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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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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38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 6 学

分，大类基础课程 39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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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设计基础、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控制工程基础、机电传动与控制、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可编

程控制器、机电系统设计或机器人技术等。 

8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工程训练Ⅰ、机械设计综合课程设计、电子工艺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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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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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与实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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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 
     

军训 3 周 
       

专业实践

类课程 

工程训练Ⅰ 
 

3 周 
      

工程制图课程设计   1 周   
   

机械设计综合课程设计    3 周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设计 
     

3 周 
  

测控系统课程设计 
     

2 周 
  

生产实习 
      

3 周 
 

气压与液压传动系统课程设计       2 周  

毕业设计(论文) 
       

16 周 

独立实验

类课程 

大学物理实验 
 

32 
      

工程力学实验 
  

8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8 
     

数字设计基础实验    16     

机械设计实验 
   

8 
    

机械原理实验 
   

8 
    

电子工艺实验 
   

16 
    

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学时数（含课内实验） 396 400 336 320 312 264 128 0 

合计 
独立实践环节 

实践周数 3 3 3 3 0 5 5 17 

教学学时 0 32 16 64 16 0 16 0 

理论教学学时数（含课内实验） 396 432 352 384 328 264 144 0 

备注：1、除单位为“周”外，其他为学时数。2、气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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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为必修实践性教学环节。 

11.2 教学计划进度表 

课程教学进度表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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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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19229901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0 40     2.5 1 40         

192299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0 40     2.5 2  40        

19229903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0 40     2.5 4    40      

19229904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72 72     4.5 6      72    

192299059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32     32 2 3   32       

192299069 形势与政策 1(上) 8 8     0.25 1 8         

192299079 形势与政策 1(下) 8 8     0.25 2  8        

192299089 形势与政策 2(上) 8 8     0.25 3   8       

192299099 形势与政策 2(下) 8 8     0.25 4    8      

192299109 形势与政策 3(上) 8 8     0.25 5     8     

192299119 形势与政策 3(下) 8 8     0.25 6      8    

192299129 形势与政策 4 16 16     0.5 7       16   

192099039 军事理论课 36 36     2 1 36         

192099029 军训     3  2 1 32         

191599019 体育-1 32 32     1 1 32        俱乐部

模式 191599029 体育-2 32 32     1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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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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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99039 体育-3 32 32     1 3   32      

191599049 体育-4 32 32     1 4    32     

191599059 体育-5 8 8     0 5     8  
 

  

191599069 体育-6 8 8     0 7       8   

191099019 大学英语(1) 32 32     2 1 32         

191099029 大学英语(2) 32 32     2 2  32        

191099039 大学英语(3) 32 32     2 3   32       

 
英语应用类课程（理工类） 48 48     3 4    48      

190999049 计算机应用基础 A(C 语言) 80 48 
 

32   4 1 80   
 

     

194199019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与实务 16 16     1 4    16      

合计 708 644 0 32 3 32 38   260 112 104 144 16 80 24 0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核心课       4  

通识必修课       2  

通识选修课       3 该模块学分不计入最低毕业总学分 

合计       6           

大

类

基

础

课

大

类

基

础

必

192199069 高等数学 A(1) 80 80     5 1 80         

192199079 高等数学 A(2) 96 96     6 2  96        

192199139 线性代数 B 32 32     2 2  32        

19219915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32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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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修

课 

192100079 计算方法 32 24  8   2 3   32       

190199019 工程制图 A(1) 56 56     3.5 1 56         

190199029 工程制图 A(2) 56 40  16   3 2  56        

192199049 大学物理 B 72 72     4.5 2  72        

192199039 大学物理实验 32 
 

32    2 2  32        

192100049 工程化学 32 32     2 2  32        

193199029 信息检索 16 8  8   1 1 16         

190191019 工程训练Ⅰ     3  3 2 
 

48        

190101029 机械工程导论 16 16     1 1 16         

小计 552 488 32 32 3 0 37 
 

168 368 64 0 0 0 0 0 
 

大
类
基
础
选
修
课 

190101049 Python 程序设计及应用 32 24 
 

8   2 5     32    
全专业

选修 2

学分 

190101279 高级语言在测控中的应用 A 32 20 6 6   2 5     32    

190101729 信号与系统(双语) 40 40     2.5 4    40     

190101659 数字信号处理 40 36 
 

4   2.5 4    40     

小计 144 120 6 18 0 0 9  0 0 0 80 64 0 0 0  

合计 696 608 38 50 3 0 45  168 368 64 80 64 0 0 0  

专

业

教

专

业

核

190192049 机械设计基础 A 64 64     4 4    64       

190193049 机械设计实验 8  8    0.5 4    8       

190193059 机械原理实验 8  8    0.5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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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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课

程 

心

课 

190103249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A 64 60 4    4 5     64     

190101469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40 34 6    2.5 5     40     

190101519 控制工程基础(双语) 48 42 2 4   3 5     48     

190101339 机电传动与控制 40 36 4    2.5 6      40    

190101679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 48 40 8    3 5     48     

190192059 机械设计综合课程设计     3  3 4    48      

小计 320 276 40 4 3 0 23  0 0 0 128 200 40 0 0  

专

业

必

修

课 

190800029 电路原理 40 36 4    2.5 3   40       

190800049 模拟电子技术 40 40     2.5 4   
 

40      

190800069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8 
 

8    0.5 4   
 

8      

190101599 数字设计基础 48 48     3 4    48      

190101619 数字设计基础实验 16 
 

16    1 4    16      

190699099 工程力学 B 56 56     3.5 3   56       

190699089 工程力学实验 8 
 

8    0.25 3   8       

190200019 工程材料 A 32 28 4    2 3   32       

190103309 热流体基础 40 40 
 

   2.5 4    40      

190101509 可编程控制器 40 32 8    2.5 6      40    

190103129 机械 CAD 32 16  16   2 5     32     

190700049 成本分析与企业管理 32 3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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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01539 气压与液压传动 32 28 4    2 6      32   工业机

器人应

用模块 

190101389 机器人技术 A 40 36 4    2.5 6      40   

190101309 工业机器人应用基础 32 28 4    2 7        32  

190101569 人工智能基础 B 32 32     2 6      32    智能机

电系统

模块 

190101369 机电系统设计 32 28 4    2 7        32  

190101399 机器视觉 A 40 36 
 

4   2.5 6      40   

190193019 电子工艺实验 32 4 24 4   2 4    32      

190192029 工程制图课程设计     1  1 3   16 
 

     

190101359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设计      3  3 6      48    

190101129 测控系统课程设计      2  2 6      32    

190193029 机电系统创新实验 16  16  
 

 1 5     16     

19010144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生产实习     3  3 7       48   

19010142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16  16 8        256  

19010143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1  1 8        16  

小计 648 520 104 24 26 0 66.25  0 0 152 184 80 264 112 272  

专

业

选

修

190101649 数字图像处理 40 32 
 

8   2.5 7       40  全专业

选修

4.25 学

分 

190101319 工业监控组态技术 32 24 4 4     2 7       32  

190101809 智能仪器设计 40 32 8       2.5 7       40  

190101459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英语 32 3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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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190101709 现场总线及工业控制网络技术 40 36 4    2.5 7       40  

190101549 气压与液压传动系统课程设计     2  2 7       32  

190101419 机械电子工程学科前沿讲座 8 8     0.5 7       8  

190193039 机器人创新实验 16 
 

16    1 7       16  

小计 208 164 32 12 2 0 15 
 

0 0 0 0 0 0 240   

合计 1176 960 176 40 31 0 96.25  0 0 152 312 280 304 352   

最低毕业学分总计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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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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热流体基础 工程力学 B 

 

工程制图 A 

 

液压传动系统 

课程设计 

 

机械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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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系统设计 

机电传动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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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设计基础 

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 

大学物理 B 

智能仪器设计 

 

高等数学 

 

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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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机器视觉 

 

机电系统创新实验 

成本分析与 

企业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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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1.4 英语应用类课程（理工类）课程教学进度表 

英语应用类课程（理工类）的采用选修模式进行修读，总共应选修 3 学分，其教

学进度表如表 4 所示。 

表 4 英语应用类课程（理工类）教学进度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学期学时数分配 

理论 实验 上机 
实践

周 
1 2 3 4 5 6 7 8 

191055019 通用高级英语 2 32 32 
       

32 
   

191055029 中西方文化对比 2 32 32 
       

32 
   

191055039 商务英语 2 32 32 
       

32 
   

191055049 学术英语 2 32 32 
       

32 
   

191055059 英语视听说 1 16 16 
       

16 
   

191055069 特殊用途英语写作 1 16 16 
       

16 
   

11.5 通识教育课程理论教学进度表 

本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进度如表 5 所示。 

表 5 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进度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学时分配 学期学时数分配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上机

学时 

实践

周 
1 2 3 4 5 6 7 8 

通识 

核心课 

191766019 沟通与写作 1 16 16     
 

16 
     

191766029 历史与分析 1 16 16     
 

16 
     

192166019 
科学技术发展简史

与前沿 
1 16 16     

   
16 

   

192266019 哲学与批判性思维 1 16 16     
   

16 
   

通识 

必修课 

190977019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 1 16 16     
   

16 
   

192277019 伦理学原理 1 16 16     
   

16 
   

合计 6 96 96     
 

3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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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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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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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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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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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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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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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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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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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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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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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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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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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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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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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矩阵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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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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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理论课                        L         

军训                    L             

体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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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体育-3                    L             

体育-4                    L             

大学英语(1)                            H     

大学英语(2)                            H     

大学英语(3)                            H     

英语应用类课程（理工类）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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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与实务                                M 

沟通与写作                          M       

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与前沿                           M      

历史与分析                     L            

哲学与批判性思维                     L            

伦理学原理                    L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 L                                

高等数学 A(1) H                                

高等数学 A(2) H                                

线性代数 B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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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 L             H                   

工程制图 A(1)  M    M          H                 

工程制图 A(2)      M        M  H                 

大学物理 B H                                

大学物理实验            H H                    

工程化学 H                                

信息检索       M                          

工程训练Ⅰ            M       M    H          

机械工程导论                  H     M    M    H M 

机械设计基础 A    H  H  H                         

机械设计实验           H M                     

机械原理实验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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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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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传动与控制     M           H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   H            H                  

机械设计综合课程设计        H H M                       

电路原理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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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电子技术  M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M                    

数字设计基础  M                               

数字设计基础实验           H             M         

工程力学 B  H                               

工程力学实验            H H            H        

工程材料 A  H               L                

热流体基础  M                               

可编程控制器   H            H                  

机械 CAD              M M                  

成本分析与企业管理                             H    

电子工艺实验              M          M         

工程制图课程设计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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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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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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机

电系统

模块 

人工智能基础 B   H                              

机器视觉 A   H           M                   

机电系统设计   H    M M                         

工业机

器人应

用模块 

机器人技术 A   H    M M                         

工业机器人应用基础   H           M                   

气压与液压传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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