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的与培养目标 

培养目的： 

培养具备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及应用能力，能在工业生产一线从事机械工程领域内的设计

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并具有一定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 

培养目标： 

1）具有熟练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机械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机械工程中科学技术

问题的能力； 

2）能发现、阐明、分析复杂机械工程问题，并能够通过研究文献及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

工程科学基本原理得出重要结论； 

3）具有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进行论证、系统表达、建立模型、分析求解和设计开发的能力，

并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考虑公共健康、安全、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因素； 

4）具有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进行识别和提炼并能够设计制订实验方案、实施实验、解释数

据，以及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的能力；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全面掌握并熟

练应用机械工程领域中现代工具，同时了解这些工具方法的局限性，并有效运用于解决复杂机械

工程问题中； 

6）具备广博的社会知识、机械工程领域的发展前沿及国家有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

的基本知识，在机械工程实践中体现对社会、环境的责任。 

7）在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时，充分考虑安全与健康、法律法规与相关标准，经济、文化、

社会等制约因素，并充分理解工程方案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并证明工程方案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能对与工程实践相关的社会责任作出分析评价； 

8）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伦理责任以及工程实践的规范； 

9）具备独立工作与团队协作能力。作为个人、团队成员或领导能在不同部门或组织或多学

科环境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多学科交叉的复杂机械工程活动中发挥作用，具有国际视野、跨文

化交流、竞争与沟通合作能力，包括能够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的报告和设计文件，进行有效的陈

述； 

10）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在复杂机械工程活动中，能通过起草可实施

的报告和设计文件，进行有效陈述并能与团队成员、工程界和社会进行有效地沟通，从而给予和

接受指导； 

11）掌握复杂机械工程领域的管理和经济决策的基本知识，对复杂的机械工程实践问题，具

有较好的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生产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12）具有创新意识和思想，掌握在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中所运用的创新方法，并具有终生

自我教育的意识、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二、培养人才的适应范围与专业特色 

培养人才的适应范围： 

本专业所培养毕业生具有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和扎实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

识，掌握力学、电子、计算机、控制、管理及相关领域知识，并具有实际应用能力，毕业后可从

事： 

1、机械工程领域的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控制领域工作； 

    2、机械工程领域的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3、在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的专业特色： 

本专业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 70 年专业建设的雄厚基础为依托，坚持科研服务于教学的

办学模式，培养具有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实、创业意识强，面向机械装备的设计、制造和控制

的应用与研究型人才。 

三、专业培养标准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 年，学生可在 3～6 年内完成学业，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具

备以下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知识结构 

数理科学基础——学习掌握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物理、力学等； 

信息科学基础——学习掌握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基本知识； 

机械基础知识——主要学习掌握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基础理论； 

控制基础知识——学习掌握电工、电子、控制工程及软件设计等； 

机械系统知识——具有进行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及设备控制、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知识。 

人文科学基础——学习掌握中国语言学及交流英语等； 

社会科学基础——学习应用哲学及公共关系学等。 

2、能力结构 

     外语能力——达到学校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                                          

     计算机能力——利用工程应用软件设计机械零件及其系统的能力； 

     实践能力——单独开设专业实验课，增加综合实践能力； 

     获取知识能力——具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创新能力——增加个性培养，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3、素质结构 



 

 

 沟通与交流素质——强调课内外、校内外的全面育人素质培养； 

 职业道德素质——对世界、社会、智慧与技术的责任感； 

 具有行业领军素质——加强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等素质培养； 

 高尚的人品素养——真诚、博爱、勤奋、敬业、奉献； 

 尊重自然规律的素质——自觉保护环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自我学习完善的素质——适应变化的环境、有学习新知识的意识。 

四、主干学科和相关课程  

主干学科：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主要课程：工程图学、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学、单片机与接口技术、制造技术

基础、工程材料及热处理、机械控制工程、工程测试技术与信息处理、机械系统设计方法、数控

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CAD/CAM 技术及应用等； 

特色课程：机械创新设计、现代加工技术及实验、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等。 

真空模块特色课程：真空科学物理基础、真空获得设备、真空系统测量与检漏、真空系统设

计、真空薄膜与制备技术、真空应用设备。 

选修专业课程模块：共 18.5 学分。 

课程名称：机械原理（56 学时，3.5 学分），机械设计（56 学时，3.5 学分），机械系统设

计方法(32 学时，2 学分)，数控技术（32 学时，2 学分），机械制造装备设计（40 学时，2.5 学

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32 学时，2 学分），综合课程设计（3 周，3 学分）。 

真空模块选修专业课程模块：共 44 学分。 

课程名称：MATLAB 程序设计（32 学时 2 学分）、技术文件写作与交流（24 学时 1.5 学分）、

真空科学物理基础（56 学时 3.5 学分）、真空获得设备（56 学时 3.5 学分）、真空系统测

量与检漏（48 学时 3 学分）、真空系统设计（40 学时 2.5 学分）、真空应用设备（40 学时

2.5 学分）、真空薄膜与制备技术（40 学时 2.5 学分）、半导体工艺及设备（32 学时 2 学

分）、真空过程工艺（32 学时 2 学分）、纳米技术及应用（32 学时 2 学分）、CFD 仿真技

术（40 学时 2.5 学分）、制冷与低温技术（32 学时 2 学分）、真空材料（32 学时 2 学分）、

AutoCAD 二次开发技术（32 学时 2 学分）、传热传质（32 学时 2学分），PLC 原理及应用（32

学时 2 学分），有限元方法基础（32 学时 2 学分），专业英语（40 学时 2.5 学分）。 



 

 

五、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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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有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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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A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 ◎      

线性代数 ◎ ◎      
大学物理 ◎ ◎      
物理实验 ◎  ◎      
工科化学 ◎  ◎     

（政治理论）    ◎ ◎ ◎   
技术文件写作与交流         ◎ ◎    ◎       

英语    ◎  ◎     
大学体育     ◎ ◎   
军事理论     ◎ ◎     
形势与政策    ◎ ◎     
专业导论   ◎ ◎ ◎ ◎ ◎ 
工程图学 A ◎ ◎      

MATLAB 程序设计    ◎ ◎      



 

 

理论力学 ◎  ◎      
材料力学 ◎ ◎ ◎      
流体力学 ◎ ◎      
电工技术 ◎  ◎ ◎      
电子技术 ◎  ◎ ◎      
机械原理   ◎ ◎      
机械设计   ◎ ◎      

工程材料与热处理 ◎  ◎ ◎      
材料成型技术基础 ◎  ◎ ◎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  ◎      

制造技术基础 ◎  ◎      
工程测试技术与信息处 ◎ ◎

控制工程基础 ◎  ◎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 ◎  ◎      

热工基础 ◎  ◎      
任选专业课程群 ◎ ◎ ◎ ◎ ◎ ◎ ◎ ◎ 

创新教育   ◎ ◎  ◎ ◎ ◎ ◎ ◎ 
军事训练     ◎ ◎     
公益劳动     ◎ ◎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 ◎ ◎   ◎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 ◎ ◎     

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计    ◎ ◎ ◎ ◎   ◎ 
综合课程设计   ◎ ◎ ◎ ◎ ◎ ◎   ◎ 
力学综合实验    ◎      
机械基础实验    ◎  ◎     

制造技术综合实验   ◎ ◎  ◎     
工程训练 A     ◎ ◎ ◎ 
生产实习    ◎ ◎ ◎   ◎ 
毕业实习  ◎  ◎ ◎ ◎  
毕业设计   ◎ ◎ ◎ ◎ ◎ ◎ ◎   ◎ 

 



 

 

六、课程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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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合格标准 

1.符合德育培养要求。 

2.最低毕业学分 190。其中理论课程 146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44 学分（真空模块理论课程

148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42 学分）。其中创新创业教育不得低于 4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不

得低于 9 学分。辅修课程不得低于 6学分，包括（1）C/C++语言程序设计(48 学时，3 学分)；（2）

计算方法(32 学时，2 学分)；（3）现代企业管理(24 学时，1.5 学分)。 

3.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机械工程基础知识用于解决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科学

技术问题。 

毕业要求 2——具有解决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具备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科学识别和提炼、定义和表达、技术分析和实证及文献研究的能力，以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

把握机械工程领域，特别是装备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毕业要求 3——具有针对机械工程领域中的复杂系统、部件、控制过程和工艺流程的设计/开发能

力。 

毕业要求 4——具有运用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设计和实施复杂机械工程领域实验的能力，并能够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数据处理解释，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5——能够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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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理解其在复杂机械工程问题预测与模拟中的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在解决机械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中，能够综合考虑安全与健康、经济、环境、文化、

社会等制约因素，遵守法律法规与相关标准，理解和评价工程实践对其影响和应承担的责任，并

能够理解和评价这些复杂机械工程实践对环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要求 7——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机械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毕业要求 8——具有团队合作和在多学科背景环境中发挥个人作用的能力。 

毕业要求 9——具有在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活动中与他人和社会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能

够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的报告和设计文件，进行有效的陈述发言；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

交流的能力。 

毕业要求 10——理解并掌握复杂机械工程方面的管理和经济决策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并能够应

用于机械工程实践中。 

毕业要求 11——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机械工程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 12——具有创新意识，掌握基本的解决机械工程设计领域的创新方法。 

八、授予学位 

本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配置流程图 



 

合肥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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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方

式 

总

学

时 

学 时 分 配 
课内

学分 

课外

学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建议起止

周次 

是否

集中

周考

试 

课

内 
实验 

上

机 
课外 1 2 3 4 5 6 7 8 

1200011B 
1201021B 
1201031B 
1201041B 
1201051B  
1201061B 
1201071B 
1201081B 

形势与政策 O (128) (64)     (64) 2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1-20 否 

1500011B 
1500021B 
1500031B 
1500041B 

英语 √ 176 160     16 10 1 2.5 2.5 2.5 2.5         1-20 是 

5100041B 
5100051B 
5100061B 
5100071B 

大学体育 √ 144 144     

256 

2 1 0.5 0.5 0.5 0.5         1-20 否 (不计
入总
学时) 

1200031B 
1200041B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88 56     32 3.5 2       2 1.5       1-20 是 

1200021B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48 32     16 2 1   2             1-20 是 

1200061B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40 32     8 2 0.5       2         1-20 是 

1200051B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48 32     16 2 1 2               1-20 是 

5200011B 军事理论 O 32 24     8 1.5   1.5               1-20 是 



5200021B 大学生心理健康 O 32 24     8 1.5   1.5               1-20 否 

1400011B 
1400021B 

高等数学 A √ 192 192       12   6 6             1-20 是 

0600011B 工科化学 √ 32 24 8     2   2               1-20 是 

1000031B 
1000041B 

大学物理 B √ 116 112 4     7     3 4           1-20 是 

1400071B 线性代数 √ 40 40       2.5     2.5             1-20 是 

1400091B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48 48       3       3           1-20 是 

1400101B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 40 40       2.5       2.5           1-20 是 

                                        

合    计   1036 920 12 0 104 55.5 6.5 16.25 16.75 12.75 7.25 1.75 0.25 0.25 0.25   
  

备注： 总学时合计中不包括形式与政策的总学时，课外学时合计中不包括形式与政策、大学体育的课外学时。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我校通识教育选修课共分九类：哲学、历史与心理学类；文化、语言与文学类；经济、管理与法律类；自然、环境与科学类；信息、技术与

工程类；艺术、体育与健康类；就业、创新与创业类；社会、交往与礼仪类；人生规划、品德与修养类。学生毕业时其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分布

应不少于上述类别中的六类，且不低于 9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是否专
业主干
课程 

考
试
方
式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课   
内   
学   
分 

课   
外   
学   
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建
议
起
止
周
次 

是
否
集
中
周
考
试 

课
内 

实 
验 

上 
机 

课
外 

1 2 3 4 5 6 7 8 

0200011B 
0200021B 

工程图学 A 是 √ 88 80 8     5.5   2.5 3             1-20 是 

0210012B 专业导论 是 √ 8 8       0.5   0.5               1-20   

0700022B 理论力学 B 是 √ 64 56 8     4       4           1-20 是 

0700052B 材料力学 B 是 √ 64 56 8     4         4         1-20 是 

0400012B 电工技术 是 √ 48 32 16     3       3           1-20 是 

0400032B 电子技术 B 是 √ 56 40 16     3.5         3.5         1-20 是 

0211002B 机械原理 是 √ 56 56       3.5         3.5         1-20 是 

0211032B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是 √ 32 28 4     2         2         1-20 是 

0309232B 工程材料及热处理 是 √ 32 28 4     2           2       1-9 是 

0211022B 材料成型技术基础 是 √ 32 30 2     2           2       1-20 是 

0211012B 机械设计 是 √ 56 56       3.5           3.5       1-20 是 

0211052B 
工程测试技术与信
息处理 

是 √ 40 34 6     2.5           2.5       1-20 是 

0213132B 流体力学 是 √ 32 28 4     2           2       1-20 是 

0211072B 控制工程基础 是 √ 40 34 6     2.5           2.5       1-20 是 

0211082B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 是 √ 48 36 12     3           3       1-20 是 

0211092B 热工基础 是 √ 32 28 4     2           2       1-20 是 

0211042B 制造技术基础 是 √ 48 48       3             3     1-20 是 

                                          

合    计 776 ## 98 0 0 48.5 0 3 3 7 13 19.5 3 0 0     

 



专业选修课 

课程编

号 

课    程    名   
称 

是否专

业主干

课程 

考

试

方

式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课   

内   

学   

分 

课   

外   

学   

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建

议

起

止

周

次 

是否

集中

周考

试 

课

内 

实 
验 

上 
机 

课

外 
1 2 3 4 5 6 7 8 

0210010X CAD/CAM 技术及应用 是 √ 32 24   8   2             2     1-20 否 

0210020X 液压与气压传动 是 √ 32 28 4     2             2     1-20 否 

0210030X 数控技术 是 √ 32 28 4     2             2     1-20 否 

0210040X 机械装备电气与 PLC 技术 否 √ 40 34 6     2.5             2.5     1-20 否 

0210050X 有限元分析与应用 否 √ 32 26   6   2               2   1-20 否 

0210060X 机械系统设计 否 √ 32 28 4     2             2     1-20 否 

0210070X 机械优化设计 否 √ 32 26   6   2               2   1-20 否 

0210080X 工业机器人技术 否 √ 32 28 4     2               2   1-20 否 

0210090X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否 √ 32 28 4     2               2   1-20 否 

0210100X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否 √ 40 36 4     2.5             2.5     1-20 否 

0210110X 制造自动化技术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120X 技术文件写作与交流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130X 产品建模与分析 否 ○ 24 12   12   1.5               1.5   1-20 否 

0210140X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否 ○ 24 20 4     1.5             1.5     1-20 否 

0210360X 现代管理信息系统 否 ○ 24 20 4     1.5               1.5   1-20 否 

0210150X MATLAB 程序设计 否 ○ 32 16   16   2     2             1-20 否 

0210160X 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170X 先进制造技术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180X 计算机仿真技术 否 ○ 32 26   6   2               2   1-20 否 

0210190X 可靠性设计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200X 机械创新设计 否 ○ 24 20 4     1.5               1.5   1-20 否 

0210210X CAD 二次开发技术 否 ○ 24 16   8   1.5               1.5   1-20 否 

0210220X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否 ○ 24 16   8   1.5               1.5   1-20 否 

0210230X 机构设计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240X 机械产品造型设计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250X 摩擦学基础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260X 精密与特种加工技术 否 ○ 24 20 4     1.5             1.5     1-20 否 

0210270X 模具设计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280X 刀具设计与制造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290X 快速成型制造技术 否 ○ 24 20 4     1.5               1.5   1-20 否 

0210300X 计算机辅助制造 否 ○ 24 20 4     1.5               1.5   1-20 否 

0210310X 振动及噪声控制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20X 动态测试与数据处理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30X 专业英语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40X 机电系统安装与调试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50X 机电设备诊断技术基础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60X 数控技术综合实验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70X PLC 控制综合实验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0380X 机械设计方法学 否 ○ 24 18 6     1.5               1.5   1-20 否 

0210390X 自动化生产线设计 否 ○ 24 16 8     1.5               1.5   1-20 否 

                                          

                                          

合    计 1072 886 116 70 0 67 0 0 2 0 1.5 0 19 44.5 0     

最低专业选修课程合计 304         19     2   1.5   10.5 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真空模块 指导性教学计划 

专业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是

否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考

试

方

式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课   

内   

学   

分 

课   

外   

学   

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建议

起止

周次 

是

否

集

中

周

考

试 

课

内 

实 

验 

上 

机 

课

外 
1 2 3 4 5 6 7 8 

0210150X MATLAB 程序设计 否 ○ 32 16   16   2     2             1-20 否 

0210120X 技术文件写作与交流 否 ○ 24 24       1.5         1.5         1-20 否 

0215030X 真空科学物理基础 是  √ 56 56       3.5             3.5     1-20 否 

0215000X 真空获得设备 是 √ 56 52 4     3.5             3.5     1-20 否 

0215010X 真空系统测量与检漏 是 √ 48 44 4     3             3     1-20 否 

0215020X 真空系统设计 是 √ 40 36 4     2.5             2.5     1-20 否 

0215040X 真空薄膜与制备技术 是 √ 40 40       2.5               2.5   1-20 否 

0215050X 真空应用设备 否 √ 40 40       2.5               2.5   1-20 否 

0215060X 半导体工艺及设备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070X 真空过程工艺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080X 纳米技术及应用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090X 制冷与低温技术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100X CFD 仿真技术 否 √ 40 40       2.5               2.5   1-20 否 

0215110X AutoCAD 二次开发技 否 √ 32 16   16   2               2   1-20 否 



术 

0215120X 传热传质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130X 真空材料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140X PLC 原理及应用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150X 有限元方法基础 否 √ 32 32       2               2   1-20 否 

0215160X 专业英语 否 √ 40 40       2.5               2.5   1-20 否 

                                          

合    计 704 660 12 32 0 44 0 0 2 0 1.5 0 13 28 0     

最低专业选修课程合计 360         23 0 0 2 0 1.5 0 13 6.5 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集中安排的实践环节 

课程 

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考试

方式 

周 

数 

实 验 

时 数 

上

机

时

数 

学

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建议

起止

周次 
1 2 3 4 5 6 7 8 

5700013B 入学教育 O 0.5     0 √               入学前 

5200023B 军事训练 O 2     2 2               1-2 

5700023B 公益活动 O 1     0                 1-20 

5600013B 就业指导 O 1     0.5           0.5     1-20 

0210004B 创新创业教育 O       4             4   分散 

5300013B 工程训练 A O 6     6   2 4           分散 

5300053B 电子实习 O 1     1       1         分散 

0210023B 
机械原理课程设

计 
O 1     1       1         1-20 

0210033B 
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 
O 3     3         3       1-20 

0210043B 
制造技术基础课

程设计 
O 2     2           2     1-20 



0211153B 

0211253B 

0211353B 

制造装备综合课

程设计/ 机械产

品综合课程设计/ 

机械电子工程综

合课程设计 

O 3     3             3   1-20 

1000013B 

1000023B  
大学物理实验 O   48   2     1 1         1-20 

0210053X 数控技术综合实验  O   24   1             1   分散 

0210063X PLC 控制综合实验 O   24   1             1   分散 

0210073B 机械基础实验 O   24   1       0.5 0.5       1-20 

0210083X CAD/CAM综合实验 O   24   1           1     分散 

0210093B 制造技术综合实验 O   24   1           1     分散 

0210103B 
液压传动课程设

计 
O 1     1           1     1-20 

0210113B 生产实习 O 2     2           2     1-20 

0210123B 毕业实习 O 2     2               2 1-2 

0210133B 毕业设计 O 14     14               14 3-16 

                                

                                

合                计 
39.5

周 
168 0 48.5 2 2 5 3.5 3.5 7.5 9 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真空模块 指导性教学计划 

集中安排的实践环节 

课程 

编号 

实践环节

名称 

考

试

方

式 

周 

数 

实 

验 

时 

数 

上

机

时

数 

学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建议起止

周次 1 2 3 4 5 6 7 8 

5700013B 入学教育 O 0.5     0 √               入学前 

5200023B 军事训练 O 2     2 2               1-2 

5700023B 公益活动 O 1     0                 1-20 

5600013B 就业指导 O 1     0.5           0.5     1-20 

0210004B 
创新创业教

育 
O       4             4   分散 

5300013B 工程训练 A O 6     6   2 4           分散 

5300053B 电子实习 O 1     1       1         分散 

0210023B 
机械原理课

程设计 
O 1     1       1         1-20 

0210033B 
机械设计课

程设计 
O 3 8   3         3       1-20 

1000013B 

1000023B  

大学物理实

验 
O   48   2     1 1         1-20 

0210073B 
机械基础实

验 
O   24   1       0.5 0.5       1-20 



0215203B 

真空获得设

备课程设计 
O 

3     3           3     
1-20 

0215213B 

真空技术综

合实验 
O 

  24   1           1     分散 

0215113B 生产实习 O 2     2             2   1-20 

0210123B 毕业实习 O 2     2               2 1-2 

0210133B 毕业设计 O 14     14               14 3-16 

                                

            0                   

            0                   

            0                   

            0                   

合                计 
36.5

周 
104 0 42.5 2 2 5 3.5 3.5 4.5 6 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各教学环节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学时 

学

分 

学期学分分配表 学分

比例 1 2 3 4 5 6 7 8 

理论教学 

通识教育

课程 

必修 932 62 16.25 16.75 12.75 7.25 1.75 0.25 0.25 0.25 33% 

选修 144 9 2 1 0 1   3 2 0 0.047 

学科基础

与专业课

程 

必修 776 48.5 3 3 7 13 19.5 3 0 0 26% 

选修 

（最

低） 

304 19   2   1.5   10.5 5   10% 

辅修课程 选修   6   2       2 2   3% 

实践教学 

集中安排

的实践环

节 

（含创新

创业教育 

4学分） 

必修   45.5 2 2 5 3.5 3.5 6.5 7 16 24% 

合计 2156 190 23.25 26.75 24.75 26.25 24.75 25.25 16.3 16.25 100% 

最低毕业学分 190 

备注： 实践教学学时填周数。 

 

学时不包括课外学时，学分包括课内学分和课外学分。 

 

四年制最低毕业学分原则上不高于 190 学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真空模块 指导性教学计划 

各教学环节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学时 

学

分 

学期学分分配表 学分

比例 1 2 3 4 5 6 7 8 

理论教学 

通识教育

课程 

必修 932 62 16.25 16.75 12.75 7.25 1.75 0.25 0.25 0.25 33% 

选修 144 9 2 1 0 1 0 3 2 0 0.047 

学科基础

与专业课

程 

必修 776 48.5 3 3 7 13 19.5 3 0 0 26% 

选修 

（最

低） 

360 22 0 0 2 0 1.5 12 6.5 0 12% 

辅修课程 选修   6   2       2 2   3% 

实践教学 

集中安排

的实践环

节 

（含创新

创业教育 

4学分） 

必修   42.5 2 2 5 3.5 3.5 4.5 6 16 22% 

合计 2212 190 23.25 24.75 26.75 24.75 26.25 24.75 16.8 16.25 100% 

最低毕业学分 190 

备注： 实践教学学时填周数。 

 

学时不包括课外学时，学分包括课内学分和课外学分。 

 

四年制最低毕业学分原则上不高于 190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