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学院概况 

机械工程学院是东南大学最早建立的工程类系科之一，起源于1916年创办的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工艺专修科，历经国立东南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

院机械工程系、(国立)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南京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东南大

学机械工程系和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等时期，迄今已有90多个春秋。在漫长的办学

历史中，茅以升、周仁、周惠久、吴学蔺、钱钟韩、陈学俊、曾德超、杨立铭、颜铭

皋、赵仁铠、童秉纲、丁衡高等两院院士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王国金、台湾中央研

究院院士柏实义教授等先后在本系工作或学习。经过几代教职工的辛勤建设和积极创

新，学院不断发展壮大，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

了丰硕成果，不仅为我国的机械制造业和其他行业输送了上万名毕业生，而且支援了

校内外能源动力、自动化、仪器仪表、汽车、材料等学科和领域的创建和发展，为我

国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机械工程学院在国内较早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予权；拥有6个博士点、6个硕士点及1个博士后流动站；“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学科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机械工程”为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机械工程”

专业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江苏省第一批品牌专业，“机电综合工程训

练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江苏省高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点。

“机械工程”专业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连续三次通过了由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专家委员会主持的专业认证。 

机械工程学院非常注重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重视学生实践能

力、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养，并为此积极开展研究与探索，形成了“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自主研学”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获国家级和部省级教学成果奖励20多项，在全国高校中影响广泛，

并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目前拥有六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实习、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机电控制技术、微机系统与接口、新生引导性实验实践课

程，涵盖学院“创新设计 - 先进制造 – 机电测控 - 质量监控”教学主线中8门主干

课程；国家精品教材和省级精品教材3部。 

机械工程学院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目前本学院共有专任教师98人（实验老师10人），

其中高级职称的教师64人，所占比例为65.3%；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79.6%；

约61.4%教师有工程背景；一批学者在国际和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专家组、评审委员会

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还聘请了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为本学院兼职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培养的学生普遍建立起自主学习、主动实践、勇于创新的意识。近5

年来学生主持校级以上各类创新实践项目450多，结合工程实际进行设计、制作的原创

性实物作品获国际、国家和省级各类竞赛奖100余项。毕业生整体表现出综合素质高，

工程适应性好，实践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特质，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

毕业生适应的工作范围有：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等领域的研究、生产与教学工作。就业的行业主要有：机械设计与制造、汽

车设计与制造、工程机械、机电一体化、仪器仪表、电子、航空航天、航海、国防、

能源、交通等高科技企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 



东南大学2018级机械工程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门类： 工学  专业代码： 080201  授予学位： 工学 

学制： 4  制定日期： 2018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机械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能力以及机械学科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工

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宽阔的专业技术知识，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和创造性发展的个性，能在机械工程领域从事现代设计、制

造、科研等方面工作、能够跟踪本领域新理论新技术、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由4部分组成： 

（1）能够运用工程技术原则及专业知识设计、制造机械系统； 

（2）在团队工作和交流中担任骨干或领导角色，并发挥有效作用； 

（3）在与机械工程相关专业领域里具有就业竞争力，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终身学习渠道增加知识和提升能力；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生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 

              

本专业毕业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能力与素质为：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机械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零部件或

加工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

术工具，包括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机械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

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 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力学。相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 

              
四. 主要课程 

机械制图、设计原理与方法、机械制造工程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及成型、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

学、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等。 

              
五. 主要实践环节 

工业系统认识实习、设计原理与方法综合训练、机械制造综合课程设计、机械制造基础实践（金工实习）、机械设计与制造

综合实践（选）、机械电子综合实践（选）、车辆工程综合实践（选）、产品设计综合实践（选）、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六. 双语教学课程 



设计原理与方法I、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I Ⅱ、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机器人学及应用、电子专用设备原理与实现技术。 

              
七. 全英文教学课程 

工业几何计算与应用、微纳机电系统。 

              
八. 系列研讨课程（含新生研讨课） 

机械的由来、生物机械电子学、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创造力开发训练、热点科学装备、微纳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工业

工程概论、工业工程的思想与方法、工业设计导论、机械制图（A）I Ⅱ、计算机辅助制造、设计原理与方法Ⅲ、设计原理

与方法Ⅳ、数控机床及数控加工技术、现代模具制造技术、工业几何计算与应用、机器振动分析与控制、故障诊断原理与方

法、工程中的振动问题、工业应用中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现代电动汽车、机器人学及应用、机电系统运动控制技术、计算机

硬件技术、电子专用设备原理与实现技术、电子机械设计、电子设备环境适应性结构设计、质量工程与应用统计、产品概念

设计、人性化产品设计、纳米流体传热及分子动力学模拟、微纳米尺度热物性测量技术、微纳机电系统、高速数控装备、激

光先进制造技术、汽车电子控制、汽车构造、电化学加工技术、微型核磁共振检测装置的设计与制造、微纳制造技术、机械

电子综合实践、车辆工程综合实践、产品设计综合实践 

              
九. 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士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参照东南大学学分制管理办法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例，修满本专业最低计划学分要求154.5，即可毕业。同时，外语达到东南

大学外语学习标准、平均学分绩点≥2.0者，可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十. 各类课程学分与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学分 学时 
学分 
比例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 65.5 1196 42.39% 

专业相关课程 62 1696 40.13%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 &短学期课程 27 132 + 课程周数： 40 17.48% 

总计 154.5 3024 + 课程周数： 40 100% 

              
十一. 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 

实践类课程学分： 47.38 ，总学分： 154.5 , 比例：  30.67%       



 
通识教育基础课 

(1)思政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0 0 0 3 一 2 + 

 

B15M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0 0 0 3 二 2 + 

B15M0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5 48 0 64 0 3 二 3 + 

B15M00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8 0 0 0 2 一 2 -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8 0 0 0 2 一 3 -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8 0 0 0 2 二 2 -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8 0 0 0 2 二 3 -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8 0 0 0 2 三 2 -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8 0 0 0 2 三 3 -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8 0 0 0 2 四 2 -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8 0 0 0 2 四 3 -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6 0 0 0 1 三 3 - 

合计 16.5 272 0 64 0      

 

(2)军体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32 0 0 0 2 一 3 -  
B18M0010 体育I 0.5 32 0 0 0 2 一 2 - 

 

B18M0020 体育II 0.5 32 0 0 0 2 一 3 - 

B18M0030 体育III 0.5 32 0 0 0 2 二 2 - 

B18M0040 体育IV 0.5 32 0 0 0 2 二 3 - 

B18M0050 体育V 0.5 0 0 0 0 0 三 
2 - 

3 - 

B18M0060 体育VI 0.5 0 0 0 0 0 四 2 - 

合计 5 160 0 0 0      

 

(3)外语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7M0010 大学英语II 2 32 0 32 0 4 一 2 + 

2级起点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32 0 32 0 4 一 3 +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二 2 +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32 0 32 0 4 一 2 + 

3级起点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一 3 +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32 0 2 二 2 +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一 2 + 

4级起点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32 0 2 一 3 +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32 0 32 0 2 二 2 + 

合计 6 96 0 96 0      
“大学英语”课程实行分级教学，学生根据分级考试成绩分别推荐学习“2级起点”、“3级起点”或“4级起点”系列课程，
共选择6学分。 

(4)计算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99M0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理工医管类) 0 0 20 0 4 2 一 2 - 
 

B99M0090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I(非电类) 2 44 36 0 4 4 一 2 + 



B99M0100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Ⅱ(非电类) 1.5 32 28 0 4 4 一 3 + 

合计 3.5 76 84 0 12      

 

(5)自然科学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0M014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 1 0 32 0 0 2 一 3  
必修 B07M02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2.5 48 4 0 0 3 二 2 + 

B10M015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I 1 0 32 0 0 2 二 2  
B07M0010 工科数学分析I 5 96 4 0 0 6 一 2 + 

2选1 
B07M0030 高等数学(A)I 4.5 96 4 0 0 6 一 2 + 

B07M0020 工科数学分析II 5 96 4 0 0 6 一 3 + 
2选1 

B07M0040 高等数学(A)II 5 96 4 0 0 6 一 3 + 

B07M0170 几何与代数(A) 4 64 0 0 0 4 一 2 + 
2选1 

B07M0180 几何与代数(B) 3 64 4 0 0 4 一 2 + 

B10M0010 大学物理(A)I 4 64 0 0 0 4 一 3 + 
2选1 

B10M0030 大学物理(B1)I 3 64 0 0 0 4 一 3 + 

B10M0020 大学物理(A)II 4 64 0 0 0 4 二 2 + 
2选1 

B10M0040 大学物理(B1)II 3 48 0 0 16 3 二 2 + 

合计 23 432 80 0 16      

 

(6)通识选修课程(四年内完成)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9M0010 工程化学A(含实验) 2.5 32 16 0 0 2 一 2 -  

B00TL060 经济管理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00TL010 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6学分) 6 96 0 0 0 0     

合计 10.5 160 16 0 0      

 

(7)新生研讨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200010 机械的由来(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9选1 

B0200020 生物机械电子学(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30 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40 创造力开发训练(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50 热点科学装备(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60 微纳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70 工业工程概论(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80 工业工程的思想与方法(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B0200090 工业设计导论(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合计 1 16 0 16 0      



 

 
专业相关课程 

(1)大类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201010 机械制图(A)(研讨) I 3 36 0 24 12 4 一 3 + 

 

B0201020 机械制图(A)(研讨)Ⅱ 3 36 0 24 12 4 二 2 + 

B0201030 电工技术(双语) 2 32 0 0 20 2 二 2 + 

B05M0030 理论力学B 3.5 64 0 0 0 4 二 2 + 

B0201040 电子技术(双语) 2.5 40 0 0 0 3 二 3 + 

B0201050 工程材料及成形(A) 3 44 8 0 24 4 二 3 + 

B0359040 工程热力学(2系) 2 32 0 0 0 2 二 3 + 

B05M0070 材料力学C 4.5 80 8 0 0 5 二 3 + 

B0201060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0)(双语) 0 12 0 0 0 3 三 1 + 

B0201070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1)(双语) 3 36 0 0 12 3 三 2 + 

B0359020 工程流体力学(2系) 2 32 0 0 0 2 三 2 + 

B0201080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2)(双语) 2 32 0 0 12 2 三 3 + 

合计 30.5 476 16 48 92      

 

(2)专业主干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20201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0)(双语) 0 16 0 0 0 4 三 1 + 

 

B020202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1)(双语) 4 48 0 0 24 4 二 3 + 

B020203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2)(双语) 3 48 0 0 24 3 三 2 + 

B020204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Ⅱ 3 48 0 24 24 3 三 3 + 

B0202050 机械制造工程学 4 60 8 0 24 4 三 3 + 

B0203050 工程电磁场 2 28 8 0 0 2 三 2 - 

9选2 

B0202060 液压与气动技术 2 28 8 0 16 2 三 3 - 

B0202070 人机工程学 2 20 0 24 16 2 三 3 - 

B0202080 电磁兼容性原理与应用 2 30 4 0 0 2 三 3 - 

B0202100 汽车理论 2 30 4 0 16 2 三 3 - 

B0202110 计算机辅助设计 2 28 8 0 0 2 三 3 - 

B0359050 流体机械(2系) 2 32 0 0 0 2 三 3 - 

B0202090 发动机原理 2 30 4 0 16 2 四 2 - 

B0202120 产品设计方法学 2 28 0 8 16 2 四 2 - 

合计 18 282 24 56 128      

 

(3)专业方向及跨学科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203010 微机原理与应用(0) 0 12 0 0 0 3 三 1 + 必修 

B0203020 微机原理与应用(1) 3 28 16 0 16 3 三 2 + 

必修 
B0359010 传热学(2系) 2 32 0 0 0 2 三 2 + 

B0203030 机电控制技术 2.5 40 0 0 16 3 三 3 + 

B07M0250 计算方法 2 32 16 0 0 2 三 2 - 

B0203040 有限元分析 2 26 12 0 0 2 四 2 - 

A组 

B0203110 数控机床及数控加工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20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30 
工业几何计算与应用(全英文)(研
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40 计算机辅助制造(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50 机器振动分析与控制(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60 故障诊断原理与方法(研讨) 2 30 0 16 0 3 四 2 - 

B0203170 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80 
工业应用中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研
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90 高速数控装备(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200 激光先进制造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310 
纳米流体传热及分子动力学模拟(研
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组 

B0203320 微纳米尺度热物性测量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330 微纳机电系统(全英文)(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340 电化学加工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350 微纳制造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360 
微型核磁共振检测装置的设计与制
造(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359030 新能源及新发电技术(2系) 2 32 0 0 0 2 四 2 - 

B020391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Ⅳ(研讨) 2 24 16 16 16 3 四 2 - 

C组 
B0203920 产品概念设计(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930 人性化产品设计(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94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Ⅲ(研讨) 2 24 16 16 16 3 四 2 - 

B0203510 机器人学及应用(双语)(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D组 

B0203520 机电系统运动控制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530 计算机硬件技术(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540 质量工程与应用统计(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550 
电子专用设备原理与实现技术(双
语)(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560 电子机械设计(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570 
电子设备环境适应性结构设计(研
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710 汽车电子控制(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E组 
B0203720 汽车构造(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730 现代电动汽车(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740 混合动力汽车(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合计 13.5 216 76 720 64      
A、B、C、D、E组，任选1组4学分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短学期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81M0030 工业系统认识1 0.5 0 0 0 0 (1) 一 2 - 
 

B81M0010 机械制造基础实践 1 8 32 0 0 0 二 1 - 

B84M0080 电工电子实践基础A(1) 0.5 0 24 0 0 3 二 2 - 

 

B84M0090 电工电子实践基础A(2) 1 0 32 0 0 3 二 3 - 

B020502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实验(1) 0.5 0 32 0 32 1 二 3 - 

B020503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实验(2) 0.5 0 16 0 0 1 三 2 - 

B0205050 机械系统测控实验Ⅰ 0.5 0 16 0 0 1 三 2 - 

B0205060 机械制造实验 0.5 0 16 0 16 1 三 3 - 

B0205070 机电控制技术实验 0.5 0 16 0 0 1 三 3 - 

B0205080 机械系统测控实验Ⅱ 0.5 0 16 0 0 1 三 3 - 

B0205150 车辆构造拆装实验(任选) 0.5 0 16 0 0 1 四 2 - 

B0205010 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 0.5 16 0 0 0 2 二 1 - 

 B020504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综合训练 2 0 0 0 0 4 三 2 - 

B0205100 机械制造综合课程设计 1.5 0 0 0 0 (2) 四 1 - 

B0205110 机械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践(研讨) 2 0 0 0 0 (4) 四 2 - 

4选1 
B0205120 机械电子综合实践(研讨) 2 0 0 0 0 (4) 四 2 - 

B0205130 车辆工程综合实践(研讨) 2 0 0 0 0 (4) 四 2 - 

B0205140 产品设计综合实践(研讨) 2 0 0 0 0 (4) 四 2 - 

B0205090 生产实习 2 0 0 0 0 (2) 四 1 - 
 

B0205990 毕业设计 8 0 0 0 0 (16) 四 3 - 



B85M0010 军训 1 0 0 0 0 (3) 一 1 -  
B0205910 社会实践 1 0 0 0 0 0 四 3 - 

 B0205920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 1 0 0 0 0 0 四 3 - 

B0205930 大学生课外研学 2 0 0 0 0 0 四 3 - 

合计 27 24 216 0 48 (40)     

              



 

学程安排 
第一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85M0010 军训 1 (3)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0010 机械的由来(研讨) 1 2 - 必修 

[9] 

B0200020 生物机械电子学(研讨) 1 2 - 必修 

B0200030 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研讨) 1 2 - 必修 

B0200040 创造力开发训练(研讨) 1 2 - 必修 

B0200050 热点科学装备(研讨) 1 2 - 必修 

B0200060 微纳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研讨) 1 2 - 必修 

[9] 
B0200070 工业工程概论(研讨) 1 2 - 必修 

B0200080 工业工程的思想与方法(研讨) 1 2 - 必修 

B0200090 工业设计导论(研讨) 1 2 - 必修 

B07M0010 工科数学分析I 5 6 + 必修 
[4] 

B07M0030 高等数学(A)I 4.5 6 + 必修 

B07M0170 几何与代数(A) 4 4 + 必修 
[6] 

B07M0180 几何与代数(B) 3 4 + 必修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 必修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2 - 必修 

B18M0010 体育I 0.5 2 - 必修 

B19M0010 工程化学A(含实验) 2.5 2 - 必修 

B81M0030 工业系统认识1 0.5 (1) - 必修 

B99M0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理工医管类) 0 2 - 必修 

B99M0090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I(非电类) 2 4 + 必修 

B17M0010 大学英语II 2 4 + 必修 [1]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4 + 必修 [2]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19.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0M014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 1 2   

 

B0201010 机械制图(A)(研讨) I 3 4 + 必修 

B15M00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 必修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2 - 必修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2 - 必修 

B18M0020 体育II 0.5 2 - 必修 

B99M0100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Ⅱ(非电类) 1.5 4 + 必修 

B07M0020 工科数学分析II 5 6 + 必修 
[5] 

B07M0040 高等数学(A)II 5 6 + 必修 

B10M0010 大学物理(A)I 4 4 + 必修 
[7] 

B10M0030 大学物理(B1)I 3 4 + 必修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4 + 必修 [1]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2]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1.25 

第二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5010 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 0.5 2 - 必修  

B81M0010 机械制造基础实践 1 0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0M015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I 1 2   

 

B0201020 机械制图(A)(研讨)Ⅱ 3 4 + 必修 

B0201030 电工技术(双语) 2 2 + 必修 

B05M0030 理论力学B 3.5 4 + 必修 

B07M02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2.5 3 + 必修 

B15M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 必修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2 - 必修 

B18M0030 体育III 0.5 2 - 必修 

B84M0080 电工电子实践基础A(1) 0.5 3 - 必修 

B10M0020 大学物理(A)II 4 4 + 必修 
[8] 

B10M0040 大学物理(B1)II 3 3 + 必修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1]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2]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0.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1040 电子技术(双语) 2.5 3 + 必修 

 

B0201050 工程材料及成形(A) 3 4 + 必修 

B020202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1)(双语) 4 4 + 必修 

B020502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实验(1) 0.5 1 - 必修 

B0359040 工程热力学(2系) 2 2 + 必修 

B05M0070 材料力学C 4.5 5 + 必修 

B15M0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3 + 必修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2 - 必修 

B18M0040 体育IV 0.5 2 - 必修 

B84M0090 电工电子实践基础A(2) 1 3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23.25 

第三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1060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0)(双语) 0 3 + 必修 

 B020201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0)(双语) 0 4 + 必修 

B0203010 微机原理与应用(0) 0 3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0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1070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1)(双语) 3 3 + 必修 

 

B020203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2)(双语) 3 3 + 必修 

B0203020 微机原理与应用(1) 3 3 + 必修 

B020503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实验(2) 0.5 1 - 必修 

B020504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Ⅰ综合训练 2 4 - 必修 

B0205050 机械系统测控实验Ⅰ 0.5 1 - 必修 

B0359010 传热学(2系) 2 2 + 必修 

B0359020 工程流体力学(2系) 2 2 + 必修 

B07M0250 计算方法 2 2 - 必修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5 0 - 必修 



B0203050 工程电磁场 2 2 - 必修 [10] 

合计：必修学分 18.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1080 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2)(双语) 2 2 + 必修 

 

B020204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Ⅱ 3 3 + 必修 

B0202050 机械制造工程学 4 4 + 必修 

B0203030 机电控制技术 2.5 3 + 必修 

B0205060 机械制造实验 0.5 1 - 必修 

B0205070 机电控制技术实验 0.5 1 - 必修 

B0205080 机械系统测控实验Ⅱ 0.5 1 - 必修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5 0 - 必修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 - 必修 

B0202060 液压与气动技术 2 2 - 必修 

[10] 

B0202070 人机工程学 2 2 - 必修 

B0202080 电磁兼容性原理与应用 2 2 - 必修 

B0202100 汽车理论 2 2 - 必修 

B0202110 计算机辅助设计 2 2 - 必修 

B0359050 流体机械(2系) 2 2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4.25 

第四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5090 生产实习 2 (2) - 必修 
 

B0205100 机械制造综合课程设计 1.5 (2)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359030 新能源及新发电技术(2系) 2 2 -  

[12] 

B0203310 纳米流体传热及分子动力学模拟(研讨) 2 3 - 限选 

B0203320 微纳米尺度热物性测量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330 微纳机电系统(全英文)(研讨) 2 3 - 限选 

B0203340 电化学加工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350 微纳制造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360 微型核磁共振检测装置的设计与制造(研讨) 2 3 - 限选 

B0203040 有限元分析 2 2 - 限选 

[11] 

B0203110 数控机床及数控加工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20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30 工业几何计算与应用(全英文)(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40 计算机辅助制造(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50 机器振动分析与控制(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60 故障诊断原理与方法(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70 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80 工业应用中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研讨) 2 3 - 限选 

B0203190 高速数控装备(研讨) 2 3 - 限选 

B0203200 激光先进制造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510 机器人学及应用(双语)(研讨) 2 3 - 限选 

[14] 

B0203520 机电系统运动控制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530 计算机硬件技术(研讨) 2 3 - 限选 

B0203540 质量工程与应用统计(研讨) 2 3 - 限选 

B0203550 电子专用设备原理与实现技术(双语)(研讨) 2 3 - 限选 

B0203560 电子机械设计(研讨) 2 3 - 限选 

B0203570 电子设备环境适应性结构设计(研讨) 2 3 - 限选 



B0203710 汽车电子控制(研讨) 2 3 - 限选 

[15] 
B0203720 汽车构造(研讨) 2 3 - 限选 

B0203730 现代电动汽车(研讨) 2 3 - 限选 

B0203740 混合动力汽车(研讨) 2 3 - 限选 

B020391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Ⅳ(研讨) 2 3 - 限选 

[13] 
B0203920 产品概念设计(研讨) 2 3 - 限选 

B0203930 人性化产品设计(研讨) 2 3 - 限选 

B0203940 设计原理与方法Ⅲ(研讨) 2 3 - 限选 

B0205110 机械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践(研讨) 2 (4) - 限选 

[16] 
B0205120 机械电子综合实践(研讨) 2 (4) - 限选 

B0205130 车辆工程综合实践(研讨) 2 (4) - 限选 

B0205140 产品设计综合实践(研讨) 2 (4) - 限选 

B0202090 发动机原理 2 2 - 必修 
[10] 

B0202120 产品设计方法学 2 2 - 必修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2 - 必修 

 B18M0060 体育VI 0.5 0 - 必修 

B0205150 车辆构造拆装实验(任选) 0.5 1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0.7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205910 社会实践 1 0 - 必修 

 

B0205920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 1 0 - 必修 

B0205930 大学生课外研学 2 0 - 必修 

B0205990 毕业设计 8 (16) - 必修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2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2.25 

              
其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0TL010 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6学分) 6 0    

B00TL060 经济管理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跨学年、跨学期选修课说明 

[1]:2级起点:大学英语II,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III 

[2]:3级起点:大学英语III,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大学英语IV 

[3]:4级起点: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4]:2选1:工科数学分析I,高等数学(A)I 

[5]:2选1:工科数学分析II,高等数学(A)II 

[6]:2选1:几何与代数(A),几何与代数(B) 

[7]:2选1: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B1)I 

[8]:2选1:大学物理(A)II,大学物理(B1)II 

[9]:9选1:机械的由来(研讨),工业设计导论(研讨),工业工程的思想与方法(研讨),工业工程概论(研讨),微纳医疗器械设计

与制造(研讨),热点科学装备(研讨),创造力开发训练(研讨),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研讨),生物机械电子学(研讨) 

[10]:9选2:发动机原理,流体机械(2系),计算机辅助设计,汽车理论,电磁兼容性原理与应用,人机工程学,液压与气动技术,

工程电磁场,产品设计方法学 

[11]:A组:有限元分析,激光先进制造技术(研讨),高速数控装备(研讨),工业应用中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研讨),工程中的振动

问题(研讨),故障诊断原理与方法(研讨),机器振动分析与控制(研讨),计算机辅助制造(研讨),工业几何计算与应用(全英

文)(研讨),现代模具制造技术(研讨),数控机床及数控加工技术(研讨) 

[12]:B组:纳米流体传热及分子动力学模拟(研讨),新能源及新发电技术(2系),微型核磁共振检测装置的设计与制造(研讨),

微纳制造技术(研讨),电化学加工技术(研讨),微纳机电系统(全英文)(研讨),微纳米尺度热物性测量技术(研讨) 

[13]:C组:设计原理与方法Ⅳ(研讨),设计原理与方法Ⅲ(研讨),人性化产品设计(研讨),产品概念设计(研讨) 



[14]:D组:机器人学及应用(双语)(研讨),电子设备环境适应性结构设计(研讨),电子机械设计(研讨),电子专用设备原理与

实现技术(双语)(研讨),质量工程与应用统计(研讨),计算机硬件技术(研讨),机电系统运动控制技术(研讨) 

[15]:E组:汽车电子控制(研讨),混合动力汽车(研讨),现代电动汽车(研讨),汽车构造(研讨) 

[16]:4选1:机械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践(研讨),产品设计综合实践(研讨),车辆工程综合实践(研讨),机械电子综合实践(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