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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15修订版，2018 年修订) 

专业代码：080204             专业名称：机械电子工程  

英文专业名称：Mechatronic Engineering 

1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需要的，掌握机械、电子、控制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较强的机械

电子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在机电行业及相关领域从事机电产品和系统的开发、

设计制造、应用研究、测试、技术服务和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 年左右的实践锻炼，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具有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

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目标 2：能够根据机电工程的需求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具有综合考虑多重制约因

素进行设计和开发的能力，包括信息收集和综合、使用现代工程工具的能力； 

目标 3：具有在工程实践中与同行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目标 4：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和项目管理能力，能承担专业技术骨干、项目负责

人或部门主管的工作，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力； 

目标 5：具备终身学习和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能力。 

2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满足如下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要求： 

（1）工程知识：具备数学、自然科学、机械电子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

能将其用于解决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判断

和表达机电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通过文献研究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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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机电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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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复杂机电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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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电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机电工程实

践和复杂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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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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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机电工程实践中

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以机电工程为主体的多学科背景下的开发、制造技术

服务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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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机电产品设计制造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过程中，理解并掌

握工程管理基本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够在以机电工程为主体的多学科环境中合

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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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本专业各项毕业要求均是为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而制定。为有效实现毕业要求

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建立了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1  √    

毕业要求 2  √    

毕业要求 3  √    

毕业要求 4  √   
 

毕业要求 5  √    

毕业要求 6 √ √  
 

 

毕业要求 7 √ √    

毕业要求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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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9   √ √ 
 

毕业要求 10   √ √ √ 

毕业要求 11 
   

√ 
 

毕业要求 12     √ 

4 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170 学分，其中公共教育课 50 学分，学科基础课 67 学分，

专业课 53 学分。 

5 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 

6 核心知识领域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基础、控制理论与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机电系统设

计与控制、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7 专业核心课程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控制工程基础、机电传动与控制、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微型计

算机原理与应用、可编程控制器等。 

8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金工实习、工程制图测绘、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电子工艺实训、机电传动与控制

课程设计、测控系统课程设计、机电系统创新实验、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生产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等。 

9 学制 

四年 

10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11 课程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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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教学计划总体安排 

教学计划总体安排如表 2 所示。 

表 2 教学计划总体安排表 

       学年学期 

        项目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创新创业

类课程 

创新创业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32 
   

机电系统创新实验 
    

16 
   

机器人创新实验       16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1 周 

公共实践

类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32 
     

军训 3 周 
       

专业实践

类课程 

金工实习 B(热加工,冷加工) 3 周 
       

工程制图测绘  1 周    
   

电子工艺实训    1 周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A    3 周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设计 
     

2 周 
  

测控系统课程设计 
     

2 周 
  

生产实习       3 周  

液压传动系统课程设计       2 周  

毕业设计(论文)        13 周 

独立实验

类课程 

大学物理实验 A 
  

32 
     

工程力学实验 
  

8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8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16     

机械设计实验 
   

8 
    

机械原理实验 
   

8 
    

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学时数（含课内实验） 370 376 422 344 272 304 128 0 

合计 
独立实践环节 

实践周数 6 1 0 4 0 4 5 14 

教学学时 0 0 80 32 48 0 16 0 

理论教学学时数（含课内实验） 370 376 502 376 320 304 144 0 

备注：1、除单位为“周”外，其他为学时数；2、“液压传动系统课程设计”、“机器人创

新实验”为选修实践性教学环节，其余为全专业必修实践性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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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教学计划进度表 

教学计划进度表如表 3 所示。 

表 3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公

共

教

育

课

程 

公

共

教

育

必

修

课 

15229901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8 40    8 3 1 48         

152299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4    8 2 2 
 

32        

15229903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40    8 3 4    48      

15229904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64 56    8 4 6      64    

152299059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32 2    30 2 3   32       

152299069 形势与政策 1(上) 8 8     0.25 1 8         

152299079 形势与政策 1(下) 8 8     0.25 2 
 

8        

152299089 形势与政策 2(上) 8 8     0.25 3   8       

152299099 形势与政策 2(下) 8 8     0.25 4    8      

152299109 形势与政策 3(上) 8 8     0.25 5     8     

152299119 形势与政策 3(下) 8 8     0.25 6      8    

152299129 形势与政策 4 16 16     0.5 7       16   

161099019 大学英语(1) 48 48     3 1 48         

151099029 大学英语(2) 48 48     3 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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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161099039 大学英语(3) 32 32     2 3   32       

151099049 大学英语(4) 32 32     2 4   
 

32      

152099019 军事理论课 16 16     1 1 16         

152099029 军训     3  2 1 32         

151599019 体育-1 32     32 1 1 32        

俱乐部模式 
151599029 体育-2 32     32 1 2  32       

151599039 体育-3 32     32 1 3  
 

32      

151599049 体育-4 32     32 1 4    32     

151599059 体育-5 8     8 0 5    
 

8    
体标测试 

151599069 体育-6 8     8 0 7       8  

150999049 计算机应用基础 A(C 语言) 80 48  32   5 1  80         

小计 688 450  32 3 206 38  264 120 104 120 16 72 24    

公

共

教

育

核

心

 艺术审美类       2          

全专业必选 

9 学分 

 人文社科类       1          

 哲学与批判类       1          

 经济管理类       1          

 创新创业类       2          

 自然科学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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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课  生物环境类       1          

小计       9  至少选修 9 个学分  

公共教育选修课       3           

合计       50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核

心

课 

15219915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32 32     2 3   32       

全专业必选 

21 学分 

150890069 电路原理 A 48 44 4    3 3   48       

150890119 模拟电子技术 B 40 40 
 

   2.5 3   40       

150890129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8 
 

8    0.5 3   8       

150106599 数字电子技术 C 48 48     3 4    48     

150106609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16 
 

16    1 4    16     

150191139 机械设计基础 A 64 64     4 4    64     

150192029 机械设计实验 8  8    0.5 4    8     

150191229 机械原理实验 8  8    0.5 4    8     

150191169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A     3  3 4    48     

150191029 工程制图测绘     1  1 2  16       

小计 272 228 44  4  21   16 128 192       

学

科

152199019 大学物理 A(1) 56 56     3.5 2  56         全专业必选 

45.5 学分 152199029 大学物理 A(2) 56 56     3.5 3   56      



                                          西华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8 

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基

础

必

修

课 

152199039 大学物理实验 A 32 
 

32    2 3   32      

152199089 高等数学 B(1) 80 80     5 1 80        

152199099 高等数学 B(2) 64 64     4 2   64        

152199139 线性代数 B 32 32     2 2   32        

150699099 工程力学 B 56 56     3.5 3     56      

150699089 工程力学实验 8  8    0.5 3     8      

150199079 金工实习 B(热加工,冷加工)     3  3 1 48          

150199019 工程制图 A(1) 56 56     3.5 1 56          

150199029 工程制图 A(2) 56 44  12   3.5 2   56        

152199179 普通化学 A 48 48     3 2  48       

150201499 工程材料 B 40 36 4    2.5 3   40      

150407069 流体力学 C 32 32     2 4    32     

150201659 热工基础 32 32     2 4    32     

15211003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32 32     2 3   32      

小计 680 624 44 12 3  45.5 
 

184 256 224 64     

学

科

基

础

150106879 EDA 技术 32 24  8   2 3   32      
全专业选修 

0.5 学分 
150106229 高级语言在测控中的应用 A 32 22 10    2 5     32    

150106699 信号与系统（双语）A 48 44  4   3 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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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选

修

课 

150106629 数字信号处理 B 40 36  4   2.5 4    40     

150806079 电力电子技术 40 34 6    2.5 5     40    

小计 192 160 16 16   12  
  

32 88 72     

合计 1144 1012 104 28 7  78.5  184 272 384 344 72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150106649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 40 32 8    2.5 5     40    

全专业必选 

15.5 学分 

150106449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40 34 6    2.5 5     40    

150191259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A 64 60 4    4 5     64    

150106499 控制工程基础(双语) 48 42 2 4   3 5     48    

150106309 机电传动与控制 B 40 36 4    2.5 6     
 

40   

15010641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导论 16 16     1 1/3 2 
 

14      

小计 248 220 24 4   15.5 
 

2 
 

14   192 40   
 

专

业

必

修

课 

150106369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32 30 2    2 6      32   

全专业必选 

33 学分 

150106489 可编程控制器 A 40 32 8    2.5 6      40   

150106379 机器人技术 40 36 4    2.5 6      40   

150106269 工业机器人应用基础 32 28 4    2 7       32  

153199029 信息检索 16 8  8   1 5     16    

150106209 电子工艺实训     1  1 4    32     

150106329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设计     2  2 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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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150106109 测控系统课程设计     2  2 6      32   

150106349 机电系统创新实验 16 
 

16    1 5     16 
 

  

15010642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生产实习     3  3 7       48   

15010640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13  13 8        208 

150106389 机械电子工程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1  1 8        16 

小计 176 134 34 8 22  33     32 32 176 80 224   

专

业

选

修

课 

150101099 机械 CAD/CAM 40 20  20   2.5 7       40  

全专业选修 

4.5 学分 

150101289 数控机床概论 32 32  
 

  2 7       32  

150106619 数字图象处理 C 40 34  6   2.5 7       40  

150106279 工业监控组态技术 32 24 4 4   2 7       32  

150106839 智能仪器设计 40 32 8    2.5 7       40  

15010643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英语 32 32     2 7       32  

150106679 现场总线及工业控制网络技术 40 40     2.5 6     
 

40   

150106509 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 40 36 4    2.5 5     40    

150106739 液压传动系统课程设计     2  2 7       32  

150106399 机械电子工程学科前沿讲座 8 8     0.5 7       8  

150192019 机器人创新实验 16 
 

16    1 7       16  

小计 320 258 32 30 2  22      40 4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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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合计 744 612 90 42 24  70.5 
 

2 
 

14 32 264 256 352 224  

最低毕业学分总计 170 

备注：学生毕业的总学分要求为 170 学分。理论学时、实验、上机等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每个实践周计 1 学分；军训 3 周计 2 学分。 

11.3 课程配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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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课程配置流程图 

第 1学期 第 2学期 第 3学期 第 4学期 第 5学期 第 6学期 第 7学期 第 8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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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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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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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基础 
高级语言在测
控中的应用 A 

工业监控组态技

术 
普通化学 A 

 
机械设计基础 A 

 

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 A 

流体力学 C 

 

热工基础 

 

工程力学 B 

 

工程制图 A 

 

液压传动系统 

课程设计 

 

机械 CAD/CAM 

 

机械工程 

测试技术 

 

微型计算机 

原理与应用 

可编程控制器 A 

 

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 

 

机电传动与控制 B 

 

测控系统 

课程设计 

 

机电传动与控制 

课程设计 

 

线性代数 B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B 

 

电路原理 A 

模拟电子技术 B 数字电子技术 C 

信号与系统 A 

数字信号处理 B 

大学物理 A 

 

智能仪器设计 

 

高等数学 

 

工程材料 B 

 

控制工程基础 

机器人技术 
工业机器人 

应用基础 

 

2 

3 

3 

2 

1 

1 

数字图像处理 

 

4 

4 

3 

复变函数与 

积分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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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公共教育核心课教学进度表 

公共教育核心课的采用选修模式进行修读，其中，艺术审美类和创新创业类课程

各选修 2 学分，人文社科类、哲学与批判类、经济管理类、自然科学类、生物环境类

课程各选修 1 学分。其教学进度表如表 4 所示。 

表 4 公共教育核心课教学进度表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创新

创业

课程

组 

150788029 创新思维训练 1.0 16 16 1-8 

153888019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0 16 16 1-8 

153888029 大学生就业及创业指导 1.0 16 16 1-8 

153888039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及实务 1.0 16 16 1-8 

153888049 创业实践 1.0 16 16 1-8 

154188019 创新方法概论及应用 1.0 16 16 1-8 

W16000059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2.0 32 32 1-8 

W16000069 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 2.0 32 32 1-8 

W16000079 创业启蒙与案例分享 2.0 32 32 1-8 

W16000089 创业基本功与精益创业方法论 2.0 32 32 1-8 

W16000099 创业基础 1.0 16 16 1-8 

W16000109 创新思维开发与落地 1.0 16 16 1-8 

W16000219 创新思维训练 1.0 16 16 1-8 

W16000229 创业创新执行力 1.0 16 16 1-8 

W16000299 职业生涯规划-体验式学习 1.0 16 16 1-8 

W16000329 创践——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1.0 16 16 1-8 

W16000379 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 1.0 16 16 1-8 

W16000389 大学生就业 21 问 1.0 16 16 1-8 

W16000429 创新理论与创业方式 1.0 16 16 1-8 

经济

管理

课程

组 

150788039 财富与谋略 1.0 16 16 1-8 

150788049 工科学生与 CEO 1.0 16 16 1-8 

150788059 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与中国的崛起 1.0 16 16 1-8 

150788069 管理思想史 1.0 16 16 1-8 

150788079 合同陷阱及风险防范专题讲座 1.0 16 16 1-8 

150788089 工科学生与技术创新管理 1.0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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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150788099 三国与管理 1.0 16 16 1-8 

151288019 经济热点问题系列讲座 1.0 16 16 1-8 

151288029 电子商务与网络创业 1.0 16 16 1-8 

151288039 保险与个人理财 1.0 16 16 1-8 

151288049 股票投资技巧分析 1.0 16 16 1-8 

151288059 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研究 1.0 16 16 1-8 

W16000129 职业素质养成 2.0 32 32 1-8 

W16000269 国际税收网链上的舞者 1.0 16 16 1-8 

W16000309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1.0 16 16 1-8 

W16000349 互联网金融 1.0 16 16 1-8 

人文

社科

课程

组 

150788019 人际交往与沟通 1.0 16 16 1-8 

151088019 欧美文化概论 1.0 16 16 1-8 

151088029 高级英语 1.0 16 16 1-8 

151088039 中西方文化比较 1.0 16 16 1-8 

151088049 英语影视赏析 1.0 16 16 1-8 

151088059 体验商务英语 1.0 16 16 1-8 

151088069 基础科技英语 1.0 16 16 1-8 

151088079 媒体英语视听说 1.0 16 16 1-8 

151088089 韩国文化概况 1.0 16 16 1-8 

151788049 经典名著鉴赏 1.0 16 16 1-8 

151788059 法律与生活 1.0 16 16 1-8 

151788069 国学导读 1.0 16 16 1-8 

151788079 孙子兵法与谋略学 1.0 16 16 1-8 

151788089 现代文史经典导读 1.0 16 16 1-8 

151788099 中国传统文化 1.0 16 16 1-8 

151788109 世界通史专题 1.0 16 16 1-8 

151788119 中国通史专题 1.0 16 16 1-8 

151788129 申论 1.0 16 16 1-8 

151788139 应用文写作 1.0 16 16 1-8 

151788149 演讲艺术 1.0 16 16 1-8 

151788159 谈判艺术 1.0 16 16 1-8 

151788199 中华法文化的制度密码 1.0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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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152288019 当代全球问题分析 1.0 16 16 1-8 

153688019 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 1.0 16 16 1-8 

153688029 积极心理与大学生活 1.0 16 16 1-8 

153688039 爱情心理学 1.0 16 16 1-8 

W16000019 西方文明通论 2.0 32 32 1-8 

W16000029 中华民族精神 2.0 32 32 1-8 

W16000039 文化遗产概览 2.0 32 32 1-8 

W16000049 中国传统文化 2.0 32 32 1-8 

W16000179 中华诗词之美 1.0 16 16 1-8 

W16000249 公共关系与人际交往能力 1.0 16 16 1-8 

W16000339 人际传播能力 1.0 16 16 1-8 

W16000419 中华法文化的制度解读 1.0 16 16 1-8 

生物

环境

课程

组 

150488029 节能减排与绿色能源 1.0 16 16 1-8 

150488039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1.0 16 16 1-8 

150588019 营养与安全 1.0 16 16 1-8 

150588029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1.0 16 16 1-8 

150588039 养生、保健与美容 1.0 16 16 1-8 

150588049 中国饮食文化概论 1.0 16 16 1-8 

150588059 可持续发展导论 1.0 16 16 1-8 

150588069 人与自然 1.0 16 16 1-8 

150588079 优生优育 1.0 16 16 1-8 

150588089 化学与环境 1.0 16 16 1-8 

150588099 低碳环保与生产生活 1.0 16 16 1-8 

W16000139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 2.0 32 32 1-8 

W16000189 奇异的仿生学 1.0 16 16 1-8 

W16000199 生命科学与人类文明 1.0 16 16 1-8 

W16000259 可再生能源与低碳社会 1.0 16 16 1-8 

W16000279 艾滋病、性与健康 1.0 16 16 1-8 

W16000359 地球历史及其生命的奥秘 1.0 16 16 1-8 

W16000369 海洋的前世今生 1.0 16 16 1-8 

艺术

审美

150688019 中外最新建筑赏析 1.0 16 16 1-8 

151188019 美术鉴赏 1.0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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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课程

组 

151188029 音乐鉴赏 1.0 16 16 1-8 

151188039 戏曲鉴赏 1.0 16 16 1-8 

151188049 戏剧鉴赏 1.0 16 16 1-8 

151188059 书法鉴赏 1.0 16 16 1-8 

151188069 设计风格与时尚品味 1.0 16 16 1-8 

151188079 舞蹈鉴赏 1.0 16 16 1-8 

151188089 摄影基础 1.0 16 16 1-8 

151188099 艺术导论 1.0 16 16 1-8 

151188109 合唱艺术 1.0 16 16 1-8 

151788019 影视鉴赏 1.0 16 16 1-8 

151788029 经典影视作品剧本赏析 1.0 16 16 1-8 

151788039 审美文化 1.0 16 16 1-8 

154488019 流行演唱法 1.0 16 16 1-8 

W16000239 中国古建筑文化与鉴赏 1.0 16 16 1-8 

W16000289 艺术与审美 1.0 16 16 1-8 

W16000319 走进故宫 1.0 16 16 1-8 

哲学

与批

判课

程组 

151788169 文化哲学 1.0 16 16 1-8 

151788179 儒家的智慧 1.0 16 16 1-8 

151788189 道家的智慧 1.0 16 16 1-8 

152288029 哲学概论 1.0 16 16 1-8 

152288039 西方哲学的智慧 1.0 16 16 1-8 

152288049 哲学与人生 1.0 16 16 1-8 

152288059 趣味逻辑 1.0 16 16 1-8 

152288069 批判性思维 1.0 16 16 1-8 

W16000149 逻辑和批判性思维 2.0 32 32 1-8 

W16000159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 1.0 16 16 1-8 

W16000169 西方哲学智慧 1.0 16 16 1-8 

W16000209 批判与创意思考 1.0 16 16 1-8 

自然

科学

课程

组 

150288019 新能源及新能源材料 1.0 16 16 1-8 

150288029 走进材料世界 1.0 16 16 1-8 

150288039 科技创新与专利基础 1.0 16 16 1-8 

150288049 材料科学与人类文明 1.0 16 16 1-8 



                  西华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7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150288059 智能与功能材料导论 1.0 16 16 1-8 

150388019 汽车文化 1.0 16 16 1-8 

150488019 风力发电技术及应用 1.0 16 16 1-8 

150688029 智能建筑概论 1.0 16 16 1-8 

150688039 面向一带一路创业机遇的适应性建筑创新 1.0 16 16 1-8 

150988019 数据库及网络资源利用 1.0 16 16 1-8 

150988029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术 1.0 16 16 1-8 

152188019 趣说化学 1.0 16 16 1-8 

152188029 物理思想与人文精神 1.0 16 16 1-8 

152188039 数学文化 1.0 16 16 1-8 

W16000119 物理与人类文明 2.0 32 32 1-8 

W16000399 生物材料伴我行 1.0 16 16 1-8 

W16000409 3D 打印技术与应用 1.0 16 16 1-8 

备注：本专业该类课程的修读学期为建议为第 5、6、7 学期。 

11.5 公共教育选修课教学进度表 

公共教育选修课采用选修模式进行修读，学生毕业时至少应选修 3 学分。除本专

业教学计划中课程外的课程，以及公共教育核心课中超过要求修读学分外的课程，均

可认定为公共教育选修课。 

12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学分认定及成绩评定标准 

12.1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程序 

该课程学分认定，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任课教师按规定直接认定或向组织汇报

后认定，特殊情况交由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集体讨论后认定。具体程序如下： 

（1）学生填写《西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创新实践活动学分认

定申请表》； 

（2）在规定时间内以行政班为单位，向任课教师提交申请表，提交申请表时应

按照规定附上相应材料： 

1）科技论文原件及当期期刊的封面、目录、论文所在页和封底的复印件； 

2）专利授权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3）各类竞赛获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如证书上没有姓名的，需要组织竞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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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相关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原件； 

4）各类技能证书、培训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5）项目结题或鉴定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如证明上无姓名的，需要学校立题部

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 

6）校团委或学生工作部出具的社会实践优秀个人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任课教师检查完学生提交的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的符合度后，将除证明材料

外的其他材料原件按行政班为单位退还学生； 

（4）任课教师按照“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课程成绩评定标准”评定成绩； 

（5）如学生对相关材料的认定有异议或学生提交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则应在任

课教师评定成绩前提交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 

12.2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学分认定范围 

（1）在各类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发表的科技论文； 

（2）获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外观专利； 

（3）在省级及以上学科比赛中获奖； 

（4）获得的与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有关的技能

认证证书； 

（5）SYB 创新创业培训证书； 

（6）省级及以上的文艺、体育类比赛获奖； 

（7）西华大学立项的各类结题项目； 

（8）社会实践优秀个人。 

12.3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课程成绩评定标准 

表 5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课程成绩评定标准 

成果名称 
排名及得分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中文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科技论文 100 80 60   

普通期刊科技论文 80     

国家发明专利 100 90 80 70 60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85 75 65   

国家软件著作权、外观专利 80 70 60   

国家级学科竞赛一等奖 100 100 100 100 100 

国家级学科竞赛二等奖 90 90 90 90 90 

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奖 85 85 85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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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排名及得分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省级学科竞赛一等奖 85 85 85 85 85 

省级学科竞赛二等奖 80 80 80 80 80 

省级学科竞赛三等奖 75 75 75 75 75 

其它学科竞赛 70 70 70 70 70 

与本专业学科有关的技能认证证书 80 
    

SYB 创新创业证书 65 
    

文艺、体育类国家奖 80 80 80 80 80 

文艺、体育类省级奖 70 70 70 70 70 

西华大学立项的各类结题项目 80 80 80 
  

社会实践优秀个人（校团委出具证明） 70 
    

说明： 

（1）表中相应排名无得分的，表示不对相应排名进行学分认定； 

（2）“学科竞赛”指与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相关

的学科竞赛； 

（3）“其他学科竞赛”指与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

无关的学科竞赛； 

（4）“与本专业学科有关的技能认证证书”指国家认定的与机械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有关的助理工程师级及以上的技能证书； 

（5）表中所有成果需在西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获得； 

（6）行业协会主办的竞赛、比赛获奖得分降等处理； 

（7）社会实践优秀个人以校团委或校学生工作部及以上级别部门评定的为准。 

13 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本专业毕业要求共 12 条，分解为 32 个可衡量、可落实的指标点，毕业要求及其

指标点如表 6 所示。 

表 6 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工程知识：具备数学、自然科学、机

械电子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能

将其用于解决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 

1.1 掌握解决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数

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1.2 掌握解决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工

程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 

1.3 掌握解决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专

业知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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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4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

对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制造的工程问题建立相应的数

学模型并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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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

表达机电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通

过文献研究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机电一体化产品

设计制造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现象和关键参数。 

2.2 能基于机电工程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对机电一体化

产品设计制造工程的关键问题进行合理的表达和求解。 

2.3 理解已有解决方案的多样性与局限性，能够通过文

献研究分析对机电工程复杂问题的影响因素和关键环

节进行分析和验证，并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

复杂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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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

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3.2 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单元（部件）或电

气控制系统或测控系统，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

意识。 

3.3 了解环境、文化、安全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在

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等多个因素的约束下，对机电

产品设计、制造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论证和

选择。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

方法对复杂机电工程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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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通过对复杂机电工程问题的研究，针对问题中的物

理现象、特性要求，设计合理实验方案。 

4.2 掌握并使用相关技术和方法，按合理步骤进行实验，

能正确操作实验仪器（设备），获取实验数据。 

4.3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

到有效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机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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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对复杂机电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

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1 掌握机电工程领域的建模、设计、分析、模拟等现

代工具的技术原理和使用方法。 

5.2 能够针对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控制等中的复杂

工程问题，开发、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技术和工具，对其

进行建模、模拟和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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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电工程实践

和复杂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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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产业政策和

法律法规等背景知识。 

6.2 能够基于机电工程相关背景知识，分析和评价机电

产品设计制造领域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环境及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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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复杂机电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1 理解国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政策和

法规，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7.2 能够理解和评价机电产品设计、制造和使用中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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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机电工程实践中理

8.1 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心

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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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8.2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文学、艺术修养；具备对

现代社会问题认知的能力。 

8.3 了解中国国情，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社

会观察力，能够积极寻找社会需求与自身从事专业、事

业的结合点，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8.4 理解工程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其影响，能够在机电工

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规范，履行相应的责

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以机电工程为主

体的多学科背景下的开发、制造技术服

务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

人的角色。 

9.1 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理解多学科背景团队成员的不

同角色在团队中的作用，能够作为个体或团队成员完成

所承担的任务。 

9.2 能够正确认识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组织、

管理、协作能力，在团队中能有效发挥作用。 

10、沟通：能够就复杂机电工程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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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能够运用本国语言和文字阐述研究成果，具有撰写

技术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的能力。 

10.2 了解机电工程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具

备一定国际视野。 

10.3 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

能力，能在跨文化背景下就本专业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

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在解决机电产品设计制

造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过程中，理解并掌

握工程管理基本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并能够在以机电工程为主体的多学科环

境中合理应用。 

11.1 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的工程管理知识和经济

决策基本方法。 

11.2 理解机电工程项目的多学科特性，具有针对机电工

程项目的经济分析和管理能力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有持续学习和适应社会发展

的能力。 

12.1 正确认识自我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12.2 能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能够通过学习不断提高、

适应社会的发展。 

14 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矩阵 

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矩阵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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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矩阵 

（表中符号“H”代表相应课程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联度最高，即支撑强度为“高”；符号“M”代表相应课程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关联度中等，即支撑强度为“中等”；符号“L”代表相应课程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联度最低，即支撑强度为“弱”。）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H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H           

形势与政策 1(上)                      L           

形势与政策 1(下)                      L           

形势与政策 2(上)                      L           

形势与政策 2(下)                      L           

形势与政策 3(上)                      L           

形势与政策 3(下)                      L           

形势与政策 4                      H           

大学英语(1)                            H     

大学英语(2)                            H     

大学英语(3)                            H     

大学英语(4)                            H     

军事理论课                        L         

军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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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体育-1                    L             

体育-2                    L             

体育-3                    L             

体育-4                    L             

计算机应用基础 A(C 语言)              H                   

人文社科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艺术审美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哲学与批判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经济管理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创新创业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自然科学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生物环境类公共教育核心课          L        L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M                                

电路原理 A  M  M                             

模拟电子技术 B  M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M                    

数字电子技术 C  M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H             M         

机械设计基础 A    H  M  M                         

机械设计实验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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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机械原理实验           H  M            H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A        H H M                       

工程制图测绘      M          H                 

大学物理 A(1) H                                

大学物理 A(2) H                                

大学物理实验 A            H H                    

高等数学 B(1) H                                

高等数学 B(2) H                                

线性代数 B M                                

工程力学 B  H                               

工程力学实验            H H            H        

金工实习 B(热加工,冷加工)            M       M    H          

工程制图 A(1)  M    M          H                 

工程制图 A(2)      M        M  H                 

普通化学 A H                                

工程材料 B  H               L                

流体力学 C  M                               

热工基础  M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M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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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M   M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A     H H    M                   M    

控制工程基础(双语)    M  M         M             L     

机电传动与控制 B     M           M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导论                  H     M    M    H M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M M                         

可编程控制器 A   H            H                  

电子工艺实训              L          M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设计       M  H                M M       

测控系统课程设计       M  H                M M       

机电系统创新实验         M  H        M     H         

生产实习                 H  H    H       M M  

毕业设计(论文)       H   H       H H        H H   H  H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H  

信息检索       M                          

机器人技术   H                        M      

工业机器人应用基础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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