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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一、 总体说明

1. 培养方案是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是组织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

2. 培养方案包括专业培养计划和自主发展计划两部分，适用于我校 2017 级本科学生。

3. 学生毕业必须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要求：学生必须取得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 低学分数，

并且满足必修课、选修课等的特定学分要求；学生还须取得自主发展计划中规定的学分数以及大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具体学分要求参见各专业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4. 学生在主修一专业的同时，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和爱好，修读双学位或辅修专业。

5. 学生以培养方案为依据，在院部和导师的指导下，编制适合自己特点的个人学习计划。

二、 关于专业培养计划

1. 本计划分学期安排课程。学校实行三学期制，长学期一般 18 周左右，主要安排理论教学、毕业

设计、分散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周学时一般低年级在 21 ～ 23 之间，高年级在 19 ～ 21 之间；短学期 4

周左右，主要安排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国际化课程、短学时课程、辅修或双学位课程、学术讲座等。

2. 专业培养计划中所列某课程的学时数为该课程开设学期的课内、课外学时数，所列学分数为学

生修读完成课程后可取得的学分数。课内学时与学分计算方法：理论教学（含课内实验、上机） 16 学时

1 学分，独立设置的实验类课程 24 学时计 1 学分，集中实践教学 1 周 1 学分。课外学时是指学生在课

外进行课程学习所需的 低学时数。

3. 根据高考外语语种，学生可选择英语、俄语、日语等语言进行大学外语的学习，专业培养计划中

统一按照“大学外语”表示。大学英语实行分级教学，学生应根据自身分级情况，按照 A 级、B 级、C 级

起点的具体课程设置进行修读。

4. 专业培养计划是学生安排学习进程的依据，需注意以下两点：

（1） 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必修课程（含实践教学环节）为该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并应取得相应学分的课

程。必修课的修读建议按照专业培养计划进行。

（2） 专业培养计划中所规定的选修课程学分数是每位学生必须取得的 低选修学分，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精力、兴趣和爱好多修。专业选修课程一般设多个专业方向或课程组，学生要根据导师指导，参

考选修指导意见按照课程的先修后续关系选修。全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根据课程类别分组开设，学生

需按照有利于自身知识拓展、精神成长、素质提高和全面发展的原则，根据主修专业的学科类别和选修

课程要求选修，不得选修与专业培养计划相同或者相近的课程。

三、 关于自主发展计划

自主发展计划是本科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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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各专业在毕业要求中均明确了自主发展计划的 低学分要求。自主发展计划包括自主选修课程和

自主实践活动两部分，学生应在院部的引导下，根据自主发展计划的要求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四、 关于课程编码

本培养方案中的课程编码为各课程的基本编码，其中第 1、2 位为院部编码，第 3 位表示开课系（教

研室）或课程所属大类，第 4、5 位为院部课程顺序号。各院系编码如下：

010  

011 地质类 013 地理信息与测绘工程类

012 应用地球物理类 019 实践教学环节

020  

021 油藏工程、油气井工程、采油工程系 024 海洋油气工程系

022 船舶与海洋工程系 029 石油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023 油田化学系 

030  

031 化学工程系 034 环境与安全工程系

032 应用化学系 035 生物工程与技术中心

033 化工装备与控制工程系 039 化学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040  

041 机电工程系 044 工业设计系

042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045 安全科学与工程系

043 机械设计与车辆工程系 049 实验教学中心

 

050  

051 自动化系 054 电工电子学教学中心

052 电子信息工程系 059 实践教学环节

053 电气工程系 

 

060  

061 土木工程系 065 燃气工程系

062 储运工程系 066 建筑系

063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069 实践教学环节

064 工程力学系 

 

070  

071 计算机应用技术系 074 通信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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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计算机科学系 075 物联网工程系

073 软件工程系 079 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080  

081 工程管理系 085 经济学系

082 信息管理系 086 公共管理系

083 财务与会计系 089 实践教学环节

084 管理与营销系 

090  

091 基础数学系 095 材料物理与化学系

092 计算数学系、应用数学系 096 化学系、化学实验中心

093 基础物理系、物理与光电工程系 099 实践教学环节

094 物理实验中心

100  

101 大学英语一系、二系 105 法学系

102 英语语言文学系 106 汉语语言文学系

103 俄语语言文学系 107 艺术类（音乐系、美术系）

104 研究生外语教学部 109 实践教学环节

110  

111 马克思主义原理系 112 思想政治教育系

1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中国近现代史系 

120  

121 第一、第二公共体育教研室 122 竞技体育教研室

200  

201 石油工业训练中心 203 图书馆

202 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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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 2017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2016  17

为全面落实“三三三”本科教育培养体系，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启动 2017 版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现提出以下原则意见。

一、 指导思想

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以实施“精英型、特色型、研究型”本科教育为

指导，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化、个性化、 大化”发展为目标，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

文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共性培养与个性发展”的“五融合”育人理念为主

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专业精深、实践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二、 基本原则

1� 䕆̿Ꭲ䛹喏ڔ䲎ࣽᆁ

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构建课内、课外相结合的通

识教育模式，搭建通识教育活动平台，丰富通识教育课程资源，明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实现学生知识

学习、素质提升和人格养成的有机结合。拓宽专业口径，厚实学科基础，凝练专业核心，灵活设置专业

方向，实行模块化的专业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

2� 䖡ᓖᴳ۲喏⾭ܦ➥㞞

以“基于学生学习产出” （OBE）的教育理念为指导，系统整合课程体系，科学制定培养方案。根据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国家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等要求，结合社会人才需求和专业办学实际，科学

确定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建立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环节之间的

实现矩阵，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立足学校办学优势与特色，结合行业发展形势，整合教学内

容，构建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3� ఌᱼ᪅喏ܤ᭪͖ᕓ

在满足学校共性培养要求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实现个性发展。尊重学生在基础能力、兴趣特长、发

展方向等方面的差异，实行基础课程分层分类教学，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实施多元培养模式，丰富选修

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促进学生个性化、 大化发展。

4� ᑦࡂ䌡喏∔䛹݇

科学优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推进实验教学模式改革，搭

建优质、开放的实践创新能力锻炼平台，突出学生工程意识、创新精神、研究能力的培养，将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各个教学环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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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ᐬᩪߊ႒喏ࡻस㗞Ϧ

加快本科教育国际化进程，鼓励优势专业按照国际认证标准设置课程体系，鼓励开设全英文课程，

加大境外优质教学资源的引进力度，加强与境外高水平大学的联合培养。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行业企

业、实务部门、科研院所等社会资源，通过联合开设课程、联合指导学生、联合建设基地等形式，加强协

同育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喍̭喎 ദڨⰛᴴ

培养目标是对毕业生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博学、务实、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基础扎实、专业精深、实践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优势专业要着力培养未

来的行业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人才。

各专业要根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自身办学实际，结合专业认证标准、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科学制定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喍ι喎 ℂ͇㺮Ⅿ

毕业要求是对学生毕业时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能力的具体描述，是各专业优化专业教学体系和教学

环节的主要依据。

学校参照专业认证标准，制定了工科类和非工科类的毕业要求基本标准（详见附件 1）。各专业要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自身办学实际，制定本专业的具体毕业要求，毕业要求应不低于学校的毕业要求

基本标准，并体现本专业的优势和特色。

四、 本科培养方案构成

本科培养方案由专业培养计划和自主发展计划两部分组成。

喍̭喎 ͇̀ദڨ䃎ܿ

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三大课程模块构成，基本框架设计见表 1。

1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25％ ～ 30％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平台课程

40％ ～ 50％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25％ ～ 30％
专业选修课程

喍ι喎 㜗ͨࣾᆂ䃎ܿ

自主发展计划包括自主选修课程、自主实践活动。学生在取得专业培养计划规定学分的同时，至少

应取得 10 个自主发展计划学分方可毕业。

自主选修课程：是指学生自主选修的专业培养计划以外的课程，包括超过通识教育选修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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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跨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自主实践活动：包括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文体发展、技能培训四个模块，其中学生必须从社会实

践、创新创业两个模块分别至少取得 2 学分。

五、 课程设置要求

喍̭喎 䕇䃳᪆㗟䄫⼸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具体设置情况详见表 2。

1� 䕆䃲᪅㗞ᓱԚ䄪⼷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14 学分）：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推行研究性教

学方式，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课程安排为 4 门课程 14 学分，其中理论 9 学分，实践 5 学分。课程实

行滚动开课，学生可根据教学进程安排自行选择修读学期。

大学英语课程（12 学分）：实施分层分类教学，设置 A、B、C 三个修读起点（各起点学生比例为

3:4:3），根据英语高考成绩和英语入学测试成绩，建议学生进入相应起点学习。课程设置三个模块：通

用英语、学术英语、跨文化交际。通用英语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语言应用能力，学术英语注重加强学生

的学术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流注重提升学生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计算机基础课程（4 学分）：设置程序设计（3 学分）、大学计算机（1 学分）两门课程。程序设计实行

分类教学，设置 C 语言、VB、Scratch 三类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程序设计能力；大学计算机实行模块化

教学，根据各专业的实际需求选讲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1、计算思维等内容。

新生研讨课（1 学分）：各专业在第一学期开设新生研讨课，要求由本专业知名教授主讲，旨在帮助

学生转变学习方式，激发探究欲望，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新生研讨课要充分结合新生特点，采用灵活的

授课方式，注重师生、学生间的互动交流；鼓励采取实验、调查、实践等多种教学形式；强化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评价，原则上不进行闭卷式的期末考试。

体育、军事理论、创业基础等课程设置要求与现行本科培养方案（2013 版）相同，详见表 2。

2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大学英语 12

计算机基础课程 4

体育 4

军事理论、军训 4

创业基础 2

新生研讨课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10
（含形势与政策 1 学分）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

2� 䕆䃲᪅㗞䔵Ԛ䄪⼷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分为四大模块：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科学素养与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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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每个模块设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要求学生至少修读 10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其中至少包含 2 个模块的核心课程（总计不少于 6 学分，修读专业相近模块的课程不记入核心课

程学分）。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模块中的“形势与政策”为各专业必选核心课程。

喍ι喎 ႓ധ䄫⼸

学科基础课程包括学科平台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各专业可根据毕业要求设置为必修或选修课程。

1� ႒ज䄪⼷

学科平台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校性基础课程，由学校结合各专业毕业要求组织相关院系

进行设计，具体课程设置及适用专业详见附件 2。

2� ̿͆ദ䄪⼷

专业基础课程按照专业类（详见附件 3）进行打通设置，同一专业类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由相关专

业共同确定，选修课程由各专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设置。

喍̶喎 ͇̀䄫⼸

1� ̿͆ᓱԚ䄪⼷

各专业要根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明确专业培养 核心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系统整合相关知识

点，在专业必修课程中设置 5 ～ 8 门专业核心课程（集中性实践环节不计入核心课程门数），其中至少 2

门为研究性课程。

2� ̿͆䔵Ԛ䄪⼷

按专业方向进行模块化设计，并根据学生就业、考研以及跨学科发展等不同需求提出指导性的修

读意见。第一学年不设置专业选修课程。

喍ఈ喎 䌢᪆႓

1� 侸᪅႒

深化实验教学改革，精减验证性实验，原则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学时数不少于开

设实验项目总学时的 70％。积极推动实验课独立设课，鼓励学院依托科研优势开设科研探究实验课程、

开放性实验课程或实验项目。

2� Ό䃙

各专业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科学合理安排实习实训环节，及时更新实习内容，突出

专业特色。理工科专业原则上必须开设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3� ℁͆䃪䃍

各专业要积极开展毕业设计模式改革，指导学生结合生产实践、社会实际、科研课题、创新项目、学

科竞赛等开展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原则上安排在第 8 学期，部分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开始时

间提前至第 7 学期。

喍ρ喎 ڣЃ䄫⼸

1� ࣸ䄙䄪⼷ȟڔ㠝䄙䄪⼷ȟ̿ ͆โ䄙

每个专业至少开设 1 门双语课程，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至少开设 2 门双语课程，条件成熟的专业

要开设全英语课程。鼓励各专业开设专业外语课程。

2� 䭱ࡂ䄪⼷

专业要积极引进国际高水平师资为本科生开设优质课程，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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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专业选派本科生参加境外高校学生交流计划，到境外知名大学修读课程，经过相应程序认

定课程学分。

六、 本科培养方案构成形式

喍̭喎 ͇̀ദڨ䃎ܿ

专业培养计划基本内容包括专业代码、学制、学位类别、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实现矩阵、主干学

科、专业核心课程、双语课程、研究性课程、毕业条件、学时学分分配、课程设置及指导性修读计划、有关

说明等。

各专业要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和专业办学实际，科学制定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根据工科类和

其他类的毕业要求基本标准，制定本专业的具体毕业要求。

喍ι喎 䄫⼸Ҁ㈨᠀ఫ

各专业要制定课程体系拓扑图，明确课程之间的先修后续关系，为学生选课提供指导。

喍̶喎 䄫⼸᪆႓๔㏟

课程教学大纲包括课程信息、课程简介、课程教学目标、课内和课外学时安排等。

为便于在校学生国际交流及外国留学生对专业、课程的了解，以上文件均要制订相应的英文版本。

七、 学分学时要求与学期安排

1. 专业培养计划总学分：四年制理工类专业控制在 180 学分以内，经、管、文、法、艺术类专业控制

在 170 学分以内，五年制专业控制在 230 学分以内，其中选修学分应不少于总学分的 20％。

2. 理工类专业理论教学总学时四年制控制在 2 300 以内，五年制控制在 3 000 以内；实践教学环节

累计学分应不少于总学分的 25％。

3. 经、管、文、法、艺术类专业理论教学总学时控制在 2 400 以内，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应不少于

总学分的 15％。

4.实行三学期制，长学期一般 18周左右，主要安排理论教学、毕业设计、分散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

短学期 4 周左右，主要安排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国际化课程、短学时课程、辅修或双学位课程、学术讲座

等。

5. 各专业要合理均衡地安排教学进程，长学期周学时一般低年级在 21 ～ 23 之间，高年级在 19 ～  

21 之间。

6. 原则上第 8 学期只安排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和少量的选修课程。

7. 学分学时计算办法：理论课程（含课内实验、上机）原则上 16 学时计 1 学分，独立设置的实验类

课程 24 学时计 1 学分；集中实践环节 1 周计 1 学分。

8. 课外学时：课外学时是指学生在课外进行课程学习所需的 低学时数。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应明确课外学时，每 1 学分对应课外学时不少于 16 学时；鼓励其他课程设置明确的课外学时。

八、 其他要求

1. 本科培养方案修订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 年） 》为准。工学、理学、

文学、经管类专业要按照专业认证要求修订培养方案，其他专业要以 OBE 理念为指导开展培养方案修

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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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专业要做好本专业辅修、双学位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辅修专业总学分不低于 25，双学位总

学分不低于 55。

3. 理科实验班、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交叉复合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特区、人文素养

班等培养模式改革试点，要按照学校有关要求制定培养方案。

4. 各专业要根据毕业要求全面梳理知识结构，专业课与基础课、各门专业课之间要做好充分沟通，

保证课程体系的科学完整，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和缺失。

5. 承担全校性基础课程教学的院部要加强与专业之间的沟通，在保证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针对

不同专业的毕业要求进行课程内容设置与教学环节组织。

6. 所有专业要科学构建毕业要求实现矩阵，“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计划五年内申

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要设计完整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体系。

7. 各院部要高度重视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全面分析现行培养方案的优势与不足，主动加强与相关

学院的沟通，组织高校、企业、用人单位等方面专家深入参与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确保培养方案的先进

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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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说明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分为四大模块：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科学素养与工程

技术、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每个模块设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2. 学生应按照有利于自身知识拓展、精神成长、素质提高和全面发展的原则，根据主修专业选修学

分要求和选修指导意见选修，不得选修与专业培养计划相同或者相近的课程。

3. 《形势与政策》为各专业必选课程；建议修读 1 门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中的艺术课程。

4. 没有注明开课学期的课程，春秋两学期均开设。

一、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႒

10601 大学语文 2 32 核心课程

10602 写作 2 32 核心课程

10618 中国现当代小说鉴赏 2 32 核心课程

10605 唐诗宋词鉴赏 2 32 核心课程

10678 西方文学名著鉴赏 2 32 核心课程

20506 新闻知识与新闻写作 1 16 春

03510 实用学术论文编排技术 2 32 秋、春、夏

㞦ᱛ

10773 英语电影赏析 2 32

10774 歌剧舞剧赏析 2 32

10679 广告设计 2 32 春

10680 字画鉴赏与市场 2 32 春

10735 书法 2 32

10672 戏剧欣赏 2 32 秋

10731 电影理论与欣赏 2 32 核心课程

10732 民族民间音乐欣赏 2 32 核心课程

10733 西方音乐欣赏 2 32

10734 音乐鉴赏 2 32 核心课程

10751 设计艺术欣赏 2 32 核心课程

10752 大学美术 2 32 秋、春、夏 核心课程

10802 国画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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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 西方美术欣赏 2 32 核心课程

10804 中国美术欣赏 2 32 核心课程

10753 钢琴演奏基础 2 32

10795 流行音乐鉴赏 2 32

10796 合唱 2 32

10797 歌曲配弹 2 32

10798 世界音乐文化 2 32 核心课程

10799 手风琴演奏基础 2 32

107101 歌唱与舞台表演 2 32 秋、春、夏

107102 中国舞蹈基础 2 32

20505 摄影技艺 1.5 24 秋、春、夏

ञ႒ࢲ

02163 中外石油文化 2 32 核心课程

10623 中国文化专题选讲 2 32 核心课程

11310 台湾历史与现状 2 32

11311 中国历史与文化基础 2 32 核心课程

11312 当代中国与世界 2 32 核心课程

11306 中国近现代人物选讲 2 32 核心课程

11313 形势与政策 1 16 核心课程

ਞ႒

10616 形式逻辑 2 32 核心课程

10609 审美文化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11113 科学思想史 2 32 核心课程

11112 现代西方哲学 2 32 秋 核心课程

11110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 2 32

11104 哲学导论 2 32 核心课程

11205 伦理智慧与人生 2 32 秋

䄙㼬႒

10361 基础德语（3-1） 4 64 秋

10362 德语视听说（2-1） 2 32 秋

10361 基础德语（3-2） 4 64 春

10362 德语视听说（2-2） 2 32 春

10361 基础德语（3-3） 4 64 秋

10363 德语翻译实践 2 32 秋

10364 基础法语（3-1） 4 64 春

10365 法语视听说（2-1） 2 32 春

10364 基础法语（3-2） 4 64 秋

10365 法语视听说（2-2） 2 32 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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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4 基础法语（3-3） 4 64 春

10366 法语翻译实践 2 32 春

10367 基础韩语（3-1） 4 64 秋

10368 韩语视听说（2-1） 2 32 秋

10367 基础韩语（3-2） 4 64 春

10368 韩语视听说（2-2） 2 32 春

10367 基础韩语（3-3） 4 64 秋

10369 韩语翻译实践 2 32 秋

10370 基础日语（3-1） 4 64 秋

10371 日语视听说（2-1） 2 32 秋

10370 基础日语（3-2） 4 64 春

10371 日语视听说（2-2） 2 32 春

10370 基础日语（3-3） 4 64 秋

10372 日语翻译实践 2 32 秋

10373 基础西班牙语（3-1） 4 64 秋

10374 西班牙语视听说（2-1） 2 32 秋

10373 基础西班牙语（3-2） 4 64 春

10374 西班牙语视听说（2-2） 2 32 春

10373 基础西班牙语（3-3） 4 64 秋

10375 西班牙语翻译实践 2 32 秋

10338 阿拉伯语（二外）（2-1） 4 64 秋

10338 阿拉伯语（二外）（2-2） 4 64 春

10402 新闻英语 2 32

10403 实用英语翻译 2 32

10404 英美文化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10405 英语口语 2 32

10406 商务英语写作 2 32 秋

10408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2 32

10409 英语辩论与口才 2 32 春

10411 英美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2 32 春 核心课程

10684 演讲与口才 2 32 夏 核心课程

二、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႒

08105 技术经济学 2 32 核心课程

08218 网络营销学 2 3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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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12 货币金融学 2 32

08319 国家税收 2 32 春

08329 公司理财概论 2 32 夏

08421 市场营销学概论 2 32

08527 经济学基础 2 32 核心课程

08534 市场经济概论 2 32

08535 经济问题专题 2 32 春

08557 国际贸易基础 2 32

08559 当代中国经济热点问题评析 2 32

08575 经济学与生活 2 32 春 核心课程

10624 市场与广告策划 2 32

20401 创造学基础 2 32 核心课程

ネ⤲႒

06103 工程概预算与经济评价 2 32 秋

07135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客文化 2 32

08102 管理系统工程基础 2 32

08103 运筹学基础 2 32

08124 项目管理（技能） 2 32

08201 电子商务概论 2 32

08219 企业资源计划 2 32

08405 管理学基础 2 32 核心课程

08413 组织行为学 2 32 核心课程

08621 行政管理学概论 2 32

08629 领导学概论 2 32 秋、春、夏 核心课程

08634 公务员制度概论 2 32 秋

08677 卓越领导力 2 32 核心课程

08223 经济管理中的计算机应用 2 32

08414 战略管理 2 32

08106 项目管理 2 32 核心课程

08637 当代西方管理思想 2 32 春 核心课程

10002 技术创新与管理 2 32 春

08422 现代企业合同管理 2 32 秋、春、夏

∁႒

10530 经济法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10532 商法概论 2 32

10536 民法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10538 刑法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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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2 行政法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10589 中国法制史纲要 2 32

08305 税法概论 2 32

10585 法律与生活 2 32 春 核心课程

ц႒

03451 环境伦理学概论 1 16 夏

08526 社会保障学 2 32 核心课程

10258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 2 32 春 核心课程

10350 法兰西文化概况 1 16

10351 日本概况 1 16 春

10352 朝鲜半岛文化概况 1 16 春

10353 西班牙 - 拉美概况 1 16 春

10410 世界主要产油国文化概论 2 32 春 核心课程

10687 现代礼仪 1 16 核心课程

三、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㜖♢႒ദ

01141 旅游地质学 2 32

01144 自然灾害 2 32

01147 宝玉石鉴赏 1.5 24 夏、春

01169 古生物学基础 2.5 40 秋

02160 科学精神与科学研究方法 2 32 春 核心课程

02162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 2 32 秋 核心课程

02316 石油软物质科学选讲 2 32

03236 化学与社会 2 32 核心课程

03239 实用化妆品化学 1 16 秋、春、夏

03407 环境保护导论 2 32 核心课程

03411 生物化学基础 2 32 秋

03426 环境与健康 2 32 核心课程

04240 魔方和数学建模 1 16

06428 高等工程力学 2 32 秋

06429 工程力学概论 2 32 秋

06433 五彩缤纷的力学世界 1 16 春 核心课程

09356 新能源技术与低碳生活 1.5 24 秋

09544 多彩的材料世界 1 16 夏

09617 化学中的科研能力与创新思维 1 16 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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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16 现代生活与化学 1 16 核心课程

09110 数学文化 2 32 核心课程

09543 先进材料基础 2 32 夏

09002 前沿物理学世界名题欣赏 3 48 核心课程

09005 物理学与高新技术 2 32

09007 功能材料及其应用 2 32

09008 计算机分子模拟 2 32

09011 科技发展史 3 48 核心课程

09236 数学建模 3 48

09315 宇宙探秘 - 相对论与黑洞物理漫谈 2 32 秋

09387 广义相对论基础 2 32 春

09408 天文学概论 2 32

09522 纳米与生物技术 2 32 春

⼷ឬᱛㆧ

04107 现代制造技术 2 32

04165 安全工程概论 2 32

04305 新能源汽车技术 2 32

04397 3D 打印技术 2 32 实验 12

05006 汽车与鉴赏 2 32

05315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2 32 春

05230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2 32

05239 零基础 Android 应用开发 2 32

05413 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2 32 核心课程

06119 土木工程概论 2 32

06138 网络计划技术 2 32 春

06321 能源技术概论 2 32 核心课程

07005 程序与数学 2 32 秋

07119 黑客文化与网络安全 1 18 夏

07134 计算机视觉 1 16 夏 辅助上机 16

07516 计算机系统维护 2 32

07232 网络技术基础 2 32

07233 网络实用技术 3 48

07109 多媒体应用基础 2 32

07234 图形处理技术 2 32

07110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2 32 春

07105 软件开发技术 2 32 春 核心课程

07111 VB 程序设计 2 32 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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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35 数据库应用开发 3 48

07423 现代通信概论 2 32

07419 移动通信 2 32

07115 石油工业与计算机技术 2 32

07123 卫星海洋遥感导论 2 32 秋

09265 科学工程计算与 MATLAB 编程 2 32 秋

09264 期权期货与衍生证券 2 32 秋

09328 核技术应用与辐射防护 2 32

09546 多彩的涂料世界 2 32 秋、春、夏

20301 计算机信息检索 2 32 核心课程

09803 无机及分析化学综合实验 1 24 秋

05941 电工电子学实习 2 2 周 核心课程

07907 计算机技术综合实验 1 24

09806 数学实验 2 48 核心课程

09248 数学模型实验 3 48 春

09303 物理演示实验 1.5 32

09405 大学物理综合实验 2 48 春、夏

09406 智能检测技术实验 2 32

20103 机械制造工程实训 4 64 核心课程

20104 油气井作业仿真实训 2 32

20105 数控加工技术（证书制） 4 4 周

20106 机械加工技术（证书制） 4 64

20107 初级机器人技术及实践 1.5 24

20110 中级机器人技术及实践 2 32

20111 水中机器人 2 32

20108 石油仪器技术 2 32

20109 石油钻采装备工业实训 3 48

20409 汽车概论 1 24 夏

01107 资源与环境概论 2 32

01115 石油地质勘探概论 2 32

02118 石油工程概论 2 32

02119 石油工业概论 3 48 核心课程

03114 石油加工概论 2 32

03220 石油化学 2 32

03409 石油工业与环境保护概论 2 32 秋 核心课程

06201 油气储运概论 2 3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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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

ᓯ⤲႒

11206 大学生心理学 2 32 核心课程

205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核心课程

20504 大学生就业指导 1 16 核心课程

20508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秋、春、夏 核心课程

20510 积极心理学 1 16 核心课程

20511 大学生幸福导论 1 16

ѿ㗞

12102 体育舞蹈 1 32

12103 足球 1 32

12104 篮球 1 32

12105 健美 1 32

12106 拳击散打 1 32

12107 排球 1 32

12108 艺术体操 1 32

12109 网球 1 32

12110 乒乓球 1 32

12111 羽毛球 1 32

12113 轮滑 1 32

12114 瑜伽 1 32

12115 跆拳道 1 32

12116 轮滑球 1 32

12117 手球 1 32

12118 排舞 1 32

12119 羽毛球实战训练 1 32

12120 东方舞 1 32

12121 形体塑造 1 32

12122 户外运动 1 32

12123 射艺 1 32 秋、春、夏

12124 五人制足球 1 32 秋、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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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网络课程设置一览
（᱘㶔ϱӇ࣮㔯喏Б䭱ᐬ䄪ᗱۡͦ۲喌

一、 智慧树 （http://www.zhihuishu.com/）

11M01 中国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10M01 艺术与审美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核心课程

10M02 花儿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08M01 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核心课程

11M02 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08M02 职场沟通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07M01 创新工程实践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核心课程

04M01 设计创意生活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09M01 天文漫谈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06M01 中国古建筑文化与鉴赏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09M02 走近核科学技术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04M02 人因工程—因人而设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20M02 艾滋病、性与健康 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

20001 急救基本知识与技术 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

20M01 职业素质养成 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 核心课程

二、 超星尔雅 （http://upc.benke.chaoxing.com/）

11M03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11M04 20 世纪世界史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核心课程

11107 西方文明通论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11108 西方哲学智慧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核心课程

11109 追求幸福：中国伦理史视角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10677 文艺美学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核心课程

11106 中华传统思想 - 对话先秦哲学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核心课程

10676 先秦君子风范 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核心课程

10256 中西文化比较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10583 法理学 管理科学与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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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M01 全球变化生态学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09353 魅力科学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核心课程

09M04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08558 经济学百年 科学素养与工程技术 核心课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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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勘查工程专业

0814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备资源勘查工程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能从

事油气田勘探开发及工程地质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并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国

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 5 年后，应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 具备合格的资源勘查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独立从事油气田勘探开发及工程地质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

3. 能在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技术骨干或管理骨干。

4. 具有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紧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5. 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有志向、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备从事资源勘查所需的数理化和专业知识，并能在解决复杂油气勘探开发及工程

地质问题中加以利用。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及油气地质与工程地质的专业知识，并结合文献研究分析油

气地质及工程地质中的复杂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复杂资源勘查工程问题设计满足需求的方案、研究流程，并能够

实施油气勘探开发和工程地质方案设计和分析。

4. 研究：具有创新意识，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研究资源勘查和工程地质的复杂问题，

通过实验分析、数据解释及综合研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现代实验设备、计算机软件及互联网技术，理解各种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利

用这些技术解决复杂的资源勘查工程问题。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资源勘查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资

源勘查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与油气勘探开发、工程地质行业相关的研究、设计、生产、环境保护、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油气勘探与工程地质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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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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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编制专业相关图表、撰写专业研究报告并进行熟练交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语，

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资源勘查工程的管理原理和经济评价方法，并能应用于资源勘查工程实

际。

12.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资源勘查工程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

势；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矿物学、沉积学、构造地质学、油气地质与勘探、油气田地下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地

球物理勘探、地球物理测井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层序地层学、中外油气田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3 1 874 含实验学时 106，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6 140

实践 31

选修 30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且专业方向的“创新创业”不少于 1 个学分，“创新创业”需参加专

业教师指导的科研活动，学分由资源系认定）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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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1
10

1
地

球
科

学
概

论
3 .

0
48

40
8

16
3 .

0

01
15

2
测

量
学

2 .
0

32
24

8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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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1
17

8
矿

物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1
80

9
矿

物
学

实
验

1 .
5

36
36

1 .
5

01
91

1
地

质
认

识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3 .

5
54

46
8

54
3 .

5

01
13

2
岩

浆
岩

与
变

质
岩

1 .
5

24
24

24
2 .

0

01
80

8
岩

浆
岩

与
变

质
岩

实
验

1 .
5

32
32

1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9
61

2
有

机
化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1
13

4
沉

积
学
（

2 -
1 ）

2 .
5

40
40

40
2 .

5

01
80

3
沉

积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1
10

4
古

生
物

地
史

学
4 .

0
64

48
16

48
4 .

0

01
95

1
地

质
专

题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1
13

4
沉

积
学
（

2 -
2 ）

1 .
5

24
24

24
1 .

5

01
95

0
沉

积
学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
0

01
10

3
构

造
地

质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1
80

4
构

造
地

质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1
91

8
综

合
地

质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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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1
22

8
地

球
物

理
测

井
4 .

0
64

64
32

4 .
0

01
92

3
测

井
资

料
地

质
综

合
解

释
1 .

0
1
周

1
周

1 .
0

专
业

课
程

01
12

4
工

程
地

质
学

3 .
0

48
40

8
40

3 .
0

01
21

4
地

球
物

理
勘

探
4 .

0
64

64
32

4 .
0

01
22

1
地

震
资

料
地

质
综

合
解

释
1 .

0
1
周

1
周

1 .
0

01
15

4
油

气
地

质
与

勘
探
（

2 -
1 ）

4 .
0

64
50

14
50

4 .
0

01
90

5
油

气
地

质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
0

01
14

5
油

气
地

球
化

学
2 .

5
40

32
8

16
2 .

5

01
00

2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16

2 .
0

后
半

学
期

01
15

4
油

气
地

质
与

勘
探
（

2 -
2 ）

2 .
0

32
26

6
26

2 .
0

01
11

3
油

气
田

地
下

地
质

学
3 .

5
56

40
16

40
3 .

5

01
91

7
油

气
田

地
下

地
质

学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周

1 .
0

02
21

5
油

气
田

开
发

工
程

3 .
0

48
42

6
16

3 .
0

01
90

1
油

田
地

质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1
00

1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01
99

9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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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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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3 .

0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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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2
10

2
钻

井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1
13

7
矿

床
学

2 .
0 

32
24

8
2 .

0 

08
10

5
技

术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

01
13

5
大

地
构

造
学

2 .
0 

32
32

2 .
0 

△

01
12

6
数

学
地

质
3 .

0 
48

40
8

3 .
0 

△

01
96

1
科

技
论

文
写

作
1 .

0 
16

16
1 .

0 

01
11

8
层

序
地

层
学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

专
业

课
程

A
：

油
气

地
质

方
向

01
12

9
油

区
构

造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1
12

0
录

井
地

质
学

2 .
0 

32
30

2
2 .

0 

01
17

5
油

气
地

质
软

件
应

用
2 .

0 
32

8
24

2 .
0 

△

01
11

0
储

层
地

质
学

2 .
0 

32
24

8
2 .

0 
△

01
12

1
中

外
油

气
田
（

双
语

）
2 .

0 
32

28
4

2 .
0 

△

01
12

8
油

藏
描

述
2 .

0 
32

32
2 .

0 
△

B
：

工
程

地
质

方
向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3 .

0 
48

48
3 .

0 
△

06
40

1
工

程
力

学
4 .

0 
64

60
4

4 .
0 

01
10

8
水

文
地

质
学

2 .
0 

32
28

4
2 .

0 

01
17

7
岩

土
力

学
3 .

0 
48

42
6

3 .
0 

△

01
14

9
地

热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1
24

2
工

程
与

环
境

物
探

3 .
0

48
32

16
3 .

0 

01
17

6
工

程
地

质
勘

察
2 .

0 
32

32
2 .

0 
△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0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0

学
分

；
其

中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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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必
须

修
读
《

形

势
与

政
策

》
课

程
。

（
4 ）

 需
要

取
得

自
主

发
展

计
划

要
求

的
10

学
分
（

其
中

，“
社

会
实

践
”
和
“

科
技

创
新

”
模

块
中

分
别

至
少

取
得

2
个

学
分

，
 “
科

技
创

新
”
需

参
加

专
业

教
师

指
导

的
科

研
活

动
，
学

分
由

资
源

系
认

定
。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油
气

地
质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A
组

”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工

程
地

质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B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5 
22
.

0 
3 .

0 
18
.

5 
18
.

5 
3 .

0 
19
.

5 
16
.

5 
4 .

0 
11
.

5 
13
.

0 

选
修

2 .
0 

4 .
0 

4 .
0 

4 .
0 

6 .
0 

6 .
0 

4 .
0 

合
计

20
.

5 
24
.

0 
3 .

0 
22
.

5 
22
.

5 
3 .

0 
23
.

5 
22
.

5 
4 .

0 
17
.

5 
17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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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

0814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勘查技术与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

基本技能，获得勘查地球物理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一定国际视野的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锻炼，毕业生成长为生产岗位的技术管理者、科研岗位和工程设计岗位的

骨干，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 具备合格的勘查地球物理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从事油气及其它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领域地球物理工程设计、施工、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

作；

3. 能够在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不同途径和形式自我更新知识、提高自身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5. 有服务社会的能力、责任、意愿，有良好的修养与道德水准。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以油气及其它矿产资源地球物理勘探开发为背景，学习勘查地球物理领域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该领域的基本方法及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等方面的训练，获得勘查地球物理工程

设计、组织实施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测量学、地质学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勘查地球物理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和勘查地球物理的基本原理，结合文献研究分析勘查地球物理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勘查地球物理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勘查

地球物理野外采集、资料处理和地质解释的方案设计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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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基于地球物理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勘查地球物理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勘查地球物理信息采集、资料处理和综合解释的方法与技术、并通过信

息和分析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勘查地球物理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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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现代仪器设备和计算机，包括对勘查地球物理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正演和反演计算，并能够理解

其多解性和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地球物理理论和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研究分析，评价勘查地球物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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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地球物理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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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训练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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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勘查地球物理问题的实施（包括野外施工和室内处理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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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勘查地球物理领域工程管理常识与经济决策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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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不断学习地球物理新方法和新技术，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愿望和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修养与

道德水准。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电法测井，声波测井，核测井，测井仪器原理，测井数字处理与综合解释，生产测井，

信号分析与处理，弹性波动力学，地震勘探原理，普通物探，地震资料数字处理方法，地震资料综合解

释，地质学基础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测井技术进展，物探新技术新方法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物探

方向

必修

理论 119 1 972 含上机学时 40（46），实验学时 42，实践学时 96。

实验 2 48

实践 28

选修 31

测井

方向

必修

理论 122 2 020 含上机学时 16 （46），实验学时 70，实践学时 96。

实验 2 48

实践 26

选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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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注： 本专业分为物探和测井两个专业方向。物探方向课程以地面地球物理为主，兼顾井中地球物理；测井方向课程以井中地球物理为主，

兼顾地面地球物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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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

5 .
5

88
88

8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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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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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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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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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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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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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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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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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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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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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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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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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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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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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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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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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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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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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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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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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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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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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专业

0812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备测绘工程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空间信息综合处理

能力，可在石油、海洋、国土、规划等行业领域独立从事测绘项目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并

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生产岗位的技术管理者、科研岗位和工程设计岗

位的骨干，达到：

1. 具备合格的测绘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独立从事测绘工程领域的项目设计、管理及组织实施能力。

3. 能在测绘工程领域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技术骨干或管理骨干。

4. 具有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紧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5. 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有志向、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备从事测绘工程工作所需的相关数学、物理、计算机和专业知识，并能在解决大型

工程复杂问题中加以应用；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测绘及地理信息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并结合文献研究分析测绘工程中

的复杂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设计满足需求的方案、研究流程，并能够进行

数据采集、处理、方案设计和分析；

4. 研究：具有创新意识，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测绘工程的复杂问题，通过实验分

析、数据解释及综合研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计算机软件、测绘专业软件及互联网技术，理解各种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利

用这些技术解决复杂测绘工程问题；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测绘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测绘工

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测绘、海洋、国土等行业相关的研究、设计、生产、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该领域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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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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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编制专业相关图表、撰写专业研究报告并进行熟练交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语，

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测绘工程的项目和效益评价方法，并能应用于测绘工程实际；

12.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测绘工程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

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数字地形测量学、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大地测量学基础、摄影测量学基础、地理信

息系统原理、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遥感原理及应用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0 1 828 含实验学时 66，上机学时 82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6 144

实践 28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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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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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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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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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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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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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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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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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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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070504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基础地质及油气地质基本理论、油气资源

勘查工程基本方法与技能，接受作为油气地质工程师必需的工程训练，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一定

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为独立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地质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生产岗位的技术管理者、科研岗位和工程设计岗

位的骨干，达到：

1. 具备合格的油气地质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地质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

3. 能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

术的发展；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人文素养、身心素质、职业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了解

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具有从事地理信息科学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计算机及专业知识，能够有效应用这些知识和工

具解决本专业领域的描述、建模、分析决策等相关问题；

3. 系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测绘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具有地理空间逻辑思维、数据采集、

处理、遥感图像信息提取的能力，跟踪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沿，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领域的

问题，并表达个人见解；

4. 掌握空间信息集成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技能，能够对本专业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

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5.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处理

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6.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本专业、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7.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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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8.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

差异性和多样性；

9. 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地理信息科学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创新创业、

实践、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力。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地图学基础、遥感原理及应用、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数字地形

测量学、GIS 应用开发、GIS 空间分析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0 1 828 含实验学时 52，上机学时 158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96

实践 30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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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6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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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1
36

4
数

字
地

形
测

量
学
（

2 -
2 ）

3 .
0

48
36

12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5

56
56

56
3 .

5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1
93

3
数

字
地

形
测

量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1
33

5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3 .
0

48
30

18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5

56
56

56
3 .

5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24
1 .

0

01
35

5
高

级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28
20

48
3 .

0
前

半
学

期

01
34

9
空

间
数

据
库

3 .
5

5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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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3 .
5

后
半

学
期

01
33

6
误

差
理

论
与

测
量

平
差

2 .
0

32
24

8
32

2 .
0

01
30

2
自

然
地

理
学

3 .
0

48
40

8
48

3 .
0

01
93

7
自

然
地

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1
96

5
空

间
数

据
库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1
37

9
W

eb
G

IS
网

络
编

程
基

础
2 .

0
32

22
10

32
2 .

0

01
33

2
遥

感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2 .

5
40

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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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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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
摄

影
测

量
学

基
础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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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前
半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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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5
摄

影
测

量
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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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周

2
周

2 .
0

后
半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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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

图
学

基
础

3 .
0

4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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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1
30

8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原

理
（

双
语

）
3 .

5
56

44
12

56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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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9
G

IS
空

间
分

析
2 .

0
48

48
48

2 .
0

01
33

3
遥

感
原

理
及

应
用

3 .
0

48
40

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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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

IS
应

用
开

发
3 .

0
48

24
24

48
3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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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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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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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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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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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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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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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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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感
技

术
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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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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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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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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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设

计
实

践
3 .

0
3
周

3
周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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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地

理
信

息
网

络
服

务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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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6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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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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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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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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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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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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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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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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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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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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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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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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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1
10

1
地

球
科

学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2 .

0 
48

2 .
0 

01
34

7
面

向
对

象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28
20

3 .
0 

01
21

0
地

球
物

理
勘

探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1
38

1
计

算
机

图
形

学
3 .

0 
48

36
12

3 .
0 

01
37

0
智

慧
城

市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1
35

4
计

算
机

地
图

制
图

2 .
0 

32
22

10
2 .

0 

01
00

2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01
38

2
智

慧
油

田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测

绘
与

遥
感

方
向

01
37

2
不

动
产

测
量

与
管

理
2 .

0 
32

28
4

2 .
0 

01
36

8
测

绘
法

律
法

规
与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1
37

5
环

境
遥

感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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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A
：
测

绘
与

遥
感

方
向

01
38

8
卫

星
海

洋
遥

感
2 .

0 
32

24
8

2 .
0 

01
34

2
G

N
SS

测
量

数
据

处
理

2 .
0 

32
20

4
8

2 .
0 

01
37

7
地

理
国

情
调

查
技

术
与

方
法

2 .
0 

32
32

2 .
0 

01
37

4
专

业
调

研
与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B
：

G
IS

工
程

方
向

01
37

2
不

动
产

测
量

与
管

理
2 .

0 
32

28
4

2 .
0 

07
31

5
软

件
工

程
学

导
论

2 .
0 

32
24

8
2 .

0 

01
38

4
三

维
G

IS
与

虚
拟

地
理

环
境

2 .
0 

32
32

2 .
0 

01
36

8
测

绘
法

律
法

规
与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1
38

5
地

理
建

模
原

理
与

方
法

3 .
0 

48
40

8
3 .

0 

01
38

6
开

源
G

IS
设

计
与

开
发

2 .
0 

32
22

10
2 .

0 

01
37

4
专

业
调

研
与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17
学

分
，
可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取
得

至
少

9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测
绘

与
遥

感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A
组

”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G

IS
工

程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B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20
.

5 
3 .

0 
22
.

0 
18
.

5 
4 .

0 
16
.

5 
15
.

0 
4 .

0 
7 .

0 
12
.

0 

选
修

2 .
0 

2 .
0 

5 .
0 

6 .
0 

8 .
0 

10
.

0 
3 .

0 

合
计

21
.

5 
22
.

5 
3 .

0 
24
.

0 
23
.

5 
4 .

0 
22
.

5 
23
.

0 
4 .

0 
17
.

0 
15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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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专业

0709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在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地质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够应用地质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分析解决地质学基本问题的人才。毕业生具有扎实的地质理论基础、

较宽广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以及一定的国际视野，毕业后可从事与基础地质、资源地质、

海洋地质等方向及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生产实践、教学或管理等工作。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从事地质理论研究、生产应用、工程设计和技术

管理的骨干，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 具备合格地质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基础地质、资源地质和海洋地质领域的理论研究、生产应用、工程设计、技术开发

和科技管理工作；

3. 能在一个科研、生产或设计团队中担任技术骨干、组织管理等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紧跟专业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得

到充实与提高；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掌握地质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自我发展、团结协作的精神或能力，能够在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地质、矿

产资源、海洋地质等实际问题方面发挥作用。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较强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2. 具有扎实的地质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必备的研究方法，了解基础地质、资源地质、海洋

地质等方面及相关领域 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3. 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地质学专业及相关领域现象和问题，

表达个人见解；

4. 具有解决复杂地质问题的能力。能够对基础地质、资源地质、海洋地质等专业领域复杂问题进

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5.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解决地质工作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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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地质专业同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

沟通；

7.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

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8. 具有国际视野和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

性和多样性。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 

9.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

展。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地质学

专业核心课程：结晶学与晶体光学、矿物岩石学、沉积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矿床学、石油

天然气地质学、海洋地质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沉积岩石学、古生态学

五、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7 1 944 含实验学时 18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 48

实践 25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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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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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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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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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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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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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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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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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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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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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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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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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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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52
40

12
3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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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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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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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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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周

3
周

3 .
0

续
表



57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1
18

0
有

机
地

球
化

学
3 .

0
48

48
32

3 .
0

01
99

9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喍
ι

喎 
ౝ

䉕
႓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1
16

5
地

质
素

描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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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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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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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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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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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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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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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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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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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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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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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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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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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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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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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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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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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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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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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地

质
学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4

学
分

，
从

带
△

标
记

的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0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主
修

资
源

地
质

方
向

和
海

洋
地

质
方

向
的

学
生

，
在

选
修

时
多

侧
重

于
自

己
的

选
修

方
向

。

（
2 ）

 建
议

更
多

地
选

修
资

料
综

合
解

释
、
综

合
研

究
、
课

程
设

计
与

实
践

等
课

程
，
以

增
强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3
.

0 
22
.

5 
3 .

0 
23
.

0 
20
.

0 
4 .

0 
15
.

0 
9 .

5 
4 .

0 
8 .

0 
12
.

0 

选
修

2 .
0 

2 .
0 

1 .
0 

6 .
0 

11
.

0 
10
.

0 
4 .

0 

合
计

23
.

0 
24
.

5 
3 .

0 
23
.

0 
22
.

0 
5 .

0 
21
.

0 
20
.

5 
4 .

0 
18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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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专业

0708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地球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

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一定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为独立从事油地矿系统和地震局系统

等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成长为生产岗位的技术管理者、科研岗位和工程设计岗位的

骨干，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 具备合格的地球物理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油地矿勘探、天然地震研究等领域的工程设计、科学研究和技术管理工作。

3. 能在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技术骨干或管理骨干。

4. 具有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5. 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志向、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地球深部构造、地震预测、地球

物理工程、能源及矿产资源勘查等研究与开发的基本技能和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系统掌握通识教育及地球物理学科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并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

本专业领域现象。

2. 能够对本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得出独立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3. 能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地球深部构造、地震预测、地球物理工程、能源及矿产资源勘查等领域

信息资料进行采集和分析处理，完成相应的专业任务。

4. 能够使用书面、口头、网络语言等表达方式与业界同行、社会公众就本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

有效沟通与交流，具有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

5.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作用，并能与其他成员合作共

事。

6. 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7.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本专业领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能够理解并遵

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8.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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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地球物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地球动力学基础、地震学、地磁与地电、重力与固体潮、地震勘探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地球物理学进展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7.5 1 948 含课内实验 54，上机学时 20 （4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 48

实践 25.5

选修 3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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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专业

0815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地质学等知识基础以

及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系统掌握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备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师必需的工程训练经历，具有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工程技

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发展，毕业生能够成长并达到如下目标：

1. 具备合格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师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2. 能够独立或作为骨干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

产管理等工作，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

3. 能在生产设计、科技开发或生产管理团队中担任领导者或重要角色，在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

具有竞争力；

4. 能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紧跟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5. 有优良的道德、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有意愿、有能力服务于社会；能够在生产、设计、科研和

管理过程中自觉考虑社会、健康、安全、环境、文化、法律等因素。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物理、化学、力学、油气地质学等基础知识以及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专业知

识用于分析和解决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了解油气钻井工程、采油工程、油藏工程、油田化学等发展现状及前沿动态，能应用数

学、力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识别、表达和分析石油与天然气钻探和开发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以

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与开发能力：能应用学科基础和专业知识进行油井工程设计和油气田开发整体方案设计，

具有技术创新的意识和基本能力，在设计环节中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

素。

4. 复杂问题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内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具备开展设计和实施石油工程实验的能力，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将实验

或研究结果用于工程设计和油气田开发整体方案的编制。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能够针对石油工程与天然气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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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具有独立获取石油工程相关信息的能力。

6. 工程与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石油工程领域工程实践

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环保、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石油工程实践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对油气储层、地表和海洋环境的保护。

8. 职业规范：具有优良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水准以及文化修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职责，有意愿、有能力服务于社会和贡献于社会。

9. 个人和团队协作：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生产设计、研究开发或生产管理团队中担任团队成员、组

织管理或其他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

10. 交流与沟通：能够就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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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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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石油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能力，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备自我更新意识和自我学习能力，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和科技发展趋势，不断通过

知识更新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

13. 身心素质：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以及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和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并有助于业务和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油田开发地质学、油层物理、渗流力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岩石力学、油藏工程、

钻井工程、采油工程、油田化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水射流理论与应用、多相管流理论与计算、气藏工程、提高采收率原理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1 1 844 含实验学时 74，上机学时 8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96

实践 28

选修 37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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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5
40

36
4

40
2 .

5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2
99

1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6
40

1
工

程
力

学
4 .

0
64

60
4

64
4 .

0

09
61

2
有

机
化

学
2 .

0
32

28
4

32
2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2
31

4
应

用
物

理
化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1
10

6
地

质
学

基
础

2 .
0

32
28

4
32

2 .
0

02
22

0
流

体
力

学
3 .

0
48

40
8

48
3 .

0
前

半
学

期

06
31

1
传

热
学

2 .
0

32
28

4
32

2 .
0

后
半

学
期

01
91

2
地

质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1
11

4
油

田
开

发
地

质
学

2 .
5

40
32

8
40

2 .
5

02
10

8
渗

流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2
10

9
油

层
物

理
2 .

5
40

40
40

2 .
5

前
半

学
期

02
14

8
渗

流
物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2
11

2
岩

石
力

学
2 .

0
32

28
4

32
2 .

0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Ⅰ
3 .

0
48

38
10

48
3 .

0

01
22

9
测

井
方

法
及

综
合

解
释

2 .
0

32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02
30

1
油

田
化

学
2 .

0
32

32
32

2 .
0

后
半

学
期

02
80

1
油

田
化

学
基

础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续
表



71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2
10

2
钻

井
工

程
3 .

5
56

50
6

56
3 .

5

02
10

3
采

油
工

程
3 .

5
56

50
6

56
3 .

5

02
10

4
油

藏
工

程
3 .

5
56

52
4

56
3 .

5

02
99

3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2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32

2 .
0

02
16

6
天

然
气

开
采

与
安

全
2 .

0
32

28
4

32
2 .

0

02
90

2
石

油
工

程
综

合
设

计
5 .

0
5
周

5
周

5 .
0

02
99

9
毕

业
设

计
13
.

0
13

周
13

周
13
.

0

喍
ι

喎 
ⴠ

⇦
ጒ

⼸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2 .

0
48

48
2 .

0 
 

09
10

5
复

变
函

数
2 .

0
32

32
2 .

0 
▲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2 .

0 

09
23

6
数

学
建

模
3 .

0
48

48
3 .

0 
●

09
23

4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24
8

2 .
0 

●

专
业

 
基

础
类

04
34

6
机

械
C

A
D

基
础

2 .
0

32
32

（
32

）
2 .

0 

02
01

3
V

B
程

序
设

计
2 .

0
32

24
8

2 .
0 

06
31

2
工

程
热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

07
93

9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2 .

0
40

16
24

2 .
0 

02
21

7
流

体
力

学
模

拟
与

实
验

2 .
0

32
10

4
18

2 .
0 

●

05
94

1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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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8
10

5
技

术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

04
35

3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46
2

3 .
0 

04
17

0
石

油
钻

采
机

械
2 .

0
32

30
2

2 .
0 

 

05
40

3
电

工
电

子
学

Ⅱ
2 .

0
32

32
2 .

0 

20
30

4
石

油
仪

器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20
30

5
石

油
钻

采
装

备
工

业
实

训
3 .

0
3
周

3
周

3 .
0 

02
14

9
科

技
论

文
检

索
与

写
作

1 .
0

16
12

4
1 .

0 
▲

02
00

1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

专
业

课
程

A
：
油

田

化
学

类

02
30

3
提

高
采

收
率

原
理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

02
30

4
油

气
层

保
护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2
30

5
钻

井
液

工
艺

原
理

2 .
0

32
28

4
2 .

0 

02
31

1
油

田
污

水
处

理
2 .

0
32

32
2 .

0 

02
00

3
油

气
田

环
境

保
护

2 .
0

32
32

2 .
0 

△

02
31

5
油

田
化

学
品

2 .
0

32
32

2 .
0 

B
：
钻

井

工
程

类

02
12

7
钻

井
地

质
环

境
描

述
2 .

0
32

32
2 .

0 

02
11

6
钻

井
新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2
13

7
完

井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

02
14

3
固

井
理

论
与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2
11

3
水

射
流

理
论

与
应

用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02
12

3
定

向
钻

井
理

论
与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C
：
采

油

工
程

类

02
11

1
多

相
管

流
理

论
与

计
算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

02
16

7
油

田
信

息
化

与
大

数
据

应
用

2 .
0

32
32

2 .
0 

△

02
14

4
泡

沫
理

论
与

采
油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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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C
：
采

油

工
程

类

02
12

0
有

杆
抽

油
系

统
2 .

0
32

32
2 .

0 
▲

02
13

4
油

气
井

防
砂

理
论

与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

02
12

6
油

水
井

增
产

增
注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D
：
油

藏

工
程

类

02
12

5
油

藏
驱

替
机

理
2 .

0
32

32
2 .

0 
●

02
10

5
气

藏
工

程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

02
12

4
注

蒸
汽

热
力

采
油

2 .
0

32
26

6
2 .

0 

02
11

5
现

代
试

井
解

释
原

理
2 .

0
32

28
4

2 .
0 

▲

02
15

5
油

藏
数

值
模

拟
方

法
与

应
用

2 .
0

32
28

4
2 .

0 
 

02
13

9
典

型
油

气
田

开
发

理
论

与
方

法
2 .

0
32

32
2 .

0 
△

02
13

8
油

藏
经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E ：
跨

学

科
类

02
20

8
海

洋
学

2 .
0

32
32

2 .
0 

08
10

6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10
00

2
技

术
创

新
与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2
20

3
海

洋
平

台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2
20

5
海

洋
法

规
与

海
洋

环
保

2 .
0

32
32

2 .
0 

01
21

0
地

球
物

理
勘

探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2
21

0
海

洋
石

油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2
16

8
非

常
规

油
气

开
采

2 .
0

32
32

2 .
0 

▲

01
12

8
油

藏
描

述
2 .

0
32

32
2 .

0 
 

01
22

7
生

产
测

井
2 .

0
32

32
2 .

0 
 

02
00

6
石

油
工

程
H

SE
2 .

0
32

32
2 .

0 
△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7
学

分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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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7

个
学

分
；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6

个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

A
、

B
、

C
、

D
、

E
组

）
中

至

少
取

得
11

个
选

修
学

分
，
要

求
学

生
从

A
、

B
、

C
、

D
四

组
中

选
择

一
组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
并

从
该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
1 ）

 备
注

中
带

●
号

的
课

程
为

专
业

核
心

选
修

课
程

，
建

议
选

修
；
就

业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备

注
中

带
△

的
课

程
，
考

研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带

▲
号

的
课

程
；
建

议
选

修
1
门

双
语

课
程

和
2
门

研
究

性
课

程
。

（
2 ）

  建
议

拟
在

油
田

化
学

和
提

高
采

收
率

方
面

拓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A
组

”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油

气
钻

井
工

程
方

面
拓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B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采

油
采

气
工

程
方

面
拓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C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油

藏
工

程
方

面
拓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D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3
.

5 
19
.

5 
2 .

0 
19
.

0 
21
.

5 
2 .

0 
17
.

0 
12
.

5 
4 .

0 
9 .

0 
13
.

0 

选
修

2 .
0 

2 .
0 

6 .
0 

8 .
0 

11
.

0 
8 .

0 

合
计

23
.

5 
19
.

5 
2 .

0 
21
.

0 
23
.

5 
2 .

0 
23
.

0 
20
.

5 
4 .

0 
20
.

0 
21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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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0819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力学等知识基础以及外语、计算机

应用基础，系统掌握船舶与海洋工程基本理论、方法，了解海洋油气开采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具备船舶

与海洋工程专业工程师必须的工程训练经历，具有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

和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发展，期望毕业生成长并达到：

1. 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工程师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2. 能够独立或作为骨干从事船舶与海洋工程相关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

管理等工作，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

3. 能在生产设计、科技开发或生产管理团队中担任领导者或重要角色，在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具

有竞争力；

4. 能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紧跟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5. 有优良的道德、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有意愿、有能力服务于社会；能够在生产、设计、科研和

管理过程中自觉考虑社会、健康、安全、环境、文化、法律等因素。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理论与工程知识水平：能够将数学、物理、力学等基础知识以及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知识用于分

析和解决船舶与海洋工程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掌握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发展现状及前沿动态，应用自然科学和船舶与海洋工程专

业知识，分析和发现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3. 设计与开发能力：具有应用学科基础和专业知识进行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设计的基本能力，

以及分析和解决船舶与海洋工程复杂问题、进行技术创新、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初步能力，并能够在设计

环节中体现环保和创新意识。

4. 复杂问题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研究，具备开展设计和实施船舶与海洋工程实验的能力，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将

实验或研究结果用于工程设计。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能够针对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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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具

有独立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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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与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工

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环保、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社

会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要求：能够理解和评价船舶与海洋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8. 职业规范：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水准以及文化修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职责，有意愿、有能力服务于社会和贡献于社会。

9. 个人和团队协作：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生产设计、研究开发或生产管理团队中担任团队成员、

组织管理或其他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

10. 交流与沟通能力：能够就船舶与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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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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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能力：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能力，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

用。

12. 终身学习能力：具备自我更新意识和自我学习能力，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和科技发展趋势，不断

通过知识更新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

13. 身心素质要求：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以及吃

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并有助于业务和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船舶流体力学、船舶结构力学、海洋工程环境、船舶原理、船舶设计原理、海洋平台

工程、海洋石油工程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船舶原理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9.5 1 804 含实验学时 38，上机学时 22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3 72

实践 31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9.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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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油气工程专业

081506T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基础知识以及外语、

计算机和海洋工程等应用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海洋油气工程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具有创新意识和国

际视野以及结合海洋油气工程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发展，毕业生能够成长并达到如下目标：

1. 具备从事海洋油气钻井、开采、集输、环保与安全工程技术工作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2. 能够独立或作为骨干从事海洋油气工程领域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管

理等工作，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

3. 能在生产设计、科技开发或生产管理团队中担任领导者或重要角色，在海洋油气工程领域具有

竞争力；

4. 能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紧跟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5. 有优良的道德、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有意愿、有能力服务于社会；能够在生产、设计、科研和

管理过程中自觉考虑社会、健康、安全、环境、文化、法律等因素。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及应用能力：具备用于分析和解决海洋油气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

基础知识和海洋油气钻井、开采、集输、环保与安全等专业知识，并能够将其应用于解决海洋油气工程

实际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力：掌握海洋油气工程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沿动态，能应用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分析和发现海洋油气钻井、开采、集输过程中的工程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3. 设计与开发能力：具有应用学科基础和专业知识进行海洋油气工程设计的基本能力，以及进行

技术创新、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初步能力，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

境等因素。

4. 复杂问题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海洋油气钻井、开采、集输过程中的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具备开展设计和实施相关实验的能力，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并能应

用于工程实际。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能够针对海洋油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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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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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6. 工程与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海洋油气工程领域工程

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环保、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海洋油气工程实践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8. 职业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水准以及文化修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职责，有意愿、有能力服务于社会和贡献于社会。

9. 个人和团队协作：能够在多学科交叉的工程设计、研究开发或生产管理团队中担任团队成员、组

织管理或其他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

10. 交流与沟通：能够就海洋油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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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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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海洋油气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能力。

12. 终身学习：具备自我更新意识和自我学习能力，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和科技发展趋势，不断通过

知识更新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

13. 身心素质：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以及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和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海洋油气钻井工程、海洋油气开采工程、海洋油气集输工程、海洋油气工程装备、海

洋油气作业与安全、海洋油气开发环保、油气田开发基础、流体力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海洋油气开发环保、流体力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3 1 876 含实验学时 64，上机学时 4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3 72

实践 26

选修 38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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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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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
2 ）

 要
求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8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2
个

选
修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6

个
选

修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备
注

中
带

●
号

的
课

程
为

专
业

核
心

选
修

课
程

，
建

议
优

先
选

修
；
建

议
就

业
学

生
选

修
备

注
中

带
△

的
课

程
，
建

议
考

研
学

生
选

修
带

▲
号

的
课

程
。

 
（

2 ）
 “
石

油
工

程
技

术
”
系

列
课

程
与

石
油

工
程

专
业

合
并

开
课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5 
22
.

5 
2 .

0 
19
.

0 
19
.

5 
2 .

0 
15
.

0 
10
.

5 
4 .

0 
13
.

0 
14
.

0 

选
修

2 .
0 

2 .
0 

6 .
0 

12
.

0 
8 .

0 
8 .

0 

合
计

20
.

5 
22
.

5 
2 .

0 
21
.

0 
21
.

5 
2 .

0 
21
.

0 
22
.

5 
4 .

0 
21
.

0 
2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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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0813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化学工程技术人才，能够

在化工、能源、轻工、安全、环保和军工等部门，尤其是在石油化工相关部门从事工程设计、技术开发、生

产运行与技术管理、科学研究或安全管理等工作。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

者，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化学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

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化学工程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

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化学工程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行业

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化学工程学与化学工艺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化学与化工实验技

能、工程实践、计算机应用、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方法的基本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化学工程问题，尤其是复

杂石油化工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化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化学工程问题，尤其是复杂石油化工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化学工程问题，尤其是石油化工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遵循责任关怀的主

要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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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化学工程问题，尤其是石油化工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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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92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化学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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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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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化学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实践和复杂化学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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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化学工程问题，尤其是复杂石油化工问题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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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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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复杂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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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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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石油炼制工程（石油化工方向）/

安全系统工程（化工过程安全方向）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化学反应工程、反应器设计、催化作用原理、C1 化学与化工、催化新材料与新型催化剂、

重质油加工技术、新型碳材料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2.5 1 712 含实验学时 22，上机学时（64），实践学时 88。

实验 11 286

实践 31 32 周

选修 35.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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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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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设
置

、教
学

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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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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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3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3

6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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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60

7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80

2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实
验
（

2 -
1 ）

1 .
0

27
27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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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60

7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80

2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实
验
（

2 -
2 ）

1 .
0

27
27

1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5
40

40
40

2 .
5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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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物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

2 -
1 ）

3 .
0

50
50

50
3 .

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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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机
化

学
4 .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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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4 .
0

09
80

5
有

机
化

学
实

验
1 .

5
36

36
1 .

5

05
40

2
电

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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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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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8

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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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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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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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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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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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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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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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80

3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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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实

验
1 .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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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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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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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设

备
设

计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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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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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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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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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仪

表
2 .

0
32

2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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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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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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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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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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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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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4
化

工
原

理
实

验
（

2 -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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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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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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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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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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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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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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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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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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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反

应
工

程
（

双
语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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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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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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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4
8

2 .
0 

10
00

2
技

术
创

新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3
11

9
数

据
处

理
与

实
验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3
41

1
生

物
化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3
90

2
信

息
检

索
与

网
络

资
源

利
用

1 .
0 

1
周

1
周

1 .
0 

03
00

2
催

化
作

用
原

理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03
12

4
能

量
利

用
过

程
原

理
2 .

0 
32

32
2 .

0 

03
10

7
化

工
过

程
模

拟
2 .

0 
32

32
2 .

0 

03
10

0
化

工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09
60

9
仪

器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9
80

4
仪

器
分

析
实

验
0 .

5 
16

16
0 .

5 

03
11

5
反

应
器

设
计
（

双
语

）
2 .

0 
32

32
（

16
）

2 .
0 

03
12

1
分

离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3
11

0
化

工
数

值
计

算
2 .

0 
32

32
（

16
）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石

油
化

工
方

向

03
41

8
化

工
安

全
与

环
保

2 .
0 

32
32

32
2 .

0 
△

03
51

1
生

物
化

工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3
14

1
新

能
源

与
储

能
技

术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12

8
石

油
炼

制
工

程
4 .

0 
64

64
64

4 .
0 

△

03
12

3
天

然
气

处
理

与
加

工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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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A
：
石

油
化

工
方

向

03
10

9
化

工
工

艺
学

3 .
0 

48
48

3 .
0 

03
12

5
清

洁
油

品
生

产
技

术
1 .

0 
16

16
1 .

0 

03
13

1
C

1
化

学
与

化
工
（

双
语

）
1 .

0 
16

16
1 .

0 

03
13

3
催

化
新

材
料

与
新

型
催

化
剂
（

双
语

）
1 .

0 
16

16
1 .

0 

03
13

6
重

质
油

加
工

技
术
（

双
语

）
1 .

0 
16

16
1 .

0 

03
13

7
新

型
碳

材
料
（

双
语

）
1 .

0 
16

16
1 .

0 

03
22

5
精

细
化

工
工

艺
学

2 .
0 

32
32

2 .
0 

03
13

5
工

业
催

化
剂

设
计

及
开

发
1 .

0 
16

16
1 .

0 

03
00

1
化

工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专
业

课
程

B
：
化

工
过

程
安

全
方

向

03
40

5
环

境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03
45

3
电

气
安

全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03
41

5
化

工
安

全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

03
42

3
职

业
卫

生
学

2 .
0 

32
32

2 .
0 

03
45

4
安

全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4
52

1
安

全
检

测
与

监
测

2 .
0 

32
30

2
2 .

0 

03
14

1
新

能
源

与
储

能
技

术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44

0
安

全
系

统
工

程
2 .

0 
32

32
32

2 .
0 

△

03
43

6
化

工
环

保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11

4
石

油
加

工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03
10

9
化

工
工

艺
学

3 .
0 

48
48

48
3 .

0 
△

03
12

3
天

然
气

处
理

与
加

工
2 .

0 
32

32
2 .

0 

03
43

0
化

工
风

险
分

析
与

评
价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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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B
：
化

工
过

程
安

全
方

向

03
43

8
化

工
事

故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20
12

2 .
0 

03
43

9
事

故
调

查
与

分
析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00

1
化

工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5
.

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5
.

5
学

分
；
其

中
，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的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并

从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备

注
中

带

△
课

程
为

该
方

向
的

必
选

课
程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要
求

从
“

A
：
石

油
化

工
”
、“

B
：
化

工
过

程
安

全
”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择

其
一

作
为

个
人

的
主

修
方

向
，
并

按
照

要
求

从
方

向
选

修
课

中
选

择
相

应
培

养
方

向
的

课
程

进
行

修
读

。

（
2 ）

 在
保

证
所

选
定

方
向

选
修

学
分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同

时
选

修
其

他
方

向
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2
.

5 
23
.

5 
2 .

0 
23
.

5 
22
.

5 
1 .

0 
14
.

0 
7 .

5 
4 .

0 
8 .

0 
16
.

0 

选
修

1 .
0 

2 .
0 

3 .
0 

1 .
0 

8 .
0 

12
.

5 
8 .

0 

合
计

22
.

5 
24
.

5 
2 .

0 
25
.

5 
25
.

5 
2 .

0 
22
.

0 
20
.

0 
4 .

0 
16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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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080206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基础地质及油气地质基本理论、油气资源

勘查工程基本方法与技能，接受作为油气地质工程师必需的工程训练，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一定

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为独立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地质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生产岗位的技术管理者、科研岗位和工程设计岗

位的骨干，达到：

1. 具备合格的油气地质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地质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

3. 能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

术的发展；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

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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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装备与控制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设计满足高效、节能、环保和可循环等要求的过程装备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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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相关科学和工程问题开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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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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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

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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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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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

业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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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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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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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化学工程、控制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化学工程基础、机械设计基础、过程设备设

计、过程流体机械、过程装备测控技术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传热强化技术、过程装备测控技术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7 1 780 含实验学时 42，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5 108

实践 32.5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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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课
程

设
置

、教
学

环
节

及
指

导
性

修
读

计
划

喍
̭

喎 
䓴

⼸
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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ᣔ
ݣ

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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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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䄫
⼸

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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ᠴ

ᄩ
ᕔ

ԛ
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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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3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7
13

7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07
13

6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6 .
0

96
96

96
6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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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4 .

0
64

64
64

4 .
0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3
91

5
文

献
检

索
与

科
技

论
文

写
作

实
训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4

4
工

程
测

绘
1 .

0
1
周

1
周

1 .
0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5
40

32
8

40
2 .

5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5
40

1
电

工
电

子
学

3 .
5

56
56

56
3 .

5

05
41

2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2 .

0
32

30
2

32
2 .

0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6
31

2
工

程
热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3
99

1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8
40

5
管

理
学

基
础

2 .
0

32
32

32
2 .

0

02
22

1
工

程
流

体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3
10

2
化

学
工

程
基

础
3 .

0
48

44
4

48
3 .

0

04
35

3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4 .

0
64

56
8

64
4 .

0

03
32

2
过

程
装

备
控

制
工

程
基

础
2 .

0
32

32
32

2 .
0

03
13

8
石

油
化

工
工

艺
与

设
备

2 .
0

32
32

32
2 .

0

04
94

7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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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3
37

5
过

程
装

备
测

控
技

术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3
30

7
过

程
设

备
设

计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3
81

0
专

业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3
90

8
化

工
工

艺
与

设
备

课
程

设
计

1 .
5

1 .
5
周

1 .
5
周

1 .
5

03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3
33

9
过

程
流

体
机

械
2 .

5
40

40
40

2 .
5

03
30

7
过

程
设

备
设

计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3
81

0
专

业
实

验
（

2 -
2 ）

0 .
5

12
12

0 .
5

03
00

1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03
99

9
毕

业
设

计
（

2 -
1 ）

3 .
0

3
周

3
周

3 .
0

03
99

9
毕

业
设

计
（

2 -
2 ）

13
.

0
13

周
13

周
13
.

0

喍
ι

喎 
䓴

⼸
㷲

ิ
̻

ᣔ
ݣ

ጒ
⼸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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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7
93

9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2 .

0
40

16
24

2 .
0

09
10

5
复

变
函

数
2 .

0
32

32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

09
23

4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24
8

32
2 .

0
△

06
40

3
实

验
应

力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6
41

4
弹

性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06
40

2
机

械
振

动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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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3
38

1
机

械
C

A
D

实
训

2 .
0

2
周

2
周

2 .
0

△

04
21

1
金

属
焊

接
2 .

0
32

28
4

32
2 .

0
△

06
31

1
传

热
学

2 .
0

32
32

2 .
0

04
28

8
机

械
制

造
工

艺
学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

03
00

4
专

业
外

语
1 .

0
16

16
1 .

0

03
20

1
流

态
化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4
35

6
摩

擦
、
磨

损
与

润
滑

2 .
0

32
30

2
2 .

0

03
20

2
煤

化
工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37

7
过

程
装

备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16
16

2 .
0

03
33

5
化

工
单

元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化

工

装
备

设
计

制
造

与
管

理
方

向

03
31

4
化

工
装

置
经

济
2 .

0
32

32
2 .

0

03
33

7
过

程
装

备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3
30

8
化

工
装

备
成

套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7

8
化

工
设

备
制

造
与

检
测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1

1
化

工
管

道
安

装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B
：
化

工
装

备
安

全
工

程
方

向

03
31

3
化

工
设

备
腐

蚀
与

防
护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3

0
机

械
设

备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7

9
过

程
设

备
失

效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3
30

9
化

工
装

备
密

封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2

9
化

工
装

备
风

险
评

估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1

6
压

力
容

器
安

全
评

定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C
：
化

工
节

能
与

强
化

技
术

方
向

03
38

0
化

工
装

备
节

能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2

0
粉

体
工

程
学

2 .
0

32
32

2 .
0

03
31

8
传

热
强

化
技

术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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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C
：
化

工
节

能
与

强
化

技
术

方
向

03
31

9
非

均
相

分
离

技
术

及
设

备
2 .

0
32

32
2 .

0

03
33

2
能

源
利

用
新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3
33

3
环

保
过

程
与

装
备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A
、

B
、

C
三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取
得

至
少

6
学

分
，
且

从
其

他
两

组
中

至
少

各

取
得

2
学

分
；
其

中
带

△
为

必
选

课
程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化
工

装
备

设
计

制
造

与
管

理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A
组

课
程

；
拟

在
化

工
装

备
安

全
工

程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B
组

课
程

；
拟

在
化

工
节

能
与

强
化

技
术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C
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5 
22
.

0 
3 .

0 
22
.

0 
20
.

0 
2 .

0 
17
.

0 
8 .

0 
7 .

5 
6 .

0 
16
.

0 

选
修

2 .
0

4 .
0

2 .
0

6 .
0

10
.

0
12
.

0

合
计

20
.

5 
22
.

0 
3 .

0 
24
.

0 
24
.

0 
4 .

0 
23
.

0 
18
.

0 
7 .

5 
18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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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专业

0703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化学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以及石油化

学、油田化学或精细化工基本理论及相关工程方法与技能，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文化修养、道德水准

和法制意识，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能够解决化学

与能源、材料、环境等多学科交叉领域中实际问题，并能够适应相关的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需求

的应用化学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

者，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应用化学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

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应用化学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

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应用化学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

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系统掌握通识教育及基础化学、石油化学、油田应用化学及精细化工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原

理和基本实验技能，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并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石油炼制、油田化学和精细

化工等领域的实际问题。

2. 接受系统的专业实验和油田、炼厂实习训练，具备独立开展实验能力和炼厂装置操作能力，并能

够对实验结果和装置运行进行科学分析；掌握应用化学实验技能，能够应用本学科基本原理、方法对本

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得出独立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3. 能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本专业领域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处理，完成专业任务。

4. 能够使用书面、口头、网络语言等表达方式与业界同行、社会公众就本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

有效沟通与交流，具有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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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作用，并能与其他成员合作共

事。

6. 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7.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本专业领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能够理

解并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8.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石油化学、油田应用化学、精细化工工艺学、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石油组成与转化化学、绿色化学与化工导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2 1 700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0 480

实践 22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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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60

7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80

2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实
验
（

2 -
1 ）

2 .
0

48
48

2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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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3 .
0

09
60

7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80

2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实
验
（

2 -
2 ）

2 .
0

48
48

2 .
0

03
91

6
专

业
文

献
检

索
及

利
用

1 .
0

1
周

1
周

1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9
61

2
有

机
化

学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80

5
有

机
化

学
实

验
（

2 -
1 ）

1 .
5

36
36

1 .
5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80

3
物

理
化

学
实

验
（

2 -
1 ）

1 .
5

36
36

1 .
5

09
61

2
有

机
化

学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80

5
有

机
化

学
实

验
（

2 -
2 ）

1 .
5

36
36

1 .
5

03
10

1
化

工
原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80

3
物

理
化

学
实

验
（

2 -
2 ）

1 .
5

36
36

1 .
5

03
91

4
化

工
原

理
实

验
（

2 -
1 ）

0 .
5

12
12

0 .
5

03
10

1
化

工
原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3
91

4
化

工
原

理
实

验
（

2 -
2 ）

0 .
5

12
12

0 .
5

09
60

9
仪

器
分

析
3 .

0
48

48
48

3 .
0

09
80

4
仪

器
分

析
实

验
2 .

0
48

48
2 .

0

09
60

4
胶

体
与

界
面

化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3
23

2
绿

色
化

学
与

化
工

导
论
（

双
语

）
1 .

5
24

24
24

1 .
5

03
21

2
高

分
子

化
学

与
物

理
3 .

0
48

48
48

3 .
0

03
90

3
化

工
原

理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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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3
99

1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3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32

2 .
0

03
22

0
石

油
化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3
81

1
石

油
化

学
实

验
2 .

0
48

48
2 .

0

03
21

3
油

田
应

用
化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3
22

5
精

细
化

工
工

艺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3
81

7
综

合
化

学
实

验
2 .

0
48

48
2 .

0

03
24

1
科

研
创

新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3
99

3
生

产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3
99

9
毕

业
设

计
13
.

0
15

周
15

周
13
.

0

喍
ι

喎 
Ꮑ

⩕
ࡃ

႓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Ⅰ
3 .

0
48

48
3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2 .

0 
▲

03
24

2
计

算
化

学
基

础
2 .

0 
32

16
16

2 .
0 

▲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3 .

0
48

48
3 .

0 
△

专
业

基
础

类

09
60

5
结

构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

03
41

1
生

物
化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3
40

5
环

境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03
20

4
石

油
组

成
与

转
化

化
学
（

双
语

）
1 .

5 
24

24
1 .

5 
▲

03
50

1
生

命
科

学
与

生
物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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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3
00

1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

03
11

2
化

学
反

应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5
10

2
化

工
仪

表
及

自
动

化
2 .

0
32

32
2 .

0 

03
23

8
现

代
仪

器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3
41

0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与

H
SE

管
理

体
系

2 .
0

32
32

2 .
0 

△

专
业

课
程

A
：
石

油

化
学

方
向

03
20

8
润

滑
油

化
学

与
工

艺
2 .

0
32

32
2 .

0 
△

03
22

2
石

油
产

品
添

加
剂

2 .
0

32
32

2 .
0 

03
20

3
重

质
油

化
学

1 .
0 

16
16

1 .
0 

☆

03
10

5
煤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03
24

3
天

然
气

化
学

1 .
0 

16
16

1 .
0 

☆

03
24

4
沥

青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B
：
精

细

化
工

方
向

03
23

5
现

代
无

机
合

成
2 .

0
32

32
2 .

0 
▲

03
21

1
精

细
化

学
品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

03
21

0
精

细
化

工
设

备
2 .

0
32

32
2 .

0 
△

03
22

1
催

化
作

用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

C
：
油

田

化
学

方
向

01
14

5
油

气
地

球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03
23

8
现

代
有

机
合

成
2 .

0
32

32
2 .

0 
△

03
20

5
三

次
采

油
研

究
进

展
1 .

0
16

16
1 .

0 
☆

03
20

9
油

田
化

学
用

剂
2 .

0
32

32
2 .

0 
△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3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

A
、

B
、

C
组

）
中

至
少

取
得

13
学

分
，
其

中
从

A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5
学

分
，
从

B
、

C
两

组
中

各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从

标
注

☆
号

的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
学

分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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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备
注

中
带

☆
 号

的
课

程
为

研
究

性
课

程
，
建

议
优

先
选

修
。

（
2 ）

 就
业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备
注

中
带

△
号

的
课

程
，
考

研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带

▲
号

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5 
23
.

0 
2 .

0 
22
.

0 
16
.

0 
2 .

5 
14
.

5 
15
.

0 
4 .

0 
7 .

5 
13
.

0 

选
修

2 .
0 

3 .
0 

6 .
0 

6 .
0 

8 .
0 

11
.

0 

合
计

24
.

5 
25
.

0 
2 .

0 
25
.

0 
22
.

0 
2 .

5 
20
.

5 
23
.

0 
4 .

0 
18
.

5 
13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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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

0825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准和法制意识，具有国

际视野、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掌握环境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能力，掌握环境工程专业知识与技能，毕业后能够在石油及化学工业等相关行业从事环

境污染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治理规划设计、生产管理和研究开发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

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环境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

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环境工程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

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环境工程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

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并能在解决环境工程

复杂的工程问题中加以利用。

2. 问题分析：掌握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技能，分析实际环境工程问

题，并结合掌握的环境领域相关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专业知识及文献和资料的查询分析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识别、表达与实施，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具备开展环境工程专业所需的设计 / 开发技能，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能够针对工程项目进行环境评价。

4. 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设计实

验进行探索和分析讨论，并优化实验技术与工程方案，探讨复杂环境工程问题，掌握复杂环境工程实施

活动中涉及的重要工程技术指标，研究达到指标的工程技术途径。

5.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现代相关实验设备、专业和常规计算机软件、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方法，



 2017

114

掌握工程活动中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理解各种方法的局限性，能够运用图书馆资源进行文献检

索和资料查询；掌握开发、选择、使用恰当的技术。能够利用这些技术预测、模拟和解决相关的环境问

题。

6. 工程与社会：能够运用所学的环境规划与管理、系统工程的知识分析和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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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能正确认识并评价环境工程实践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较强的责任心和社

会责任感，懂法守法，热爱环境保护事业，注重职业道德修养，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

背景下的团队中根据角色要求发挥应起的作用。

10. 沟通：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熟练表达想法，具有编制专业相关图表和撰写专业研究报告、

并就环境相关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语，对环境工

程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状况有基本的了解，能较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有听、说、写、译

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环境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能够将相关工程管

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应用于环境工程中。

12.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环境工程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

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原理，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水处理工程，环境监测，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环境风险评价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2 1 724 含实验学时 6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9 216

实践 34

选修 3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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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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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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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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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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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4

24
16

1 .
0

03
41

9
环

境
工

程
原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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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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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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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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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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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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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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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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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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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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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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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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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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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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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4
.

0 
13
.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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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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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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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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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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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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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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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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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备工程专业

082505T  

一、 培养目标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是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多学科交叉型

专业。面向石油、石化等能源领域，兼顾其他行业领域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培养掌握环境工程、机械工

程等学科的相关基础知识，具备从事环保设备的工程设计、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工作的能

力，能够适应石油、化工、轻工、医药、电力、冶金等行业需求，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具体目标：

1. 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环境保护过程中关于环保设备的设计、

开发、制造、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2. 理解并遵守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规范，能够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技

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3. 具备有效沟通和交流、与他人合作以及在多学科背景团队中行使职责的能力；

4. 具备终身学习和自我提高的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为行业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做出贡献。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环保设备工程专业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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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设备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环保设备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满足高效、节能、环保等要求的环保设备或环保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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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环保设备工程相关科学和工程问题开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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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环保设备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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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环保设备工程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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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环保设备工程专业的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领域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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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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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环保设备工程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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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环保设备工程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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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交流能力和国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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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环境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工程力学、工程热力学、机械设计基础、工程流体力学、环境工程原理、环保设备设

计、环境工程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石油工业与环境保护概论、金属腐蚀与防护技术、现代测控仪表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9 1 812 含实验学时 30，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96

实践 31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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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B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其

中
带

△
为

必
选

课
程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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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优
选

环
境

经
济

与
管

理
、
物

理
污

染
防

治
工

程
基

础
、
环

境
监

测
仪

器
技

能
训

练
、
环

保
工

程
施

工
与

概
预

算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5 
23
.

0 
1 .

0 
19
.

5 
20
.

0 
2 .

0 
16
.

0 
8 .

0 
4 .

0 
9 .

0 
17
.

0 

选
修

2 .
0 

1 .
0 

4 .
0 

4 .
0 

8 .
0 

9 .
0 

8 .
0 

合
计

24
.

5 
25
.

0 
2 .

0 
23
.

5 
24
.

0 
2 .

0 
24
.

0 
17
.

0 
4 .

0 
17
.

0 
17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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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081304T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能源化学工程技术人才，

能够在化工、能源、轻工、安全、环保和军工等部门，尤其是在煤化工、生物能源化工等能源化工相关部

门从事能源清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能源高效转化、化工用能评价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

技术开发、生产运行与技术管理或安全管理等工作。

期望毕业生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具备以

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能源化学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

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能源化学工程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

创新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能源化学工程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

判断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能源化学工程问题，尤其

是煤化工和生物能源化工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能源化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

究分析能源化工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能源化工过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单元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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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环境因

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能源化工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

设计实验、开展实验，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能源化工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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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对复杂问题进行预测和模拟，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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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学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具体工程实

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能源化学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

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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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够就复杂能源化工过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基本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

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能源化工项目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应用于能源化工工程

实际。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关注能源化工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了解

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能源化工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能源转化利用原理、能源化工设计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化学反应工程、反应器设计、催化作用原理、生物能源技术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0 1 672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1 286

实践 31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8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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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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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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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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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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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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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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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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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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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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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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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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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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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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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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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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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32

2 .
0

05
1

化
工

仪
表

与
自

动
化

2 .
0

32
32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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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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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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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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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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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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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

0 

03
12

4
能

量
利

用
过

程
原

理
2 .

0 
32

32
2 .

0 

03
10

0
流

态
化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32
2 .

0 

03
13

4
化

工
传

递
过

程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3
10

7
化

工
过

程
模

拟
2 .

0 
32

32
2 .

0 

03
10

0
化

工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03
11

0
化

工
数

值
计

算
2 .

0 
32

32
（

16
）

2 .
0 

03
11

5
反

应
器

设
计
（

双
语

）
2 .

0 
32

32
（

16
）

2 .
0 

03
12

1
分

离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9
60

9
仪

器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9
80

4
仪

器
分

析
实

验
0 .

5 
16

16
0 .

5 

专
业

课
程

A
：
煤

化

工
方

向

03
14

1
新

能
源

与
储

能
技

术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11

4
石

油
加

工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03
10

9
煤

化
工

工
艺

学
2 .

0 
32

32
32

2 .
0 

△

03
12

4
煤

化
工

装
备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

03
13

1
C

1
化

学
与

化
工

2 .
0 

32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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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A
：
煤

化

工
方

向

03
13

7
新

型
碳

材
料

1 .
0 

16
16

1 .
0 

03
00

1
能

源
化

工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专
业

课
程

B
：
生

物

能
源

化
工

方
向

03
50

3
生

物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

03
51

0
生

物
化

工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

03
14

1
新

能
源

与
储

能
技

术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51

3
生

物
工

艺
学

2 .
0 

32
32

2 .
0 

03
51

2
工

业
微

生
物

2 .
0 

32
32

2 .
0 

03
51

1
酶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3
50

8
生

物
能

源
技

术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03
51

5
生

物
工

程
设

备
2 .

0 
32

32
2 .

0 

03
00

1
能

源
化

工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取
得

至
少

10
学

分
，
并

从
该

方
向

备
注

△
的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煤
化

工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A
组

”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生

物
化

工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B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在

保
证

所
选

定
方

向
选

修
学

分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同

时
选

修
其

他
方

向
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2
.

5 
23
.

5 
2 .

0 
23
.

5 
19
.

5 
1 .

0 
12
.

0 
9 .

0 
4 .

0 
9 .

0 
16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1 .
0 

10
.

0 
14
.

0 
5 .

0 

合
计

22
.

5 
25
.

5 
2 .

0 
25
.

5 
21
.

5 
2 .

0 
22
.

0 
23
.

0 
4 .

0 
14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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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802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掌握机械系统的设计、制造、检测与控制等方面的基础理论

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意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国际视野，能

独立从事机械工程特别是石油工程装备领域的设计制造、应用研究和技术管理的高素质现代工程技术

人才。

毕业 5 年左右，毕业生能够成为机械工程领域的设计、制造、研究和管理岗位的技术骨干，承担相

当于工程师的工作。达到：

1. 具备合格的机械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机械工程领域特别是石油工程装备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技术管理工作

3. 能够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所从事领域新理论和新

技术的发展；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掌握通用机械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突出油气装备的专业特色，具有综合

业务素质和实践技能，能够适应宽广工作领域的人才需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能够运用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等解决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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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能够设计针对机械工程领域特别是石油工程装备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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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工程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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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针对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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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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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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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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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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就机械工程领域特别是石油工程装备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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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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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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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控制工程基础、油气装备工程、机电信息检测与处

理技术、机械制造工程基础、机电系统设计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机械制造工程基础、机械完整性检测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 1 764 含实验学时 64，上机学时 8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 48

实践 36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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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5
40

32
8

40
2 .

5

04
34

3
画

法
几

何
与

工
程

制
图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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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4
34

3
画

法
几

何
与

工
程

制
图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2 .

0
32

30
2

32
2 .

0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3 .

0
48

48
48

3 .
0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Ⅰ
2 .

5
40

30
10

40
2 .

5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5
40

3
电

工
电

子
学

Ⅱ
2 .

5
40

30
10

40
2 .

5

04
35

1
机

械
原

理
3 .

0
48

48
48

3 .
0

04
94

6
机

械
设

计
课

程
设

计
（

2 -
1 ）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4

4
工

程
测

绘
1 .

0
1
周

1
周

1 .
0

05
94

1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9
23

4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24
8

32
2 .

0

04
13

5
控

制
工

程
基

础
2 .

5
40

38
2

40
2 .

5

04
35

2
机

械
设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4
99

0
互

换
性

综
合

实
践

训
练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11

4
流

体
力

学
与

流
体

传
动

3 .
5

56
48

8
56

3 .
5

04
94

6
机

械
设

计
课

程
设

计
（

2 -
2 ）

2 .
0

2
周

2
周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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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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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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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课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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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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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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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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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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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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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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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4
99

1
计

算
机

测
控

技
术

综
合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13

1
机

械
制

造
工

程
基

础
（

双
语

）
3 .

0
48

46
2

48
3 .

0

04
18

3
油

气
装

备
工

程
3 .

0
48

44
4

48
3 .

0

04
11

2
机

电
信

息
检

测
与

处
理

技
术

2 .
5

40
34

6
40

2 .
5

04
99

3
专

业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4
13

4
机

电
系

统
设

计
2 .

5
40

40
40

2 .
5

04
61

7
专

业
外

语
综

合
实

践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9

4
专

业
综

合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99

9
毕

业
设

计
14
.

0
14

周
14

周
14
.

0

喍
ι

喎 
ᱧ

ᷝ
䃫

䃎
ݣ

䕍
ࣷ

ڣ
㜗

ߕ
ࡃ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经
济

管
理

类

08
40

5
管

理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8
10

5
技

术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数
理

基
础

类

09
23

6
数

学
建

模
2 .

0
32

32
2 .

0 

09
23

2
优

化
原

理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7
93

9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2 .

0 
40

16
24

2 .
0 

04
34

6
机

械
C

A
D

基
础

2 .
0 

32
32

（
30

）
2 .

0 
○

06
31

2
工

程
热

力
学

3 .
0 

48
44

4
3 .

0 
*

06
33

9
热

力
学

与
发

动
机

3 .
0 

48
44

4
3 .

0 
*

04
11

0
计

算
机

辅
助

机
械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

04
10

4
计

算
机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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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6
40

3
实

验
应

力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6
41

6
有

限
元

法
2 .

0
32

32
2 .

0 

04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

04
10

3
智

能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4
10

5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4
61

4
机

器
人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32
2 .

0 

04
19

4
机

械
设

计
学

2 .
0

32
32

2 .
0 

04
11

9
机

械
可

靠
性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4
12

0
摩

擦
学

设
计

2 .
0

32
30

2
2 .

0 

04
12

5
虚

拟
样

机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4
19

8
机

械
完

整
性

检
测
（

双
语

）
2 .

0
32

28
4

2 .
0 

○

04
35

5
机

械
优

化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36

1
人

机
工

程
学

2 .
0

32
30

2
2 .

0 

04
18

4
液

压
系

统
工

程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石

油
机

械
工

程
方

向

04
12

8
石

油
工

程
流

体
机

械
2 .

0
32

28
4

2 .
0

△

04
10

9
海

洋
石

油
装

备
概

论
2 .

0
32

30
2

2 .
0 

04
18

6
非

常
规

能
源

装
备

2 .
0

32
32

2 .
0 

04
18

7
水

下
生

产
系

统
2 .

0
32

32
2 .

0 

04
10

8
石

油
设

备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4
18

5
油

气
开

采
设

备
2 .

0
32

32
2 .

0

04
17

8
钻

机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B
：
机

械
制

造
方

向

04
13

7
机

床
电

气
控

制
2 .

0
32

28
4

2 .
0 

04
00

5
机

械
制

造
工

艺
学

2 .
5

40
36

4
2 .

5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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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B
：
机

械
制

造
方

向

04
13

8
数

控
加

工
与

编
程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04
13

9
先

进
制

造
技

术
2 .

0
32

30
2

2 .
0

04
18

9
机

床
夹

具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13

0
切

削
原

理
与

刀
具

2 .
0

32
28

4
2 .

0

04
13

3
现

代
数

控
机

床
2 .

0
32

28
4

2 .
0

04
19

0
制

造
业

信
息

化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C
：
机

械
电

子
工

程
方

向

04
18

1
微

控
制

器
原

理
与

接
口

技
术

2 .
5

40
32

8
2 .

5 

04
11

1
机

电
系

统
计

算
机

控
制

2 .
0

32
26

6
2 .

0 
△

04
19

3
嵌

入
式

控
制

系
统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19

9
数

字
逻

辑
电

路
2 .

0
32

28
4

2 .
0

04
13

6
电

子
系

统
设

计
与

组
装

2 .
0

32
32

2 .
0

04
19

2
机

电
传

动
与

控
制

2 .
0

32
32

2 .
0

04
19

7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经

济
管

理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10
个

学
分

，
至

少
修

读
1
门

备
注

*
的

课
程

，
选

修
备

注
○

的
课

程

为
该

类
中

建
议

选
修

课
程

；
要

求
从

专
业

课
程

的
A
、

B
、

C
三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
从

所
选

方
向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备

注
中

带
△

课
程

为
该

方
向

必
选

课
程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根
据

兴
趣

或
特

长
选

择
专

业
方

向
，
并

按
照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修
满

学
分

。

（
2 ）

 建
议

合
理

规
划

各
学

期
的

选
修

学
分

分
配

，
避

免
过

度
集

中
。

（
3 ）

 鼓
励

跨
方

向
选

修
，
拓

宽
知

识
领

域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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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0 
23
.

0 
4 .

0 
19
.

5 
20
.

5 
5 .

0 
16
.

0 
7 .

5 
5 .

0 
2 .

5 
17
.

0 

选
修

4 .
0 

2 .
0 

4 .
0 

12
.

0 
14
.

0 

合
计

24
.

0 
23
.

0 
4 .

0 
23
.

5 
22
.

5 
5 .

0 
20
.

0 
19
.

5 
5 .

0 
16
.

5 
17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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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0802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可以使用现代工具，具有

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书面和语言沟通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外语应用能力，具有团

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能够在石油、石化以及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

械等相关行业，特别是在材料成型加工工艺、材料成型过程自动控制、材料成型工程及装备设计、材料

结构分析与研究、质量检测与评定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组织管

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具

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特别是在

焊接工程领域具有竞争力；

2. 能够解决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

方法、创新意识，具有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

前瞻性判断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具备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5.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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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

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考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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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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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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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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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材料成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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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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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具有宽广的知识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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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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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机械设计基础、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加工传输原理、检测技术及控制

工程基础、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工艺与设备。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材料成型概论、先进材料的连接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 1 764 含实验学时 40，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6 144

实践 32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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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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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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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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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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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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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4 .

0
64

64
64

4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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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5
40

32
8

40
2 .

5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Ⅰ
3 .

0
48

48
48

3 .
0

05
48

3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验
（

一
）

1 .
0

24
24

1 .
0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5
40

3
电

工
电

子
学

Ⅱ
3 .

0
48

48
48

3 .
0

05
48

4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验
（

二
）

1 .
0

24
24

1 .
0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3 .

0
48

42
6

48
3 .

0

04
20

1
材

料
科

学
基

础
4 .

0
64

58
6

64
4 .

0

04
91

3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3

1
机

械
热

加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28

2
检

测
技

术
及

控
制

工
程

基
础

3 .
0

48
48

48
3 .

0

04
35

3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46
2

3 .
0

04
94

7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27

9
材

料
加

工
传

输
原

理
2 .

0
32

32
32

2 .
0

04
20

3
材

料
工

程
基

础
3 .

0
48

44
4

48
3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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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4
27

5
材

料
成

型
概

论
（

双
语

）
2 .

0
32

32
48

2 .
0

04
22

7
焊

接
结

构
2 .

0
32

32
32

2 .
0

前
半

学
期

04
27

6
材

料
成

型
工

艺
与

设
备

3 .
0

48
48

48
3 .

0

04
27

7
材

料
成

型
原

理
3 .

0
48

46
2

48
3 .

0

04
99

3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4
27

8
材

料
焊

接
性

2 .
0

32
32

32
2 .

0

04
21

0
焊

接
技

术
实

验
2 .

0
48

48
48

0 .
5

1 .
5

04
00

1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6

1 .
0

04
91

4
焊

接
技

术
综

合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99

9
毕

业
设

计
15
.

0
15

周
15

周
15
.

0

喍
ι

喎 
ᱽ

᫆


ಸ
ࣷ

ᣔ
ݣ

ጒ
⼸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工
程

力

学
系

列

06
40

3
实

验
应

力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6
41

4
弹

性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06
41

6
有

限
元

法
2 .

0 
32

32
2 .

0 

06
41

7
断

裂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工
程

数

学
系

列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2 .

0 
前

半
学

期

工
程

数

学
系

列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2 .

0 
后

半
学

期

09
10

5
复

变
函

数
2 .

0 
32

32
2 .

0 

09
23

4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24
8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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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机
械

设

计
系

列

04
34

6
机

械
C

A
D

基
础

2 .
0 

32
32

（
30

）
2 .

0 

04
35

5
机

械
优

化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35

8
机

械
可

靠
性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计
算

机

系
列

07
93

9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2 .

0 
40

16
24

2 .
0 

07
10

2
硬

件
技

术
基

础
3 .

0 
40

40
（

20
）

3 .
0 

04
10

4
计

算
机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20
30

1
计

算
机

信
息

检
索

1 .
0 

16
8

8
1 .

0 

专
业

基

础
系

列

02
11

8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11

4
石

油
加

工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4
20

5
金

属
力

学
性

能
2 .

0 
32

28
4

2 .
0 

04
20

4
材

料
分

析
技

术
2 .

0 
32

30
2

2 .
0 

04
26

1
石

油
装

备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4
24

5
石

油
石

化
用

材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4
24

8
摩

擦
与

磨
损

2 .
0 

32
28

4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焊

接

工
艺

及

质
量

控

制

04
26

5
先

进
材

料
的

连
接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4
28

0
高

效
焊

接
方

法
2 .

0 
32

32
32

2 .
0 

04
20

2
材

料
失

效
分

析
2 .

0 
32

28
4

2 .
0 

04
21

9
金

属
结

构
腐

蚀
与

防
护

2 .
0 

32
28

4
2 .

0 

04
22

0
表

面
工

程
2 .

0 
32

28
4

2 .
0 

B
：
焊

接

设
备

及

自
动

控

制

04
24

1
电

力
电

子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04
21

3
材

料
成

型
微

机
应

用
2 .

0 
32

28
4

2 .
0 

04
26

2
焊

接
电

源
2 .

0 
32

32
2 .

0 

04
28

1
焊

接
机

器
人

2 .
0 

32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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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C
.

 专
业

公
选

课

04
22

8
压

力
焊

与
钎

焊
2 .

0 
32

28
4

2 .
0 

04
26

6
焊

接
生

产
与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4
26

7
焊

接
标

准
与

法
规

2 .
0 

32
32

2 .
0 

04
21

8
无

损
检

测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工

程
数

学
系

列
中

的
数

学
实

验
、
线

性
代

数
、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为

必
选

课
程

；
要

求
从

专
业

课
程

的
A
、

B
两

组
中

选
择

一
组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
从

选
定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6
个

学
分

；
从

C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选
择

从
事

焊
接

工
艺

及
质

量
控

制
方

向
就

业
的

学
生

，
建

议
选

修
专

业
课

程
中

A
组

的
课

程
。

选
择

从
事

焊
接

设
备

和
自

动
控

制
方

向
就

业
的

学
生

，
建

议
选

修
专

业
课

程
中

B
组

的
课

程
。

（
2 ）

 参
加

国
际

焊
接

工
程

技
能

培
训

的
学

生
，
建

议
选

修
焊

接
电

源
、
压

力
焊

与
钎

焊
、
无

损
检

测
技

术
、
焊

接
生

产
与

管
理

、
焊

接
标

准
与

法
规

课
程

。

（
3 ）

 报
考

研
究

生
的

学
生

，
建

议
选

修
工

程
数

学
系

列
、
工

程
力

学
系

列
课

程
。

（
4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学

生
根

据
自

己
的

需
要

选
择

机
械

设
计

系
列

、
计

算
机

系
列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2
.

5 
22
.

5 
4 .

0 
20
.

0 
21
.

0 
3 .

0 
15
.

0 
10
.

5 
4 .

0 
6 .

5 
15
.

0 

选
修

2 .
0 

2 .
0 

4 .
0 

6 .
0 

12
.

0 
10
.

0 

合
计

22
.

5 
24
.

5 
4 .

0 
22
.

0 
25
.

0 
3 .

0 
21
.

0 
22
.

5 
4 .

0 
16
.

5 
15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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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0804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能够在石油石

化、机械、汽车、船舶、海洋工程及相关行业从事金属腐蚀与防护、金属热处理、材料表面改性与失效分

析、材料制备与加工、材料结构分析与性能检测、新材料开发方面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

计与实施、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具

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

合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 能够解决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

法、创新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

性判断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 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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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材料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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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领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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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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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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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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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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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具有宽广的知识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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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材料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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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性能学、金属腐蚀学、工程材料学、材料分析技

术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现代材料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 1 764 含实验学时 2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5 120

实践 33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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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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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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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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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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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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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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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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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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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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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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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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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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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4 .

0
64

64
64

4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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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8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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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高

等
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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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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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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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24
1 .

0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5
40

32
8

40
2 .

5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

冷
加

工
）

4 .
0

4
周

4
周

4 .
0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5
48

3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3 .

0
48

42
6

48
3 .

0

04
28

5
工

程
伦

理
与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32
2 .

0

04
20

1
材

料
科

学
基

础
4 .

0
64

64
64

4 .
0

04
91

3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3

1
机

械
热

加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20

3
材

料
工

程
基

础
3 .

0
48

48
48

3 .
0

04
20

8
现

代
材

料
学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4
23

6
材

料
性

能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4
94

7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35

3
机

械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46
2

48
3 .

0

04
20

4
材

料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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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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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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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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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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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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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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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2 .

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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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冶

金
2 .

0
32

30
2

32
2 .

0

04
24

6
新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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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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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32
32

32
2 .

0

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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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损
检

测
技

术
2 .

0
32

28
4

32
2 .

0

04
24

3
非

金
属

材
料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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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

0

04
27

1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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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与

界
面

2 .
0

3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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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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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从

A
、

B
、

C
三

组
中

至
少

各
取

得
6
学

分
；
从

工
程

数
学

与
力

学
系

列
、
机

械
设

计
系

列
中

、
计

算
机

与
信

息
技

术
系

列
、
油

气
工

程
基

础
系

列
中

至
少

各
取

得
2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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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专业

0829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全面发展，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掌握安全科学基础、安全

风险学、安全管理与应急、安全工程信息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创新意

识、实践能力和一定国际视野，能够在油气、化工等相关行业从事安全管理、安全技术、安全工程设计与

产品开发、安全评价、安全咨询与培训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能够成长为行业安全技术及安全管理岗位的骨干，达到：

1. 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在各自岗位上独立从事安全监督与管理、评价、咨询与培训、技术研究或工程辅助设计方面

工作；

3. 在解决工程问题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社会、法律、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备科学的

思维方法、辩证决策能力和安全应急意识；

4. 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沟通水平与团队合作能力，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所在行业和社会；

5. 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安全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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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结合油气行业安全工程相关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需求，能够综合考虑

社会、法律、经济、环境因素，独立或协同开展安全管理、风险辨识与评价、事故调查、安全工程信息化和

工程辅助设计方面工作，并能体现出创新意识；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安全工程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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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复杂安全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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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安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安全工程实践和复杂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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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安全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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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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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身心健康：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安全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安全风险学、安全监督与管理、安全工程信息化技术、安全检测与监测、过程安全工

程、事故调查与案例分析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安全检测与监测、过程安全工程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0 1 760 含实验学时 68，上机学时 4 （86），实践学时 100

实验 6 144

实践 28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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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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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

C
：
力

学

与
材

料

学
类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2 .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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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0 

06
41

4
弹

性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06
41

7
断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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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2 .

0 
32

32
2 .

0 

06
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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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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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32

32
2 .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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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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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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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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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础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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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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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钻

采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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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

气
储

运
概

论
2 .

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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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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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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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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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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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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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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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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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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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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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

境
工

程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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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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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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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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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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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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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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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
仪

表
化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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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2 .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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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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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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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
消

防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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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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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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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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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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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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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与

锅
炉

安
全

工
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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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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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A

组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B
组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C
组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D
组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带
▲

的
选

修
课

程
为

本
组

必
选

课
程

。

（
2 ）

 建
议

拟
参

加
就

业
的

同
学

优
先

选
修

带
○

的
课

程
。

（
3 ）

 建
议

拟
攻

读
研

究
生

的
同

学
优

先
选

修
带

□
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5 
24
.

5 
2 .

0 
22
.

0 
18
.

5 
2 .

0 
14
.

5 
14
.

5 
4 .

5 
5 .

5 
15
.

5 

选
修

2 .
0 

2 .
0 

4 .
0 

8 .
0 

8 .
0 

12
.

0 

合
计

20
.

5 
26
.

5 
2 .

0 
24
.

0 
22
.

5 
2 .

0 
22
.

5 
22
.

5 
4 .

5 
17
.

5 
15
.

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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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

080205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工业设计人

才，能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工业设计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毕业生能够在工业设计相关领域从事产品设计、

人机界面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方面的工作，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以

及社会责任感。

通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锻炼，毕业生成长为工业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达到：

1. 具备工业设计专业所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产品外观设计、结构设计、用户体验研究和数字媒体设计等相关工作；

3. 能够在设计团队中成为技术骨干或组织管理者；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身知识，提升个人能力，立足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

发展前沿； 

5. 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艺术、工程和人文三方面的综合素质。学生经过工业设计基础理论和相关知

识的学习，以及造型设计、结构设计与人性化设计等专业能力的训练，具备开展工业设计相关的用户需

求分析、产品设计开发、方案评估和设计管理等的知识和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从事工业设计工作所需的艺术、工程和设计基础知识，并能在解决一般工程及设计问题中

加以利用。

2. 具有工业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工作方法。

3. 具备基础实验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和产品设计的实践能力，强化针对产品外观设计、加工工艺、

设计方法、设计流程、人机工程学分析和方案评估等专业技能。

4.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能够发挥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完成产品的系统化设计。

5. 掌握工业设计专业相关的软件技术，能够利用这些技术解决新产品开发中的各种问题。

6. 能正确认识工业设计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7. 能够理解和评价工业设计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9.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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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具有制作工业设计相关效果图和撰写专业调研报告、并进行熟练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11.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能够承担产品开发中的组织管理工作。

12. 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的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设计学、机械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平面与色彩构成、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人机工程学、形态设计、产品效果图表

达、材料成型与工艺、产品设计开发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3.5 1 724 含实验学时 144，上机学时（86），实践学时 152

实验

实践 39.5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9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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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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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04
33

1
企

业
形

象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42

8
文

字
与

标
志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41

3
设

计
心

理
学

2 .
0

32
32

2 .
0 

△

04
37

9
汽

车
C

A
D
/

C
A

M
2 .

0
32

28
4

2 .
0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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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4
34

8
数

字
媒

体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43

0
广

告
与

展
示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38

7
计

算
机

辅
助

工
程

设
计
（

双
语

）
3 .

0
48

48
3 .

0 
*

04
45

3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41

4
人

机
界

面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36

5
产

品
创

新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32

7
城

市
公

共
设

施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41

2
设

计
调

查
2 .

0
32

32
2 .

0 
△

04
17

1
机

械
参

数
测

试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

06
62

3
室

内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4
33

2
产

品
摄

影
表

达
2 .

0
32

32
2 .

0 

04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9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7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偏
艺

术
设

计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带
△

课
程

，
拟

在
机

械
工

程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带
*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6
.

5 
26
.

0 
4 .

0 
22
.

0 
18
.

0 
4 .

0 
5 .

0 
10
.

0 
2 .

0 
9 .

5 
16
.

0 

选
修

2 .
0 

4 .
0 

11
.

0 
9 .

0 
10
.

0 

合
计

26
.

5 
26
.

0 
4 .

0 
24
.

0 
22
.

0 
4 .

0 
16
.

0 
19
.

0 
2 .

0 
19
.

5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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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专业

080207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具备扎实的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熟练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系统地掌握车辆工程领域所必需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

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以及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能够从事乘用车辆与石油特车相关的理论研

究、设计制造、试验检测和运行管理等工作的工程专业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成长为汽车研发、设计制造与生产管理等岗位的技术骨干和

管理者，达到：

1. 具备车辆工程师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工程能力和素质；

2. 能够从事车辆工程相关领域的产品设计、研发、试验检测以及运行管理等工作；

3. 能够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所从事领域新理论和新

技术的发展；

5.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职业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工程设计和研究

分析的基本训练，具备从事车辆设计、制造、试验、检测及运行管理等工作的基本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备本专业所必需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基础知识，掌握扎实的机械工程基础与车辆

工程专业知识，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车辆工程相关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应用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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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解决方案：能针对车辆工程问题，充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制定设计解决方案，并体现出创新性。

4. 研究：能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车辆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综合理论分析、实验数据和文献研究得出有效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针对车辆工程问题，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和现代化工具工具，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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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于车辆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分析、评价本专业相关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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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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和评价车辆工程实践对环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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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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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车辆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

述发言、清晰表述或回应质疑。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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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终身学习：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意识和不断学习、适应社会经济和工程技术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车辆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汽车试验

学、石油特车设计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汽车理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7 1 780 含实验学时 8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3 72

实践 35

选修 3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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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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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课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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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4
34

3
画

法
几

何
与

工
程

制
图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4
34

3
画

法
几

何
与

工
程

制
图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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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Ⅰ
2 .

5
40

30
10

40
2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4
94

4
工

程
测

绘
1 .

0
1
周

1
周

1 .
0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5
40

3
电

工
电

子
学

Ⅱ
2 .

5
40

30
10

40
2 .

5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C
）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B
）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3 .

0
48

42
6

48
3 .

0

04
35

1
机

械
原

理
4 .

0
64

64
64

4 .
0

04
36

0
机

械
设

计
与

创
新

实
践

训
练
（

2 -
1 ）

0 .
5

12
12

0 .
5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4
94

6
机

械
原

理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
30

）
1
周

1 .
0

05
94

1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13

1
机

械
制

造
工

程
基

础
2 .

5
40

38
2

40
2 .

5

04
35

2
机

械
设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4
36

0
机

械
设

计
与

创
新

实
践

训
练
（

2 -
2 ）

0 .
5

12
12

0 .
5

04
36

8
汽

车
液

压
与

气
动

控
制

3 .
0

48
42

6
48

3 .
0

0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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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设

计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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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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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3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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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

3 .
0

04
70

4
汽

车
发

动
机

原
理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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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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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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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07
93

9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2 .

0
40

16
24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2 .

0

04
13

5
控

制
工

程
基

础
3 .

0
48

46
2

3 .
0

09
23

6
数

学
建

模
2 .

0
32

32
2 .

0 

06
41

4
弹

性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06
40

2
机

械
振

动
2 .

0
32

32
2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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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4
34

6
机

械
C

A
D

基
础

2 .
0

32
32

（
30

）
2 .

0

04
17

7
互

换
性

与
技

术
测

量
基

础
1 .

5
24

24
0

1 .
5 

04
99

0
互

换
性

综
合

实
践

训
练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4
11

1
机

电
系

统
计

算
机

控
制

2 .
5

40
34

6
2 .

5

04
18

1
微

控
制

器
原

理
与

接
口

技
术

2 .
5

40
32

8
2 .

5 

04
36

1
人

机
工

程
学

2 .
0

32
30

2
2 .

0

04
17

1
机

械
参

数
测

试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04
35

4
现

代
设

计
方

法
2 .

0
32

32
2 .

0

04
35

5
机

械
优

化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35

7
机

器
人

技
术

2 .
0

32
24

8
2 .

0

04
35

8
机

械
可

靠
性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38

0
车

辆
制

造
工

艺
学

2 .
0

32
30

2
2 .

0

04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04
10

5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04
35

9
机

械
创

新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跨
专

业
类

02
11

8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8
10

5
技

术
经

济
学

2 .
0

32
28

4
2 .

0 

04
17

0
石

油
钻

采
机

械
2 .

0
32

30
2

2 .
0

08
40

5
管

理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汽

车

理
论

方

向

04
39

8
车

辆
空

气
动

力
学

与
造

型
2 .

0
32

32
2 .

0

04
30

5
新

能
源

汽
车

技
术

2 .
0

32
30

2
2 .

0

04
37

4
车

辆
系

统
动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04
70

7
电

机
传

动
系

统
控

制
2 .

0
32

28
4

2 .
0

续
表



 2017

178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A
：
汽

车

理
论

方

向

04
70

6
汽

车
传

动
理

论
2 .

0
32

28
4

2 .
0 

04
70

1
汽

车
悬

架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04
30

6
智

能
汽

车
与

交
通

2 .
0

32
30

2
2 .

0 

B
：
汽

车

设
计

方

向

04
37

9
汽

车
C

A
D
/

C
A

M
2 .

0
32

28
4

2 .
0 

04
37

3
工

程
车

辆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39

1
汽

车
计

算
机

辅
助

工
程

2 .
0

32
32

（
30

）
2 .

0

04
37

8
车

身
结

构
与

设
计

2 .
0

32
30

2
2 .

0 
前

半
学

期

04
30

3
汽

车
覆

盖
件

模
具

设
计

2 .
0

32
28

4
2 .

0 
后

半
学

期

04
37

6
汽

车
安

全
性

设
计

2 .
0

32
30

2
2 .

0 

04
30

4
汽

车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2 .

0
32

32
0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5

学
分

；
其

中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7
学

分
，
跨

专
业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组
中

选
定

一
组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组
，
并

从
该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8
个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汽
车

理
论

、
悬

架
技

术
、
传

动
控

制
与

新
能

源
汽

车
等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A
组

”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汽

车
结

构
、
车

身
成

型
、
设

计
制

造
与

汽
车

仿
真

等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

B
组

”
方

向
的

选

修
课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24
.

5 
4 .

0 
19
.

5 
17
.

5 
5 .

0 
16
.

0 
6 .

0 
4 .

0 
10
.

0 
17
.

0 

选
  修

4 .
0 

5 .
0 

6 .
0 

12
.

0 
8 .

0 

合
  计

21
.

5 
24
.

5 
4 .

0 
23
.

5 
22
.

5 
5 .

0 
22
.

0 
18
.

0 
4 .

0 
18
.

0 
17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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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专业

0802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机械工程装备及其自动化、智能化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

能，具有较强的综合创新意识、独立工作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国际视野，能从事机械工程装备，特别是

海洋工程装备及其自动化、智能化等设计、研发和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现代工程技术人

才。

毕业 5 年左右，毕业生能够成为机械工程领域的设计、制造、研究和管理岗位的技术骨干，承担相

当于工程师的工作。达到：

1. 具备合格的机械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机械工程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技术管理工作

3. 能够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所从事领域新理论和新

技术的发展。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掌握通用机械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具有综合业务素质和实践技能，能够

适应宽广工作领域的人才需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能够运用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等解决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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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能够设计针对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

件）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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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工程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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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针对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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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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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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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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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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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就机械工程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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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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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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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控制工程基础、机械装备智能化技术、海洋工程装

备、机电信息检测与处理技术、机械制造工程基础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机械制造工程基础、机械完整性检测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8 1 764 含实验学时 54，上机学时 8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 48

实践 34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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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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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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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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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4
34

3
画

法
几

何
与

工
程

制
图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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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4
34

3
画

法
几

何
与

工
程

制
图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3 .

0
48

48
48

3 .
0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5
40

2
电

工
电

子
学

Ⅰ
2 .

5
40

30
10

40
2 .

5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5
40

3
电

工
电

子
学

Ⅱ
2 .

5
40

30
10

40
2 .

5

04
35

1
机

械
原

理
3 .

0
48

48
48

3 .
0

04
94

6
机

械
设

计
课

程
设

计
（

2 -
1 ）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4

4
工

程
测

绘
1 .

0
1
周

1
周

1 .
0

05
94

1
电

工
电

子
学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13

5
控

制
工

程
基

础
2 .

5
40

38
2

40
2 .

5

09
23

4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24
8

32
2 .

0

04
61

6
智

能
科

学
基

础
2 .

0
32

32
32

2 .
0

04
35

2
机

械
设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4
99

0
互

换
性

综
合

实
践

训
练

2 .
0

2
周

2
周

2
周

2 .
0

04
11

4
流

体
力

学
与

流
体

传
动

3 .
5

56
48

8
56

3 .
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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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4
13

1
机

械
制

造
工

程
基

础
（

双
语

）
3 .

0
48

44
4

48
3 .

0

04
18

3
油

气
装

备
概

论
1 .

5
24

24
24

1 .
5

04
61

5
机

械
装

备
智

能
化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04
11

2
机

电
信

息
检

测
与

处
理

技
术

2 .
5

40
34

6
40

2 .
5

04
61

8
装

备
智

能
技

术
综

合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94

6
机

械
设

计
课

程
设

计
（

2 -
2 ）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99

3
专

业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4
13

4
机

电
系

统
设

计
2 .

5
40

40
40

2 .
5

04
61

3
海

洋
工

程
装

备
2 .

0
32

30
2

32
2 .

0

04
61

7
专

业
外

语
综

合
实

践
1 .

0
1
周

1
周

1 .
0

04
99

4
专

业
综

合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4
99

9
毕

业
设

计
14
.

0
14

周
14

周
14
.

0

喍
ι

喎 
ᱧ

ᷝ
ጒ

⼸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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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经
济

管
理

类

08
40

5
管

理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8
10

5
技

术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数
学

类
09

23
6

数
学

建
模

2 .
0

32
32

2 .
0

09
23

2
优

化
原

理
2 .

0
32

32
2 .

0

化
学

类
09

60
1

大
学

化
学

2 .
5

40
32

8
2 .

5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2 .

5
40

40
2 .

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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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材
料

类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2 .
0

32
30

2
2 .

0 

04
27

3
工

程
材

料
与

热
处

理
2 .

5
40

40
2 .

5 

专
业

基
础

类

07
93

9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2

40
16

24
2 .

0 

04
34

6
机

械
C

A
D

基
础

2
32

（
30

）
2 .

0
○

06
31

2
工

程
热

力
学

3 .
0

48
44

4
3 .

0
△

06
33

9
热

力
学

与
发

动
机

3 .
0

48
44

4
3 .

0
△

04
10

4
计

算
机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

06
41

6
有

限
元

法
2 .

0
32

32
2 .

0

04
11

0
计

算
机

辅
助

机
械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

06
40

3
实

验
应

力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4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

04
19

4
机

械
设

计
学

2 .
0

32
32

2 .
0

04
35

5
机

械
优

化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装

备

智
能

化

方
向

04
18

1
微

控
制

器
原

理
与

接
口

技
术

2 .
5

40
32

8
2 .

5

04
61

4
机

器
人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32
2 .

0

04
60

2
机

电
系

统
数

字
信

号
处

理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4
62

0
工

程
软

件
开

发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04
10

3
智

能
工

程
2 .

5
40

34
6

2 .
5

*

04
19

3
嵌

入
式

控
制

系
统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4
60

4
智

能
化

制
造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4
60

5
虚

拟
样

机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B
：
海

洋

工
程

装

备
方

向

04
60

6
海

洋
能

源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2
20

2
海

洋
环

境
2 .

0
32

32
2 .

0

04
27

0
海

洋
腐

蚀
与

防
护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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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B
：
海

洋

工
程

装

备
方

向

02
24

1
船

舶
工

程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4
60

7
水

下
装

备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04
60

8
海

洋
装

备
测

量
及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28

4
2 .

0

02
20

9
海

洋
工

程
施

工
与

安
全

2 .
0

32
32

2 .
0

04
61

2
海

洋
工

程
结

构
动

力
学

2 .
0

32
30

2
2 .

0
*

C
：
机

械

工
程

扩

展
方

向

04
61

0
气

压
传

动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4
16

9
流

体
机

械
概

论
2 .

0
32

28
4

2 .
0

○

04
52

8
工

业
安

全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4
11

9
机

械
可

靠
性

工
程

2 .
0

32
32

2 .
0

04
11

1
机

电
系

统
计

算
机

控
制

2 .
0

32
26

6
2 .

0
○

04
19

8
机

械
完

整
性

检
测
（

双
语

）
2 .

0
32

28
4

2 .
0

○

04
36

1
人

机
工

程
学

2 .
0

32
30

2
2 .

0

04
12

0
摩

擦
学

设
计

2 .
0

32
30

2
2 .

0

04
18

4
液

压
系

统
工

程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经

济
管

理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数

学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化

学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选
修

物
理

化
学

需
先

修
大

学
化

学
）
，
材

料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中

带
△

课
程

至
少

选
择

一
门

；
要

求
从

专
业

课
程

的
A
、

B
两

组
中

选
定

一
组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
从

所
选

主
修

方
向

中
至

少
取

得
10

个
学

分
，
选

修
备

注
中

带
*
课

程
为

该
方

向
必

选
课

程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根
据

兴
趣

或
特

长
选

择
专

业
方

向
，
并

按
照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修
满

学
分

。

（
2 ）

 建
议

合
理

规
划

各
学

期
的

学
分

分
配

，
避

免
过

度
集

中
。

（
3 ）

 鼓
励

跨
方

向
选

修
，
拓

宽
知

识
领

域
。

（
4 ）

 带
○

课
程

为
建

议
选

修
课

程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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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21
.

0 
4 .

0 
20
.

5 
19
.

5 
3 .

0 
18
.

0 
10
.

0 
5 .

0 
4 .

5 
17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2 .
0 

4 .
0 

12
.

0 
12
.

0 
0 .

0 

合
计

23
.

5 
23
.

0 
4 .

0 
22
.

5 
21
.

5 
3 .

0 
22
.

0 
22
.

0 
5 .

0 
16
.

5 
17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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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

080801  

一、 培养目标

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基础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具有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能够在生产、科研及其

它相关部门，尤其是在石油石化及相关企业从事自动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

计与实施、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

管理者，达到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自动化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并能考虑社会、法律、环

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自动化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决策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自动化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行

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石油化工等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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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化工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自动化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 开发

满足特定工艺需求的控制算法、控制方案、自动化装置或自动化系统，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并综合考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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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

计实验、开展实验，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石油石化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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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对复杂问题进行预测和模拟，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自动化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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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具体工程实践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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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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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自动化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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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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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自动化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传感器与检测基础、过程控制仪表与装置、过程控制

工程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传感器与检测基础、现代控制理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99 1 652 含实验学时 50，上机学时（1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1 216

实践 34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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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设
置

、教
学

环
节

及
指

导
性

修
读

计
划

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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喎 
㜗

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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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5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5
22

3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

C
/

C
+
+
）

2 .
0

32
32

32
2 .

0

05
22

9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

C
/

C
+
+
）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07
13

6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05
93

4
程

序
设

计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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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下
半

学
期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2 .

0
32

32
2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6 .
0

96
96

96
6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5

36
36

1 .
5

05
31

8
电

路
分

析
3 .

5
56

56
56

3 .
5

05
31

9
电

路
分

析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2 .

0
48

48
48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4
复

变
函

数
与

积
分

变
换

3 .
0

48
48

48
3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5
40

4
模

拟
电

子
技

术
3 .

0
48

48
48

3 .
0

05
40

5
数

字
电

子
技

术
2 .

5
40

40
40

2 .
5

05
48

2
电

子
技

术
实

验
1 .

5
36

36
1 .

5

05
94

2
电

子
技

术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21

1
微

机
原

理
3 .

5
56

56
56

3 .
5

05
28

1
微

机
原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3
10

1
化

工
原

理
3 .

0
48

42
6

48
3 .

0

05
15

2
单

片
机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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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5
99

1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5
10

7
传

感
器

与
检

测
基

础
（

双
语

）
3 .

0
48

40
8

48
3 .

0

05
11

1
自

动
控

制
原

理
4 .

5
72

64
8

72
4 .

5

专
业

课
程

05
11

2
过

程
控

制
工

程
3 .

5
56

48
8

56
3 .

5
后

半
学

期

05
11

3
现

代
控

制
理

论
（

双
语

）
2 .

0
32

28
4

32
2 .

0
前

半
学

期

05
12

8
过

程
控

制
仪

表
与

装
置

3 .
0

48
40

8
48

3 .
0

前
半

学
期

05
91

2
自

动
控

制
课

程
设

计
3 .

0
3
周

3
周

3 .
0

05
00

1
自

动
化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05
94

7
自

控
工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91

3
专

业
综

合
实

验
4 .

0
4
周

4
周

4 .
0

05
99

3
专

业
生

产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99

9
毕

业
设

计
15
.

0
15

周
15

周
15
.

0

喍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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㜗

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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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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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07
24

7
数

据
库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9
23

1
数

值
分

析
2 .

0
32

28
4

32
2 .

0 

05
13

0
V

is
ua

l C
1

1
 语

言
及

应
用

3 .
0

48
32

16
48

3 .
0 

07
24

6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24
8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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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05
15

3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07
30

8
软

件
工

程
学

基
础

2 .
0

32
32

32
2 .

0 

05
29

2
模

式
识

别
基

础
2 .

0
32

32
32

2 .
0 

05
15

5
智

能
优

化
算

法
及

其
应

用
2 .

0
32

32
32

2 .
0 

08
11

6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32

32
2 .

0 
*

电
气

模
块

05
30

3
电

机
与

电
器

2 .
0

32
28

4
32

2 .
0 

05
40

8
电

力
电

子
技

术
2 .

0
32

26
6

32
2 .

0 

05
30

4
电

力
拖

动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2 .

0
32

28
4

32
2 .

0 

05
33

2
电

气
测

控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工
艺

模
块

09
60

8
物

理
化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3
11

4
石

油
加

工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02
11

8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06
20

1
油

气
储

运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2 .

0
32

30
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控
制

方
向

05
15

6
工

业
过

程
建

模
2 .

0
32

26
6

32
2 .

0 

05
11

4
控

制
系

统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26
6

32
2 .

0 
*

05
11

5
计

算
机

控
制

2 .
0

32
22

10
32

32
2 .

0 
*

05
15

7
机

器
人

及
运

动
控

制
系

统
2 .

0
32

26
6

32
2 .

0 

05
15

8
系

统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05
15

9
工

业
网

络
控

制
系

统
2 .

0
32

32
32

2 .
0 

05
13

3
软

测
量

技
术

及
应

用
2 .

0
32

28
4

32
2 .

0 

05
16

0
油

气
田

自
动

化
2 .

0
32

32
32

2 .
0 

05
13

2
先

进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26
6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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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控
制

方
向

05
13

4
智

能
控

制
2 .

0
32

28
4

32
2 .

0 

05
13

5
系

统
工

程
2 .

0
32

32
32

2 .
0 

05
16

0
物

联
网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24

8
32

2 .
0 

仪
表

方
向

05
12

4
误

差
理

论
与

数
据

处
理

2 .
0

32
32

32
2 .

0 

05
20

1
信

号
与

系
统

3 .
0

48
40

8
48

3 .
0 

05
12

3
虚

拟
仪

器
导

论
2 .

0
32

24
8

32
2 .

0 

05
13

8
嵌

入
式

系
统

开
发

2 .
0

32
24

8
32

2 .
0 

05
20

8
通

信
原

理
3 .

0
48

48
48

3 .
0 

前
半

学
期

05
16

2
工

业
分

析
仪

表
2 .

0
32

32
32

2 .
0 

05
13

7
无

线
传

感
网

络
2 .

0
32

26
6

32
2 .

0 
前

半
学

期

05
16

3
工

业
现

场
总

线
技

术
2 .

0
32

24
8

24
2 .

0

05
10

8
智

能
仪

表
开

发
3 .

0
48

28
20

3 .
0 

05
12

1
石

油
仪

器
仪

表
2 .

0
32

30
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带

*
课

程
为

必
选

课
程

；
要

求
从

学
科

基
础

类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其

中
电

气
模

块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4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拟
在

自
动

控
制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在

专
业

课
程

类
选

修
时

，
建

议
以

选
修
“

自
动

控
制

方
向

”
课

程
为

主
。

就
业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
计

算
机

控
制

、
机

器
人

及
运

动
控

制
系

统
、
工

业
网

络
控

制
系

统
、
油

气
田

自
动

化
、
先

进
控

制
技

术
和

物
联

网
控

制
技

术
等

；
考

研
深

造
的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
计

算
机

控
制

、
工

业
过

程
建

模
、
控

制
系

统
仿

真
技

术
、
软

测
量

技
术

及
应

用
、
系

统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
先

进
控

制
技

术
智

能
控

制
、
系

统
工

程
等

。

（
2 ）

  拟
在

仪
表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在

专
业

课
程

类
选

修
时

，
建

议
以

选
修
“

仪
表

方
向

”
课

程
为

主
。

就
业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
误

差
理

论
与

数
据

处
理

、
虚

拟
仪

器
导

论
、
嵌

入
式

系
统

开
发

、
工

业
分

析
仪

表
、
工

业
现

场
总

线
、

石
油

仪
器

仪
表

等
；
考

研
深

造
的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
误

差
理

论
与

数
据

处
理

、
信

号
与

系
统

、
通

讯
原

理
、
无

线
传

感
网

络
、
智

能
仪

表
开

发
等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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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5 
27
.

0 
2 .

0 
26
.

0 
16
.

5 
3 .

0 
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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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

0 
8 .

0 
15
.

0 

选
修

2 .
0 

2 .
0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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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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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

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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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9
.

0 
2 .

0 
28
.

0 
20
.

5 
3 .

0 
17
.

5 
20
.

5 
4 .

0 
16
.

0 
15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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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0807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符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认证标准，具有国际化视

野、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具备宽厚的电子信息领域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掌握电子信息类产品综合集成和系统设计方法，能够解决电子信息系统研发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生能够胜任电子信息产业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应用开发、系统运营和技术管理等方面

的工作。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科研、设计、生产等岗位的技

术骨干和管理人才，达到以下能力：

1. 具有独立从事各类电子信息工程研究、开发、生产和管理等工作的能力，并能统筹考虑社会、法

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进行电子信息系统综合设计；

2.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意识和决策能力，能够解决电子信息领域复杂工程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

3. 具有跟踪科技前沿和判断行业发展趋势的能力，在研究、开发、生产和管理等工作中能够针对新

技术设计可行方案；

4. 具有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

5.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具有阅读外文技术资料和对外技术交流的能力；

6.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备电子信息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关知识。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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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

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开发

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处理算法或电子装置等，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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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设计和开展实验，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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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对复杂问题进行预测和模拟，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的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电子信息工程方案对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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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和评价电子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

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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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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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电子信息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

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信号与系统、微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模式识别、电子信息系统设计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电路分析、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1 1 684 含实验学时 30，实践学时 88。

实验 8 192

实践 33 34 周

选修 38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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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取
得

至
少

16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A
方

向
主

要
包

括
信

号
与

信
息

处
理

方
面

的
课

程
，
学

生
将

熟
悉

前
沿

的
人

工
智

能
理

念
和

操
作

，
具

备
扎

实
的

信
号

处
理

理
论

功
底

，
掌

握
信

息
处

理
软

件
的

开
发

技
能

。

（
2 ）

 B
方

向
主

包
括

电
子

系
统

设
计

方
面

的
课

程
，
学

生
将

具
备

电
子

领
域

全
面

的
（

电
子

器
件

、
电

子
芯

片
、
电

路
板

等
）
专

业
知

识
，
熟

悉
电

子
系

统
的

设
计

流
程

，
掌

握
电

子
产

品
相

关
的

软
硬

件
开

发
技

能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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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学
生

可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

、
特

长
和

未
来

的
发

展
规

划
选

择
A
、

B
之

一
为

主
修

方
向

。

（
4 ）

 A
方

向
中

的
《

互
联

网
编

程
实

践
》
、《

通
信

系
统

综
合

实
验

》
和

B
方

向
中

的
《

嵌
入

式
系

统
设

计
》
、《

计
算

机
测

控
综

合
实

验
》
为

实
践

类
课

程
，
建

议
优

先
选

修
。

（
5 ）

 A
方

向
中
《

数
据

库
系

统
》
是
《

互
联

网
编

程
实

践
》
的

相
关

课
程

；
B
方

向
中

的
《

Li
nu

x
应

用
》
是
《

嵌
入

式
系

统
设

计
》
的

相
关

课
程

，《
数

据
采

集
系

统
》
是
《

计
算

机
测

控
综

合
实

验
》
的

相
关

课
程

。

（
6 ）

 建
议

拟
从

事
学

术
研

究
的

学
生

优
先

选
修
《

信
息

论
基

础
》
、《

数
字

语
音

处
理

》
、《

地
震

信
号

数
字

处
理

》
、《

海
洋

信
息

探
测

与
处

理
》
、《

雷
达

信
号

处
理

》
、《

电
磁

场
与

电
磁

波
》
、《

自
动

控
制

原
理

》
等

课
程

。

（
7 ）

 建
议

拟
从

事
信

息
处

理
软

件
开

发
的

学
生

优
先

选
修
《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基

础
》
、《

数
据

库
系

统
》
、《

互
联

网
编

程
实

践
》
、《

信
号

处
理

M
AT

LA
B
仿

真
》
、《

高
级

语
言

图
像

处
理

编
程

》
等

课
程

。

（
8 ）

 建
议

拟
从

事
电

子
系

统
设

计
工

作
的

学
生

优
先

选
修
《

Li
nu

x
应

用
》
、《

FP
G

A
系

统
设

计
》
、《

电
子

测
量

技
术

》
、《

嵌
入

式
系

统
设

计
》
、《

数
据

采
集

系
统

》
等

课
程

。

（
9 ）

  建
议

拟
从

事
油

田
自

动
化

行
业

的
学

生
优

先
选

修
《

地
震

信
号

数
字

处
理

》
、《

传
感

检
测

技
术

》
、《

可
编

程
控

制
技

术
》
、《

电
机

与
电

器
》
、《

油
气

集
输

过
程

自
动

化
》
、《

过
程

控
制

仪
表

与
装

置
》
、《

计
算

机
控

制
》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5 
25
.

0 
2 .

0 
27
.

0 
17
.

5 
4 .

0 
9 .

5 
9 .

5 
4 .

0 
3 .

0 
16
.

0 

选
修

2 .
0 

8 .
0 

8 .
0 

10
.

0 
10
.

0 

合
计

24
.

5 
27
.

0 
2 .

0 
27
.

0 
25
.

5 
4 .

0 
17
.

5 
19
.

5 
4 .

0 
13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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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0806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掌握电气工程领域的系统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

野，具有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能够在生产、科研及其他相关

部门，尤其是在石油石化及相关企业从事电气工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

实施、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

者，具备以下能力：

1. 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电气工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组织管理

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决策能

力，并在解决电气工程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3. 能够跟踪电气工程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能够对电气行

业发展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4. 熟悉电气行业的技术标准和政策法规，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尊重社会、法律和环境；

5. 具备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能够解决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技术问题；

6. 具有组织、管理工程项目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电气工程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电气与自动控制的理论知识，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工程问题，并得到问题

的起因、影响因素和解决方案等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电气工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 开发满足要求

的电气装置及控制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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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应用科学原理和方法建立电气系统的研究模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获得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电气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



205

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电气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电气工程领域的工程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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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和评价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工程及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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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较强的

组织和协调能力。

10. 沟通：能够就电气工程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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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

强的团队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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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的实际工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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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获取知识和继续学习的能力，在实践中提高文献查阅能力和终身自主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自我学习、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电力工程、电力系统分析、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电路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3 1 724 含实验学时 54，上机学时（16），实践学时 88。

实验 7 168

实践 29

选修 41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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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5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8
1 .

0

05
22

3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

C
/

C
+
+
）

2 .
0

32
32

24
2 .

0

05
22

9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

C
/

C
+
+
）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05
93

4
程

序
设

计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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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2 .

0
32

32
32

2 .
0

05
31

8
电

路
分

析
（

双
语

）
3 .

5
56

56
56

3 .
5

05
31

9
电

路
分

析
实

验
1 .

0
24

24
24

1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6 .
0

96
96

96
6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5

36
36

1 .
5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40

4
模

拟
电

子
技

术
3 .

0
48

48
48

3 .
0

05
40

5
数

字
电

子
技

术
2 .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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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
5

05
48

2
电

子
技

术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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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6

36
36

1 .
5

09
10

4
复

变
函

数
与

积
分

变
换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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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0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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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5
11

1
自

动
控

制
原

理
4 .

0
64

56
8

64
4 .

0

05
21

1
微

机
原

理
3 .

5
56

56
56

3 .
5

05
28

1
微

机
原

理
实

验
1 .

0
24

24
24

1 .
0

05
94

2
电

子
技

术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专
业

课
程

05
33

3
电

机
学
（

2 -
1 ）

3 .
5

56
48

8
56

3 .
5

05
33

3
电

机
学
（

2 -
2 ）

3 .
0

48
40

8
48

3 .
0

05
40

8
电

力
电

子
技

术
3 .

5
56

44
12

56
3 .

5

05
92

1
电

气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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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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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

1 .
5

05
30

4
电

力
拖

动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3 .

5
56

46
10

56
3 .

5

05
32

0
电

力
工

程
3 .

5
56

56
56

3 .
5

05
92

4
电

力
工

程
课

程
设

计
1 .

5
1 .

5
周

1 .
5
周

1 .
5

05
30

5
电

力
系

统
分

析
3 .

0
48

48
48

3 .
0

05
90

4
电

气
生

产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33

4
电

气
工

程
新

技
术

专
题

1 .
0

16
16

1 .
0

08
11

6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5
99

9
毕

业
设

计
16
.

0
16

周
16

周
16
.

0

喍
ι

喎 
⩢

⅁
ጒ

⼸
ࣷ

ڣ
㜗

ߕ
ࡃ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公
共

模
块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24

3 .
0 

☆

05
20

1
信

号
与

系
统

3 .
0

48
40

8
32

3 .
0 

☆

05
34

7
工

程
电

磁
场

3 .
0

48
42

6
24

3 .
0 

☆

05
32

7
高

等
电

路
分

析
2 .

0
32

32
24

2 .
0 

☆

05
33

2
电

气
测

控
技

术
2 .

5
40

30
10

16
2 .

5 

02
11

8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16

2 .
0 

05
12

3
虚

拟
仪

器
导

论
2 .

0
32

24
8

16
2 .

0 

05
16

0
油

气
田

自
动

化
2 .

0
32

32
24

2 .
0 

05
11

3
现

代
控

制
理

论
2 .

0
32

28
4

16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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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公
共

模
块

05
34

8
石

油
石

化
电

气
节

能
技

术
2 .

0
32

26
6

8
2 .

0 
○

05
00

4
专

业
英

语
2 .

0
32

32
16

2 .
0 

07
21

2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24
8

16
2 .

0 

专
业

课
程

电
力

拖
动

方
向

05
30

9
电

气
控

制
及

可
编

程
控

制
技

术
2 .

5
40

30
10

24
2 .

5 

05
35

2
微

特
电

机
2 .

0
32

24
8

16
2 .

0 

05
33

6
D

SP
数

字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26
6

16
2 .

0 

05
90

2
电

机
控

制
综

合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6
2 .

0 
△

05
32

3
电

动
钻

机
电

气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32
24

2 .
0 

05
33

7
电

力
拖

动
系

统
仿

真
与

分
析

2 .
0

32
18

14
8

2 .
0 

电
力

系
统

方
向

05
34

0
配

电
系

统
及

其
自

动
化

2 .
0

32
32

24
2 .

0 

05
31

1
高

电
压

技
术

2 .
0

32
32

24
2 .

0 

05
30

6
电

力
系

统
继

电
保

护
（

双
语

）
3 .

5
56

56
32

3 .
5 

05
35

3
电

力
系

统
继

电
保

护
实

验
1 .

0
24

24
16

1 .
0 

05
33

8
电

力
系

统
自

动
化

2 .
0

32
26

6
16

2 .
0 

05
90

1
电

力
系

统
综

合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6
2 .

0 
△

05
33

9
电

力
系

统
仿

真
与

分
析

2 .
0

32
14

18
8

2 .
0 

○

新
能

源

方
向

05
34

1
太

阳
能

发
电

技
术

2 .
0

32
24

8
16

2 .
0 

05
34

2
风

力
发

电
技

术
2 .

0
32

24
8

16
2 .

0 

05
90

3
新

能
源

发
电

综
合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6
2 .

0 
△

05
34

3
微

电
网

分
析

与
控

制
2 .

0
32

26
6

16
2 .

0 

05
34

4
电

能
质

量
分

析
与

控
制

2 .
0

32
32

16
2 .

0 

05
34

5
柔

性
输

配
电

技
术

2 .
0

32
32

16
2 .

0 
○

05
34

6
智

能
电

网
导

论
2 .

0
32

32
16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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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1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1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7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1

学
分

，
其

中
电

力
拖

动
方

向
至

少
取

得
7
学

分
，
电

力
系

统
方

向
至

少
取

得
7
学

分
，
新

能
源

方
向

至
少

取
得

7
学

分
；
要

求
从

带
△

的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从

带
○

的
专

业
研

究
性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准
备

继
续

读
研

深
造

的
学

生
选

修
带

☆
的

课
程

。

（
2 ）

 建
议

准
备

在
电

力
传

动
领

域
就

业
的

学
生

以
选

修
电

力
拖

动
方

向
为

主
。

（
3 ）

 建
议

准
备

在
电

力
工

程
领

域
就

业
的

学
生

以
选

修
电

力
系

统
方

向
为

主
。

（
4 ）

 建
议

准
备

在
新

能
源

领
域

就
业

的
学

生
以

选
修

新
能

源
方

向
为

主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2
.

5 
26
.

0 
3 .

0 
26
.

5 
22
.

0 
4 .

5 
8 .

5 
5 .

0 
2 .

0 
3 .

0 
16
.

0 

选
修

3 .
0 

3 .
0 

10
.

0 
11
.

0 
2 .

0 
12
.

0 

合
计

22
.

5 
26
.

0 
3 .

0 
29
.

5 
25
.

0 
4 .

5 
18
.

5 
16
.

0 
4 .

0 
15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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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080301  

一、 培养目标

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扎实的基础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具有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培养能够在生产、科研及

其它相关部门，尤其是在石油石化相关企业，从事测控技术与仪器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

程设计、运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

管理者，达到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测控技术与仪器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并能考虑社会、

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测控技术与仪器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

法、创新能力，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测控技术与仪器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

性判断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石油化工等生产过程中测控技术

与仪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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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化工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

计 / 开发满足特定工艺需求的测控技术、测控方案、测控仪器或测控系统，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

意识，并综合考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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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设计实验、开展实验，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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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对复杂问题进行预测和模拟，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工程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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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和评价具体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

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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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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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测控技术与仪器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

势，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传感器原理、自动控制原理、精密机械设计、仪器设计技术基础、测试信号分析与处

理、控制技术与系统

四、 全英语课程

全英语课程：传感器原理、过程检测技术与仪表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  修

理论 98 1 636 含实验学时 54，上机学时（1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1 216

实践 35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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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课
程

设
置

、教
学

环
节

及
指

导
性

修
读

计
划

喍
̭

喎 
≸

ᣔ
ឭ

ᱜ
̻

З
க

̀
͇

ᓲ
ԛ

䄫
⼸

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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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ᠴ

ᄩ
ᕔ

ԛ
䄨

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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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5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5
22

3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

C
/

C
1

1
）

2 .
0

32
32

2 .
0

05
22

9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

C
/

C
1

1
）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07
13

6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4
34

1
工

程
制

图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后
半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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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6 .
0

96
96

96
6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5

36
36

1 .
5

05
31

8
电

路
分

析
3 .

5
56

56
56

3 .
5

05
31

9
电

路
分

析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20
10

1
金

工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2 .

0
48

48
2 .

0

09
10

4
复

变
函

数
与

积
分

变
换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4 .
0

64
64

64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5
40

4
模

拟
电

子
技

术
3 .

0
48

48
48

3 .
0

05
40

5
数

字
电

子
技

术
2 .

5
40

40
40

2 .
5

05
48

2
电

子
技

术
实

验
1 .

5
36

36
1 .

5

05
94

2
电

子
技

术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21

1
微

机
原

理
3 .

5
56

56
56

3 .
5

05
28

1
微

机
原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5
15

1
工

程
光

学
2 .

5
40

32
8

40
2 .

5

05
14

1
传

感
器

原
理
（

全
英

语
）

3 .
0

48
40

8
48

3 .
0

05
91

6
传

感
器

课
程

设
计

3 .
0

3
周

3
周

3 .
0

05
99

1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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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5
16

7
测

试
信

号
分

析
与

处
理

3 .
0

48
42

6
48

3 .
0

05
11

1
自

动
控

制
原

理
3 .

0
48

40
8

48
3 .

0

04
16

4
精

密
机

械
设

计
2 .

5
40

40
40

2 .
5

专
业

课
程

05
14

2
仪

器
设

计
技

术
基

础
3 .

0
48

40
8

48
3 .

0

05
16

3
控

制
技

术
与

系
统

3 .
0

48
40

8
48

3 .
0

05
16

4
测

控
仪

器
课

程
设

计
3 .

0
3
周

3
周

3 .
0

05
00

1
测

控
技

术
与

仪
器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05
90

5
测

控
系

统
综

合
设

计
4 .

0
4
周

4
周

4 .
0

05
95

1
测

控
工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99

3
专

业
生

产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5
99

9
毕

业
设

计
15
.

0
15

周
15

周
15
.

0

喍
ι

喎 
≸

ᣔ
ឭ

ᱜ
̻

З
க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5
93

4
程

序
设

计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

07
30

8
软

件
工

程
学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

07
24

7
数

据
库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5
12

4
误

差
理

论
与

数
据

处
理

2 .
0

32
32

2 .
0 

*

05
20

1
信

号
与

系
统

3 .
0

48
40

8
3 .

0 

05
13

0
V

is
ua

l C
+
+
语

言
及

应
用

3 .
0

48
32

16
3 .

0 
△

05
15

3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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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5
20

8
通

信
原

理
3 .

0
48

48
3 .

0 

05
29

2
模

式
识

别
基

础
2 .

0
32

32
2 .

0 

08
11

6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A
：
电

气

模
块

05
40

8
电

力
电

子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05
30

3
电

机
与

电
器

2 .
0

32
28

4
2 .

0 
△

05
30

4
电

力
拖

动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2 .

0
32

28
4

2 .
0 

05
33

2
电

气
测

控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B
：
工

艺

模
块

02
22

1
工

程
流

体
力

学
2 .

0
32

32
2 .

0 
△

06
20

1
油

气
储

运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2
11

8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3
11

4
石

油
加

工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4
23

1
工

程
材

料
2 .

0
32

30
2

2 .
0 

△

专
业

课
程

方
向

一
：

测
控

仪

器
方

向

05
35

4
电

磁
场

与
微

波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

05
14

5
过

程
检

测
技

术
与

仪
表（

全
英

语
）

2 .
0

32
26

6
2 .

0 

01
22

5
测

井
仪

器
原

理
3 .

0
48

40
8

3 .
0 

05
14

3
光

电
检

测
技

术
2 .

0
32

24
8

2 .
0 

△

05
12

3
虚

拟
仪

器
导

论
2 .

0
32

24
8

2 .
0 

△

05
13

3
软

测
量

技
术

及
应

用
2 .

0
32

28
4

2 .
0 

05
12

1
石

油
仪

器
仪

表
3 .

0
48

40
8

3 .
0 

*

05
16

2
工

业
分

析
仪

表
2 .

0
32

32
2 .

0 

05
16

6
无

损
检

测
技

术
2 .

0
32

32
2 .

0 

05
13

8
嵌

入
式

系
统

开
发

2 .
0

32
24

8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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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方
向

二
：

测
控

系

统
方

向

05
11

3
现

代
控

制
理

论
2 .

0
32

28
4

2 .
0 

05
11

4
控

制
系

统
仿

真
技

术
2 .

0
32

26
6

2 .
0 

05
16

3
工

业
现

场
总

线
技

术
2 .

0
32

24
8

2 .
0 

*

05
13

7
无

线
传

感
网

络
2 .

0
32

26
6

2 .
0 

05
15

7
机

器
人

及
运

动
控

制
系

统
2 .

0
32

26
6

2 .
0 

△

05
11

2
过

程
控

制
工

程
3 .

0
48

40
8

3 .
0 

05
16

1
物

联
网

控
制

技
术

2 .
0

32
24

8
2 .

0 

05
15

9
工

业
网

络
控

制
系

统
2 .

0
32

32
2 .

0 
△

05
16

0
油

气
田

自
动

化
2 .

0
32

32
2 .

0 
△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电

气
模

块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工

艺
基

础
模

块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并

从
方

向
一

、
方

向
二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取
得

至
少

8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带

*
课

程
为

必
选

课
程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仪
器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方

向
一

的
选

修
课

；
拟

在
测

控
系

统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方
向

二
的

选
修

课
；

A
组

、
B
组

为
专

业
拓

展
模

块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5 
26
.

0 
2 .

0 
25
.

0 
19
.

0 
4 .

0 
8 .

5 
8 .

0 
3 .

0 
9 .

0 
15
.

0 

选
修

4 .
0 

2 .
0 

4 .
0 

10
.

0 
10
.

0 
6 .

0 

合
计

24
.

5 
30
.

0 
2 .

0 
27
.

0 
23
.

0 
4 .

0 
18
.

5 
18
.

0 
3 .

0 
15
.

0 
15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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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

0810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土木工

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一定国

际视野和继续学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成长为土木工程领域相关部门的技术骨干或组织管理者，达

到：

1. 具备合格的土木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土木工程领域相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工作，并担任重要角色；

3.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途径更新自身的知识，提高自身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

术的发展； 

4.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能参与社会服务。

二、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土木工程工作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在解决土木

工程问题中加以利用。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结合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土木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解决方案。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针对土木工程的特定需求，考虑社会、健康、经济、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

境等因素，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4. 研究：能够应用土木工程基本原理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实验方案、分析与解释实验数

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现代工程和信息技

术工具，包括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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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土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评价土木工程及其实施过程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工程师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土木工程的实施对环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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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专业背景的团队中发挥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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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沟通：能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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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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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土木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原理、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结构抗震、土木工程施工、

多层与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土木工程材料

四、 双语、全英语课程

双语课程：路基工程

全英语课程：防灾减灾工程概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1.5 1 854 含实验学时 50，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 48

实践 30.5

选修 36 含实践学时至少 4 周。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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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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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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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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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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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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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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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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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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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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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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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1
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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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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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3

7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3

6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4
34

2
画

法
几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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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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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
工

程
测

量
学

2 .
0

32
24

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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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7

224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6
10

6
土

木
工

程
制

图
2 .

0
32

32
32

2 .
0

06
41

1
理

论
力

学
3 .

5
56

56
56

3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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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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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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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
96

0
工

程
测

量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6
11

8
土

木
工

程
制

图
课

程
设

计
1 .

5
1 .

5
周

1 .
5
周

1 .
5

06
99

1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6
10

7
土

木
工

程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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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6

40
16

56
3 .

5

06
41

2
材

料
力

学
4 .

0
64

58
6

64
4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2 .

0
32

32
32

2 .
0

06
18

2
工

程
地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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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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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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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建

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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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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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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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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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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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建

筑
学

课
程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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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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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6
41

3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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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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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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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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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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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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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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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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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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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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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6
91

1
混

凝
土

结
构

课
程

设
计
（

2 -
1 ）

2 .
0

2
周

2
周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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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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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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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要

求
从

带
▲

的
实

践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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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优
先

选
择

标
*
*
的

课
程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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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有
跨

学
科

发
展

意
向

的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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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发
展

方
向

选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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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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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选

修
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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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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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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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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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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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

（
3 ）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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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识
教

育
选

修
中

选
修

一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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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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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概
论

性
课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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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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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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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7

8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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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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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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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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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5 
12
.

0 
18
.

5 
4 .

0 
9 .

0 
13
.

5 

选
修

2 .
0 

6 .
0 

1 .
0 

10
.

0 
4 .

0 
11
.

0 
2 .

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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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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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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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4
.

5 
2 .

5 
2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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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

0 
20
.

0 
1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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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储运工程专业

081504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备油气储运工程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以及应用能力，

能从事陆上及海上油气集输、油气管道输送、油气储存与销售、城市燃气输配等工程的规划、设计、建

设、生产管理方面工作，并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国际视野和技术开发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锻炼，毕业生成长为生产岗位的技术管理者、科研岗位和工程设计岗位的

骨干，并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 具备合格的油气储运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油气储运工程领域的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和生产建设、管理工作；

3. 能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技术骨干或管理骨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学习渠道更新知识，紧跟油气储运工程的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发

展，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油气储运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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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气储运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提出复杂油气储运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工艺

流程或系统，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等因素，体现创新意识。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油气储运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制定研究方

案、分析与解释数据、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油气储运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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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

杂油气储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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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油气储运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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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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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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复杂油气储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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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在油气储运相关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关注油气储运工程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输气管道设计与管理、油气集输、油

库设计与管理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储运工程基础、储运工程自动化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7.5 1 786 含实验学时 70，上机学时 8 （68），实践学时 88。

实验 3.5 84

实践 32

选修 37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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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0805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系统掌握能源转化与利用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受到能源动力领域必需的工程训练，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一定国际视野的工程技

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能够成为能源动力领域相关企业、科研和设计院所等单位的

工程设计、运行管理、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等岗位的技术骨干或管理者，达到： 

1. 能够独立从事能源动力领域的工程设计、运行管理、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等工作；

2. 能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

3.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

术的发展； 

4.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能源动力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能源动力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可靠结论。

3. 能够针对能源动力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设计、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装置、系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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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基于能源转化与利用的基本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能源动力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综合分析得到合理、有效和可靠的结论。

5. 能够合理选择和使用仪器设备、测试手段、专业软件对能源动力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

测和模拟，并理解其局限性。

6. 能够基于能源与动力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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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具体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8. 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能够在能源动力领域的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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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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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就能源动力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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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并掌握能源工程管理的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应用于能源动力领域的工程实际。

12. 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能源动力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自主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积极参加身体锻炼，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

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专业核心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工程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燃烧学、锅炉原理、能源与

动力装置基础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两相流动与传热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5 1 772 含实验学时 44，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5.5 132

实践 32

选修 36 含实践学时 4 周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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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型

学
生

选
修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A
、

B
、

C
中

的
2
个

方
向

，
其

中
一

个
为

主
方

向
，
至

少
选

修
12

学
分

；
另

一
个

为
辅

方
向

，
至

少
选

4
学

分
。

（
3 ）

 建
议

学
术

研
究

型
学

生
在

数
理

基
础

类
中

至
少

选
修

6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取
得

至
少

10
学

分
，
从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A
、

B
、

C
中

选
定

一
个

方
向

，
至

少
选

修
10

学
分

。
 

（
4 ）

 建
议

优
先

选
择

带
△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5 
21
.

0 
3 .

0 
18
.

0 
21
.

5 
3 .

0 
14
.

5 
13
.

5 
4 .

0 
7 .

0 
18
.

0 

选
修

3 .
0 

2 .
0 

8 .
0 

9 .
0 

14
.

0 

合
计

20
.

5 
21
.

0 
3 .

0 
21
.

0 
23
.

5 
3 .

0 
22
.

5 
22
.

5 
4 .

0 
21
.

0 
18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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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专业

080102  

一、 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身心健康，具有良好数学、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扎实完备的力学专业知识系统，

实践与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能在科研院所、教育机构、生产行业、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从事科学

研究、研发设计、技术服务与培训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工程力学专业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锻炼，毕业生可以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工程师或技术骨干，达到：

1. 爱国敬业、身体健康，具有良好道德情操、人文素养，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

流、合作能力；

2. 具备力学工作者所应有的科学思想和专业素养，了解相关工程领域的发展动态；

3. 能够独立在力学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研发设计、技术服务与培训等工作；

4.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相关科学研究、设计生产或技术服务等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

5. 具有较强自我提升能力，能够实时更新知识，实现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持续进步。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能够合理利用所学的数学、物理、计算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力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领

域的工程实际问题。

2. 能够将基础知识、力学专业知识和力学思想有效融合，发现和描述工程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并能

通过文献调研和论证分析，获得正确和有效的结论。

3. 能够通过理论研究、实验测试、软件开发等途径，对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力学问题设计合理可行

的解决方案，并能分析和评估设计方案对社会环境和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影响。

4.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并能综合分析实验测试、数值

模拟、文献调研等多方面信息，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能够合理选择和使用现代测试手段、仪器设备、专业软件，对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

拟，并对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合理解释。

6. 能够基于理论知识、科学精神和力学思想，评判相关重大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

社会、环境、文化以及法律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能够基于人文精神、科学思想和法规条款，评价相关领域的重大工程实践对自然生态及人文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

8.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在工程实践、社会服务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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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遵守职业道德和责任规范。

9. 具备科学管理和组织协调的能力，具有团队意识、全局观念和协作精神，能够在涉及多学科、多

领域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能够就力学相关领域的科学或工程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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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等；具有国际视野，可进行跨文化背景下的沟通和交流。

11. 熟悉和理解必要的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相关的涉及多学科环境的工程实践、

技术咨询等工作中合理应用。

12. 树立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具有在实践中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能及时了解

与相关领域的 新理念、技术及国际前沿动态。

13. 关爱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力学

专业核心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实验、弹性力学、流体力学、有限元法及程序设计、振

动力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力学与实践讲座、复合材料力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5 1 748 含实验学时 16，上机学时 32 （56），实践学时 96

实验 6 144

实践 30

选修 39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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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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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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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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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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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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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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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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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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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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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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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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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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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45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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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学
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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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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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9
40

1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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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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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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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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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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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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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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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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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3
周

3
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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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
理

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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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
0

48
48

4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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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

料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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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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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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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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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

学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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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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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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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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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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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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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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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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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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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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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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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0

5
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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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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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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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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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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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3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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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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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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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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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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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与
数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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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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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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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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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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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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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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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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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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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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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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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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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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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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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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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0810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备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技术

能力，能从事燃气工程系统、燃烧设备设计与开发、建筑环境控制、能源应用及相关领域的工程规划、设

计、建设、工程管理、设备研发、技术开发等方面工作，并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及国际视野的高

级工程技术人才。

预期本专业毕业生 5 年内达到以下目标：

1. 具备合格的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在燃气工程系统、燃烧设备设计与开发、建筑环境控制、能源应用及相关领域内从事工程规

划、设计、建设、工程管理、设备研发等方面工作；

3. 具备跨部门、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和独立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在一个设计、管理或科研

团队中担任领导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紧跟相关领域新

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作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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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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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综合应用各种手段查询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掌握常规计算机软件、互联

网技术、专业软件的使用方法；能够利用这些技术预测、模拟和解决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相关的工程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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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合理分析和评价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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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了解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行业相关的设计、生产、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理解和评价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等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坚定的追求卓越的态

度、强烈的爱国敬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9. 个人和团队：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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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环境下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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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的前沿发展现

状和趋势，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胜

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工作。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城市燃气输配、输气管道设计与管理、燃气燃

烧与应用、暖通空调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建筑环境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9.5 1 828 含实验学时 74，上机学时 14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3.5 84

实践 31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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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6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升
学

出
国

类
学

生
优

先
选

择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的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及

程
序

设
计

实
训

。

（
2 ）

 建
议

就
业

创
业

类
学

生
优

先
选

择
带

＊
课

程
。

（
3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学

生
优

先
选

择
带

△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0 
21
.

0 
3 .

0 
17
.

5 
19
.

0 
1 .

0 
14
.

5 
15
.

0 
5 .

0 
11
.

0 
16
.

0 

选
修

2 .
0 

5 .
0 

3 .
0 

2 .
0 

8 .
0 

7 .
0 

9 .
0 

合
计

21
.

0 
23
.

0 
3 .

0 
22
.

5 
22
.

0 
3 .

0 
22
.

5 
22
.

0 
5 .

0 
20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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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专业

0828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建筑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能从事建筑

设计、城市设计、建筑施工管理以及工程咨询等方面工作，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技术开

发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锻炼，毕业生成长为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建筑施工以及工程咨询岗位的

骨干，达到：

1. 具备合格建筑设计专业人才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建筑学专业领域的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和生产管理工作；

3. 能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学习渠道更新知识，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5. 有良好的修养、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建筑学领域内的复杂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哲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建

筑学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建筑、环境、城市等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完成满

足特定功能需求的建筑设计方案、城市外部空间设计方案，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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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构

成建筑物的实体性能特征、建筑空间功能类型、建筑环境与人的行为关系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建筑学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选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

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进行预测与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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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筑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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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具体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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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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建筑学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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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撰写报告和设计图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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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在建筑学相关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建筑学专业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有不断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建筑学

专业核心课程：建筑设计、建筑设计原理、中国古代建筑史、外国古代建筑史、建筑构造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世界建筑概览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44 2 372 含实验学时 32，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368。

实验

实践 37  

选修 4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227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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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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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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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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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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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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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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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设

备
2 .

0
32

32
32

2 .
0

△

专
业

课
程

A
：
建

筑

理
论

方
向

06
61

5
建

筑
摄

影
与

造
型

2 .
0

32
32

2 .
0

06
63

5
当

代
建

筑
思

潮
2 .

0
32

32
2 .

0
△

06
17

2
智

能
建

筑
概

论
1 .

0
16

16
1 .

0

06
64

8
乡

土
民

居
与

聚
落

2 .
0

32
32

2 .
0

06
63

9
绿

色
建

筑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6
13

0
建

筑
经

济
与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06
15

5
建

筑
结

构
选

型
2 .

0
32

32
2 .

0

06
63

3
工

业
遗

产
保

护
2 .

0
32

16
16

32
2 .

0
△

06
61

9
旧

城
改

造
与

古
建

筑
保

护
2 .

0
32

32
2 .

0

06
63

8
中

国
近

现
代

建
筑

史
2 .

0
32

32
2 .

0

B
：
建

筑

设
计

方
向

10
79

0
建

筑
表

现
技

巧
2 .

0
32

16
16

2 .
0

△

06
62

3
室

内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06
62

7
工

业
景

观
设

计
2 .

0
32

16
16

32
2 .

0
△

06
64

1
场

地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6
17

4
居

住
环

境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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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S4

9
10

专
业

课
程

B
：
建

筑

设
计

方
向

06
61

8
城

市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06
62

2
景

观
园

林
设

计
2 .

0
32

16
16

2 .
0

06
65

3
城

市
设

计
课

程
设

计
2 .

0
2
周

2
周

2 .
0 

06
90

4
快

速
设

计
与

表
现

2 .
0

2
周

2
周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6
学

分
；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6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0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并
从

其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建
筑

技
术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A

组
课

程
；
拟

在
建

筑
设

计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B
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S4

9
10

必
  修

23
.

0 
20
.

0
2 .

0
21
.

0
17
.

0
1 .

0
19
.

0
15
.

0
1 .

0
16
.

0
15
.

0
0 .

0 
16
.

0 
15
.

0 

选
  修

4 .
0

4 .
0

6 .
0

1 .
0

4 .
0

9 .
0

6 .
0

8 .
0

4 .
0 

合
  计

23
.

0 
24
.

0
2 .

0
25
.

0
23
.

0
2 .

0
23
.

0
24
.

0
1 .

0
22
.

0
23
.

0
4 .

0 
16
.

0 
15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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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0809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各方面全面发展，具备良好文化修养、道德水准和法制意识，具有国际

视野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系统掌握数理基础知识、专业理论基础

与核心知识、计算机软 / 硬件系统开发与应用技术，能够从事计算机工程相关的研究、开发或管理工作

的高级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五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

者，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计算机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社

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意识，在计算机和应用系统设计以及相关领域具备较强的科研和开

发能力，能够解决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

3. 能够关注信息技术领域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备良好的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针对新

问题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地判断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4.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团队管理与协调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5. 在工程实践或技术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计算机工程所需的、较强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够用于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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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综合运用理论和技术手段，设计针对计算机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信息获取、传输、处理或使用等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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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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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信息处理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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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计算机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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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计算机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计算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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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够正确认识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合理评价计算机工程实践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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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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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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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计算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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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操作系统、编译原理、

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库原理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路由与交换技术、Web 数据库技术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3 1 716 含实验学时 48，上机学时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96

实践 28

选修 4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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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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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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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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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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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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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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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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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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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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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9
程

序
设

计
（

C
）

3 .
0

4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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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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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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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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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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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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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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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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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基
础

课
程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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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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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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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
大

学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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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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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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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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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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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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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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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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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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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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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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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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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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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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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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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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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周

4
周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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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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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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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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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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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23

6
数

学
建

模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7
24

5
石

油
工

业
计

算
机

应
用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07
00

3
信

息
技

术
前

沿
讲

座
1 .

0
16

16
1 .

0 

07
13

3
多

媒
体

技
术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48
3 .

0 
△

07
21

5
编

译
原

理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2 .

0 

07
23

9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2 .

5
40

32
8

40
2 .

5 

07
24

3
机

器
学

习
2 .

0
32

32
32

2 .
0 

07
22

3
人

工
智

能
2 .

5
40

40
40

2 .
5 

△

07
24

2
W

eb
数

据
库

技
术
（

双
语

）
2 .

0
32

24
8

32
2 .

0 
双

语

07
21

4
操

作
系

统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2 .

0 
△

07
90

8
计

算
机

图
形

学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2 .

0 

07
91

0
计

算
机

组
成

原
理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2 .
0 

△

07
36

0
操

作
系

统
内

核
分

析
2 .

0
32

32
32

2 .
0 

07
95

3
科

研
创

新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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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A
：
软

件

开
发

技
术

07
34

7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3 .

0
48

32
16

48
3 .

0 
△

07
35

2
面

向
对

象
分

析
与

设
计

3 .
0

48
48

48
3 .

0 
△

07
35

1
软

件
体

系
结

构
2 .

0
32

32
32

2 .
0 

07
36

4
移

动
应

用
开

发
技

术
2 .

0
48

48
48

2 .
0 

07
53

0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16
16

32
2 .

0 

07
35

5
软

件
复

用
与

组
件

开
发

2 .
0

32
32

32
2 .

0 

B
：
网

络
与

通
信

07
24

0
W

eb
技

术
概

论
3 .

0
48

32
16

48
3 .

0 

07
21

1
TC

P /
IP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48
2 .

0 
△

07
21

6
路

由
与

交
换

技
术
（

双
语

）
3 .

0
48

32
12

4
48

3 .
0 

双
语

07
22

8
信

息
安

全
3 .

0
48

32
16

48
3 .

0 
△

07
41

1
数

据
通

信
原

理
2 .

0
32

32
32

2 .
0 

C
：
系

统
控

制
与

开
发

07
50

2
编

语
言

与
接

口
技

术
4 .

0
64

40
24

64
4 .

0 

07
44

9
ED

A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24
8

16
24

3 .
0 

△

07
50

9
单

片
机

原
理

及
应

用
3 .

0
48

32
16

48
3 .

0 

07
50

8
计

算
机

控
制

技
术

3 .
0

48
32

16
48

3 .
0 

07
50

3
嵌

入
式

系
统

软
件

开
发

3 .
0

48
32

16
48

3 .
0 

△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5

学
分

；
其

中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20

学
分

；
从

A
、

B
、

C
三

个
方

向
中

至
少

取
得

15
个

学
分

；
至

少
选

修
一

门
双

语
课

程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就
业

学
生

选
修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的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
W

eb
数

据
库

技
术

、
多

媒
体

技
术

与
应

用
；

A
组

的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
软

件
复

用
与

组
件

开
发

；
B
组

的
路

由
与

交
换

技
术

、
信

息
安

全
；

C
组

的
单

片
机

原

理
及

应
用

、
嵌

入
式

系
统

软
件

开
发

等
课

程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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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建
议

升
学

学
生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中

的
操

作
系

统
课

程
设

计
、
计

算
机

组
成

原
理

课
程

设
计

；
B
组

的
TC

P /
IP

课
程

设
计

。

（
3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学

生
根

据
自

己
的

需
要

，
选

择
B
组

的
数

据
通

信
原

理
。

（
4 ）

 选
修

备
注

中
带

△
课

程
为

该
组

核
心

课
程

，
建

议
优

先
选

择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3
.

0 
23
.

0 
3 .

0 
21
.

5 
18
.

5 
3 .

0 
12
.

0 
9 .

0 
4 .

0 
2 .

0 
16
.

0 

选
修

4 .
0

3 .
0 

6 .
0 

10
.

0 
12
.

0 
10
.

0

合
计

23
.

0 
27
.

0
3 .

0 
24
.

5 
24
.

5 
3 .

0 
22
.

0 
21
.

0 
4 .

0 
12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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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专业

0807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信息与通信领域发展需求，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与环境意识

强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掌握坚实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具备工程实践和专业综合

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胜任信息与通信相关行业

内网络、系统、设备以及信息交换、传输、处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 5 年左右的锻炼，期望毕业生在通信以及相关领域成长为科研、开发、应用、管理等方面的骨

干，达到：

1. 具备合格的通信及相关领域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通信及相关领域的软硬件开发、研究、应用及管理工作；

3. 能在一个设计、开发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

术的发展； 

5.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通信领域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学、计算机基础知识，并能在通信系统开发

和通信信息处理等复杂工程问题中加以利用。

2. 问题分析：掌握通信理论知识及通信系统开发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具有系统分析、表达和判断的

能力。能够应用数学及物理学的知识，结合文献研究分析通信中的复杂问题，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具备根据实际通信系统需求，提出针对性的软 / 硬件解决方案，设计 / 开

发出合理的软 / 硬件的算法、体系结构、硬件平台或软件应用，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

考虑运行成本、效率、功 等因素。

4. 研究：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

学理论和方法，开展通信系统研究、评价及其经济分析的基本能力。

5.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现代通信系统相关软 / 硬件实验设备、设计仿真软件、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使

用方法，理解各种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利用这些技术预测、模拟和解决通信系统的开发问题。

6. 工程与社会：能正确认识通信技术及应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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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与通信行业相关的研究、设计、生产、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政

策和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通信系统的开发对应用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

德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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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编制专业相关图表和撰写专业研究报告、并进行熟练交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

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通信系统工程管理原理和通信系统经济评价方法，并能应用于开发设计

的工程实际。

12.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通信领域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自主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信息论与编码、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网络原理、通信电子

线路、数字逻辑电路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原理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0 1 636 实验学时 52，上机学时 3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96

实践 31

选修 4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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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课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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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7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7
34

9
程

序
设

计
（

C
）

2 .
5

40
40

40
2 .

5

07
33

6
程

序
设

计
（

C
）
实

验
1 .

0
24

24
24

1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6 .
0

96
96

96
6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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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07
95

0
电

信
业

务
程

序
设

计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5
31

8
电

路
分

析
3 .

5
56

48
8

56
3 .

5

07
60

3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3 .
5

56
48

8
56

3 .
5

09
10

4
复

变
函

数
与

积
分

变
换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4 .

0
64

64
64

4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5
40

4
模

拟
电

子
技

术
3 .

5
56

48
8

56
3 .

5

07
42

2
数

字
逻

辑
电

路
3 .

0
48

40
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7
41

8
信

号
与

系
统

4 .
0

64
56

4
4

64
4 .

0

07
94

1
通

信
电

子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7
95

1
通

信
软

件
综

合
实

践
3 .

0
3
周

3
周

3 .
0

专
业

课
程

07
22

7
计

算
机

网
络

原
理
（

双
语

）
3 .

0
48

40
8

48
3 .

0

07
41

2
通

信
原

理
4 .

0
64

64
64

4 .
0

07
44

7
通

信
原

理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7
42

1
通

信
电

子
线

路
3 .

0
48

40
8

48
3 .

0

07
40

3
数

字
信

号
处

理
3 .

0
48

40
8

48
3 .

0

07
40

2
信

息
论

与
编

码
3 .

0
48

40
8

48
3 .

0

07
93

3
通

信
系

统
课

程
设

计
4 .

0
4
周

4
周

4 .
0

07
41

7
现

代
交

换
原

理
2 .

5
40

32
8

40
2 .

5

07
99

9
毕

业
设

计
16
.

0
16

周
16

周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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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07
43

3
通

信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

07
23

1
数

据
库

技
术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3 .
0 

07
41

3
电

磁
场

与
微

波
技

术
3 .

0
48

48
3 .

0 

07
41

2
微

机
原

理
3 .

0
48

40
8

3 .
0 

*

07
42

0
光

通
信

3 .
0

48
40

8
3 .

0 

07
41

9
移

动
通

信
3 .

0
48

40
8

3 .
0 

07
43

5
卫

星
通

信
2 .

0
32

32
2 .

0 

07
95

3
科

研
创

新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专
业

课
程

A
：
通

信

软
件

系

统
类

07
35

0
程

序
设

计
（

C
1

1
）

3 .
0

48
32

16
16

3 .
0 

07
34

7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3 .

0
48

32
16

16
3 .

0 
*

07
95

2
移

动
终

开
发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07
51

2
嵌

入
式

系
统

开
发

技
术

3 .
0

48
32

16
3 .

0 

07
53

0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16
16

32
2 .

0 

07
21

6
路

由
与

交
换

技
术

3 .
0

48
32

12
4

3 .
0 

07
44

5
通

信
软

件
开

发
与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B
：
通

信
电

子
设

计
类

07
40

6
M

AT
LA

B
与

通
信

仿
真

2 .
0

32
16

16
2 .

0 

07
44

9
ED

A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24
8

16
24

3 .
0 

07
40

5
D

SP
处

理
器

技
术

3 .
0

48
32

16
3 .

0 

07
41

0
单

片
机

与
通

信
系

统
3 .

0
48

32
16

3 .
0 

07
44

0
射

频
电

路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07
43

9
无

线
传

感
器

网
络

2 .
0

32
32

2 .
0 

07
44

6
通

信
系

统
设

计
与

开
发

5 .
0

5
周

5
周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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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5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5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的
A
、

B
两

组
中

选
择

一
个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
并

从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优
先

选
修

带
*
的

课
程

。

（
2 ）

 建
议

拟
在

通
信

软
件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A

组
课

程
，
并

从
专

业
基

础
类

选
修

课
中

优
先

选
择
“

移
动

通
信

”
、“

数
据

库
技

术
与

应
用

”
、“

通
信

概
论

”
等

课
程

。

（
3 ）

 建
议

拟
在

通
信

电
子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B
组

课
程

，
并

从
专

业
基

础
类

选
修

课
中

优
先

选
择
“

通
信

概
论

”
、“

微
机

原
理

”
等

课
程

。

（
4 ）

 “
通

信
软

件
开

发
与

实
践

”
、“

通
信

系
统

设
计

与
开

发
”
和
“

科
研

实
践

”
是

综
合

实
践

类
选

修
课

程
，
第

7
学

期
同

时
开

课
，
只

能
选

修
一

门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0 
19
.

0 
4 .

0 
28
.

0 
18
.

5 
5 .

0 
11
.

0 
6 .

0 
4 .

0 
2 .

5 
16
.

0 

选
修

7 .
0 

6 .
0 

8 .
0 

14
.

0 
10
.

0 

合
计

21
.

0 
26
.

0 
4 .

0 
28
.

0 
24
.

5 
5 .

0 
19
.

0 
20
.

0 
4 .

0 
12
.

5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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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

0809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信息与软件领域发展需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坚实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专业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工程实践和终身学习能力、人文素

养和社会责任感，毕业后能从事信息与软件相关行业的软件系统规划、设计、实现、测试、管理方面的科

学研究、工程开发、运行管理等岗位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的锻炼，毕业生能够在信息与软件及相关领域成长为科学研究、工程开发、项目管理

或技术应用等方面的骨干人才，达到：

1. 具备合格的信息与软件及相关领域工程师的能力和素质；

2. 能够独立从事信息与软件及相关领域的系统规划、设计、实现、测试和管理工作；

3. 能够在一个科研、开发或管理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或承担核心任务；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知识、提高能力，了解信息与软件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

展趋势；

5. 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人文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服务社会和意愿和能力。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软件领域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工程技术基础和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并能

够在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实现、测试和管理等实践中加以利用。

2. 问题分析：掌握软件工程理论知识及软件系统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系统分析、表达和评

价判断的能力。能够应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软件工程及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软件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软件工程及应用领域

的特定需求的系统、组件或模型；能够在系统设计与开发过程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软件工程原理并采用科学的软件工程方法，对软件工程及应用领域中工程问题

进行研究，包括：设计专业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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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软件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软件工程的工具、系统分析与

开发方法、过程控制与管理方法，包括对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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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认识软件系统设计与开发中的技术和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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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与软件行业相关的研究、设计、生产、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政

策和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软件工程系统的开发对环境、经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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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软件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软件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软件工

程及相关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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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软件工程及应用领域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具有国际视

野，基本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听、说、读、写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

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软件工程项目管理的原理与软件系统的评价方法，并能应用于软件设计

开发的工程实际。

12. 终身学习：具有终身获取和追踪软件领域新知识的意识，关注软件领域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软件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数据结构与算法、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需求工程、软件工程

过程、软件项目管理、软件测试与质量、软件工程实践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软件体系结构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94.5 1 580 含实验学时 32，上机学时 16，实践学时 88。

实验 9.5 228

实践 31

选修 4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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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课
程

设
置

、教
学

环
节

及
指

导
性

修
读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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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7
22

5
计

算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07
34

9
程

序
设

计
（

C
）

3 .
0

48
32

16
48

3 .
0

07
33

6
程

序
设

计
（

C
）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6 .
0

96
96

96
6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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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1 .

0
24

24
8

1 .
0

07
94

4
软

件
编

程
实

践
4 .

0
4
周

4
周

4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07
42

2
数

字
逻

辑
电

路
3 .

0
48

40
8

48
3 .

0

07
20

5
离

散
数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4 .

0
64

64
64

4 .
0

07
30

8
软

件
工

程
学

基
础

2 .
0

32
32

32
2 .

0

07
60

3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3 .
0

48
48

48
3 .

0

07
80

2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实
验

1 .
5

36
36

1 .
5

07
50

4
计

算
机

组
成

原
理

3 .
0

48
40

8
48

3 .
0

前
半

学
期

07
91

4
Ja

va
 E

E
软

件
综

合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07
22

7
计

算
机

网
络

原
理

3 .
0

48
40

8
48

3 .
0

07
24

1
计

算
机

操
作

系
统

3 .
0

48
48

48
3 .

0

07
35

2
面

向
对

象
分

析
与

设
计
（

双
语

）
3 .

0
48

48
48

3 .
0

07
35

3
面

向
对

象
分

析
与

设
计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2 .
0

专
业

课
程

07
31

4
软

件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32

2 .
0

07
32

1
软

件
开

发
过

程
实

战
4 .

0
96

96
4 .

0

07
35

6
软

件
需

求
工

程
2 .

0
32

32
32

2 .
0

07
35

7
软

件
工

程
过

程
2 .

0
32

32
32

2 .
0

07
35

8
软

件
测

试
与

质
量

2 .
0

32
32

32
2 .

0

07
94

5
软

件
工

程
实

践
4 .

0
4
周

4
周

4 .
0

07
99

9
毕

业
设

计
16
.

0
16

周
16

周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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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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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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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23

6
数

学
建

模
3 .

0
48

48
3 .

0 
△

07
32

2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32
32

2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7
35

0
程

序
设

计
（

C
1

1
）

3 .
0

48
32

16
48

3 .
0 

△

07
34

7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3 .

0
48

32
16

48
3 .

0 
△

07
20

9
数

据
库

原
理

3 .
0

48
40

8
48

3 .
0 

△

07
21

4
操

作
系

统
课

程
设

计
2 .

0
48

48
2 .

0 

07
21

0
编

译
原

理
3 .

0
48

48
48

3 .
0 

07
36

3
智

能
计

算
基

础
2 .

0
32

24
8

32
2 .

0 
△

07
21

6
路

由
与

交
换

技
术

3 .
0

48
32

12
4

48
3 .

0 
双

语

07
22

6
计

算
机

图
形

学
3 .

0
48

40
8

3 .
0 

07
23

9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2 .

5
40

32
8

2 .
5 

专
业

课
程

A
、
工

程

化
软

件
开

发
与

智
能

计
算

07
36

2
基

于
开

源
的

项
目

开
发

2 .
0

48
48

2 .
0 

07
35

5
软

件
复

用
与

组
件

开
发

2 .
0

32
32

2 .
0 

△

07
80

1
软

件
复

用
与

组
件

开
发

课
程

设
计

1 .
5

36
36

1 .
5 

△

07
35

1
软

件
体

系
结

构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

07
53

0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2 .

0
32

16
16

32
2 .

0 

07
35

9
软

件
工

程
经

济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7
24

3
机

器
学

习
2 .

0
32

16
16

32
2 .

5 
△

B
：
嵌

入
式

与
移

动
终

开
发

07
50

9
单

片
机

原
理

及
应

用
3 .

0
48

32
16

3 .
0 

后
半

学
期

07
44

9
ED

A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24
8

16
24

3 .
0 

前
半

学
期

07
52

9
嵌

入
式

微
处

理
器

结
构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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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B
：
嵌

入
式

与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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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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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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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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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开

发
技

术
2 .

0
48

48
2 .

0 

07
50

3
嵌

入
式

系
统

软
件

开
发

3 .
0

48
32

16
3 .

0 
△

07
91

8
嵌

入
式

系
统

软
件

开
发

课
程

设
计

1 .
5

36
36

1 .
5 

△

07
36

0
操

作
系

统
内

核
分

析
2 .

0
32

32
32

2 .
0 

个
性

化
综

合
实

践

07
94

6
科

研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07
94

7
软

件
工

程
师

国
际

认
证

5 .
0

5
周

5
周

5 .
0 

07
94

8
企

业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5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6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的

A
、

B
两

组
中

选
择

一
个

作
为

主
修

方
向

，
从

中
至

少
取

得
9
学

分
，
从

个
性

化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5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拟
在

工
程

化
软

件
开

发
和

云
计

算
、
大

数
据

等
智

能
计

算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A
组

课
程

，
并

从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中

选
择
“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
、“

智
能

计
算

基
础

”
等

课
程

。

（
2 ）

 建
议

拟
在

嵌
入

式
软

件
开

发
、
移

动
终

应
用

开
发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B
组

课
程

，
并

从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中

选
择
“

程
序

设
计
（

C
1

1
）

 ”
、“

操
作

系
统

课
程

设
计

”
等

课
程

。

（
3 ）

 个
性

化
综

合
实

践
选

修
模

块
不

是
专

业
方

向
，
而

是
面

向
A

组
和

B
组

共
的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模
块

，
包

括
的

3
门

课
程

在
第

学
期

同
时

开
设

，
必

须
从

中
选

择
1
门

课
程

修
读

。

（
4 ）

 建
议

优
先

选
择

备
注

中
带

△
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18
.

5 
24
.

0 
4 .

0 
18
.

0 
22
.

5 
5 .

0 
11
.

0 
12
.

0 
4 .

0 
0 .

0 
16
.

0 

选
修

5 .
0 

5 .
0 

5 .
0 

10
.

0 
10
.

0 
10
.

0 

合
计

18
.

5 
29
.

0 
4 .

0 
23
.

0 
27
.

5 
5 .

0 
21
.

0 
22
.

0 
4 .

0 
10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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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网工程专业

080905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物联网产业发展及需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实践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系统掌握物联网相关理论、方法和技能，掌握传感技术、通信技

术、网络技术等信息领域的专业知识，毕业后能够在物联网相关行业从事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工程设

计与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具

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物联网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社

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具有运用所学知识从事物联网工程实践及技术创新的基本能力，能够解决物联网相关领域复杂

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物联网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行

业产品发展趋势，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4. 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

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能在一个设计、生产或科

研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物联网工程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并能在解决物联网开发复杂

问题中加以利用。

2. 问题分析：系统掌握物联网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工作方法，能够应用数学及自然科学的基本

原理，并结合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接受系统的物联网实习实训、物联网实现过程训练，具备开展设计和实施

物联网实验能力，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具有物联网系统规划与设计、信息的采集传输与处

理的应用开发能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物联网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并综合考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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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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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5.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现代相关实验设备、测试工具以及计算机软件的使用方法，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能够利用这些技术预测、模拟和解决物联网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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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物联网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 、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物联网工程项目实施对环境、经济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

德规范。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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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物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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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物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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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物联网工程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信号分析与处理、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原理、单片机原理

与技术、无线传感网络与 RFID 技术、传感器原理及检测技术、物联网应用系统设计。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路由与交换技术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5 1 748 含实验学时 188，上机学时 32，实践学时 80。

实验 2 48

实践 30 31 周

选修 43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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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8
48

（
40

）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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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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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285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7
92

2
程

序
设

计
实

习
3 .

0
3
周

3
周

3 .
0

07
99

1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05
40

7
电

路
与

模
拟

电
子

技
术

4 .
0

64
48

16
48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1 ）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4 .

0
64

64
64

4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07
30

3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3 .
5

56
48

8
48

3 .
5

07
42

2
数

字
逻

辑
电

路
3 .

0
48

40
8

40
3 .

0
前

半
学

期

07
52

1
信

号
分

析
与

处
理

4 .
0

64
56

8
56

4 .
0

09
40

1
大

学
物

理
实

验
（

2 -
2 ）

1 .
0

24
24

1 .
0

07
55

2
电

路
设

计
及

单
片

机
综

合
应

用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7
50

4
计

算
机

组
成

原
理

3 .
0

48
40

8
40

3 .
0

07
22

7
计

算
机

网
络

原
理

3 .
0

48
40

8
40

3 .
0

07
24

1
计

算
机

操
作

系
统

3 .
0

48
48

48
3 .

0

07
23

1
数

据
库

技
术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32
3 .

0

专
业

课
程

12
10

1
物

联
网

工
程

导
论

2 .
0

32
32

16
2 .

0

07
52

2
单

片
机

原
理

与
技

术
4 .

0
64

36
28

36
4 .

0
后

半
学

期

07
52

3
传

感
器

原
理

及
检

测
技

术
4 .

0
64

48
16

48
4 .

0

07
52

4
无

线
传

感
网

络
及

R
FI

D
技

术
4 .

0
64

48
16

48
4 .

0

07
52

7
物

联
网

综
合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7
52

6
物

联
网

应
用

系
统

设
计

3 .
0

48
16

32
32

3 .
0

07
99

9
毕

业
设

计
16
.

0
16

周
16

周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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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7
32

2
计

算
方

法
2 .

0
32

32
32

2 .
0 

△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7
35

0
程

序
设

计
（

C
+
+
）

3 .
0

48
32

16
32

3 .
0 

△

07
53

6
M

at
la

b
程

序
设

计
1 .

0
24

24
1 .

0 
△

07
34

7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3 .

0
48

32
16

32
3 .

0 
△

07
41

1
数

据
通

信
原

理
2 .

0
32

32
32

2 .
0 

△

07
22

3
人

工
智

能
2 .

5
40

40
40

2 .
5 

△

07
52

9
嵌

入
式

微
处

理
器

结
构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32
3 .

0 
△

07
53

0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

双
语

）
3 .

0
48

16
32

32
3 .

0 
△

07
53

1
条

码
与

识
别

技
术

2 .
0

32
20

12
20

2 .
0 

△

07
95

3
科

研
创

新
实

践
5 .

0
5
周

5
周

5 .
0 

△

专
业

课
程

A
：
物

联

网
感

知
与

控
制

方
向

07
44

9
ED

A
设

计
基

础
3 .

0
48

24
8

16
24

3 .
0 

后
半

学
期

07
53

9
物

联
网

控
制

基
础

3 .
0

48
32

16
32

3 .
0 

07
54

8
移

动
终

开
发

2 .
0

48
48

2 .
0 

△

07
23

9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2 .

5
40

32
8

32
2 .

5 

07
40

5
D

SP
处

理
器

技
术

3 .
0

48
32

16
32

3 .
0 

07
53

8
视

觉
物

联
网

技
术

2 .
0

32
20

12
20

2 .
0 

B
：
物

联
网

软
件

与
服

务
方

向

07
22

8
信

息
安

全
3 .

0
48

32
16

48
3 .

0 
△

07
54

3
中

间
件

技
术

2 .
0

32
16

16
16

2 .
0 

△

07
54

2
嵌

入
式

应
用

开
发

3 .
0

48
32

16
32

3 .
0 

07
21

6
路

由
与

交
换

技
术
（

双
语

）
3 .

0
48

32
12

4
32

3 .
0 

07
54

4
数

据
挖

掘
2 .

0
32

24
8

24
2 .

0 

07
54

5
物

联
网

系
统

模
型

1 .
0

16
8

8
16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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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3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3

学
分

；
其

中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3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15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从

中
取

得
至

少
8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8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升
学

学
生

选
修

数
理

基
础

类
中

的
计

算
方

法
，
专

业
基

础
类

的
程

序
设

计
（

C
1

1
）
、
数

据
通

信
原

理
、
科

研
创

新
实

践
。

（
2 ）

 建
议

就
业

学
生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中

的
程

序
设

计
（

C
1

1
）
、
程

序
设

计
（

JA
VA

）
、

M
at

la
b
程

序
设

计
、
嵌

入
式

微
处

理
器

结
构

与
应

用
、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
条

码
与

识
别

技
术

、
科

研
创

新
实

践
。

（
3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学

生
根

据
自

己
的

需
要

，
选

择
专

业
基

础
类

中
的

数
据

通
信

原
理

、
人

工
智

能
、
科

研
创

新
实

践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17
.

5 
23
.

0 
4 .

0 
21
.

0 
24
.

5 
4 .

0 
13
.

0 
7 .

0 
4 .

0 
3 .

0 
16
.

0 

选
修

3 .
0 

2 .
0 

3 .
0 

9 .
0 

16
.

0 
10
.

0 

合
计

17
.

5 
26
.

0 
4 .

0 
23
.

0 
27
.

5 
4 .

0 
22
.

0 
23
.

0 
4 .

0 
13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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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理专业

1201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土木工程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经济知识和法律知识，

具备较高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能力，具有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能够在土木工程或其他工程领

域从事工程管理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在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资、造价

咨询等领域和房地产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相关政 部门的业务骨干和管理者：

1. 掌握工程管理相关的专业技能，能够在勘察、设计、施工等专业岗位上从事技术工作，具有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进行专业交流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2. 能从事相关领域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政 部门工程管理相关工作，如项目的策划、评估、建设、

经营和维护；

3. 关注工程管理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创新思维，能够在工程管理相关专业从事教育、

培训和科研工作；

4. 可报考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国家职业资格。

二、 毕业要求

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1. 掌握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基本原理和知识，熟悉物理基本知识。

2. 掌握土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掌握工程管理专业领域相关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相关的经济理论

与方法、工程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掌握工程建设信息管理等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知识。

3. 了解人文知识，具有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理解并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4. 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具有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专业知识的沟通交流能力。

5. 具备运用工程技术、管理学、经济学、法律法规、信息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从事相关领域

的专业管理、综合管理和全过程管理的基本能力。

6.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7. 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8.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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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管理学、运筹学、建筑结构、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工程估价Ē、施工组织学、

工程 标与合同管理、经济法与建设法规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工程经济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2 1 700 含实验学时 36，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3.5

选修 34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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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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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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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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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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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04
34

2
画

法
几

何
2 .

0
32

32
32

2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9
30

1
大

学
物

理
3 .

0
48

48
48

3 .
0

08
81

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6
11

6
建

筑
制

图
2 .

0
32

32
32

2 .
0

06
40

1
工

程
力

学
4 .

0
64

60
4

64
4 .

0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6
11

5
建

筑
材

料
2 .

0
32

32
32

2 .
0

06
60

1
房

屋
建

筑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8
10

3
运

筹
学

4 .
0

64
60

4
64

4 .
0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6
14

0
施

工
技

术
2 .

0
32

32
32

2 .
0

06
15

5
建

筑
结

构
2 .

0
32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11

6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10

9
施

工
组

织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8
11

3
工

程
经

济
学
（

双
语

）
3 .

0
48

48
48

3 .
0

08
11

7
工

程
估

价
Ⅰ

2 .
0

32
32

32
2 .

0

08
90

5
工

程
估

价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周

1 .
0

08
90

7
工

程
经

济
学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周

1 .
0

08
91

3
施

工
组

织
课

程
设

计
1 .

0
1
周

1
周

1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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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12

6
工

程
标

与
合

同
管

理
3 .

0
48

32
16

3 .
0

08
13

0
经

济
法

与
建

设
法

规
2 .

0
32

32
2 .

0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8
99

9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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ጒ

⼸
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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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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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6
11

9
土

木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1
32

4
工

程
测

量
学

2 .
0

32
32

2 .
0 

08
20

2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2 .

0
32

32
3 .

0 

08
14

1
项

目
财

务
管

理
3 .

0
48

42
6

3 .
0 

06
10

5
建

筑
工

程
C

A
D

1 .
0

24
24

（
16

）
1 .

0 

08
11

1
国

际
工

程
承

包
2 .

0
32

32
2 .

0 

08
40

6
市

场
营

销
学

2 .
0

32
32

2 .
0 

08
41

3
组

织
行

为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4

1
国

际
贸

易
2 .

5
40

32
8

2 .
5 

06
15

7
建

筑
设

备
2 .

0
32

32
2 .

0 

08
40

7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2 .

5
40

28
12

2 .
0 

02
11

9
石

油
工

业
概

论
3 .

0
48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08
10

4
管

理
系

统
工

程
3 .

0
48

40
8

3 .
0 

08
13

2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与

环
境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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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12

0
工

程
质

量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6
64

9
B

IM
技

术
原

理
及

应
用

2 .
0

32
32

2 .
0 

08
13

3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11

0
项

目
管

理
应

用
软

件
1 .

0
24

24
1 .

0 

08
11

4
项

目
资

与
融

资
2 .

0
32

32
2 .

0 

08
13

4
工

程
估

价
Ⅱ

2 .
0

32
28

4
2 .

0 

08
13

5
房

地
产

估
价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4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4
学

分
；
其

中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3

学
分

，
专

业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1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2 ）

 对
国

际
工

程
领

域
感

兴
趣

的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国

际
贸

易
、
国

际
工

程
承

包
等

课
程

。

（
3 ）

 对
造

价
、

资
管

理
方

面
感

兴
趣

的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项

目
财

务
管

理
、
工

程
估

价
Ⅱ

、
房

地
产

估
价

、
项

目
资

与
融

资
等

课
程

。

（
4 ）

 对
工

商
管

理
感

兴
趣

的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市

场
营

销
学

、
组

织
行

为
学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等

课
程

。

（
5 ）

 深
造

考
研

学
生

建
议

选
修

管
理

系
统

工
程

、
工

程
风

险
管

理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5 
23
.

0 
2 .

5 
23
.

0 
17
.

5 
2 .

0 
7 .

0 
7 .

0 
3 .

0 
5 .

0 
16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5 .
0 

1 .
0 

7 .
0 

6 .
0 

9 .
0 

合
计

22
.

5 
25
.

0 
2 .

5 
25
.

0 
22
.

5 
3 .

0 
14
.

0 
13
.

0 
3 .

0 
14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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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理与信息 专业

1201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备管理学、经济学理论基础和较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具

有扎实信息管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创新意识、自主学习能力和一定国际视野，能够在各类组织

中从事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与实施，从事信息资源挖掘、分析和利用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能够成长为各类组织信息管理岗位的技术管理者、咨询

岗位和科研岗位的骨干，达到： 

1. 能够在各类组织中从事信息管理岗位的管理工作，并成为合格的信息管理从业人员；

2. 能够从事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相关工作，成为各类组织中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成

员；

3. 能够从事信息资源的分析与挖掘相关工作，并成为合格的数据工程师；

4. 能够应用信息管理的原理和技术对组织中的信息管理问题提供咨询，从事信息管理咨询工作并

成为业务骨干；

5. 能够在各类组织中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相关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科研岗位的骨干。

二、 毕业要求

1. 掌握数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方法，能够用于判断、分析和研究本专业领域问题。

2. 掌握信息化建设中所需的理论、技术和工具，并能在组织信息化建设中加以应用。

3. 掌握信息资源挖掘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并能在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中加以应用。

4. 具有熟练使用外语进行听、说、写、译的基本能力，具有一定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知识的沟通交流能力。

5. 具有撰写与专业相关的分析报告和研究报告，并进行 述和交流的能力。

6.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发挥个人作用，并能够与其他成

员合作完成各项工作。 

7.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整合各种资源进行创新创业实践，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能

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对本专业问题进行研究。

8.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本专业领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能够理解并遵

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9.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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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信息资源管理、微观经济学、 观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数

据库原理与应用、管理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管理信息系统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0.5 1 676 含实验学时 144，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3.5

选修 3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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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2
3 .

0
C
语

言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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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81

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6

1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8
20

2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20

3
ER

P
原

理
与

实
施

3 .
0

48
32

16
48

3 .
0

08
30

1
会

计
学

2 .
5

40
36

4
40

2 .
5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8
31

1
管

理
统

计
学

3 .
0

48
36

12
48

3 .
0

08
10

3
运

筹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8
23

9
数

据
分

析
与

挖
掘

3 .
0

48
32

16
48

3 .
0

08
11

2
管

理
系

统
建

模
与

仿
真

2 .
5

40
24

16
40

2 .
5

专
业

课
程

08
22

6
面

向
对

象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32
16

48
3 .

0

08
22

5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48
3 .

0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20

5
网

设
计

与
开

发
3 .

0
48

32
16

48
3 .

0

08
21

5
信

息
系

统
分

析
与

设
计

3 .
0

48
32

16
48

3 .
0

08
22

9
信

息
系

统
安

全
2 .

5
40

32
8

40
2 .

5

08
90

9
信

息
系

统
开

发
综

合
实

训
3 .

0
3
周

3
周

3 .
0

08
23

8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2 .

0
32

32
32

2 .
0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8
99

9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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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08
22

2
商

务
办

公
技

能
1 .

5
36

36
1 .

5 
△

08
20

4
供

应
与

物
流

管
理

3 .
0

48
32

16
3 .

0 
△

08
23

1
M

at
la

b
数

据
处

理
与

应
用

3 .
0

48
32

16
3 .

0 
△

08
40

3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11

3
工

程
经

济
学

3 .
0

48
48

3 .
0 

△

08
40

7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2 .

5
40

28
12

2 .
5 

08
32

2
财

务
管

理
学

3 .
0

48
42

6
3 .

0 

08
63

3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3 .
0

48
38

6
4

3 .
0 

△

02
11

9
石

油
工

业
概

论
 

3 .
0

48
48

3 .
0 

08
21

0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3 .

0
48

32
16

3 .
0 

08
41

4
战

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08
20

1
电

子
商

务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8
20

8
信

息
系

统
项

目
管

理
2 .

5
40

32
8

2 .
5 

△

08
23

2
移

动
应

用
开

发
技

术
3 .

0
48

32
16

3 .
0 

△

08
23

5
物

流
系

统
建

模
与

仿
真

2 .
0

32
16

16
2 .

0 
△

08
23

6
口

物
流

2 .
0

32
32

2 .
0 

08
20

6
决

策
持

系
统

原
理

与
开

发
3 .

0
48

32
16

3 .
0 

08
21

6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2 .

0
32

32
2 .

0 

08
21

7
信

息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5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中
至

少
取

得
15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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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拟
在

信
息

系
统

分
析

、
设

计
、
开

发
方

向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商
务

办
公

技
能

、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
供

应
与

物
流

管
理

、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
工

程
经

济
学

、
M

at
la

b
数

据
处

理
与

应
用

、
移

动
应

用
开

发
技

术
、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等
课

程
。

（
2 ）

  拟
在

数
据

分
析

与
数

据
挖

掘
方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商
务

办
公

技
能

、
M

at
la

b
数

据
处

理
与

应
用

、
电

子
商

务
概

论
、
信

息
经

济
学

、
供

应
与

物
流

管
理

、
财

务
管

理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
工

程
经

济
学

、
物

流
系

统

建
模

与
仿

真
、

口
物

流
等

课
程

。
 

（
3 ）

 建
议

修
读

带
△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18
.

5 
18
.

0 
2 .

5 
21
.

0 
21
.

0 
2 .

0 
10
.

0 
8 .

5 
3 .

0 
4 .

5 
16
.

0 

选
修

2 .
0 

1 .
0 

10
.

0 
11
.

0 
11
.

0 

合
计

18
.

5 
20
.

0 
2 .

5 
21
.

0 
21
.

0 
3 .

0 
20
.

0 
19
.

5 
3 .

0 
15
.

5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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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专业

120203K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会计职业道德，掌握会计学、

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熟悉会计、审计、成本管理等业务流程及实务操作，熟练运用计算机和

互联网技术，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在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从事会计、审

计、财务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会计、审计或成本管理岗位的业务骨干和管理

者，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会计相关领域的核算、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业务能力较强，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

经济、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 能够解决会计相关领域的现实 题，具有 密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意识，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周

密分析，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3. 关注会计相关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能够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获取信息资源，分析

判断行业发展趋势；

4. 能够自觉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具有服务社会的意愿和能力；

5. 能够管理小型至中型团队，人际协调能力较强；

6. 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和国际视野，能够不断成长。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 具有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网络等通识基础知识，能够进行逻辑分析与数据处理。

2. 掌握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基础知识，能够分析并解决经济管理中的现实问题。

3. 系统掌握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审计等相关专业知识，具备从事会计实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

技能，能够研究并解决专业现实问题。

4. 具备三项基本能力：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创业意识与创新能力、团队合作与人际沟通的

能力。

5. 具备专业实践与专业写作能力，能够完成会计学专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报告及论文写作。

6. 具有国际视野并掌握一门外语，具备熟练阅读专业外文文献以及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国际交流的

基本能力。

7.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会计学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能够理解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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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8.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专业核心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学、审计学、国

际会计比较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会计理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2.5 1 704 含实验学时 5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2.5

选修 34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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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8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2

32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306

 2017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8
34

5
基

础
会

计
学

3 .
0

48
42

6
48

3 .
0

08
81

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8
31

9
国

家
税

收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31

1
管

理
统

计
学

3 .
0

48
36

12
48

3 .
0

08
54

8
经

济
法

3 .
0

48
48

48
3 .

0

08
56

0
金

融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32

2
财

务
管

理
学

3 .
0

48
42

6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35

1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

2 -
1 ）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35

1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

2 -
2 ）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35

2
高

级
财

务
会

计
学

4 .
0

64
60

4
64

4 .
0

08
31

7
成

本
管

理
会

计
4 .

0
64

58
6

64
4 .

0

08
31

3
审

计
学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91

1
会

计
手

工
与

电
算

化
综

合
实

训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33

1
国

际
会

计
比

较
1 .

5
24

24
24

1 .
5

08
30

7
会

计
理

论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2
周

4
周

4 .
0

08
99

9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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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数
理

基
础

类

08
30

8
统

计
分

析
与

统
计

软
件

2 .
0

32
16

16
2 .

0 
△

08
32

0
商

业
数

据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8
52

3
计

量
经

济
学

3 .
0

48
40

8
3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8
33

0
算

技
术

1 .
0

16
16

1 .
0 

08
20

3
ER

P
原

理
与

实
施

3 .
0

48
32

16
3 .

0 
△

08
40

6
市

场
营

销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2

0
财

政
学

2 .
0

32
32

2 .
0 

08
10

3
运

筹
学

 
3 .

0
48

44
4

3 .
0 

08
34

0
会

计
信

息
系

统
3 .

0
48

16
32

3 .
0 

△

08
40

3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33

2
公

司
战

略
与

风
险

管
理

3 .
0

48
48

3 .
0 

08
31

8
财

务
分

析
学

2 .
0

32
32

2 .
0 

△

08
41

3
组

织
行

为
学

2 .
0

32
32

2 .
0 

08
63

3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3 .
0

48
38

6
4

3 .
0 

△

08
40

7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2 .

5
40

28
12

2 .
5 

08
10

6
项

目
管

理
.

32
32

2 .
0 

08
54

1
国

际
贸

易
2 .

5
40

32
8

2 .
5 

08
32

6
国

际
税

收
2 .

0
32

32
2 .

0 

02
11

9
石

油
工

业
概

论
3 .

0
48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34

3
税

务
会

计
学

2 .
0

32
26

6
2 .

0 

08
32

4
政

与
非

营
利

组
织

会
计

2 .
0

32
32

2 .
0 

08
3

内
部

控
制

2 .
0

32
32

2 .
0 

△

08
32

5
资

产
评

估
2 .

0
32

32
2 .

0 



308

 2017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

08
35

5
石

油
天

然
气

会
计

2 .
0

32
32

2 .
0 

△

08
30

9
企

业
伦

理
与

会
计

道
德

1 .
0

16
16

1 .
0 

△

08
34

1
金

融
企

业
会

计
2 .

0
32

28
4

2 .
0 

08
33

6
会

计
制

度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4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4

学
分

；
其

中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2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14
学

分
；
专

业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拟
就

业
的

学
生

选
修
“

统
计

分
析

及
软

件
应

用
”
、“

ER
P
原

理
与

实
施

”
、“

会
计

信
息

系
统

”
、“

财
务

分
析

学
”
、“

税
务

会
计

学
”
、“

资
产

评
估

”
、“

专
业

外
语

”
、“

企
业

伦
理

与
会

计
道

德
”
等

课
程

。

（
2 ）

 建
议

拟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选
修
“

统
计

分
析

及
软

件
应

用
”
、“

计
量

经
济

学
”
、“

运
筹

学
”
、“

组
织

行
为

学
”
、“

公
司

战
略

与
风

险
管

理
”
、“

内
部

控
制

”
、“

专
业

外
语

”
、“

石
油

天
然

气
会

计
”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24
.

0 
2 .

5 
21
.

5 
19
.

0 
2 .

0 
7 .

0 
7 .

0 
2 .

0 
3 .

5 
16
.

0 

选
修

2 .
0 

4 .
0 

8 .
0 

8 .
0 

10
.

0 
2 .

0 

合
计

21
.

5 
24
.

0 
2 .

5 
23
.

5 
23
.

0 
2 .

0 
15
.

0 
15
.

0 
2 .

0 
13
.

5 
18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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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120202  

一、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具备人文精神、 信品质、创新精神

和国际视野，有较强的组织与沟通能力及团队精神，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与行业优势，掌握系统的市场

营销理论知识，且能够综合运用营销策略、市场调研等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从事

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策划、销售管理等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政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市场营销、企业经营等领

域的骨干和管理者，达到以下状态：

1. 熟悉市场研究、市场开拓、营销策划、客户管理等营销业务实际操作体系与操作流程，具备领导

与开展这些营销业务的能力；

2. 有营销战略规划、营销综合管理等技能，具备管理营销部门（区域）的能力；

3. 有 感的市场感应，通过观察与研究市场，具有发现商机并组织实施的能力。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的基本知识，树立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具备对企业经营

管理状况进行分析的能力；感受行业与区域发展，能够进行区域与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2. 学习市场营销专业知识，能够应用本专业的基本原理、方法对专业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

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3. 强化素质教育与能力提升，形成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创业意识与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

与人际沟通的能力。

4. 学习计算机与网络相关知识，掌握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备利用信息技术开

展商务活动、营销活动及管理的能力。

5. 掌握统计学相关方法，了解消 者行为特点，掌握客户关系管理、市场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具有一定的市场调查、分析、预测的能力。

6. 掌握产品销售的基本规律、方法和策略，具备一定的推销技巧，掌握 引顾客、服务顾客、维持顾

客的技能；能够对产品销售及相关活动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

7. 掌握营销诊断与策划的基本原理、方法及流程，学会营销策划各环节的方法，具有基本的营销诊

断及营销活动策划的能力。

8. 熟悉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了解市场营销的 例和规则，掌握国际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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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国外市场开展营销活动的能力。

9.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10.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

11.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专业核心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广告策划与设计、国际营销学、网络营销理

论与实务、消 者行为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国际营销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5.5 1 756 含实验学时 62，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1

选修 33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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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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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环
节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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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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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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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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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8
81

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8
30

1
会

计
学

2 .
5

40
36

4
40

2 .
5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8
31

1
管

理
统

计
学

3 .
0

48
36

12
48

3 .
0

08
40

6
市

场
营

销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40

7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2 .

5
40

28
12

40
2 .

5

08
41

4
战

略
管

理
2 .

0
32

32
32

2 .
0

08
41

3
组

织
行

为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8
91

0
市

场
营

销
综

合
模

拟
实

验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8
20

2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2 .

0
32

32
32

2 .
0

08
54

8
经

济
法

3 .
0

48
48

48
3 .

0

08
40

9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
0

32
32

32
2 .

0

08
32

2
财

务
管

理
学

3 .
0

48
42

6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43

2
消

者
行

为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8
41

0
推

销
理

论
与

技
巧

2 .
0

32
32

32
2 .

0

08
42

4
广

告
策

划
与

设
计

2 .
5

40
32

8
40

2 .
5

08
42

5
营

销
工

程
2 .

0
32

20
12

32
2 .

0

08
41

7
服

务
营

销
2 .

0
32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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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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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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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分

备
注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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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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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机

实
践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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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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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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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专
业

课
程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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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

络
营

销
理

论
与

实
务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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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2 .

0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8
43

5
产

品
与

品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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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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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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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8
国

际
营

销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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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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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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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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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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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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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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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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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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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22

2
商

务
办

公
技

能
1 .

5
36

36
1 .

5 
△

08
41

2
企

业
文

化
学

2 .
0

32
32

2 .
0

08
41

5
管

理
沟

通
2 .

0
32

32
2 .

0
△

08
10

3
运

筹
学

3 .
0

48
44

4
3 .

0

08
40

3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10

6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08
54

1
国

际
贸

易
2 .

5
40

32
8

2 .
5

△

08
43

6
商

业
伦

理
2 .

0
32

32
2 .

0

08
63

3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3 .
0

48
38

6
4

3 .
0 

02
11

9
石

油
工

业
概

论
3 .

0
48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21

0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3 .

0
48

32
16

3 .
0 

△

08
42

7
分

销
渠

道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08
40

4
公

共
关

系
学

2 .
0

32
32

2 .
0

△

08
20

4
供

应
与

物
流

管
理

3 .
0

48
32

16
3 .

0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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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55

0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2 .

0
32

32
2 .

0 
△

08
42

6
零

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08
42

3
市

场
营

销
专

题
问

题
研

究
2 .

0
32

32
2 .

0
△

08
43

7
商

务
礼

仪
1 .

0
16

16
1 .

0 

08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3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3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1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选
择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选

修
运

筹
学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
市

场
营

销
专

题
问

题
研

究
等

课
程

。

（
2 ）

 建
议

选
择

就
业

的
学

生
选

修
管

理
沟

通
、
经

济
应

用
文

写
作

、
分

销
渠

道
管

理
、
商

业
伦

理
等

课
程

。

（
3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的

学
生

选
修

国
际

贸
易

、
供

应
与

物
流

管
理

、
项

目
管

理
、
企

业
文

化
学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18
.

5 
21
.

0 
2 .

5 
21
.

0 
19
.

5 
2 .

5 
11
.

0 
11
.

5 
4 .

0 
4 .

0 
12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8 .
0 

8 .
0 

9 .
0 

2 .
0 

合
计

18
.

5 
23
.

0 
2 .

5 
23
.

0 
21
.

5 
2 .

5 
19
.

0 
19
.

5 
4 .

0 
13
.

0 
14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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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业

120204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掌握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统计学等基础知识，全面掌握

资学、财务分析、管理决策系统知识，具备较高的数理分析能力、 资决策能力、财务分析能力和沟通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具有人文精神、创新意识、国际化视野，在企业、证券公司、 资基金和 行从事

资、融资、财富管理和财务分析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能够达到：

1. 中小企业的财务经理或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

2. 在各类 资基金中担任职业 资经理；

3. 在研究机构中担任财务管理方向的高级研究人才；

4.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担任业务主管或部门经理。

二、 毕业要求

1. 掌握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国家税收的基本理论。

2. 系统掌握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能够就财务管理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分

析、判断。

3. 了解财务管理学科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熟悉国内外有关财务、金融管理的法规和政策。

4. 具有编写财务分析报告的能力，能够运用多种方式和公众进行交流与有效沟通。

5. 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听、说、写、译的基本能力；具有国际视野。

6.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理解并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7.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8. 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专业核心课程：财务管理学、 资学、 资基金学、财务管理专题研究、财富管理专题研究、财务分

析学、中级财务会计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财务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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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2 1 700 含实验学时 54，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2.5

选修 3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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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8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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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8
81

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8
34

5
基

础
会

计
学

3 .
0

48
42

6
48

3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2 .

5
40

40
40

2 .
5

08
54

8
经

济
法

3 .
0

48
48

48
3 .

0

08
31

1
管

理
统

计
学

3 .
0

48
36

12
48

3 .
0

08
32

2
财

务
管

理
学

4 .
0

64
60

4
64

4 .
0

08
35

1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学

4 .
0

64
60

4
64

4 .
0

08
56

0
金

融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31

9
国

家
税

收
3 .

0
48

44
4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31

7
成

本
管

理
会

计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36

3
资

学
3 .

0
48

40
8

48
3 .

0

08
36

4
资

基
金

学
2 .

0
32

28
4

32
2 .

0

08
31

8
财

务
分

析
学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91

5
财

务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32

3
财

务
管

理
专

题
研

究
3 .

0
48

48
48

3 .
0

08
36

5
财

富
管

理
专

题
研

究
2 .

0
32

32
32

2 .
0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8
99

9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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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数
理

基
础

类

08
30

8
统

计
分

析
与

统
计

软
件

2 .
0

32
16

16
2 .

0 
△

08
32

0
商

业
数

据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

08
52

3
计

量
经

济
学

3 .
0

48
40

8
3 .

0 

专
业

基
础

类

08
10

5
组

织
行

为
学

2 .
0

32
32

2 .
0 

08
20

3
ER

P
原

理
与

实
施

3 .
0

48
32

16
3 .

0 

08
10

3
运

筹
学

 
3 .

0
48

44
4

3 .
0 

01
14

8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52

1
国

际
金

融
3 .

0
48

48
3 .

0 
△

08
40

3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52

0
财

政
学

2 .
0

32
32

2 .
0 

08
63

3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3 .
0

48
38

6
4

3 .
0 

△

08
40

6
市

场
营

销
学

2 .
0

32
32

2 .
0 

08
40

7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2 .

5
40

28
12

2 .
5 

△

02
11

9
石

油
工

业
概

论
3 .

0
48

48
2 .

0 
△

08
54

6
国

际
贸

易
2 .

5
40

32
8

2 .
5 

08
32

6
国

际
税

收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08
53

3
保

险
学

2 .
0

32
32

2 .
0 

△

08
00

4
专

业
外

语
2 .

0
32

32
2 .

0 
△

08
31

0
并

与
重

组
2 .

0
32

32
2 .

0 

08
34

4
商

业
行

经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

08
33

2
公

司
战

略
与

风
险

管
理

3 .
0

48
48

3 .
0 

△

08
36

6
内

部
控

制
2 .

0
32

28
4

2 .
0 

△

08
32

5
资

产
评

估
2 .

0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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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33

3
纳

税
实

务
与

税
收

筹
划

2 .
0

32
28

4
2 .

0 

08
35

2
高

级
财

务
会

计
学

3 .
0

48
44

4
3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5

学
分

；
其

中
从

数
理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专

业
基

础
类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1

学
分

；
从

带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8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统
计

分
析

与
软

件
应

用
、
商

业
数

据
分

析
有

利
于

提
高

数
据

分
析

与
应

用
能

力
，
建

议
优

先
选

修
。

（
2 ）

 拟
就

业
的

学
生

建
议

优
先

选
择

保
险

学
、
经

济
应

用
文

写
作

、
商

业
行

经
营

管
理

等
课

程
。

（
3 ）

 拟
考

研
的

学
生

，
建

议
优

先
选

择
运

筹
学

、
计

量
经

济
学

、
国

际
金

融
、
内

部
控

制
等

课
程

。

（
4 ）

 拟
考

C
PA

的
学

生
，
建

议
优

先
选

择
高

级
财

务
会

计
学

、
公

司
战

略
与

风
险

管
理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21
.

0 
2 .

5 
21
.

5 
21
.

0 
2 .

0 
9 .

0 
4 .

0 
2 .

0 
5 .

0 
16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7 .
0 

11
.

0 
9 .

0 
2 .

0 

合
计

21
.

5 
23
.

0 
2 .

5 
23
.

5 
23
.

0 
2 .

0 
16
.

0 
15
.

0 
2 .

0 
14
.

0 
18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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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

020101  

一、 培养目标

依托学校的区位优势、能源优势、工科优势，经济学专业 力于培养经济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广、综合素质高，具备熟练的数理统计和计量模型运用能力、良好的经济活动分析能力的人才。本专业

培养的学生能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基本知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了解能源经济的相关知

识，具有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实践能力。学生毕业后能够成为在政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政

策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

1. 能够以应用经济学的知识为基础，继续学习与研究，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攻读 士和博士学位，成

为理论研究型人才；

2. 在政 机关、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经济研究机构等从事经济

分析和咨询工作；

3. 成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4. 成为相关领域的业务主管或骨干。

二、 毕业要求

1.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本专业领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能够理解并遵

守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2.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作用，

并能与其他成员合作共事。同时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3. 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4. 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经济学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

能力；具有编写分析经济学专业研究报告、并进行 述和交流的能力。

5. 在经济学领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有学习理论与实证经济学的数学能力

6. 掌握经济的专业理论知识，掌握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熟练掌握

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着力提高未来参加经贸活动和政策制定的专业认知能力。

7. 了解当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经济政策，形成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理性评

估和 觉。

8. 于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各种经济现象，具备在具体经济环境中的判断、

分析和 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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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理论经济学

专业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统计学、财

政学、金融学、经济学说思想史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思想史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分类 学分 学时 备注

必修

理论 100.5 1 676 含实验学时 40，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2

选修 37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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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节

及
指

导
性

修
读

计
划

喍
̭

喎 
㏼

≻
႓

̀
͇

ᓲ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51

7
政

治
经

济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1 ）

5 .
5

88
88

88
5 .

5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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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8
81

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32

48
3 .

0

08
56

0
金

融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31

1
统

计
学

3 .
0

48
36

12
48

3 .
0

08
30

1
会

计
学

2 .
5

40
36

4
40

2 .
5

08
52

0
财

政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8
52

1
国

际
金

融
（

双
语

）
3 .

0
48

48
48

3 .
0

08
58

4
经

济
学

说
思

想
史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52

3
计

量
经

济
学

3 .
0

48
40

8
48

3 .
0

08
91

6
经

济
学

综
合

模
拟

实
验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专
业

课
程

08
54

1
国

际
贸

易
2 .

5
40

32
8

40
2 .

5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52

2
产

业
经

济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51

8
发

展
经

济
学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08
54

8
经

济
法

3 .
0

48
48

48
3 .

0

08
91

7
金

融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1 .

0
1
周

1
周

1 .
0

08
56

3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2 .

0
32

32
32

2 .
0

08
50

0
经

济
学

专
题

问
题

研
究

2 .
0

32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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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8
99

8
毕

业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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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周
12

周
12
.

0

喍
ι

喎 
㏼

≻
႓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22

2
商

务
办

公
技

能
1 .

5
36

36
1 .

5 

08
40

6
市

场
营

销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6

7
中

级
微

观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0

5
世

界
经

济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8
56

8
中

级
观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2

9
证

券
资

学
2 .

0
32

24
8

2 .
0

08
10

5
技

术
经

济
学

2 .
0

32
28

4
2 .

0

08
35

7
金

融
市

场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6

4
能

源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08
30

8
统

计
分

析
与

统
计

软
件

2 .
0

32
16

16
2 .

0

08
63

3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3 .
0

48
38

6
4

3 .
0 

08
10

3
运

筹
学

3 .
0

48
44

4
3 .

0 

02
11

9
石

油
工

业
概

论
3 .

0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08
56

9
风

险
管

理
与

保
险

2 .
0

32
32

2 .
0 

08
57

6
金

融
衍

生
品

 
2 .

0
32

32
2 .

0 

08
53

0
区

域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08
10

6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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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52

4
劳

动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2

5
生

态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08
21

7
博

论
2 .

0
32

32
2 .

0 

08
55

0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2 .

0
32

32
2 .

0 

08
31

9
国

家
税

收
3 .

0
48

44
4

3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7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7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6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理
论

经
济

方
向

建
议

选
修
《

中
级

微
观

经
济

学
》
，《

中
级

观
经

济
学

》
，《

风
险

管
理

与
保

险
》
，《

生
态

经
济

学
》
，《

劳
动

经
济

学
》
；
应

用
经

济
方

向
建

议
选

修
《

区
域

经
济

学
》
，《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
等

。

（
2 ）

 学
科

基
础

选
修

课
中

，
建

议
考

研
学

生
选

修
《

中
级

微
观

经
济

学
》
，《

中
级

观
经

济
学

》
，《

运
筹

学
》
课

程
；
建

议
就

业
学

生
选

修
《

证
券

资
学

》
等

课
程

。

（
3 ）

 专
业

选
修

课
中

，
建

议
考

研
学

生
选

修
《

博
论

》
，《

金
融

衍
生

品
》
等

课
程

；
建

议
就

业
学

生
选

修
《

项
目

管
理

》
，《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19
.

0 
2 .

5 
21
.

0 
12
.

5 
2 .

0 
15
.

5 
8 .

0 
1 .

5 
4 .

0 
16
.

0 

选
修

2 .
0 

2 .
0 

6 .
0 

4 .
0 

10
.

0 
13
.

0 

合
计

21
.

5 
21
.

0 
2 .

5 
23
.

0 
18
.

5 
2 .

0 
19
.

5 
18
.

0 
1 .

5 
17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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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专业

0204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准、法制意识和国际化视

野，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实务操作技能、法规、原则以及各地区的贸易政

策，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具备国际交流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在政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涉

外经济贸易政策研究、涉外业务经营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专门型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政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商贸、金融等领域的骨干

和管理者，达到以下状态：

1. 能够独立从事与经济、贸易相关领域的经济分析、实践操作、应用研究和管理等工作，在工作中

能综合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对经贸活动的影响；

2.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意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具体的贸易业务环境中 守职

业规范，遵循职业道德；

3. 了解并熟悉当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家及地区与国际组织的经济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的经济政策

动态，形成对经贸市场活动和行业发展状况进行理性判断和准确 握的能力并能进行客观评估与分

析；

4. 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 具有 的科学精神；遵守社会公德，具有社会责任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

2.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作用，

并能与其他成员合作共事。

3. 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4. 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具有国际视野，并具备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专业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5.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 具有扎实的经济与管理理论基础，能够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现象和问题。

7. 精通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熟悉国际贸易的交易规则与 例，能够解决国际贸易交易环节中遇到

的各种具体问题。

8. 具备运用各种定量和定性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各类经贸现象、在具体经济环境中的判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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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国际贸易仿真环境模拟和实习基地演练，提高学生贸易实务操作技能。

9. 具有编写经济报告和专业研究报告、进行学术 述和交流的能力。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专业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金融、国际商法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结算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0 1 668 含实验学时 4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 24

实践 22

选修 37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6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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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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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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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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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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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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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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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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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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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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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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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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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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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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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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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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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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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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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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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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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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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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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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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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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7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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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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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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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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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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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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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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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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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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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9
10

1
高

等
数

学
（

2 -
2 ）

5 .
0

80
80

80
5 .

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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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9
80

6
数

学
实

验
1 .

0
24

24
1 .

0

08
51

4
经

济
学

说
思

想
史

2 .
0

32
32

32
2 .

0

08
50

1
观

经
济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3
线

性
代

数
2 .

0
32

32
32

2 .
0

09
10

8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3 .

0
48

48
48

3 .
0

08
56

0
金

融
学

3 .
0

48
48

40
3 .

0

08
31

1
统

计
学

3 .
0

48
36

12
48

3 .
0

08
30

1
会

计
学

2 .
5

40
36

4
40

2 .
5

08
52

1
国

际
金

融
（

双
语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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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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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52

3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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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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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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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0

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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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
91

9
经

济
学

综
合

模
拟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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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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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周

0 .
5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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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08
56

1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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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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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48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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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
54

5
国

际
贸

易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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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语

）
3 .

0
48

32
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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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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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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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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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2 .
0

08
52

0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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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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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57

1
国

际
结

算
（

双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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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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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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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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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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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32

2 .
0

08
91

8
国

际
贸

易
综

合
模

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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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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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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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
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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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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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语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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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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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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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计
划

就
业

的
学

生
，
建

议
选

修
国

际
营

销
学

、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
国

际
商

务
英

语
函

电
、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
国

际
沟

通
技

巧
与

礼
仪

、
消

者
行

为
学

等
课

程
。

（
2 ）

 计
划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
建

议
选

修
中

级
微

观
经

济
学

、
中

级
观

经
济

学
、
国

际
贸

易
文

献
导

读
、
风

险
管

理
与

保
险

、
博

论
等

课
程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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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5 
22
.

0 
2 .

5 
20
.

0 
16
.

0 
2 .

0 
12
.

5 
5 .

0 
1 .

5 
4 .

0 
16
.

0 

选
修

2 .
0 

4 .
0 

8 .
0 

12
.

0 
11
.

0 

合
计

21
.

5 
22
.

0 
2 .

5 
22
.

0 
20
.

0 
2 .

0 
20
.

5 
17
.

0 
1 .

5 
15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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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业

1204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要求，具备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精神和创新创业意识，掌

握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公共政策学、行政法学等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能够从事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等管理或研究工作，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管理岗位的工作，具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行政决策或 行、人力资源管理、文秘、政策研究或咨询等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

成效；

2. 能够利用理论思维、专业知识和方法有效解决组织、人事等管理中的关键问题；

3. 能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 格遵 守纪、依法行政，自觉践行公共精神和职业道德， 力在本职工

作中为组织和社会做出贡献；

4. 能够开展组织内外部的沟通与协调，能够领导团队创造性开展工作；

5. 能够以一定的国际视野来指导工作，能够及时掌握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趋势。

二、 毕业要求

1. 思想道德素质：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公共精神，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社

会公德。

2. 政治法律知识：熟悉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和良好的文化素质，具有较强的外语与计算机应用能力。

4. 专业基础：掌握本专业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行政秘书、公文写作等知识与技能，具

备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行政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5. 组织领导：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与团队合作能力，具有基本的行政领导能力。

6. 学习与创新：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的自觉意识和能力。

7.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政治学、管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行政法与行政 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公共经济学



335

四、 双语、全英语课程

双语课程：公共行政学经典著作选读、美国政 与政治

全英语课程：公共行政导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96 1 604 含实验学时 14，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104。

实验

实践 20.5 21 周

选修 40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56.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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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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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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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环
节

及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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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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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40

5
管

理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62

0
当

代
中

国
政

与
政

治
3 .

0
48

48
48

3 .
0

09
10

2
高

等
数

学
（

文
）

4 .
0

64
64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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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60

1
领

导
科

学
与

艺
术

3 .
0

48
48

48
3 .

0

08
61

7
政

治
学

4 .
0

64
64

80
4 .

0

08
91

0
经

营
管

理
综

合
模

拟
实

训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08
66

8
公

共
行

政
导

论
（

全
英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67

2
公

共
行

政
思

想
史

3 .
0

48
48

48
3 .

0

08
50

2
微

观
经

济
学

4 .
0

64
64

64
4 .

0

08
60

8
公

共
行

政
学

经
典

著
作

选
读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60

2
西

方
政

治
制

度
史

3 .
0

48
48

48
3 .

0

08
60

7
美

国
政

与
政

治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08
40

4
公

共
关

系
学

2 .
0

32
32

32
2 .

0

08
60

6
公

共
行

政
前

沿
问

题
2 .

0
32

24
8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08
67

3
公

共
行

政
学

4 .
0

64
64

80
4 .

0

08
40

7
公

共
部

门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3 .

0
48

44
4

48
3 .

0

08
90

6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08
63

3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3 .
0

48
38

6
4

48
3 .

0

10
51

9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法

4 .
0

64
64

64
4 .

0

08
60

9
公

共
经

济
学

3 .
0

48
48

48
3 .

0

08
62

6
公

共
政

策
分

析
3 .

0
48

48
48

3 .
0

08
99

2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08
99

8
毕

业
设

计
12
.

0
12

周
12

周
1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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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8
60

6
市

场
营

销
学

2 .
0

32
32

2 .
0 

08
54

8
经

济
法

3 .
0

48
48

3 .
0 

08
30

1
会

计
学

2 .
5

40
36

4
2 .

5 

08
56

0
金

融
学

3 .
0

48
48

3 .
0 

08
41

5
管

理
沟

通
2 .

0
32

32
2 .

0 

08
41

3
组

织
行

为
学

2 .
0

32
32

2 .
0 

08
34

4
商

业
行

经
营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10

6
项

目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2
11

9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3 .

0
48

48
3 .

0 

专
业

课
程

11
20

4
社

会
学

2 .
0

32
32

2 .
0 

08
67

4
社

会
调

查
方

法
2 .

0
32

18
6

8
2 .

0 

08
61

0
秘

书
理

论
与

实
务

2 .
0

32
28

4
2 .

0 

08
63

1
市

政
管

理
学

3 .
0

48
48

3 .
0 

08
66

3
公

共
组

织
学

2 .
0

32
28

2 .
0 

08
65

6
公

共
行

政
案

例
分

析
2 .

0
32

32
2 .

0 

08
92

1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模

拟
实

验
0 .

5
0 .

5
周

0 .
5 

08
61

3
能

源
政

策
与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61

2
地

方
政

管
理

与
创

新
2 .

0
32

24
8

2 .
0 

08
61

9
管

理
2 .

0
32

28
4

2 .
0

08
67

5
公

共
行

政
伦

理
学

2 .
0

32
28

4
 

2 .
0 

08
61

5
非

政
组

织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61

8
劳

动
关

系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08
20

7
电

子
政

务
2 .

0
32

20
8

4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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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08
52

6
社

会
保

障
学

2 .
0

32
32

2 .
0 

08
61

1
申

论
与

行
政

职
业

能
力

训
练

3 .
0

48
32

16
3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0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0
学

分
；
其

中
从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专
业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0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不

可
选

修
政

治
类

、
管

理
类

课
程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同
学

根
据

个
人

兴
趣

和
职

业
规

划
合

理
选

修
课

程
，
确

保
完

成
规

定
的

选
修

课
学

分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3
.

0 
21
.

0 
2 .

5 
18
.

0 
15
.

0 
2 .

0 
9 .

0 
6 .

0 
4 .

0 
4 .

0 
12
.

0 

选
修

2 .
0 

8 .
0 

8 .
0 

10
.

0 
10
.

0 
2 .

0 

合
计

23
.

0 
21
.

0 
2 .

5 
20
.

0 
23
.

0 
2 .

0 
17
.

0 
16
.

0 
4 .

0 
14
.

0 
14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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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 科学专业

0701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掌握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

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接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能解决相关信息技术领域和科学与工程计算领域

中的实际问题，能在数据科学、计算机软件、信息安全等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应用

开发和教学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成长为本领域科研岗位和技术研发岗位的骨干、生产岗位的

技术管理者，达到：

1. 能够独立从事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相关领域的设计开发、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

能综合考虑社会、法律、人文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具有较强的数学思维能力、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意识，能够独立解决工作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3. 关注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积极跟踪相关领域的新发展，具有较强的知识

更新、技术跟踪及创新能力，能够前瞻性判断行业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有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 好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有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系统掌握通识教育知识，具有人文素养、道德素养、身心素质、职业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系统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基础知识结构，具有良好的逻

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3. 系统掌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知识，具有较好的专业认知，了解本学科专业领域的理论、技术及

应用的新发展，并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现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4. 能够运用数学科学和信息科学理论对相关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能够建立数学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算法设计、求解和验证，得出独立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5. 掌握数据科学的基本方法，熟练使用计算机、网络和专业软件等工具对相关专业领域信息资料

进行收集、分析和处理。

6. 具有较熟练的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说交际能力，具有国际视野，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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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专业交流。

7.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中发挥作用，并能与其

他成员 好合作共事。

8. 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9.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制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几何、数值计算方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建模、高性能

并行计算、数据结构与算法、信息论基础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常微分方程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8 1 804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 88 （72），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72

实践 30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8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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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应用 学专业

0701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系统的数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与技巧，具有运用

数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和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

人才能在党政机关、学校、研究所从事管理、教学、科研工作，或在 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部门任职。

学生通过毕业后五年左右的实质性锻炼，成长为教育、科研、金融证券等公司的骨干，并具有以下

素养和能力：

1.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团结协作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2. 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掌握应用数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3. 具有熟练应用计算机（包括常用语言与软件）的基本技能、算法分析与编程能力。

4. 能运用数学理论、方法和技能解决工程技术或金融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实际问题。

5.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交流能

力。

二、 毕业要求

1. 系统掌握数学知识，了解数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概况以及数学学科发展前沿，并能够将所学数学

知识用于解释物理、化学、生物、工程、金融、经济等领域中的某些现象。 

2. 能够应用数学基本原理、思想方法对相关科学、工程中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建立数学模

型，得出独立结论，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以解决实际问题。 

3. 能够恰当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 助专业软件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领域

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处理，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从事一定的创新研究工作。

4. 熟练掌握数学学科的专业词 ，能够使用相关专业术语、通 用语等表达方式与学科同行、社会

公众就数学与应用数学和金融经济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具有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

景下具备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 

5.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够与其他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

挥积极作用。 

6.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7. 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数学与应用数学及相关金融经济领域法

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能够理解并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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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 

8.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数学、统计学

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几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建模、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优化方法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常微分方程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 1 764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 48 （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5 96

实践 30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7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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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专业

0702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具有较扎实的核物理和油气物理

应用领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能在应用

物理学科、交叉学科以及相关科学技术领域从事研究、教学、新技术开发与应用以及管理工作的高级人

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科研岗位和技术研发岗位的骨干、生产岗位的技

术管理者，达到：

1. 具备合格的科研工作者、技术开发人员和技术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

2.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具有较强的职业安全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3. 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能在一个科研、设计或生产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者或重要角色；

4. 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自我更新知识，提高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了解物理领域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前沿与 新动态；

5. 能够独立从事核物理或油气物理等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管理工作。

二、 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系统掌握通识教育知识，具有人文素养、身心素质、职业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了解相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掌握物理学领域所需的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有效应用这些知识和工具解决物理

学的描述、建模、求解等相关问题。

3. 系统掌握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受到科学思维和物理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具有批判性

思维，了解应用物理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沿和趋势，并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应用物理学领域的现

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4. 掌握核物理方法与技术或油气物理方法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解决复

杂问题的能力，能够应用专业知识对相关领域复杂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得出独立结论，提出相

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5.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应用物理学领域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处

理，解决实际问题。

6. 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具有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能较顺利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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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能力，关注全球性问题。

7.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使用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业界同行、社会公众就应用物理学

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8.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活动策划能力，能够在物理学科及交叉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作用，并

能与其他成员 好合作，积极共事。

9. 具有创新意识、终身学习意识以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开发能力。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物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固体物理、计算物理

四、 双语课程、全英语课程

双语课程：计算物理

全英语课程：物理导论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5 1 780 含实验学时 16，上机学时 24（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0 240

实践 24

选修 37.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8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科技创新”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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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080705  

一、 培养目标

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

的职业道德，能够在生产、科研及其他相关部门从事光电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

设计与实施、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成长为生产、科研与工程设计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

者，达到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光电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并能考虑社会、法律、环境

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光电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决策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光电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行业

产品发展趋势； 

4. 在工程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物理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光电相关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光电

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光电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 开发满

足特定工艺需求的光电装置或系统，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考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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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开展实验，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光电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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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对复杂问题进行预测和模拟，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光电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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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具体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光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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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光电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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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编制专业相关图表和撰写专业研究报告、并进行熟练交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

专业的外文文献，并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

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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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光学工程和物理学的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

趋势，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光学工程、物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应用光学、物理光学、激光原理与技术、信息光学、光通信原理与技术、半导体物理

与器件、光电检测技术、微机检测技术与系统

四、 双语课程、全英语课程

双语课程：物理光学

全英语课程：纳米光学及应用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1 1 844 含实验学时 66，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7 168

实践 26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科技创新”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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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专业

0804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材料科学的基础知

识和材料物理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意识，能在材料腐蚀与防护、新能源材料等相

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为：

1.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2. 在 固掌握材料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3.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工具对复杂问题进行独立研究，能够胜任教学科研、

生产技术管理和工程设计等岗位工作；

4.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角色，具备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

精神和国际视野；

5. 掌握材料物理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 新发展动态，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产业的发展状况，

有实践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及团结协作精神。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人文修养、身体素质、社会道德和责任担当等素质。

2. 具有从事材料物理专业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并能在新材料设

计、工业创新、技术改进中加以利用。

3. 具有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获得并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技术文

献，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4. 系统掌握材料腐蚀与防护 / 新能源材料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材料制备与研发的基本能力。

5. 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能够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观念，有效地进行新材料、新

工艺、新技术的实验探索；具有较强团队协作意识，并组织领导相关技术人员共同解决行业技术问题。

6. 掌握材料的结构分析与性能测试的研究方法，具有设计、研究和开发新材料、新工艺的初步能

力，具备正确选择设备进行材料研究、材料设计、材料开发、材料表征的初步能力。

7. 了解材料物理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 新发展动态；熟悉材料领域，特别是油气田、石油化工

等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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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能够胜任材料物理专业相关职业岗位，具备学习研究生课程所需的认知和基础能力，并具有进

行终身学习的愿望和动力，具有适应新材料技术不断发展的能力。

9.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制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固体物理、材料科学基础、计算材料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96 1 602 含实验学时 16，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4.5 358

实践 22

选修 39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1.5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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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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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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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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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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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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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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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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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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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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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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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0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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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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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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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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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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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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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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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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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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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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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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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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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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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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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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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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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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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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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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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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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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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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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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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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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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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专业

0804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材料科学、化学科学等方

面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一定的国际化视野和组织管理能力，从事高分子材料、新能源材料等

领域的科学研究、新材料设计与开发、材料应用技术及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为：

1.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遵守职业道德

和规范；

2. 在 固掌握材料化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辩

能力；

3.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工具对复杂问题进行独立研究，能够胜任教学科研、

生产技术管理和工程设计等岗位工作；

4.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角色，具备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

精神和国际视野；

5. 掌握材料化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 新发展动态，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产业的发展状况，

有实践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及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人文修养、身体素质、社会道德和责任担当等素质。

2. 具有从事材料化学专业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并能在新材料设

计、工业创新、技术改进中加以利用。

3. 具有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获得并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技术文

献，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4. 系统掌握高分子材料 / 新能源材料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材料制备与研发的基本能力。

5. 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能够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观念，有效地进行新材料、新

工艺、新技术的实验探索；具有较强团队协作意识，并组织领导相关技术人员共同解决行业技术问题。

6. 掌握材料的结构分析与性能测试的研究方法，具有设计、研究和开发新材料、新工艺的初步能

力，具备正确选择设备进行材料研究、材料设计、材料开发、材料表征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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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了解材料化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 新发展动态；熟悉材料领域，特别是油气田、石油化工

等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

8. 能够胜任材料化学专业相关职业岗位，具备学习研究生课程所需的认知和基础能力，并具有进

行终身学习的愿望和动力，具有适应新材料技术不断发展的能力。

9.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制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化学、材料物理、材料科学基础、材料结构表征与应用、结构化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材料化学、高分子化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94.5 1 580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19.5 468

实践 22

选修 38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4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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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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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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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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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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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
16

1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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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学
外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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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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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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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法
律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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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48
32

1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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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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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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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6

36
2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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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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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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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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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8
3 .

0

12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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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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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32
32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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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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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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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5 .
0

80
4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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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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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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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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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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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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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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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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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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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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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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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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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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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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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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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分

析
实

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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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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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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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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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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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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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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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7
.

0 
17
.

0 
2 .

0 
11
.

0 
1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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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专业

0703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热爱祖国，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掌握数学、物理、生物和信息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系统扎实的化学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实验技能；能够跟踪化学发展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在本专业领域和学科交叉领域从事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能力；能在化学化工、能源、材料、环境和生物化学等相关领域从事科研、教学、开发

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期望毕业生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成长为生产与科研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具备以下

能力：

1. 能够独立从事化学相关领域的设计开发、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能综合考虑社会、

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

2. 能够解决化学领域研究与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意识，决

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关注化学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针对新技术能提出可行性方案，并能够前瞻性判断行业

产品发展趋势； 

4. 在生产实践或研究开发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5. 具备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

6. 具备基本的研发和生产项目的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备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职

业素养、心理素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 具有扎实的化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必备的化学研究方法，了解数学和物理学基础知识，

能够运用其分析和解决化学相关的问题。

3. 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了解化工、能源、生命和材料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能够发现、辨

析、质疑、评价化学专业及相关领域现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4. 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能够对化学专业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

策或解决方案。

5. 具有较强的外语及计算机应用能力，具有独立获取、处理和运用化学及相关学科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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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够就化学专业领域的相关问题与业内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设计文

稿和报告、陈述发言、清晰表达，并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7.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协作精神，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

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8. 了解化学的发展历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

注全球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9.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

展。

10.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制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

专业核心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生物化学、高分子化学、有机

合成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表面活性剂化学、生物物理化学、膜分离科学与技术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97 1 620 含实验学时 16，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21 504

实践 25

选修 37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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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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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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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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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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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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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内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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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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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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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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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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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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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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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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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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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本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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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拟
在

化
学

领
域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A

组
课

程
。

（
2 ）

 建
议

在
能

源
化

工
领

域
就

业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B
组

课
程

。

（
3 ）

 建
议

第
2
学

期
选

修
4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第

3
至

第
5
学

期
共

选
修

6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6
.

5 
23
.

5 
2 .

0 
19
.

5 
19
.

0 
3 .

0 
20
.

0 
7 .

5 
3 .

0 
3 .

0 
16
.

0 

选
修

4 .
0 

6 .
0 

6 .
0 

2 .
0 

11
.

0 
8 .

0 

合
计

26
.

5 
27
.

5 
2 .

0 
25
.

5 
25
.

0 
3 .

0 
22
.

0 
18
.

5 
3 .

0 
11
.

0 
1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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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0502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厚实的英语语言文学及文化知识、较强的科技英语翻译

能力、必要的石油石化及外贸相关知识，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开 的国际视野，能够从事翻译、外事外

贸、基础语言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特色型高级英语专业人才。

通过毕业后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能够成长为在科技、商贸、基础教育等领域从事语言

服务、管理、教学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1. 能够独立从事制造业、商贸、物流等行业的语言服务、文秘等工作；

2. 能够在石油、石化等能源行业从事语言服务、外贸谈判、文化交流等工作；

3. 能够独立承担初、中级教育领域的英语教学和管理工作；

4. 具备从事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基础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能独立开展基础性研究工

作；

5.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职业培训或其他途径提升工作能力，实现自我发展目标。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1. 掌握扎实的英语语音、词 、语法、语 、修 、文学等知识，了解语言、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基

本方法； 

2. 具备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技能和较强的言语交际能力，能够胜任跨文化交流工作；

3. 具有较强的科技英语翻译能力，能够胜任科技文献、合同等文本的翻译工作；

4. 具备必要的石油、石化、外贸等相关知识，能够参与石油、石化等行业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商务交

流活动；

5. 具备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团队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6. 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较强的自主学习和发展能力；

7. 具有开 的国际视野、较好的实践动手能力；

8. 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9.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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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交际英语、英语写作、高级科技英语阅读、英汉语言对比、英语文体与修 、英美文

学史及作品选读、语言学导论、翻译概论

四、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6 1 764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112。

实验

实践 30

选修 34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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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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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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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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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24

3
交

际
英

语
（

6 -
1 ）

4 .
0

64
64

64
4 .

0

10
21

8
英

语
语

音
2 .

0
32

32
32

2 .
0

10
20

1
英

语
视

听
说
（

4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8

9
英

语
经

典
阅

读
工

作
（

6 -
1 ）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10
20

1
英

语
视

听
说
（

4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9

0
英

语
写

作
（

4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4

3
交

际
英

语
（

6 -
2 ）

4 .
0

64
64

64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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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90

7
英

语
口

语
情

景
实

训
（

3 -
1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28

9
英

语
经

典
阅

读
工

作
（

6 -
2 ）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10
20

1
英

语
视

听
说
（

4 -
3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9

0
英

语
写

作
（

4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4

3
交

际
英

语
（

6 -
3 ）

4 .
0

64
64

64
4 .

0

10
90

7
英

语
口

语
情

景
实

训
（

3 -
2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28

9
英

语
经

典
阅

读
工

作
（

6 -
3 ）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10
20

1
英

语
视

听
说
（

4 -
4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9

0
英

语
写

作
（

4 -
3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4

3
交

际
英

语
（

6 -
4 ）

4 .
0

64
64

64
4 .

0

10
90

7
英

语
口

语
情

景
实

训
（

3 -
3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21

3
第

二
外

语
（

3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8

9
英

语
经

典
阅

读
工

作
（

6 -
4 ）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10
24

3
交

际
英

语
（

6 -
5 ）

4 .
0

64
64

64
4 .

0

10
29

0
英

语
写

作
（

4 -
4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1

3
第

二
外

语
（

3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8

9
英

语
经

典
阅

读
工

作
（

6 -
5 ）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10
24

3
交

际
英

语
（

6 -
6 ）

4 .
0

64
64

64
4 .

0

10
28

9
英

语
经

典
阅

读
工

作
（

6 -
6 ）

0 .
5

0 .
5
周

0 .
5
周

0 .
5

10
21

3
第

二
外

语
（

3 -
3 ）

2 .
0

32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10
91

7
石

油
工

业
认

识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29

5
演

讲
与

辩
论

工
作

（
2 -

1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24

7
英

语
国

家
社

会
与

文
化

2 .
0

32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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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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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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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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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周

1
周

1 .
0

10
29

3
基

础
口

译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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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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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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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及
作

品
选

读
（

2 -
1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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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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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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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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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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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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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英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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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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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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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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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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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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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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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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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世

界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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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国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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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文

化
专

题
研

究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25

2
英

汉
语

言
对

比
2 .

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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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
英

语
文

体
与

修
2 .

0
32

32
32

2 .
0

10
90

8
文

学
作

品
翻

译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27

0
英

语
学

位
论

文
写

作
2 .

0
32

8
24

32
2 .

0

10
99

4
专

业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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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9
毕

业
设

计
6 .

0
6
周

6
周

6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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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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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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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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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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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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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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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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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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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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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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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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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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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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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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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概

论
2 .

0
32

24
4

4
32

2 .
0



397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科
技

英
语

翻
译

C
：
石

油
 

科
技

02
16

0
科

学
精

神
与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2 .
0

32
32

2 .
0

11
11

3
科

学
思

想
史

2 .
0

32
32

2 .
0

09
35

6
新

能
源

技
术

与
低

碳
生

活
1 .

5
24

24
1 .

5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4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4

学
分

；
其

中
从

文
学

与
文

化
课

程
模

块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从

A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从

B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从

C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中

的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选
择

就
业

的
学

生
在

满
足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的
基

础
上

，
优

先
选

修
科

技
英

语
翻

译
课

程
模

块
中

各
组

的
课

程
。

 
（

2 ）
  建

议
选

择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在
满

足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的

基
础

上
，
优

先
选

修
文

学
与

文
化

课
程

模
块

中
的

课
程

以
及

科
技

英
语

翻
译

课
程

模
块

中
的

科
普

经
典

翻
译

与
赏

析
、
科

技
专

题
口

译
、
高

级
商

务
英

语
视

听
说

、

高
级

科
技

英
语

视
听

说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18
.

5 
17
.

5 
2 .

0 
20
.

5 
22
.

5 
5 .

0 
16
.

5 
15
.

5 
3 .

0 
6 .

0 
9 .

0 

选
修

8 .
0 

4 .
0 

2 .
0 

8 .
0 

6 .
0 

6 .
0 

合
计

18
.

5 
25
.

5 
2 .

0 
24
.

5 
24
.

5 
5 .

0 
24
.

5 
21
.

5 
3 .

0 
12
.

0 
9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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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0502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俄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熟练俄语语言技能，较强第二外语（英）应用能力，掌

握一定石油、石化及外贸相关知识，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开 的国际视野，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能从事外事、外贸、翻译、俄语培训等工作的应用型特色俄语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能够成长为外事、外贸、翻译、俄语培训等领域的骨干，达到

以下要求：

1. 具备系统的俄语语言文学知识、较强的俄语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党政机关、石油石化企业的语言翻译及管理工作；

3. 具备本学科科学研究的基础能力，掌握相关的科学研究方法；

4. 能够在管理、营销、翻译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成为部门经理；

5.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途径更新专业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6. 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文化修养和专业修养，积极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俄语语音、语法、词 的基础知识。

2. 具备“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和较强的言语交际能力，能够胜任跨文化交流工作。

3. 掌握俄语语言国家的国情文化知识。

4. 具备石油、石化行业的基本知识，能够在石油、石化行业及相关领域从事翻译工作的能力。

5. 具备必要的经贸、法律、金融等专业知识，能够从事与国际商务相关工作。

6. 具备熟练的第二外语（英）语言应用能力，能够从事英语方面的一般性口 译工作。

7. 掌握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具备熟练运用 语进行写作的能力。

8. 具备终身学习和获取新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9.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较强的法制观念，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10. 具有广 的国际视野、较强的创新意识、团队意识、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

11.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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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基础俄语、俄语语法、俄语视听说、高级俄语、俄语翻译、俄 斯文学史

四、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3 1 716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0 0

实践 27

选修 40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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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10

1
第

二
外

语
（

英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0
30

1
基

础
俄

语
（

4 -
1 ）

6 .
0

96
96

96
6 .

0

10
30

3
俄

语
语

法
（

4 -
1 ）

4 .
0

64
64

64
4 .

0

10
31

0
俄

语
国

家
概

况
1 .

0
16

16
16

1 .
0

10
10

1
第

二
外

语
（

英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0
30

1
基

础
俄

语
（

4 -
2 ）

6 .
0

96
96

96
6 .

0

10
30

3
俄

语
语

法
（

4 -
2 ）

4 .
0

64
64

64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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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90

1
社

会
调

查
与

实
践
（

2 -
1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91

9
口

语
实

训
（

2 -
1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10

1
第

二
外

语
（

英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0
30

1
基

础
俄

语
（

4 -
3 ）

6 .
0

96
96

96
6 .

0

10
30

3
俄

语
语

法
（

4 -
3 ）

4 .
0

64
64

64
4 .

0

10
30

4
俄

语
写

作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30

5
俄

语
视

听
说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10

1
第

二
外

语
（

英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0
30

1
基

础
俄

语
（

4 -
4 ）

6 .
0

96
96

96
6 .

0

10
30

3
俄

语
语

法
（

4 -
4 ）

4 .
0

64
64

64
4 .

0

10
30

4
俄

语
写

作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30

5
俄

语
视

听
说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90

1
社

会
调

查
与

实
践
（

2 -
2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91

7
石

油
工

业
认

识
实

习
（

2 -
1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91

9
口

语
实

训
（

2 -
2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30

2
高

级
俄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0
30

2
高

级
俄

语
（

4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91

7
石

油
工

业
认

识
实

习
（

2 -
2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92

0
企

事
业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30

2
高

级
俄

语
（

4 -
3 ）

2 .
0

32
32

32
2 .

0

10
30

2
高

级
俄

语
（

4 -
4 ）

1 .
0

16
16

16
1 .

0

专
业

课
程

10
30

8
俄

语
翻

译
2 .

0
32

32
32

2 .
0

10
35

7
俄

斯
文

学
史

2 .
0

32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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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10
22

5
经

典
名

著
导

读
2 .

0
32

32
32

2 .
0

10
00

1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专

题
讲

座
1 .

0
16

16
16

1 .
0

10
99

1
毕

业
实

习
5 .

0
5
周

5
周

5 .
0

10
99

9
毕

业
论

文
11
.

0
11

周
11

周
11
.

0

喍
ι

喎 
ӱ

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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䔶

ԛ
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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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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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文
学

及
跨

文
化

交
际

10
69

8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导

读
2 .

0
32

32
2 .

0 

10
37

6
俄

语
阅

读
 -

 文
化

背
景

知
识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69

9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经
典

导
读

2 .
0

32
32

2 .
0

10
37

6
俄

语
阅

读
 -

 文
化

背
景

知
识
（

2 -
2 ）

2 .
0

32
32

2 .
0

10
33

2
俄

斯
社

会
与

文
化

2 .
0

32
32

2 .
0

10
27

3
跨

文
化

交
际

导
论

2 .
0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专

业
 

技
能

10
31

2
高

级
俄

语
口

语
（

3 -
1 ）

2 .
0

32
32

2 .
0

10
31

5
俄

语
报

刊
选

读
2 .

0
32

32
2 .

0

10
35

4
语

言
学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10
35

5
俄

语
应

用
文

写
作

2 .
0

32
32

2 .
0

10
31

2
高

级
俄

语
口

语
（

3 -
2 ）

2 .
0

32
32

2 .
0

10
35

6
俄

语
广

电
视

2 .
0

32
32

2 .
0

10
31

3
高

级
俄

语
翻

译
2 .

0
32

32
2 .

0

10
31

6
石

油
工

业
俄

语
阅

读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30

5
高

级
俄

语
视

听
说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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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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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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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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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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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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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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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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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内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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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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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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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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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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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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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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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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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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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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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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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技
能

10
31

2
高

级
俄

语
口

语
（

3 -
3 ）

2 .
0

32
32

2 .
0

10
31

6
石

油
工

业
俄

语
阅

读
（

2 -
2 ）

2 .
0

32
32

2 .
0

B
：
科

技
与

贸
易

01
11

5
石

油
地

质
勘

探
概

论
2 .

0
32

24
8

2 .
0

02
11

8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8
40

8
跨

国
公

司
经

营
与

管
理

2 .
0

32
32

2 .
0

10
32

2
经

贸
俄

语
2 .

0
32

32
2 .

0

08
54

9
涉

外
经

济
法

规
2 .

0
32

32
2 .

0

06
20

1
石

油
加

工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6
20

1
油

气
储

运
概

论
2 .

0
32

24
4

4
2 .

0

08
52

1
国

际
金

融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08
55

1
国

际
石

油
合

作
与

贸
易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40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30

学
分

；
其

中
从

文
学

及
跨

文
化

交
际

类
课

程
中

至
少

选
8
学

分
；
从

A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从

B
组

中
至

少
取

得
10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中

的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选
择

就
业

的
学

生
选

修
石

油
工

业
俄

语
阅

读
、
经

贸
俄

语
、
石

油
地

质
勘

探
概

论
、
石

油
工

程
概

论
、
油

气
储

运
概

论
等

课
程

。

（
2 ）

 建
议

选
择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选

修
俄

斯
社

会
与

文
化

、
高

级
俄

语
口

语
、
高

级
俄

语
翻

译
、
俄

语
报

刊
选

读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4
.

0 
20
.

0 
3 .

0 
25
.

0 
21
.

0 
3 .

0 
7 .

0 
4 .

0 
3 .

0 
3 .

0 
17
.

0 

选
修

2 .
0 

2 .
0 

6 .
0 

10
.

0 
10
.

0 
10
.

0 

合
计

24
.

0 
22
.

0 
3 .

0 
27
.

0 
27
.

0 
3 .

0 
17
.

0 
14
.

0 
3 .

0 
13
.

0 
17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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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

030101K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坚定的法律信 和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掌握扎实的

法学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有特

色的法律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毕业生能够达到以下要求：

1. 具备扎实的中国法律知识、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和基本的法律实践技能，能够从事审判、检察、

司法、行政 法等领域的法律事务；

2. 能够较为深 的理解环境能源领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论、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形成较为独立

的见解，能够从事环境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律服务工作；或能够熟悉财经领域的基础知识，能够在财经事

务中处理基础法律文书并解决较为复杂的财经法律 纷；

3. 能够紧跟法学及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发展，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书刊，能够通过

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4. 能够在管理、业务及科研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或担任一定的管理职责。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备坚定的法律信 和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掌握学习法学的基本方法和思维方式；

2. 掌握法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够处理简单的法律 纷，具有提供基础法律服务的基

本能力；

3. 具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所必备的法律语言表达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和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

4. 了解环境能源或财经领域法治建设的基本动态，熟悉该领域的基本政策、方针和法规，具有从事

该领域法律服务的基本能力；

5.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备处理涉外法律事

务的基本能力；

6. 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对法学及其相关领域

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处理；

7. 了解法学学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顺利完成法律调研，能够独立运用本学科理论和方

法分析前沿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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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有团队合作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9.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心理素

质和身体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法学

专业核心课程： 法学、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法学、环境法学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环境法学、国际贸易法学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11 1 844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216。

实验

实践 23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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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课
程

设
置

、教
学

环
节

及
指

导
性

修
读

计
划

喍
̭

喎 
∂

႓
̀

͇
ᓲ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50

1
法

理
学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50

2
法

学
3 .

0
48

48
48

3 .
0

10
56

7
刑

法
学
（

2 -
1 ）

3 .
0

48
32

16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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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58

8
法

律
逻

辑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6

5
民

法
学
（

2 -
1 ）

3 .
0

48
32

16
48

3 .
0

10
56

8
刑

法
学
（

2 -
2 ）

3 .
0

48
32

16
48

3 .
0

10
52

0
中

国
法

制
史

2 .
0

32
32

2 .
0

10
51

2
国

际
法

学
3 .

0
48

48
3 .

0

10
90

2
读

书
报

告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56

6
民

法
学
（

2 -
2 ）

3 .
0

48
32

16
48

3 .
0

10
50

6
刑

事
法

学
4 .

0
64

48
16

64
4 .

0

10
56

9
经

济
法

学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0
51

8
商

法
学

4 .
0

64
64

64
4 .

0

10
50

5
民

事
法

学
4 .

0
64

48
16

64
4 .

0

10
57

0
经

济
法

学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0
50

8
行

政
法

学
4 .

0
64

48
16

64
4 .

0

10
90

1
社

会
调

查
与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50

9
行

政
法

学
3 .

0
48

32
16

48
3 .

0

10
50

1
法

理
学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10
51

4
合

同
法

学
3 .

0
48

48
3 .

0

10
57

5
模

拟
刑

事
法

审
判

1 .
0

16
16

1 .
0

10
51

5
与

继
承

法
学

3 .
0

48
48

3 .
0

10
51

0
知

识
产

权
法

学
3 .

0
48

48
3 .

0

10
57

1
环

境
法

学
（

双
语

）
3 .

0
48

48
48

3 .
0

双
语

10
57

6
模

拟
民

事
法

审
判

1 .
0

16
16

1 .
0

10
51

3
国

际
经

济
法

学
3 .

0
48

48
48

3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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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10
51

1
国

际
法

3 .
0

48
48

48
3 .

0

10
57

7
模

拟
行

政
法

审
判

1 .
0

16
16

1 .
0

10
51

6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学

2 .
0

32
32

32
2 .

0

10
99

1
毕

业
实

习
6 .

0
6
周

6
周

2 .
0

4 .
0

10
59

2
法

律
文

献
检

索
与

写
作

1 .
0

16
16

1 .
0

10
99

9
毕

业
论

文
8 .

0
8
周

8
周

8 .
0

喍
ι

喎 
∂

႓
̀

͇
䔶

ԛ
䄫

⼸
䃫

㒛
ࣷ

ᠴ
ᄩ

ᕔ
ԛ

䄨
䃎

ܿ

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52

1
立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2

5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2 .
0

32
32

2 .
0 

10
55

6
公

务
员

法
2 .

0
32

32
2 .

0 

10
52

8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6

0
证

据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9

1
法

律
经

济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7

3
法

律
英

语
2 .

0
32

32
2 .

0 

10
57

2
权

责
任

法
2 .

0
32

32
2 .

0 

10
54

0
担

保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8

2
法

律
与

文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8

6
法

律
诊

所
2 .

0
32

32
2 .

0 

10
54

8
证

券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3

9
国

际
贸

易
法

学
（

双
语

）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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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54

2
海

商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9

5
国

际
争

解
决

制
度

与
实

务
2 .

0
32

16
16

2 .
0 

专
业

课
程

A
：
环

境

能
源

领
域

10
59

3
自

然
资

源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7

8
能

源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9

4
国

际
环

境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B
：
财

经
 

领
域

10
57

4
财

税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4

1
保

险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10
53

5
据

法
学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6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6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组

，
在

其
中

取
得

至
少

6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其
中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建
议

拟
在

环
境

能
源

领
域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A

组
课

程
；
拟

在
财

经
领

域
发

展
的

学
生

主
要

选
修

B
组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1
.

0 
23
.

0 
2 .

0 
25
.

0 
22
.

0 
2 .

0 
13
.

0 
9 .

0 
2 .

0 
6 .

0 
9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8 .
0 

10
.

0 
10
.

0 
2 .

0 

合
计

21
.

0 
25
.

0 
2 .

0 
27
.

0 
24
.

0 
2 .

0 
21
.

0 
19
.

0 
2 .

0 
16
.

0 
11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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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

0501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素养，熟悉汉语及文学的基础知识，具有较

强的审美能力和文字、影像表达能力，具有初步的语言文学研究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

力，能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及党政机关等从事与汉语言文字运用相关工作的高

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企事业机关文秘岗位、或相关科研岗位、或新闻

传媒、出版单位业务骨干，达到：

1. 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和良好的文字素养，熟悉汉语及文学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审美

能力和文字、影像表达能力，具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研究能力，同时具有优 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2. 能够独立从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文写作与处理，有效通过各种传媒机构、 助各种传媒

手段，独立从事内部 传、外部 传以及单位文化建设工作；

3. 能够在新闻传媒、出版机构独立从事并有效完成创意策划、信息采集、文案及影像制作；

4. 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能够独立分析并较好解决学术领域的前沿问题；

5. 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能够在管理、业务及科研团队中担任管理及重要角色；

6.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方

法的发展；

7. 有良好的自然科学素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从事与本学科有关的管理、业务工作所必备的逻辑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

2. 熟悉并掌握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掌握语言学相关理论，能够在听说读写过程中，熟

练、理性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理解和表达，能够阅读古 。

3. 熟悉并掌握古 中外文学史演进 ，熟悉经典作品，掌握文学解读鉴赏的方法，了解文学研究

前沿，并通过文学的学习，培养、提高审美能力。

4. 熟悉并掌握文艺学相关理论，能够运用相关理论认识、理解并解释文学现象，并 提升审美能

力。

5. 具备良好的书面语言和影像语言表达能力，熟悉并掌握传统的、时新的传媒运作流程，能够熟

练使用相关信息采集、整理、编辑、美化的设备与系统，充分了解文化法规，能够胜任各类型单位文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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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 、外 和新闻传媒出版机构的业务工作。

6. 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具有较宽广的文化视野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

够独立运用本学科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本学科的前沿学术问题，胜任文化调研、科学研究工作。

7.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作用，并能与其他成员合作共

事。

8. 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9.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理解并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10.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核心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

概论

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比较文学原理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8 1 796 含实验学时 24，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104。

实验 1 16

实践 27

选修 34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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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11

2
逻

辑
学

2 .
0

32
32

32
2 .

0

20
90

7
现

代
汉

语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0
65

9
新

闻
概

论
1 .

0
16

16
1 .

0

10
69

1
摄

影
摄

像
基

础
1 .

0
16

16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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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20
90

7
现

代
汉

语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0
73

5
书

法
（

基
础

）
2 .

0
32

16
16

32
2 .

0

10
62

8
基

础
写

作
3 .

0
48

48
48

3 .
0

10
62

7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0
90

2
读

书
报

告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92

6
写

作
训

练
实

习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62

7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0
62

1
古

代
汉

语
（

2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0
62

9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

4 -
1 ）

4 .
0

64
64

64
4 .

0

10
62

1
古

代
汉

语
（

2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0
62

9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

4 -
2 ）

4 .
0

64
64

64
4 .

0

10
62

6
文

学
概

论
4 .

0
64

64
64

4 .
0

10
63

0
中

国
当

代
文

学
4 .

0
64

64
64

4 .
0

专
业

课
程

10
90

1
社

会
调

查
与

实
践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92

7
专

业
前

沿
报

告
（

实
务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62

9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

4 -
3 ）

4 .
0

64
64

64
4 .

0

10
60

8
外

国
文

学
（

2 -
1 ）

4 .
0

64
64

64
4 .

0

10
66

1
新

闻
采

写
与

编
辑

2 .
0

32
16

16
32

2 .
0

20
90

8
语

言
学

概
论

2 .
0

32
32

32
2 .

0

10
65

8
西

方
文

论
3 .

0
48

48
48

3 .
0

10
60

8
外

国
文

学
（

2 -
2 ）

4 .
0

64
64

64
4 .

0

10
62

9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

4 -
4 ）

4 .
0

64
64

64
4 .

0

10
99

4
专

业
实

习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90

4
学

年
论

文
2 .

0
4
周

4
周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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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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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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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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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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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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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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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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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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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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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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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8

4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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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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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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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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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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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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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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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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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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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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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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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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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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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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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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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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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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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与

广
告

策
划

、
公

文
写

作
与

处
理

等
课

程
。

（
2 ）

 建
议

选
择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选

修
文

本
解

读
、
现

代
诗

歌
研

究
、
中

国
文

学
批

评
专

题
、
先

秦
子

研
究

、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解

读
方

法
、

性
文

学
研

究
、
民

间
文

学
、
中

国
古

典
文

献
学

等
课

程
。

（
3 ）

 建
议

跨
学

科
发

展
的

学
生

选
修

心
理

学
、
传

学
概

论
、
新

媒
体

概
论

、
电

影
理

论
与

实
践

、
能

源
文

学
与

生
态

文
化

、
中

西
文

化
比

较
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0
.

0 
21
.

0 
3 .

0 
21
.

0 
22
.

0 
3 .

0 
12
.

0 
13
.

0 
3 .

0 
4 .

0 
14
.

0 

选
修

5 .
0 

6 .
0 

9 .
0 

10
.

0 
4 .

0 

合
计

20
.

0 
21
.

0 
3 .

0 
26
.

0 
28
.

0 
3 .

0 
21
.

0 
23
.

0 
3 .

0 
8 .

0 
14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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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

1302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音乐学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高的音乐表演和舞台实践能力，掌握音乐教

育的相关知识，具有人文素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能够在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教育教学、舞

台实践等工作的音乐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发展，毕业能够成长并达到如下目标： 

1. 具有系统的音乐学理论基础、较强的音乐表演技能和舞台实践能力；

2. 能够独立在各级教育部门从事音乐课程的教学工作；

3. 能够在相关企事业单位文化艺术活动的 传和排演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具备音乐学研究的基本能力，掌握相关的科学研究方法；

5.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知识，提高能力；

6. 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与道德水准，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与学习方法。

2. 掌握音乐学专业基本技能（演唱、演奏、舞蹈），能够 释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

3. 具备教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掌握教学方法， 有较强的音乐教学能力。

4.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初步研究音乐学领域内的现象与问题。

5. 具备团队协作、终身学习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6. 了解电子音乐设备，运用音乐软件和互联网技术，掌握音乐编创及制作的能力。

7.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较强的法制观念，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8.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专业核心课程：声乐演唱（或钢琴演奏、器乐演奏、舞蹈）、民族民间音乐、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

和声、曲式分析、合唱指挥、钢琴 兴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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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音乐英语文献选读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1 1 684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实践 34

选修 35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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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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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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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实
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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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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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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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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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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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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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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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
程

序
设

计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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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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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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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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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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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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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2

1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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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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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 ）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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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 .
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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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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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周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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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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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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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
大

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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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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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
16

（
16

）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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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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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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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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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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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8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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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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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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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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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11

4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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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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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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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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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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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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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 ）

1 .
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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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80

7
音

乐
名

作
赏

析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70

1
基

本
乐

理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3
视

唱
练

（
4 -

1 ）
2 .

0
32

32
1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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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73

7
钢

琴
基

础
（

4 -
1 ）

1 .
0

16
16

16
1 .

0

10
71

5
声

乐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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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 ）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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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1 .

0

10
80

7
音

乐
名

作
赏

析
（

2 -
2 ）

2 .
0

32
32

2 .
0

10
70

1
基

本
乐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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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3
视

唱
练

4 -
2 ）

2 .
0

32
32

16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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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
钢

琴
基

础
（

4 -
2 ）

1 .
0

16
16

16
1 .

0

10
71

5
声

乐
基

础
（

4 -
2 ）

1 .
0

16
16

16
1 .

0

10
71

9
形

体
训

练
2 .

0
32

32
16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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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3
视

唱
练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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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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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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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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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
钢

琴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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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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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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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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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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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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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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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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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4
中

国
音

乐
史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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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32

2 .
0

10
84

4
教

育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10
70

3
视

唱
练

（
4 -

4 ）
2 .

0
32

32
16

2 .
0

10
73

7
钢

琴
基

础
（

4 -
4 ）

1 .
0

16
16

16
1 .

0

10
71

5
声

乐
基

础
（

4 -
4 ）

1 .
0

16
16

16
1 .

0

10
70

4
和

声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81

4
中

国
音

乐
史
（

2 -
2 ）

2 .
0

32
32

2 .
0

10
84

5
发

展
与

教
育

心
理

学
2 .

0
32

32
2 .

0

10
70

8
西

方
音

乐
史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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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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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与

作
品

分
析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8
西

方
音

乐
史
（

2 -
2 ）

2 .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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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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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曲

式
与

作
品

分
析
（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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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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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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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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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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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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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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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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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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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32
32

2 .
0

10
70

2
民

族
民

间
音

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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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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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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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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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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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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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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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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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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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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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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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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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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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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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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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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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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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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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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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2

9
器

乐
舞

台
表

演
2 .

0
2
周

2
周

2 .
0 

D
：
舞

蹈

表
演

与
 

教
学

10
80

9
舞

蹈
（

7 -
1 ）

2 .
0

64
64

2 .
0 

10
80

9
舞

蹈
（

7 -
2 ）

2 .
0

64
64

2 .
0 

10
80

9
舞

蹈
（

7 -
3 ）

2 .
0

64
64

2 .
0 

10
80

9
舞

蹈
（

7 -
4 ）

2 .
0

64
64

2 .
0 

10
80

9
舞

蹈
（

7 -
5 ）

2 .
0

64
64

2 .
0 

10
83

0
教

学
剧

目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80

9
舞

蹈
（

7 -
6 ）

2 .
0

64
64

2 .
0 

10
83

0
教

学
剧

目
（

2 -
2 ）

2 .
0

32
32

2 .
0 

10
80

9
舞

蹈
（

7 -
7 ）

2 .
0

64
64

2 .
0 

10
83

1
舞

蹈
舞

台
表

演
2 .

0
2
周

2
周

2 .
0 

通
用

课
程

音
乐

基
 

础
理

论
 

与
实

践

10
73

6
世

界
民

族
音

乐
2 .

0
32

32
2 .

0 

10
72

7
音

乐
美

学
2 .

0
32

32
2 .

0 

10
70

5
复

调
2 .

0
32

32
2 .

0 

10
84

0
中

国
当

代
音

乐
2 .

0
32

32
2 .

0 

10
83

2
高

级
和

声
2 .

0
32

32
2 .

0 

10
83

3
音

乐
制

作
2 .

0
32

32
2 .

0 

10
83

5
音

乐
课

程
标

准
与

教
学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

10
83

6
论

文
写

作
2 .

0
32

32
2 .

0 

10
83

4
音

乐
教

学
实

作
能

力
训

练
2 .

0
32

32
2 .

0 
▲

选
修

说
明

：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5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5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

C
、

D
四

个
方

向
中

选
定

一
个

方
向

，
并

取
得

其
中

全
部

学
分

；
从

通
用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带

▲
课

程
为

必
选

课
程

。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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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中

的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3
.

0 
20
.

0 
4 .

0 
21
.

0 
23
.

0 
4 .

0 
10
.

0 
12
.

0 
4 .

0 
6 .

0 
8 .

0 

选
修

2 .
0 

2 .
0 

1 .
0 

3 .
0 

2 .
0 

11
.

0 
7 .

0 
2 .

0 
3 .

0 
2 .

0 

合
计

23
.

0 
22
.

0 
6 .

0 
22
.

0 
26
.

0 
6 .

0 
21
.

0 
19
.

0 
6 .

0 
9 .

0 
10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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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洋 方 专业

130202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音乐基本理论知识、熟练的西洋管弦乐器演奏技能、准确的音乐作品 释

能力，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能够从事室内乐、交响乐演奏和音乐教学工作的

应用型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发展，毕业能够成长并达到如下目标：

1. 具备系统的音乐基本理论知识，能够独立分析、演奏中外音乐作品；

2. 具有较强的舞台实践能力，能够胜任艺术团体的演奏工作； 

3. 能够胜任在初、中等教学部门中从事教学工作； 

4.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途径，更新专业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5. 具备音乐学科研究的基本能力，掌握研究方法；

6.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准，积极服务社会。

二、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 10 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音乐基本理论、中外音乐史论的基础知识。

2. 具备熟练的读 能力，掌握所学乐器的专业演奏技巧。

3. 能够深入研读、理解作品，并对独奏作品进行二度创作。

4. 具备室内乐、交响乐演奏的团队合作能力。

5. 熟悉外文专业术语，能够满足专业演奏学习需求。

6. 掌握计算机基本使用方法，具备音乐编创及制作的能力。

7. 掌握音乐教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必备技能，具备从事教学工作的能力。

8. 具有终身学习和获取新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9. 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10.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专业核心课程：独奏、管弦乐队合奏、室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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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音乐英语文献选读

五、 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必修

理论 105 1 748 含实验学时 8，上机学时（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实践 31

选修 34

毕业要求

1.  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7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 符合条件，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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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课
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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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环
节

及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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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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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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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
00

0
新

生
研

讨
课

1 .
0

16
16

1 .
0

07
11

2
程

序
设

计
3 .

0
48

48
（

40
）

3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1 ）

3 .
0

48
48

48
3 .

0

11
20

1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1 ）

1 .
0

32
32

1 .
0

20
20

1
军

训
2 .

0
3
周

3
周

2 .
0

20
20

2
军

事
理

论
2 .

0
36

36
2 .

0

07
11

3
大

学
计

算
机

1 .
0

16
16

（
16

）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2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2 ）

1 .
0

32
32

1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3 ）

3 .
0

48
48

48
3 .

0

11
30

1
毛

泽
东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
0

80
48

32
5 .

0

12
10

1
体

育
（

4 -
3 ）

1 .
0

32
32

1 .
0

08
00

3
创

业
基

础
2 .

0
32

16
8

8
2 .

0

10
10

1
大

学
外

语
（

4 -
4 ）

3 .
0

48
48

48
3 .

0

11
10

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3 .
0

48
32

16
3 .

0

12
10

1
体

育
（

4 -
4 ）

1 .
0

32
32

1 .
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70

1
基

本
乐

理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3
视

唱
练

（
4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3
视

唱
练

（
4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1
基

本
乐

理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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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0
70

4
和

声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3
视

唱
练

（
4 -

3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1

0
中

国
音

乐
史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4
和

声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3
视

唱
练

（
4 -

4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1

0
中

国
音

乐
史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20

3
音

乐
英

语
文

献
选

读
（

双
语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7
曲

式
分

析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8
西

方
音

乐
史
（

2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7
曲

式
分

析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0

8
西

方
音

乐
史
（

2 -
2 ）

2 .
0

32
32

32
2 .

0

专
业

课
程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8
室

内
乐
（

6 -
1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1 ）

1 .
0

16
16

48
1 .

0

10
81

0
艺

术
实

践
（

6 -
1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8
室

内
乐
（

6 -
2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2 ）

1 .
0

16
16

48
1 .

0

10
81

0
艺

术
实

践
（

6 -
2 ）

1 .
0

1
周

1 .
0

10
92

5
期

专
题

讲
座
（

2 -
1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90

6
期

音
乐

实
践
（

3 -
1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3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8
室

内
乐
（

6 -
3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3 ）

1 .
0

16
16

48
1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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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专
业

课
程

10
81

0
艺

术
实

践
（

6 -
3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4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8
室

内
乐
（

6 -
4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4 ）

1 .
0

16
16

48
1 .

0

10
81

0
艺

术
实

践
（

6 -
4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92

5
期

专
题

讲
座
（

2 -
2 ）

2 .
0

2
周

2 .
0

10
90

6
期

音
乐

实
践
（

3 -
2 ）

2 .
0

2
周

2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5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8
室

内
乐
（

6 -
5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5 ）

1 .
0

16
16

48
1 .

0

10
81

0
艺

术
实

践
（

6 -
5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6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6 ）

1 .
0

16
16

48
1 .

0

10
72

8
室

内
乐
（

6 -
6 ）

2 .
0

32
32

32
2 .

0

10
81

0
艺

术
实

践
（

6 -
6 ）

1 .
0

1
周

1
周

1 .
0

10
90

6
期

音
乐

实
践
（

3 -
3 ）

2 .
0

2
周

2
周

2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7 ）

2 .
0

32
32

32
2 .

0

10
72

9
独

奏
（

8 -
7 ）

1 .
0

16
16

48
1 .

0

10
72

9
独

奏
（

8 -
8 ）

1 .
0

16
16

48
1 .

0

10
73

0
管

弦
乐

队
合

奏
（

8 -
8 ）

2 .
0

32
32

32
2 .

0

10
92

3
毕

业
音

乐
会

4 .
0

4
周

4
周

4 .
0

10
99

4
专

业
实

习
4 .

0
4
周

4
周

4 .
0

10
99

9
毕

业
论

文
5 .

0
5
周

5
周

5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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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A
：
器

乐
类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1 ）

1 .
0

16
16

1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1 ）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2 ）

1 .
0

16
16

1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2 ）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3 ）

1 .
0

16
16

1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3 ）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4 ）

1 .
0

16
16

1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4 ）

2 .
0

32
32

2 .
0 

10
70

5
复

调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5 ）

1 .
0

16
16

1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5 ）

2 .
0

32
32

2 .
0 

10
84

6
大

提
琴

乐
队

片
段

训
练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83

8
小

提
琴

乐
队

片
段

训
练
（

2 -
1 ）

2 .
0

32
32

2 .
0 

10
83

2
高

级
和

声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6 ）

1 .
0

16
16

1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6 ）

2 .
0

32
32

2 .
0 

10
84

6
大

提
琴

乐
队

片
段

训
练
（

2 -
2 ）

2 .
0

32
32

2 .
0 

10
83

8
小

提
琴

乐
队

片
段

训
练
（

2 -
2 ）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7 ）

1 .
0

16
16

2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7 ）

2 .
0

32
32

2 .
0 

10
77

8
管

弦
艺

术
史

2 .
0

32
32

2 .
0 

10
81

1
管

弦
重

奏
（

8 -
8 ）

2 .
0

32
32

2 .
0 

10
80

8
器

乐
演

奏
（

8 -
8 ）

1 .
0

16
16

1 .
0 



430

 2017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B
：
教

育
类

10
77

1
钢

琴
普

修
（

6 -
1 ）

1 .
0

16
16

1 .
0 

10
79

4
声

乐
普

修
（

6 -
1 ）

1 .
0

16
16

1 .
0 

10
77

1
钢

琴
普

修
（

6 -
2 ）

1 .
0

16
16

1 .
0 

10
83

9
形

体
2 .

0
32

32
2 .

0 

10
79

4
声

乐
普

修
（

6 -
2 ）

1 .
0

16
16

1 .
0 

10
84

4
教

育
概

论
2 .

0
32

32
2 .

0 

10
79

4
声

乐
普

修
（

6 -
3 ）

1 .
0

16
16

1 .
0 

10
77

1
钢

琴
普

修
（

6 -
3 ）

1 .
0

16
16

1 .
0 

10
73

2
民

族
民

间
音

乐
赏

析
2 .

0
32

32
2 .

0 

10
73

6
世

界
民

族
音

乐
2 .

0
32

32
2 .

0 

10
77

1
钢

琴
普

修
（

6 -
4 ）

1 .
0

16
16

1 .
0 

10
79

4
声

乐
普

修
（

6 -
4 ）

1 .
0

16
16

1 .
0 

10
84

5
发

展
与

教
育

心
理

学
2 .

0
32

32
2 .

0 

10
72

7
音

乐
美

学
2 .

0
32

32
2 .

0 

10
77

1
钢

琴
普

修
（

6 -
5 ）

1 .
0

16
16

1 .
0 

10
79

4
声

乐
普

修
（

6 -
5 ）

1 .
0

16
16

1 .
0 

10
84

0
中

国
当

代
音

乐
2 .

0
32

32
2 .

0 

10
77

1
钢

琴
普

修
（

6 -
6 ）

1 .
0

16
16

1 .
0 

10
79

4
声

乐
普

修
（

6 -
6 ）

1 .
0

16
16

1 .
0 

10
83

3
音

乐
制

作
2 .

0
32

32
2 .

0 

10
70

9
音

乐
教

学
法

2 .
0

32
32

2 .
0 

10
83

5
音

乐
课

程
标

准
与

教
学

设
计

2 .
0

32
32

2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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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编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
内

学
时

分
配

课
外

学
时

学
年

、
学

期
、
学

分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B
：
教

育
类

10
83

4
音

乐
教

学
实

作
能

力
训

练
2 .

0
32

32
2 .

0 

10
83

6
论

文
写

作
2 .

0
32

32
2 .

0 

选
修

说
明

：
 

1 .
选

修
学

分
要

求

（
1 ）

 选
修

课
程

要
求

修
满

34
学

分
。

（
2 ）

 要
求

从
本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24

学
分

；
要

求
从

A
、

B
两

个
方

向
中

选
择

一
个

方
向

，
从

中
至

少
取

得
12

学
分

；
选

择
A

方
向

的
学

生
要

从
“

管
弦

重
奏

”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4
学

分
。

 
（

3 ）
  要

求
至

少
取

得
10

个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学

分
；
其

中
从

管
理

智
慧

与
国

际
视

野
、
科

学
素

养
与

工
程

技
术

、
身

心
健

康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课

程
中

至
少

取
得

6
学

分
，

6
学

分
不

能
全

部
属

于
同

一
模

块
；
人

文
艺

术
与

哲

学
素

养
中

的
《

形
势

与
政

策
》
为

必
选

课
程

。

2 .
选

修
指

导
意

见

（
1 ）

 建
议

有
意

向
从

事
西

洋
管

弦
乐

器
演

奏
工

作
的

学
生

选
修

A
方

向
课

程
。

（
2 ）

 建
议

有
意

向
选

择
其

他
工

作
的

学
生

选
修

B
方

向
课

程
。

 

建
议

修
读

学
分

学
  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必
  修

25
.

0 
18
.

0 
4 .

0 
21
.

0 
21
.

0 
4 .

0 
12
.

0 
10
.

0 
2 .

0 
3 .

0 
16
.

0 

选
  修

2 .
0 

2 .
0 

2 .
0 

2 .
0 

10
.

0 
10
.

0 
4 .

0 
2 .

0 

合
  计

27
.

0 
20
.

0 
4 .

0 
23
.

0 
23
.

0 
4 .

0 
22
.

0 
20
.

0 
2 .

0 
7 .

0 
18
.

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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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学 本科 自 计

为 落实文件精神，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和个性成长，实现第一课 与第二课 相互促进和协

调发展，特制定本计划。

一、 计划

本科生自主发展计划包括两大模块：（1） 自主选修课程：是指学生自主选修的专业培养计划以外的

课程，包括超过通识教育选修学分要求的课程、跨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旨在拓展学生的知

识领域，满足个性学习的需求；（2） 自主实践活动：包括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文体发展、技能培训等四个

子模块，旨在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二、 学分要求

我校本科生在取得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学分的同时，还需至少取得 10 个自主发展计划学分，且

必须从“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子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方可毕业。

三、 学分

1. 学生通过修读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以外的课程获得的学分，均可计入自主发展计划学分。学习内

容相近的重复性课程，不重复 分。

2. 自主实践活动学分认定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主实践活动 分细则》 （附件） 行。同一

项目不同级别的 项，不重复 分，只计 高学分；同一项目 计入专业培养计划的，本计划不再 分。

四、 管理

1. 教务处负责自主发展计划的整体规划、学分管理等工作，教务处、校团 、各院部负责自主发展

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管理和审核认定等工作。

2. 自主发展计划中修读课程的学分管理实行学生申请、开课学院审核、学生所在学院复核、教务处

审批认定的办法。自主实践活动学分管理实行学生申请、学生所在学院团 审核、校团 复核、教务处

审批认定的办法。

3. 每学年各院部对学生获得的自主发展计划进行统计，经院部 总公示、校团 复核无异议后，报

教务处备案。

五、 本文 本科 教 、

附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主实践活动 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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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 学（ ）自主 分 则

一、 

1. 参加出国实践、 和课 时间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求有详细材料记录、实践单位证明、实践

报告或总结，并有校内相关组织推 证明等。实践时间累计 4 周以上者，计 2 学分。获得校级以上社会

实践先进集体和个人，每人计 3 学分。不重复计分。

2.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依据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认定的服务时间 分。服务时间累计 60 小时

以上者，计 2 学分。服务时间累计 20 ～ 60 小时者，计 1 学分。

3. 积极参与学生社团活动， 评为校级以上优 社团，核心成员（20 人以内）计 2 学分； 评为校

级以上优 社团干部，计 2 学分。校、院两级学生会核心成员（30 人以内）每学年计 2 学分。学生在校

期间该项学分只计一次，不重复计分。

4. 参与组织学校 办的活动或承办校级以上层面的各类活动，其主要组织骨干成员（10 人以内），

计 1 学分；参与组织院级活动的，其主要骨干成员（5 人以内），计 0.5 学分。学生在校期间该项累计

高计 2 学分。 

5. 社会实践模块至少取得 2 学分，累计不超过 6 学分。

二、 业

1. 学科竞赛。

参加学校认定的各类学科竞赛，学分计算参照表 1。

1 

 

获 6 4 2 1.  团队参赛获 的，团队中所有学生均可获得相

应学分；

2. 未完整参赛的不计学分；

3. 同一项目不同级别的 项，只计 高学分。
参赛 4 2 0.5

2. 课外科技活动。

（1） 参加学校认定的各类科技竞赛、科技活动等，学分计算参照表 2。

2 

 

获 6 4 2 1 1.  团队参赛获 的，团队中所有学生均可获得相

应学分；

2. 未完整参赛的不计学分；

3. 同一项目不同级别的 项，只计 高学分。
参赛 4 2 0.5 0.5

（2） 参加并完成自主实验项目，提交完整的实验报告，实验室评定合格的，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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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加学校组织的“科创论 ”等学术讲座、“科创 ” 等专题研讨会，递交 500 字以上学习心

得体会，每次计 0.2 学分，同一学年 高计 1 学分， 高累计 2 学分。

3. 项目研究。

（1） 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分计算参照表 3。

3 目

 

优 6 5 4 3 1
未结题项目不计学分。

合格 4 3 3 2 1

（2） 参加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和科技创新“ 战 ”专项项目，学分计算参照表 4。

4 目

 

优 4 3 1
未结题项目不计学分。

合格 3 2 1

4. 学术研究成果。

（1） 学生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学分计算参照表 5。

5 

 

SCI、SSCI、EI、ISTP 收录 8 6 4

发表学术论文第一 名单位应为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文核心期刊 6 3 1

公开出版的一般期刊 2 1 0.5

学术会议论文集 2 1 0.5

（2）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专利，学分计算参照表 6。

6 

 

目

发明专利 6 4 3

1.  第一专利权人 / 著作权人应为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2. 各种专利以正式的专利证书为准；

3. 专利转 ，以鉴定专利转 协议为准；

4. 从第 4 名起等差递减 1 学分， 至为 0。

实用新型专利 4 3 2

外观设计专利 4 3 2

专利转 5 4 3

软件著作权 5 4 3

集成电路 图专有权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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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业活动。

学生自主开展的创业活动，受到校级以上表 者，参照科技创新活动学分认定标准计分。

6. 创新创业模块至少取得 2 学分。

三、 文体发展

1. 参加校级以上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表演骨干每人每次计 1 学分；参加院级演出活动，表演骨干

每人每次计 0.5 学分；学生在校期间该项累计 高计 2 学分。

2. 参加院级以上的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比赛者，学分计算参照表 7。

7 

 

获 6 4 2 1
1.  团队参赛获 的，团队中所有学生均可获得相应

学分；

2. 未完整参赛的不计学分；

3. 同一项目不同级别的 项，只计 高学分；

4.  属于原创文化艺术，经校团 评定，每人计 2 学分。
参赛 4 2 0.5 0.5

3. 文体发展模块累计不超过 6 学分。

四、 技 培

1. 获得社会公认的各种技能评价、资格认定的证书，每人计 2 学分，如托福、 思、GRE、程序员、会

计师、税务师、审计师、司法考试、CAD 资格证、计算机三级以上等级证书。

2. 参加职业测评、完成职业规划书，经院部评定，每人计 1 学分。参加校级以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设计大赛、城市生存 战赛等技能竞赛，获 者计 2 学分；完整参加未获 者，每人计 1 学分。

五、 其他

学生参加其他自主实践活动项目，取得突出成绩，可按程序进行申报，经有关组织认定后，可获得

自主实践活动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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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理专业 学 培养计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主修专业基础知识与理论，

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工程管理技术基础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毕业后能在国

内外相关工程领域从事工程决策、工程全过程管理和工程管理科学研究等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二、 业 要求

学生在 有的数学、外语、计算机等课程的基础上，主要学习工程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方法，受到

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及其它经营管理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工程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2. 掌握 资经济和土木工程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 熟悉工程项目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

4. 具有利用计算机辅助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 

5. 具有从事工程项目决策与全过程管理的基本能力。 

6.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

际工作的能力。

三、 毕业要求及学

1. 学生修满本计划规定的 56 学分，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2. 未修满 56 学分， 取得 30 学分以上（含 30 学分）者， 发工程管理专业辅修证书。

四、 课程设置及 程

06119 土木工程概论 2.0 32 3

08405 管理学 3.0 48 3

08502 微观经济学 4.0 64 3

08113 工程经济学 3.0 48 2 4

08301 会计学 2.5 40 4 4

08501 观经济学 2.5 40 4

08103 运筹学 4.0 64 4 5

08116 工程项目管理 3.0 48 4 5

08130 经济法与建设法规 2.0 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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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22 财务管理学 3.0 48 6 5

06140 施工技术 2.0 32 6

08109 施工组织学 2.0 32 6

08110 项目管理应用软件 1.0 24 24 6

08117 工程估价 2.0 32 6

08104 管理系统工程 3.0 48 4 7

08126 工程 标与合同管理 3.0 48 16 7

08133 项目风险管理 2.0 32 7

08999 毕业设计 12.0 12周 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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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理专业 学 培养计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综合方法运用能力，理解所学专业领

域， 懂技术， 懂管理，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 部门从事管理以及辅助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二、 业 要求

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现代管理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接受工商企业管理方法与技

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工商企业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 掌握工商企业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3. 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4. 熟悉国内外工商企业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5.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6.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 毕业要求及学

1. 学生修满本计划规定的 56.5 学分，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2. 未修满 56.5 学分， 取得 30 学分以上（含 30 学分）者， 发工商管理专业辅修证书。

四、 课程设置及 程

08301 会计学 2.5 40 4 3

08405 管理学 3.0 48 3

08502 微观经济学 3.0 64 3

08103 运筹学 3.0 48 4 4

08105 技术经济学 2.0 32 4

08311 管理统计学 3.0 48 12 4

08501 观经济学 2.5 40 4

08406 市场营销学 3.0 48 5

08407 人力资源管理 2.5 40 12 5

08548 经济法 3.0 48 5

08322 财务管理学 3.0 48 6 6



444

 2017

08413 组织行为学 2.0 32 6

08414 战略管理 2.0 32 6

08415 管理沟通 2.0 32 6

08202 管理信息系统 2.0 32 7

08403 企业运营管理 2.0 32 7

08411 消 者行为学 2.0 32 7

08106 项目管理 2.0 32 8

08999 毕业设计 12.0 12 周 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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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 培养计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掌握主修专业性基本理论与知识，同时具有较

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了解英语国家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在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或政 部门

熟练运用英语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 业 要求

1.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 掌握英语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口头与书面交流，能够从事口 译工

作。

3. 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人际沟通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

维。

三、 毕业要求及学

1. 学生修满本计划规定的 60 学分，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2. 未修满 60 学分， 取得 30 学分以上（含 30 学分）者， 发英语专业辅修证书。

四、 课程设置及 程

10907 英语口语情景实训（3-1） 2.0 32 3

10296 英语视听说（2-1） 2.0 32 3

10217 英语写作（2-1） 2.0 32 3

10243 交际英语（4-1） 4.0 64 3

10247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2.0 32 3

10907 英语口语情景实训（3-2） 2.0 32 4

10296 英语视听说（2-2） 2.0 32 4

10217 英语写作（2-2） 2.0 32 4

10243 交际英语（4-2） 4.0 64 4

10234 高级科技英语阅读（2-1） 2.0 32 4

10291 基础 译（2-1） 2.0 32 4

10250 高级科技英语视听说 2.0 32 5

10907 英语口语情景实训（3-3） 2.0 32 5

10243 交际英语（4-3） 4.0 6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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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1 基础 译（2-2） 2.0 32 5

10293 基础口译（2-1） 2.0 32 5

10234 高级科技英语阅（2-2） 2.0 32 5

10219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2-1） 2.0 32 6

10243 交际英语（4-4） 4.0 64 6

10293 基础口译（2-2） 2.0 32 6

10297 应用文体翻译 2.0 32 6

10219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2-2） 2.0 32 7

10292 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2 32 7

10294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 2 8 24 8

10999 毕业设计 4.0 4 周 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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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 学 培养计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依法治国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主修专业

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同时具备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到国家机关包括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有关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学研

究和法律实务工作。

二、 业 要求

1. 掌握 法、法理、民法、经济法、 法、国际法等领域的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定。

2. 能够熟练地运用有关法学理论知识，解决本专业所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及其它法律 纷，并具

备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3. 具有较强的专业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

三、 毕业要求及学

1. 学生修满本教学计划中规定的 67 学分，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2. 未修满 67 学分， 取得 30 学分以上（含 30 学分）者， 发法学专业辅修证书。

四、 课程设置及 程

10501 法理学（2-1） 2.0 32 3

10502 法学 3.0 48 3

10565 民法学（2-1） 3.0 48 3

10567 刑法学（2-1） 3.0 48 3

10566 民法学（2-2） 3.0 48 4

10568 刑法学（2-2） 3.0 48 4

10512 国际法学 3.0 48 4

10508 行政法学 4.0 64 4

10520 中国法制史 2.0 32 4

10506 刑事 法学 4.0 64 5

10515 与继承法学 3.0 48 5

10509 行政 法学 3.0 48 5

10510 知识产权法学 3.0 4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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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9 经济法学（2-1） 3.0 48 5

10570 经济法学（2-2） 3.0 48 6

10515 民事 法学 4.0 64 6

10513 国际经济法学 3.0 48 6

10514 合同法学 3.0 48 6

10511 国际 法学 3.0 48 7

10501 法理学（2-2） 2.0 32 7

10518 商法学 4.0 64 7

10516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2.0 32 8

10592 法律文献检索与写作 1.0 16 8

10999 毕业论文 4.0 6 周 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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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设置一览

1
经济学

020101 经济学 四年
经济管理学院

2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3 法学 030101K 法学 四年

文学院
4

文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四年

5 050201 英语 四年

6 050202 俄语 四年

7

理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学院

8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9 070202 应用物理学 四年

10 070301 化学 四年

11 080402 材料物理 四年

12 080403 材料化学 四年

13 070302 应用化学 四年 化学工程学院

14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四年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15 070801 地球物理学 四年

16 070901 地质学 四年

17

工学

081201 测绘工程 四年

18 081402 勘查技术与工程 四年

19 081403 资源勘查工程 四年

20 080102 工程力学 四年

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1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四年

22 081001 土木工程 四年

23 081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四年

24 081504 油气储运工程 四年

25 082801 建筑学 五年

26 080201 机械工程 四年

机电工程学院

27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年

28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年

29 080205 工业设计 四年

30 080207 车辆工程 四年

31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四年

32 082901 安全工程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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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学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34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35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四年

36 080801 自动化 四年

37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四年 理学院

38 080703 通信工程 四年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39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40 080902 软件工程 四年

41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四年

42 081502 石油工程 四年

石油工程学院43 081506T 海洋油气工程 四年

44 0819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四年

45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四年

化学工程学院

46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年

47 081304T 能源化学工程 四年

48 082502 环境工程 四年

49 082505T 环保设备工程 四年

50

管理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经济管理学院

51 120103 工程管理 四年

52 120201K 工商管理 四年

53 120202 市场营销 四年

54 120203K 会计学 四年

55 120204 财务管理 四年

56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四年

57 120402 行政管理 四年

58 120801 电子商务 四年

59

艺术学

130202 音乐学 四年 文学院

60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胜利学院61 130503 环境设计 四年

62 130504 产品设计 四年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