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课程代码：0700037 选课人数：30
开课学院：计算机学院 授课教师：计卫星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副教授，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副秘书长，计算机学会体系结构专业委

员会委员。2008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学院工作。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计

算机系访问 1 年。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程序语言设计与实现、大规模代码分析、

并行与高性能计算等，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在国内外著名期

刊和国际会议（TACO、PLDI、RTSS 和 DATE 等）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省部级

教学成果奖 1 项，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出版教材 3 部。

价值塑造

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从体系结构的发展历史，国产处理器发展

历程和现状，以及与其配套的系统软件的研发现状和未来，说明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实现国产自主研发的重要性。

培育高水平跨学科创新人才，促进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系统是任何计算机的核

心，也是整个应用的坚实底座。应用的发展牵引着系统的研发动向。系统安全、

软件加速等都涉及到从上层应用到系统底层的问题。本课程以此为切入点，深入

探讨体系结构与其他学科方向之间的关联和相关的研究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的

层面和视角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鼓励在学科方向交叉领域形成原始创新。

知识教育

本课程包括计算机体系结构的重要基础理论、最新研究和技术进展和典型应

用实践三部分构成：

重要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典型体系架构、存储模型、Cache 一致协议、指令

乱序执行模型、计算机系统性能度量方法等几个方面，通过这些内容讲解，让学

生了解经典理论和模型，把握住核心理论和技术。

最新研究和技术进展主要包括：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硬件加速器技术、虚拟

化技术、云计算技术等，通过这些内容的讲解，让学生了解与体系结构相关的技

术发展趋势，把握技术的发展趋势。

典型应用实践主要包括：GPU 并行编程实践、大规模数值求解的超级计算机

编程实践、智能应用的硬件加速器编程实践、软件分析的安全实践等。通过这些

典型应用实践让学生加深对体系结构的理解，学会在学科专业的研究和学习中灵

活运用体系结构相关内容。

科教融合：结合正在执行的课题基因匹配硬件加速器设计介绍硬件加速技

术，结合正在参与执行的重点研发计划介绍超级计算机上的软件优化技术。

产教融合：邀请忆芯科技首席架构师薛立成介绍存储芯片设计方法和最新进

展，采用寒武纪和华为的最新加速卡板进行智能应用加速实践。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课程旨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体系结构从事跨学科专业交叉研

究，培养“体系结构+”的研究和工作思维和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体系结构+网络安全：以系统安全为切入点，介绍系统层次与体系结构相关

的安全问题以及相关的防范方法。例如 Intel 处理器的猜测执行漏洞发生的原因

以及最新的防范方案。

体系结构+智能计算：以智能加速器设计为切入点，介绍硬件加速器的设计

与使用方法。例如寒武纪设计的神经网络加速器的基本架构和加速原理，及其编

程实践。

体系结构+软件优化：以软件并行优化为切入点，介绍 GPU 的基本架构、编

程模型和常见算法的优化方法。例如 GPU 上的稀疏矩阵向量乘、稀疏矩阵和稀疏

矩阵乘的并行优化。

课程结束时，要求选课学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上述三个方向中一个

给出相应的方案和初步实现，并根据问题的典型性、方案的可行性和实现效果进

行综合评定。

此外，本课程重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就目前与体系结构相关的话题进行

调研并讨论，可选的内容包括：

（1） 中国究竟要不要设计自主指令集架构处理器？

（2） RISC-V 架构能否让国产 IC 真正“自主研发”？

（3） 未来处理器架构该如何发展？

此部分教师需要首先进行问题背景进行阐述，并对学生进行分组调研和辩

论，并由学生和教师为每个学生的表现打分。



课程考核
成绩评定依据:平时作业和实践成绩占 30%，期末笔试成绩占 70%。

研究生答卷见附件 1.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附件 1：往年学生考试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