负责人 6分

二、三等奖或第 7～18名 第一负责人 4分

优胜奖或鼓励奖 第一负责人 3分

省级

科技活动

特等奖或第 1名 第一负责人 6分

一等奖、单项奖或第 2～6名 第一负责人 4分

二、三等奖或第 7～18名 第一负责人 3分

优胜奖或鼓励奖 第一负责人 2.5分

产品

软件

课件

技术转让 第一转让人 3分

开发转让 第一开发人 2分

一般性研制 第一研制人 1分

注：项目第一、二、三完成人所取得的分值，按项目相应的得分数分别乘以 1、

0.75、0.5系数计算,其余参与者乘以 0.25系数计算后取整记分值（不做四舍五入）

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以 0.5位界限。如：0.1～0.4则取 0；0.5～0.9则取 0.5。

第二十二条 创办企业

学生注册公司以自主创业方式进行创业实践，达到一定条件的可申请获得“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

课程 2学分及其他学分，具体规定见《福州大学本科生创业学籍管理实施办法》。

第二十三条 听取福州大学“嘉锡讲坛”讲座

福州大学“嘉锡讲坛”是学校为了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推进校园精品文化建设，邀请知名专家教授、

政界及企业精英、文化名人、知名校友等到校讲座，搭建集人文、学术、科技为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

属于学校层面的精品讲坛。

1.学校对学生平时听取福州大学“嘉锡讲坛”讲座的次数先予以记录，待学生毕业时，将按下表的方

式具体认定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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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座次数 1至 3次 4至 7次 8至 11次 12至 15次 16次及以上

获学分数 0 0.5 1.0 1.5 2.0

2.讲座学分认定为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学生在校期间累计获得的讲座学分不超过 2学分。

3.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务处主页的“本科教学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未上网报名的学生自行

听取讲座的，学校不给予记录学分。累计 3次报名而不听取讲座的学生将取消其今后听取福州大学“嘉锡

讲坛”的资格。

4.学生到指定地点凭学生证刷卡入场听取讲座，讲座结束时须刷卡离场，否则不予记录讲座学分。

5.每学期期末教务处根据讲座组织者提供的学生考勤记录对学生取得的讲座次数予以记录。

6.学生毕业学期，学校根据学生修读通识教育选修课类别学分需要将学生所获学分登记在学生成绩档

案中。

第二十四条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包括：大学生“三下乡”、社区援助、法律援助、支教扫盲、社会调查、勤

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内外的志愿服务活动。

1.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获得全国、省级、校级奖励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素质拓展分

值。

社会实践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项目 获奖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国家级 1.5分

省级 1分

2.志愿服务。主要包括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项目在国家、省获得奖项，所获奖励可以

累加，但同一活动区间获得多项奖励，取最高奖项相应分计算，不得累加记分（一学期为一个周期）。

志愿服务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项目名称 获奖级别 所得原始分值 备注

志愿服务项目或活动
国家级 3分 项目（活动）负责人或

第一作者省部级 2分

日常志愿服务活动 2分
四年获得 300小时志愿

服务时长

第二十五条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指学生参与的文体艺术活动、身心健康锻炼的经历和取得的成绩，以及有益于身

心健康发展的其它重要经历。

文化、艺术、体育类竞赛活动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所得原始分值

个人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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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特等奖、一等奖 2分 1.5分

二等奖、三等奖、单项奖 1.5分 1分

省部级
特等奖、一等奖 1.5分 1分

二等奖、三等奖、单项奖 1分 0.5分

校级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1分 0.5分

注：集体项目按主要参与者或主力队员计，非主要参与者或主力队员乘以调节系数 50%后取整

记分值（不做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以 0.5位界限。如：0.1～0.4则取 0；0.5～0.9

则取 0.5。

第二十六条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指校级社团在各自社团发展中推动社团良性发展，并取得国家、省级或者校级十

佳社团称号的社团骨干，可获得相应的素质拓展学分。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原始分值评定标准表

项目名称 级别 所得原始分值 备注

优秀社团

国家级 2分
获奖的社团骨干

2名予以加分
省级 1分

校级十佳 0.5分

第二十七条 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指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参加技能培训及其它活动所获得各种专业技能证书。国家级证书 2学分

/项、省部级证书 1学分/项。

第六章 检查与监督

第二十八条 实行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检查制度。教务处每学年第一学期初对上一学年记载

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进行检查。

第二十九条 学院成立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审查领导小组，负责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

分初审工作。经认定后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应在本学院公布，以便监督。

第三十条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申请与认定期间，学生本人或之间可以互相察看、监督，发

现问题的，由学校教务处等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三十一条 凡经查实弄虚作假者，取消该项目所得分值，对三次以上者，报学校教务处和学生工作

部（处）以作弊处理，有关责任人按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的实施，对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有重要作用。各学院应认真

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管理办法及有关细则，并落实本学院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实施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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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各单位要建立健全相应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文档的管

理。教务处负责本科教学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维护以及各单位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数据安全。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从 2017级学生开始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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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简介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MIEC）是经教育部批准，福州大学与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合作成

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许可证编号：MOE35IEA02DNR0181907N），是福州大学直属二级学院（非独立

学院，不具有法人资格），是福建省首家“双注册学籍、双授学士学位、4+0培养模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

学院自 2019年起按照国家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政策规定进行招生，录取批次为本科一批（在本科一、

二批合并省份列入本科批次招生，单列招生代码·中外合作办学·中爱），纳入福州大学招生计划统筹安

排。学院现开设自动化（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软件工程（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数字媒体技术（Multimedia, 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电子信息工程（Electronic

Engineering）四个本科专业，学制 4年。合格毕业生可同时获得福州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系爱尔兰国立大学成员，前身系建

立于 1795年的圣帕特瑞克学院，是仅次于三一学院的爱尔兰最古老大学。学校在计算机科学、英语文学

以及地理等专业位列世界排名前 150位，下属 12所国家级研究所，曾诞生过 2位诺贝尔奖得主。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MIEC）致力于依托福州大学优势，进一步引进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

学优质资源，为学生提供高品质、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培养符合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国际

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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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介绍

数字媒体技术（Multimedia，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

本专业通过实施国际合作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培养掌握扎实的数字媒体技术基本理论、专业知识

和实验技能，具备良好的科学素质与创新能力，具有团队合作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的高级专门

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可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从事图形化的界面设计、医学成像、多媒体系统

开发、电子出版、计算机辅助翻译、虚拟仿真、游戏开发、网站设计等方面的研发和管理工作。

符合两校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将获得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及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理学学士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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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一、学制和授予学位

1．标准学制：四年

2．授予学位：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二、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国际合作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培养掌握扎实的数字媒体技术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

技能，具备良好的科学素质与创新能力，具有团队合作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的高级专门技术人

才。学生毕业后可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从事图形化的界面设计、医学成像、多媒体系统开发、

电子出版、计算机辅助翻译、虚拟仿真、游戏开发、网站设计等方面的研发和管理工作。同时，也可报考

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研究生，赴国内外一流学府深造。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的毕业生应达到以下业务基本要求：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具有扎实数字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基础；

3. 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前沿专业知识、跨文化交往能力和较好的外语沟通能力；

4. 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微积分、积分学、线性代数等基本知识，了解当代计

算机系统、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其他主要方面知识和应用前景；

5.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数据库、计算机程序与数据结构、软件测试、多媒体

技术、软件工程等的基本理论，掌握软件设计、多媒体通信、移动应用开发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有关神

经计算、计算机视觉、数值计算、计算机图像处理等的基本技能，了解团队项目方面的基本内容；

6. 具有综合应用各种手段（包括外语）查询资料、获取信息的基本能力；具有应用艺术与技术相结

合进行创作表达和交流的基本能力；掌握计算机应用的基本能力；

7. 具备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

四、核心课程

计算机系统、算法与数据结构、数据库、软件测试、Web 信息处理、多媒体技术、软件工程与软件过

程、用户体验，用户接口及交互设计、软件设计、编码媒介融合、多媒体通信、人机交互、移动应用开发、

虚拟动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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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最低学分

课程类别

学

分

数

学时数
各模块

学分占

总学分

百分比

总

学

时

其中

课内

实验

课内

上机
辅导

课

堂

教

学

必修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 43 804 / / 64 20.4%

学科基础必修课 54.5 872 49 256 69 26%

专业必修课 52 832 / 416 / 24.7%

选修

课程

专业选修课 12 192 / / / 5.7%

通识教育选修课 6 96 / / / 2.9%

创新创业实践与

素质拓展课
2 / / / / 1%

小计 169.5 2796 49 672 133 80.7%

集中性实践环节 40.5 44 周 19.3%

合计 210 2796+44 周 100%

六、课程设置，各教学环节安排

（一）必修课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马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上）

Moral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aw (part 1)

1 16 2 1 1

马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下）

Moral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aw (part 2)

1 16 2 1 2

马院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3 48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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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马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3 1 3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The Conspectu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 1)

2 32 2 1 3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The Conspectu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 2)

2 32 2 1 4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y（1）

2

8 2 2 1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y（2） 8 2 2 2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y（3） 8 2 2 3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y（4） 8 2 2 4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五） Situation and Policy（5） 8 2 2 5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六） Situation and Policy（6） 8 2 2 6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七） Situation and Policy（7） 8 2 2 7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八） Situation and Policy（8） 8 2 2 8

梅大 英语 1 English 1 5 80 16 5 1 1

梅大 英语 2 English 2 5 80 16 5 1 2

梅大 英语 3 English 3 5 80 16 5 1 3

梅大 英语 4 English 4 5 80 16 5 1 4

体育 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6 2 2 1

体育 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6 2 2 2

体育 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6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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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体育 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6 2 2 4

军事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Curriculum 2 36 2 2 2

学生处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Caree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or College Student

0.5 8 2 2 1

学生处
大学生就业

与创业指导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
0.5 8 2 2 4

人文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

1 16 2 2 1

人文 大学应用写作 College Practical Writing 1 16 2 2 5

小计 43 804 64

注：考核方式：1表示考试，2 表示考查，下同。

2．学科基础必修课

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

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总

学

时

其中

实验 上机
辅

导

梅大 数字系统（I） Digital Systems（I） 4 64 16 4 1 1

梅大 计算机系统（I） Computer Systems (I) 6 96 48 6 2 1

梅大 计算机系统（II） Computer Systems (II) 6 96 48 6 1 2

梅大 数学（I） Mathematics (I) 4 64 16 4 1 1

梅大 电子工程基础
Electronic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4.5 72 33 5 5 1 1

梅大 计算机科学导论（I）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I)
6 96 48 6 1 1

梅大 计算机科学导论（II）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II)
6 96 48 6 1 2

梅大 数学（II） Mathematics (II) 4 64 16 4 1 2

梅大 高级微积分 Advanced Calculus 3 48 16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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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马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3 1 3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The Conspectu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 1)

2 32 2 1 3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The Conspectu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 2)

2 32 2 1 4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y（1）

2

8 2 2 1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y（2） 8 2 2 2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y（3） 8 2 2 3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y（4） 8 2 2 4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五） Situation and Policy（5） 8 2 2 5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六） Situation and Policy（6） 8 2 2 6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七） Situation and Policy（7） 8 2 2 7

马院-

学生处
形势与政策（八） Situation and Policy（8） 8 2 2 8

梅大 统计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3 48 16 3 1 4

梅大 算法与数据结构(I)
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 (I)
4 64 32 4 1 3

梅大 算法与数据结构(II)
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 (II)
4 64 32 4 1 4

小计 54.5 872 49 256 69

3．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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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梅大 数据库 Databases 4 64 32 4 1 3

梅大 计算机结构(I) Computer Architecture(I) 4 64 32 4 1 3

梅大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4 64 32 4 1 3

梅大 软件测试 Software Testing 4 64 32 4 1 3

梅大 Web 信息处理 Web Information Processing 4 64 32 4 1 4

梅大
用户体验，用户接口

及交互设计

User Experience (UX), User

Interface (UI) And Interaction

Design

4 64 32 4 2 4

梅大 软件工程与软件过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 Software

Process
4 64 32 4 1 4

梅大 编码媒介融合 Coding Media Convergences 4 64 32 4 1 4

梅大 人机交互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4 64 32 4 1 5

梅大 软件设计 Software Design 4 64 32 4 1 5

梅大 多媒体通信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4 64 32 4 1 5

梅大 移动应用开发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4 64 32 4 2 5

梅大 虚拟动画环境 Virtual Animation Environments 4 64 32 4 1 5

小计 52 832 416

（二）选修课

1．专业选修课，应修12学分

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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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总学

时

其中

实

验

上

机

辅

导

梅大 计算理论 Theory of Computation 2 32 2 1 7

梅大
信号，图像

与光学处理

Signal, Image

and Optical Processing
2 32 2 1 7

梅大 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
Machine Learning

& Neural Networks
2 32 2 1 7

梅大 人工智能和语言处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Language Processing
2 32 2 1 7

梅大 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2 32 2 1 7

梅大 密码学 Cryptography 2 32 2 1 7

梅大 机器人与自动化 Robotics & Automation 2 32 2 1 7

梅大
编程语言设计

与语义学

Programming Language Design

& Semantics
2 32 2 1 7

梅大 计算和复杂性 Computation & Complexity 2 32 2 1 8

梅大
并行

与分布式系统

Parallel

& Distributed Systems
2 32 2 1 8

梅大 数值计算 Numerical Computation 2 32 2 1 8

梅大 音频和语音处理 Audio & Speech Processing 2 32 2 1 8

梅大 计算机图形学 Computer Graphics 2 32 2 1 8

梅大 计算机科学前沿导读
Readings in the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2 32 2 1 8

小计 28 448 28

2．通识教育选修课，应修 6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应修满6学分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2学分、文学与艺术类2学分、创新

创业类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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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应修 2 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应最少修满2学分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有以下2种渠道获得相应学分：

(1) 学生可按照《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管理实施办法》中的有关规定获得学

分；

(2) 学生根据兴趣及爱好自主选修的任意课程（须为完整一门课程学分）。

（三）集中性实践环节

开课

单位

中文课程

名称

英文课程

名称

学

分

数

周

数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军事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s 2 2 2 1

马院 思政课实践
AGuide to Classical Work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Theory
2 2 2 4

梅大
计算机科学

核心技能项目

Critical Skills Project

(Computer Science)
4 1 2 2

梅大 团队项目 Team Project 4 4 2 5

梅大 工作实习文档 Work Placement Documentation 0.5 1 2 6

梅大 工业实习 Industrial Work Placement 16 16 2 6

梅大 毕业设计（论文） Final Year Project （MMWD） 12 18 2 7/8

小计 40.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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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培养方案解读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培养方案一共由六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学制与授予学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核心课程、毕业最低学分要求、课程设置和各教学环节安排。

学制与授予学位：实行 4-6 年弹性学习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延长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生在符合学位授予条件后可以获得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和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理学学士

学位。

毕业最低学分：本专业毕业的最低学分为 210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169.5 学分、集中性实践环节 40.5

学分（其中工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28学分）。

课程设置和各教学环节安排: 课程设置和各教学环节总体上分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堂教学所对

应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包含通识教育必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

包含专业选修课、通识教育选修课以及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课。实践教学对应集中性实践环节。

（一）通识教育必修课：由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体育、军事理论等通识课程组成，总学分为

43学分。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基础听说能力及其社会觉悟、民族精神，帮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

涯做好规划，增强他们德、智、体等方面的素质，为其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二）学科基础必修课：由数学、统计学导论、算法与数据结构、高级微积分、计算机系统、计算机

科学导论等课程组成。是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科基础课程，课程安

排在第 1学期至第 4 学期进行修读，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54.5 学分。

（三）专业必修课：由数据库、多媒体技术、多媒体通信、移动应用开发、人机交互等课程组成。是

与本专业知识、技能直接联系的重要课程，是保证本专业专门人才培养的根本。课程安排在第 3学期至第

5 学期进行修读，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52 学分。

（四）专业选修课：由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和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密码学、机器人与

自动化等课程组成。是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学习的课程，以调整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学生在

修读本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选择专业选修课修读。专业选修课选修时间一般安排在第 7

学期至第 8 学期进行学习，至少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12 学分。

（五）通识教育选修课：为了丰富工科学生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方案中

规定须在面向全校开设的校选课中选修部分课程。每个学期末，学院都有下学期全校选修课的开课计划。

学生自行安排选修时间和选修课程，取得合格成绩并至少获得 6学分。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 2学分、文学

与艺术类 2学分、创新创业类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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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课：此类课程旨在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全面提

高学生素质。学生在校期间应最少修满 2 学分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学生可根据兴趣及爱好自主

选修任意课程；也可通过其他实践环节获得奖励学分顶替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课所需修读学分，具体要求

详见《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管理实施办法》。

（七）集中性实践环节：包含实验、实践、工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内容,是以学生实践为主的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课堂教学、以及课后作业布置等方面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验技能。修读时间贯穿整个

大学学习阶段。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集中性实践环节的全部 40.5 学分。

修读注意事项：

1．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本专业培养方案是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年限，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经

过全体老师讨论审核制定的。培养方案充分考虑课程前后衔接的逻辑关系和大部分学生的学习规律，是选

课的指导性文件。学生一般应按专业培养方案的课程安排顺序修读。若提前修读可能会给学生的学习造成

困难，滞后修读则有可能影响学生按时毕业。当然，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基础和学习特点自主制定个性

化的修读计划。但在选课时一定要注意课程之间的先后逻辑关系。学生必须修读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

的相关课程及教学、实践环节，并取得最低总学分后方可通过毕业资格审核。

2．认真了解课程开设情况。每学期的课程开设是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学生数以及教学资源状况

而安排的，是学生可选课程的基本依据，学生应根据每学期的课程开设情况选择本学期应修读的课程。

3．选课内容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教学计划规定该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学生必须取得规

定的所有必修课学分，考核不合格须补考，补考不合格必须重修；若有一门必修课未取得学分，不能毕业。

选修课指通识教育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学生必须取得培养计划中所规定的

各类选修课的学分，选修课考核不合格可重修或重选。若未取得规定的学分，不能毕业。

4. 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包括工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没有安排补考，不合格必须重修。

5. 选课期间，学生应及时注意选课信息以及相关事宜，如有不明之处及时向相关部门咨询。

6．选课结果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希望学生在选课前做好充分准备，选课时慎重考虑。

7．学生本人在教务网上完成选课。15 人以下的选修课程原则上停开，选了停开的课程，可进行重选。

如有任何疑问，应及时向教学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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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主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 I（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算法与数据结构 I

课程内容：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Review of elementary programming concepts suit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bstract data types (operators, types and expressions; control of flow; methods;

recursion; input & output); Algorithms for searching: linear, bounded linear and binary searches; Algorithms for

sorting: selection, insertion, bubble and quick sorts; Fundamental linear data structures: stacks, queues, linked lists;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encapsulation and information hiding, classes, interfaces, class hierarchies,

inheritance, polymorphism, basic exception handling; Analysis of basic algorithms.

课程目的： This modul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be able to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program complexity,

describe a variety of structures for storing data such as arrays, linked lists, stacks and queues, explain a range of

algorithms involving searching and sorting, identify data structuring strategies appropriate to a given context

design, develop, test and debug object-oriented programs in Java and to apply data structuring techniques to the

design of computer programs.

使用教材：

Lafore, Robert Data Structures & Algorithms in Java.

课程名称：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 II（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算法与数据结构 II

课程内容：Fundamenta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Binary Search Trees; Balancing Binary Search Trees; Tree

traversals (depth and breadth-first); Graph representations; Hash Tables; Algorithm analysis: upper and average

complexity bounds, best, average and worst case algorithm behaviour; Algorithm strategies: brute force, greedy,

divide and conquer and backtracking algorithms. Selected advanced topics in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课程目的：This modul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be able to describe a variety of structures for storing data such as

binary search trees, balanced binary trees and hash tables, outline a range of algorithms in the areas of data

compression, cryptography and graph theory, explain various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concepts such as

encapsulation, inheritance and polymorphism, design, develop, test and debug object-oriented programs in Java

and to apply knowledge of algorithm complexity and data structuring techniques to problem solving

使用教材：

Lafore, Robert Data Structures & Algorithms in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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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Computer Systems I（6学分，96学时）

中文名称: 计算机系统 I

课程内容：Topics from the breadth of computer science, for examp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er Vision,

Signal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cryptography, robotics, graphics, information theory, graph theory,

visualisation. Tools for the creation of computer and software systems (visual programming systems, web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omputational problem solving.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se visual programming tools to

create computer systems; understand the breadth of topics in computer science; describe in detail a number of

specific topics in computer science;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apply it to solve

simple problems; solve problems by designing algorithms, composing and testing programs .

使用教材：

Learning Processing – Daniel Schiffman / Sound Synthesis and Sampling 3RD Edition – Martin Russ.

课程名称：Computer Systems II（6学分，96学时）

中文名称: 计算机系统 II

课程内容：First Order Logic and proof strategies for reasoning about programs; Basic set and bag definitions,

operations, and properties; Using functions to solve problems: to include definitions of function domain, range,

image, composition, identity, inverse, absrtraction, application, total & partial functions, injections, bijections &

surjections; Reasoning using First Order Logic: truth tables, use of conjunction, disjunction, implication,

negations, equivalence rules, assertions, tautologies, contradictions, universal and existential quantifiers;

Representing natural language in a formal logic and proving the validity of logical statements using proof by

contradiction and natural deduction; Programming in a declar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search

strategy, unification, recursion, data structures (lists), list processing, simple logic programming.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in computer

science applying techniques from discrete mathematics; outlin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tandard proof techniques;

give examples of standard proof techniques; use functions to formulate and solve problems; relate the ideas of

mathematical induction to recursion and recursively defined structures; formulate problems and represent

knowledge using first order logic; write simple programs in a declarative language.

使用教材：

Logic in Action (online at www.logicinaction.org/docs/lia.pdf).

课程名称：Software Testing（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软件测试



23

课程内容：Background and reasons for Software Testing. Value and objectives of Software Testing, types of

Testing, test methods, testing in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testability, automation of Software Testing.

Topics: Introduction to software testing. Software quality, software faults and failures, phases of testing.

Incremental and integration testing, unit testing, whitebox and blackbox testing, system, acceptance, and

regression testing. Coverage-based techniques, mutation testing, equivalence testing and boundary value analysis.

Cause-effect graphing. Walkthroughs and inspections. Object Oriented software testing.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explain the software testing

process from unit testing up to system testing; design and apply test cases for both white and black box testing of

software; describe and evaluate the approaches to integrating software testing into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descri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ftware verification and software validation

使用教材：

Principles of Software Testing, Preprint (Brown, Bierig, Galvan, Timoney).

课程名称：Multimedia Technology（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多媒体技术

课程内容：This module will focus on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for the generation, analysis, and production of

multimedia content. The module will first introduce multimedia and its convergence within the media of

television,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s. The module will provide a thorough study of software

process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multimedia content. Topics will include: introduction to multimedia and

multimedia systems and standards; multi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multimedia storage and

compression; software, user interfaces and authoring tools.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y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使用教材：

The Science of Digital Media, Jennifer Burg, Pearson, 2008; Fundamentals of Multimedia, Ze-Nian Li and Mark

Drew, Springer, 2014.

The VR Book by Jason Jerald.

课程名称：Software Engineering & Software Process（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软件工程与软件过程

课程内容：This module provides both understanding of, and practice in, th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It addresses such issues as: understanding and selecting software processes;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software projects; analysing and designing software using current techniques (including UML); and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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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eExplain the concept of a software

life cycle and provide an example, illustrating its phases including the deliverables that are produced; select and

justify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models and process elements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 diverse range of software products; compare the traditional waterfall model to the incremental

model, the unified model, and other appropriate model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levels of

testing (unit, integration, systems, and acceptance) for medium-size software products and related materials;

analyse and design software using current techniques, for e.g. UML; evaluate the outcomes and the process of a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ject.

使用教材：

Software Engineering, Ian Sommerville, Pearson, 2011;

Software Engineering – A Practitioner’s Approach, Roger Pressman, McGraw-Hill.

课程名称：User Experience (UE), User Interface (UI) And Interaction Design（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用户体验，用户接口及交互设计

课程内容：This course presents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ser Experience (UX),

User Interface (UI) and Interaction Design. The module considers design,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teractive sites and apps as highly iterative and connected processes. It takes a user-centred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a system-centred one. Central themes include: (i) understanding human interaction, (ii)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X and UI design, (iii) the importance of user involvement and testing of designs, and (iv)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low and high fidelity interactive prototypes suitable for testing. The course examine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needs and requirements of human users and the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key theories, principles

and psychology underpinning User Experience (UX) and User Interaction (UI);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ser Experience (UX) Design, User Interface (UI) Design and Interaction Design; describe how user research

methods provid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users, and assist in the creation of user-centr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velop UX for an app and website that create positive user experiences; develop UI components, implement

clickable prototypes and test designs with users;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User Testing plan for developed

prototypes.

课程名称：Software Design（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软件设计

课程内容：The first half will focus on taking students from the basics of C++, through to objected orien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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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 programming. Topics covered will include (i) basic C++ syntax and program structure, (ii) primitive and

abstract data-types, (iii) arrays, pointers, and dynamic memory management, (iv)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encapsulation, inheritance, polymorphism, etc.), and (v) generic programming and the STL. The second half will

cover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OOA/D) and in particular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patterns in developing well-structured, extensible, and reusable software systems.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nalyse, design, and implement

software based solutions to problems using C++; understand and apply dynamic memory management

programming techniques in C++; develop generic implementations of algorithms in C++;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software designs based on principled quality criteria; apply OOA/D techniqu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solutions to real-world problems; implement a selection of design patterns in C++; understand and apply

a selection of design patterns in their software solutions.

使用教材：

C++ Primer. Lippman et al. 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Gamma et al.

课程名称：Coding Media Convergences（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编码媒介融合

课程内容：This module will explore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forces driving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digital practice. Students will critically examine and create examples of cyborgian hybrid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on the self, the other, society and its products.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and discus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nvergence of media technologies; apply theoretical concepts to explain

emerging media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relate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media forms to theoretical concerns;

communicate research in technically coded creative forms.

课程名称：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人机交互

课程内容： This module will trace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user and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Furthermore this module will outline the field of interaction

design and students will examine good and bad practi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HCI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wards the goal of becoming reflective practitioners. Us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principles, the design cycle,

collaborative design and user testing are core components of this module. Students will collectively apply

usa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responsive design principles towards researching,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a

screen-based interactiv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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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ppraise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role of the us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entred desig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systems;

critically interrogate different methods of user interaction in a digital media context; apply theoretical concepts to

the creation of interfaces and digital content delivery systems; research, plan and design an interactive technology.

课程名称：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多媒体通信

课程内容：This modul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pic of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The

focus is on introducing students to (i) the fundamentals of operating systems and networks and standards, (ii)

associated terminology, and (iii)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multimedia systems and associated requirements.

PC and mobile based operating systems are included, along with both wired and wireless networks. Topical case

studies in the space are considered, e.g. cloud computing, social media.

课 程 目 的 ： 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fundamental

terminology, protocols and standards associated with multimedia operating systems and networks; understand the

architecture of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role of operating systems and appreciate new and

emerging topics in the space of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使用教材：

Halsall, Fred (2001),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Harlow: Addision-Wesley.

课程名称：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移动应用开发

课程内容：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mobile development with Javacript libraries or frameworks

which are used for building user interfaces for mobile applications. The course will focus on handling the view

layer for web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Stud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modern

mobile platforms and the challenges which are posed by thi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is will carefully

consider th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trends impacting modern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the

module will deal with providing an effective user interface for mobile devices. Solutions to managing application

data within the mobile application will be discussed using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OOP) approaches.

Through appropriate coursework students will gain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application using a suitable Javascript library or framework. An overview of the enterprise scale requirements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modif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ecurity) of mobile applications will also be provided.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the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mobile platforms that affect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describe the challeng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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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development has in providing an effective user interface; describe th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trends

impacting modern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design and develop introductory level mobile applications

using a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ramework; design solutions to manage application data in mobile

applications using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OOP) approaches;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enterprise scale

requirements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modif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ecurity) of mobile applications.

使用教材：

The Road to Learn React. Author: Robin Wieruch. Available as free ePub/Book https://roadtoreact.com.

课程名称：Virtual Animation Environments（4学分，64学时）

中文名称: 虚拟动画环境

课程内容：This module offer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emerging digital animation techniques that

enable innovative forms of storytelling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Building upon contemporary animation

techniques and tools, students will consider a range of philosophical and critical issues regarding immersion,

moving image, reality, space, and story. Stud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future of virtual design and its multiple

and convergent means of expression,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parallax techniques, and interactive

narratives.

课程目的：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and discus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emerg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pply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virtual design

to prototype original forms of storytelling; visualise potential forms of convergence of digital media techniques

that combine virtual reality and animation; develop artefacts that benefit from the unique forms of storytelling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animation desig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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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分学期课程设置（拟安排）

（下列表格仅供参考，实际课程安排根据学期及课程具体情况于开学前制定）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一） 通识教育必修 2 12-15 考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上） 通识教育必修 1 2 4-11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识教育必修 1 2 4-11 考查

体育（一） 通识教育必修 1 2 4-19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通识教育必修 0.5 2 8-11 考查

英语 1 通识教育必修 5 5 4-19 考试

计算机系统（I） 学科基础必修 6 6 4-19 考查

计算机科学导论(I) 学科基础必修 6 6 4-19 考试

数字系统(I) 学科基础必修 4 4 4-19 考试

电子工程基础 学科基础必修 4.5 5 4-19 考试

数学(I) 学科基础必修 4 4 4-19 考试

军事技能 集中实践 2 - 2-3 考查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二）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军事理论 通识教育必修 2 2 1-16 考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下） 通识教育必修 1 2 1-16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通识教育必修 3 3 1-16 考试

体育（二） 通识教育必修 1 2 1-16 考查

英语 2 通识教育必修 5 5 1-16 考试

计算机系统(II) 学科基础必修 6 6 1-16 考试

计算机科学导论(II) 学科基础必修 6 6 1-16 考试

数学(II) 学科基础必修 4 4 1-16 考试

计算机科学核心技能项目 集中实践 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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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中文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三）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通识教育必修 3 3 1-16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上）
通识教育必修 2 2 1-16 考试

体育（三） 通识教育必修 1 2 1-16 考查

英语 3 通识教育必修 5 5 1-16 考试

算法与数据结构(I) 学科基础必修 4 4 1-16 考试

高级微积分 学科基础必修 3 3 1-16 考试

数据库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软件测试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多媒体技术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计算机结构(I)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中文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四）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下）
通识教育必修 2 2 1-16 考试

体育（四） 通识教育必修 1 2 1-16 考查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通识教育必修 0.5 2 1-16 考查

英语 4 通识教育必修 5 5 1-16 考试

算法与数据结构(II) 学科基础必修 4 4 1-16 考试

统计学导论 学科基础必修 3 3 1-16 考试

Web 信息处理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用户体验，用户接口及

交互设计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查

软件工程与软件过程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编码媒介融合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思政课实践 集中实践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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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第三学年第二学期

中文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六）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工业实习文档 集中实践 0.5 考查

工业实习 集中实践 16 1-16 考查

中文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五）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大学应用写作 通识教育必修 1 2 1-16 考查

人机交互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软件设计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多媒体通信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移动应用开发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查

虚拟动画环境 专业必修 4 4 1-16 考试

团队项目 集中实践 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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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年第一学期

中文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七）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计算理论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信号，图像与光学处理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人工智能和语言处理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计算机视觉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密码学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机器人与自动化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编程语言设计

与语义学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毕业设计（论文） 集中实践
12

（合）
1-16 考查

第四学年第二学期

中文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八） 通识教育必修 2 考查

计算和复杂性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并行与分布式系统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数值计算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音频和语音处理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计算机图形学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计算机科学前沿导读 专业选修 2 2 1-16 考试

毕业设计（论文） 集中实践
12

（合）
1-1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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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福州大学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新时代高等教育，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依据《福州大学奖学金管理办

法》（福大学〔2018〕56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范围为我院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

第二章 奖学金的设置和评定

第三条 奖学金分设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文化科技创新创业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三类。

第四条 参加各类奖学金评定的学生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和学院

规章制度；

（二）道德品质良好，热爱所学专业，学习勤奋，成绩优良；

（三）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工作和文体活动，身心健康。

第五条 在评定学期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具备获得各类奖学金的资格：

（一）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警告以上处分且仍在处分期内；

（二）休学或保留学籍者；

（三）本学期所修习的课程（除任意选修课外）原始成绩绩点低于 1.3者。其中，对于通过爱尔兰国

立梅努斯大学“豁免”方式（compensation）取得及格的课程成绩将不被纳入我院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评

定考量范围。

第六条 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

（一）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依据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评定，其中学业成绩以校、院两级教务部门提

供数据为准；所有学生的成绩绩点均按原始成绩计算；已获得成绩绩点的课程如再次修读将不被纳入奖学

金评定考量范围。

（二）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等级及奖励金额：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奖励金额分别为一等奖 15000 元人民币／学期，二等奖 10000元人民币／学期，三等奖 5000元人民币／

学期。

（三）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比例：获奖人数不超过年级学生总人数的 18％，其中：一等奖不超过

3％，一、二等奖总和不超过 8％。

（四）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标准：

1.一等奖学金：学期综合素质测评名次位列本专业年级前 5％；

2.二等奖学金：学期综合素质测评名次位列本专业年级前 10％；

3.三等奖学金：学期综合素质测评名次位列本专业年级前 20％。

第七条 文化科技创新创业奖学金的评定依据《福州大学学生文化科技创新创业奖学金实施细则

（2018年修订版）》具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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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单项奖学金评定

单项奖学金旨在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并取得突出成绩，围绕学业进步、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等方

面设立。

（一）学生本学期专业修习课程全部合格，且同比上一学期进步名次不少于 30 名或进步幅度不小于

所在专业年级人数的 40%，可申请“学业进步奖学金”；奖励金额 300元人民币/人/学期。

（二）学生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优良成效，可申请“精神文明建设奖学金”；奖励金额 300元

人民币/人/学期。

（三）单项奖学金获奖总人数不超过年级学生总人数的 25%。

（四）单项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分别于每学年度的 5月和 12月进行，所有评定程序均通过福州

大学学生工作管理系统完成。

（五）学院根据额度统筹安排各类单项奖学金评定人数和金额。

第三章 奖学金评定要求和奖惩办法

第九条 奖学金评定工作要求

（一）学院根据学校工作要求，统一组织学生申请奖学金，并以班级为单位成立测评小组，严格按照

学校、学院相关规定和奖励比例进行评定，对学生开展全面考核；由学院学生工作组全面负责本院学生评

奖的部署、指导、监督和汇总工作。

（二）评定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确保评定条件、评定名额、评定程序和评定结果全

过程公开。学生如对评定结果存有异议，可于公示期内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诉。

第十条 奖学金评定奖惩办法

（一）上述各类奖学金的获奖学生，均由学校予以发文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由学院下发相应奖学金，

并将获奖情况记入学生个人档案。

（二）对已获评奖学金的学生，凡存在材料虚假、营私舞弊、欺瞒组织等不当行为，一经查实，学院

将撤销其所获奖励，追缴已下发奖学金，并视情节严重，予以相应纪律处分。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一条 学院成立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主要负责学生奖学金的统一管理，讨论和决议涉及奖学

金的重要事项和问题，制定与修订奖学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审定各类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主任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学院教学办工作人员、

辅导员、学生代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不超过”、“不少于”等表述均含本数。

第十三条 本办法若与福州大学相关规定冲突或有未尽事宜，依学校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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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福州大学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一）

为适应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课程评分体系，进一步优化我院对福州大学奖学金的评定，现对《梅努

斯国际工程学院福州大学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第五条第（三）项后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本学期所修习的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课程（除

任意选修课外）申请缓考者。”。

二、本补充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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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CMarks& Standards (Summary)

Applicability: These regulations apply to all MIEC students in 2019-20 and beyond.

Updated: March 2020

The following summarises the Marks and Standards for the degree programmes at Maynooth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llege (Fuzhou).

Note: this summary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aynooth University Marks and

Standards and the Departmental Student Handbook for details of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modules.

Queries can also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programme co-ordinator / MIEC Executive Vice Dean.

Copies of the Maynooth University Marks & Standards may be downloaded from the ‘Marks and

Standards’ link at ‘Academ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https://www.maynoothuniversity.ie/universi-

ty-policies/academic-policies-procedures.

Modules and credits: The programmes are divided into modules. The size of a module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work a student is expected to do to complete the module) is indicated by its credit

value. Maynooth University uses the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ECTS) and a year of study

for a full time undergraduate is normally 60 credits.

Module Definitions: An optional module is one that a student may take as part of their degree

programme; a compulsory module is one that must be taken as part of the degree programme; a

required module is required for progression (this means that a student must take it and pass it

without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be allowed progress in their programme).

Passing a Module: A module can be assessed in a number of ways but most modules include more

than one assessment, usually a combination of an examination and a continuous assessment element.

To pass a module a student must achieve an overall pass mark (40%) in the module. It is also

possibl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see progression outcomes), to pass a module by

compensation. The default compensation mark is 35%. This means that if a student gets a module

mark of under 35% they cannot pass the module by compensation, and must repea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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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Compensation

In order for a module to be passed by compensati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must be met:

1) No more than 20 credits (over all modules taken in the period of study) are below the

compensation threshold (35%);

2) The average mark in the remaining modules is the pass mark (40%) or above;

3) At least half of the credits have reached the pass threshold (40%) or above.

If a student passes a module (either by obtaining 40% or a Pass by Compensation mark of 35%)

they earn the credits associated with that module.

Passing a Year: In summary, in order to pass a year of a programme a student must:

• Pass all compulsory modules

• Pass (40%) all required modules

• Obtain 40% on aggregate in the subject

• Pass modules to a credit value of at least half the credit value of the subject

• Not fall below 35% in any (non-required) module

Progression: There are four outcomes to a year of study:

1. Progress

2. Restricted: compensation

3. Restricted: deficit

4. Not Progress

1. Progress – a student passes all the modules that they have registered for & progresses to the

next year;

2. Restricted: Compensation - if a student does not pass all modules, but their result is within

the compensation parameters, they are rated as “restricted”. A “Restricted: compensation”

result will be given where: the overall weighted average mark is at or above the progression

standard (normally 40%); no module has a mark below 35%; at least half of the credits

taken in the period have been passed without compensation (i.e. 40% or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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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tricted: Deficit - A “Restricted: deficit” result will be given where: the modules with

marks below 35% amount to no more than 20 credits; the weighted average mark in the

remaining modules, excluding the deficit modules, reaches the progression threshold

(normally 40%); at least half of the credits taken in the period have been passed without

compensation (normally 40% or above).

In this case a student can progress carrying a deficit of credits, which must be made up by

repeating the modules, before the programme is completed.

4. Not Progress - if a student’s result is lower than the compensation range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progress to the next year. The result will show “Not Progress”, and they must

then repeat some modules or take suitable alternative modules, before they can proceed.

This will happen if: the student’s overall annual mark is lower than the progression mark

(normally 40%); the student has a deficit of more than 20 credits; they have not exceeded

the pass mark (normally 40%) in at least half of the credits taken.

Note that the threshold for compensation is 35%. If a module has a mark less than 35%, it

cannot be passed by compensation.

Annual Mark: The annual mark is the weighted average mark in the credits earned (where

credits are not earned, the mark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annual mark).

Award Mark: The award mark in the degree is the annual mark for each year after first year,

weighted towards the final year. The weighting for the MIEC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s that the

final year contributes 70% to the final mark, third year contributes 20% to the final mark, and

second year contributes 10% to the final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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