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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0版本科培养方案

修订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能源资源和制造等领域从事材料的设

计、制造、加工、研发、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身心素质、国际视野、社会责任，具备解决复

杂问题能力、研究创新能力、知识追踪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的高素质材料人才。

毕业5年后预期目标：

1．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家国情怀；具备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能够适应材料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压力。

2．具备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系统的实践学习经

历；能够在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等领域，从事材料的设计、制造、加工、研发、管理等工作；能够解决材料开发与

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3．具备知识追踪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了解在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等领域材料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能够进行材料设计、工艺开发、材料改性、新材料研制和材料选择等科研和生产工作。

4．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理解并遵守材料领域相关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和可

持续发展意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5．具备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具备国际视野，

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国际竞争与合作能力；能够运用新工具获取新技术、新知识，持续提高自己；通过不断实

践和锻炼，成为单位的业务和管理骨干。

二、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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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知识及理论识别、表达并结合文献分析复杂工程

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针对社会的需求，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材料工程技术，并运用现代方法设计材料

产品、工艺流程和生产车间等解决方案，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并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

境等因素。

4．研究：针对材料科学与工程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设计和实施实验，使用现

代工具处理实验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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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技术、现代分析测试仪器、工

艺设备和信息技术工具等，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解析、模拟与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材料行业的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材料设计、材料加工过程和产品开发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能采取合理的技术手段降低或避免其不利影响。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材料的生产和使用对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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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材料工程实践中理解、遵守相应的职业道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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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并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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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材料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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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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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工作领域及业务范围

本专业主要以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基础，进行工程材料、陶瓷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结构与性能分析、加工与成形等方面的研究、试验、开发与应用，具有材料复杂问题及新技术的解决与应用

能力。毕业后可以在企事单位或政府相关机构从事与材料的开发、研究、生产和管理等相关的工作，以及其

他需要相关工程背景的工作。

四、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力学性能、现代材料微观

分析方法。

五、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最低毕业学分由基本学分、第二课堂学分、拓展课程学分构成，为 165+4+4 学分。其中，理论课程

教学 120 学分、2048 学时，实践环节 45 学分，第二课堂 4 学分，拓展课程 4 学分。

六、基本学分结构

课程模块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学分

30+9

选修学分 总学分

49

占基本学分比例

29.7%10

0专业大类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48+11.5

24+24.5

45

59.5

56.5

45

36.1%

8 34.2%

其中：实践环节课程 0 27.3%

七、学制和修业年限

学制为 4 年，修业年限为 3～6 年。

八、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

教学院长：唐军 专业负责人：郭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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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进程表
课内学时数 课外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

修读

学期

课 程 名 称 指导

学时

备注总

学时
讲授 实验

G18101

G18202

G18302

G184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3

3

48 48 3

4

2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48

48 48

48 48

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原为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G18501

G18502

G18503

G18504

G13101

G13102

G13103

G13104

G13105

G13106

G30103

形势与政策（1）

形势与政策（2）

形势与政策（3）

形势与政策（4）

体育（1）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2

4

6

7

1

2

3

4

5

6

1

8

8

8

8

8

8

8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体育（2）

体育（3）

体育（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体育（5）

体育（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

2

8 8

不计入毕

业学分
G12901 大学英语（1）(预备级) 32 32 16 1

G12902

G12903

G12904

G08510

G08511

G30102

大学英语（2）

大学英语（3）

大学英语（4）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16 1

16 2

16 3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2 8

8

1

2Python 程序设计 2.5 40 40

32 16

30 608 592

军事理论 2 20 1

小 计

国家安全教育类课程

创新创业类课程

美育类课程

1

2

2

2

1

2

16 16

32 32

32 32

32 32

16 16

32 32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建议修读

至少修读

通

识

教

育 工程管理与材料 6

选 能源资源科学概论

修 人文社科类课程
课

程
其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通识教育课程至少修读

10 160 160

40 768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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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M10851 高等数学 A（1）

M10852 高等数学 A（2）

M10853 高等数学 A（3）

M10854 高等数学 A（4）

M14901 大学物理 A（1）

M14902 大学物理 A（2）

2

3

3

3

32 32

48

48

48

56

56

32

40

56

8 1

1

2

2

2

3

3

4

2

3

4

1

3

3

4

48

48

48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专

3.5 56

3.5 56
专

业
业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大 M10855 线性代数 2 32

类 M1085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03102 工程图学 B

2.5 40

3.5 56

4.5 72

基

础

必 M02642 工程力学 C 64 8
修

M17219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 C

M06534 无机与分析化学 B

M03204 机械设计基础 B

M14401 材料物理化学

3 48 48

56
课

程 3.5 56

2.5 40

3.5 56

40

56 16

5 80 80M14402 材料科学基础

小 计 48 768 760

48 768 760专业大类基础课程至少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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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 外 建议

指 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课 程 名 称 总 备注

讲授 实验
学时

32M14403 材料导论（英语）

M14404 材料力学性能

2 32 5

5

5

5

5

6

2.5 40 36

48

32

32

40

4

3

2

2

48

32

32

M14405 材料工程基础

M14406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M14407 高分子科学基础

M14408 现代材料微观分析方法 2.5 40

小 计 14 224 220

材料制造与成型课组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M14409 金属材料学及热处理

M14410 材料塑性成形与模具设计

M14411 现代焊接方法

2

2

2

5

6

6

6M14412 现代凝固技术基础（校企） 2
专

三维造型计算机辅助模具设
M14413 2 32 32 6

计业

主

干

课

程

专

业

知

识

课

程

小 计 10 160 160

金属材料与表面工程课组

M14414 热处理原理及工艺 (校企)

M14415 金属材料学

2

2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5

6

M14416 材料物理性能 8 6

6

6

M14417 材料表面工程 32

32

28

32

4

M14418 摩擦磨损与耐磨材料

小 计 10 160 156

陶瓷与电子材料课组

M14419 电子封装工程（校企）

M14420 电子信息材料（英文）

M14416 材料物理性能

2

2

2

2

2

32 32 8 5

6

6

6

6

32

32

32

32 8

832

32

28

32

M14421 特种陶瓷工艺 4

M14422 矿物与混凝土工程

小 计 10 160 160

专业主干课程至少修读 1 组课程

M14423 矿物材料与资源循环利用

M14424 薄膜材料与技术

M14425 电子产品工艺基础

M14426 功能材料

2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6

6

7

7

专业

选修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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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课 程 名 称 总 备注

讲授 实验
学时

M14427 生物医用材料

M14428 材料腐蚀与控制技术

M14429 模具制造工艺及设备

M14430 材料加工设备基础

M14431 钢结构基础

2

2

2

2

2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40

7

6

7

6

6

6

6

7

32

32

32

32

32

32

32

M14432 无损检测

M14433 失效分析

M14434 几何精度检测

M14435 固体物理 2.5 40

2.5 40

8 7

6

6

6

6

M14436 液压传动 32

32

32

32

64

8

M14437 微电子技术导论（校企）

M14438 塑料成型及模具设计

M14439 复合材料

2

2

2

4

32

32

32

64专业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专业主干和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I03623 智能制造导论

I08401 大数据可视化

I14301 激光原理及应用

28 448 444

2

2

2

2

2

4

32

32

32

32

32

64

全

5
跨专

业选

建议修读，

学生也可

选修其他

专业课程

5

修课 I07201
程

智慧城市导论 7

I14501 新能源材料 5

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专业知识课程至少修读

64

32 512

理论教学总学分：12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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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读学期课 程 名 称 总

学时

备注
讲授 实验

P18203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P12901 初级英语口语

2

1

1

2 周 4

1

2

16

16通 P12902 高级英语口语

识
教
育

实
践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实验

P08516 1 32 1

P08511 Python 程序设计上机实践

P30104 军事训练

1

2

1

9

1

1

1

32

2 周

32

2

1

P30103 劳动教育与实践 2-7

小 计

P10901 物理实验（1）

P10902 物理实验（2）

32

32

2

3

1

4

3

2

3

4

7

专 P06501 无机分析化学实验
业
大
类

32

P04404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实验 C 0.5 16

P03109 工程图学实验 B 1 32

基 P03272 金工实习 B 3 3 周

2 周

32

础
实
践

P03290 机械设计基 A 课程设计

P14401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2

1

P14402 材料加工与分析实验 1 32

小

P14403 认识实习

P14404 生产实习

计 11.5

2

3

2

1

2 周

3 周

2 周

1 周

4

6

7

8

8

P14405 创新创业实践

P14406 毕业实习

P14407 毕业设计（论文） 14 14 周

22小 计

材料制造与成型课组
专

业

实

践

P14408 材料成型课程设计

P14409 材料成型实验

2 2 周 7

60.5 16

金属材料与表面工程课组

金属材料与表面工程课程设
计与综合实验

P14411 金属材料热处理实验

P14410 2 2 周 7

50.5 16

陶瓷与电子材料课组

陶瓷与电子材料课程设计与
综合实验

P14412 2 2 周

16

7

6P14413 陶瓷与电子材料实验 0.5

专业实践合计至少修读 1 组课组

小 计 24.5

实践教学总学分：4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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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读学期
课 程 名 称 总 备注

讲授 实验
学时

S30103 社会实践 2

1

1

4

2-7

2-7

2-7

第 S30102 公益志愿服务

二
S30104 校园文化活动（含美育实践

课

堂 小 计

第二课堂总学分：4 学分

E14401 有限元分析基础 2

2

2

2

1

2

32

32

32

32

16

32

20

20

20

12

12

12

7

7

7

7

5

7

建议修读,

学生也可另

外从专业拓

展课组中选

择

E14402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模拟

E14403 金属材料数值模拟基础

E14414 材料设计与创新大赛

拓

展

课

程 E14415 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实验 0 16

6E14416 3D 打印技术 26

拓展课程总学分：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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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拓展课程组

课内学时数 建议

修读

学期

课程

组别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课 程 名 称 备

注
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E14401 有限元分析基础 2

2

2

32 20

20

20

12

12

12

7

7

7

7

专业

高阶
E14402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模拟

E14403 金属材料数值模拟基础

E14404 COMSOL 模拟与实践

32

32
选修

课程组 2

8

2

32

128

32

16

76

32

16

52小 计

E14405 材料热力学 6

6

7

6

7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E14406 现代材料分析方法

E14407 分子动力学模拟

E14408 材料强度与断裂

E14409 材料化学

本硕

一体化

课程组

2 32 32

小 计 10 160 160

2 2 周E14410 金属成型科研训练课题

E14411 表面工程科研训练课题

E14412 功能陶瓷科研训练课题

6

6

6

6

7

5

7

2 2 周

2 2 周
科研

训练 E14413 矿物材料科研训练课题

E14414 材料设计与创新大赛

2 2 周

挑战性

课程组

2

1

2

32

16

32

大赛(课外训练)

E14415 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实验

E14416 3D 打印技术

16

626

小 计 13 8周+80

注：拓展课程学分N应从拓展课程组所列的课程中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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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细分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1具备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相关工作所需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1.2具备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相关工作所需的机械、电工电子、力学、计算机等工

程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3具备能用于分析和推演材料的结构、性能、加工、使用效能的变化规律及其之间逻
辑关系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

1.4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材料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
合，并能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1能识别与判断复杂工程问题中与材料相关的关键环节及制约因素。

2.2能正确表达材料研发与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知 2.3能认识到有多种方案可选择用于解决材料相关复杂工程问题，会通过文献研究，分
识及理论，识别、表达并结合文献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析复杂问题的影响因素和多种解决途径。

2.4能运用材料工程原理， 结合文献研究，分析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等过程中材料相

关影响因素，归纳并获得有效结论。

3.1掌握材料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方法和技术，确定影响能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针对社会的需求，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 源、资源和加工过程中相关材料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关键因素。

的材料工程技术，并运用现代方法设计材料产品、工艺流程和生产车间等 3.2能针对特定的材料工程需求，设计零部件、工序与工装。

解决方案，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并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3.3能进行材料产品或工艺流程的设计，对方案进行优选，体现创新意识。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4能考虑材料工程设计与应用中社会、健康、安全、环境、法律、文化等制约因素，

评估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4.1基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原理，通过专业文献和实际考察，调研和分析材料科学与工程

毕业要求 4（研究）：针对材料科学与工程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基于科学 复杂工程问题，并比较和设计实验方案。

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设计和实施实验，使用现代工具处理实验数据，分析 4.2能根据实验方案，选择研究路线、工艺设备及表征手段，安全地开展实验，科学地

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采集和处理实验数据。

4.3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 5.1了解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 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
选择与使用恰当技术、现代分析测试仪器、工艺设备和信息技术工具等， 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解析、模拟与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5.2能选用恰当的现代工具和技术，用于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分析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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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能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 借助现代化工具和手段，对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等领域

的材料解决方案进行开发、模拟和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6.1了解与材料工程技术相关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能够基于专业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材料行业的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 知识以及前述工程背景知识，对材料科学与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
析，评价材料设计、材料加工过程和产品开发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合理性分析。

以及文化的影响，能采取合理的技术手段降低或避免其不利影响。 6.2能够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等因素，客观评价材料科学与工程实践

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所应承担的责任。

7.1理解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知晓安全、环境保护和资源

有效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材料的生产和使用对
安全、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2能够站在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材料科学与工程实践的可持续

性，评价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过程中材料全生命周期以及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

害和隐患。

8.1能够具有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 能够在

材料工程实践中理解、遵守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并履行责任。
8.2能够在材料工程实践中理解和遵守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与规范。

8.3能够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在材料

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9.1能够认识到多学科团队对复杂工程实践的意义和作用，理解团队成员的定位与责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 任。

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2能够主动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团队分配的任务，并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和负责人
的角色。

10.1能够以报告、论文、设计文稿等形式清晰表述材料科学与工程复杂工程问题， 并

毕业要求 10（沟通）：能够就材料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 呈现给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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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能够通过报告、论文、设计文稿等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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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能够阅读外文专业文献，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国内外发展趋势和前沿技

术，以国际视野对待材料专业相关问题，并能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1能够理解材料科学、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原理，掌握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1.2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将管理原理、技术经济方法应用于材料产品的开发、工艺设计和

工艺流程优化等过程。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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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理解材料技术环境的多样化，以及技术进步对于知识和能力的影响和要求。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12.2能跟踪和识别材料学科相关领域的发展和研究方向，并通过理性分析，归纳和提出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问题。

12.3能进行自我评价，并使之成为自我学习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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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矩阵图
2020版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对毕业要求支撑关系

（注：H、M和L分别表示强支撑、中支撑、弱支撑，H下数值为支撑度量化值，达成评价时只考虑强支撑）

7环境

和可持 8职业规范

续发展

3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5使用现代 6工程 9个人

和团队

11项目 12终身学

管理 习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10沟通序

号
工具 与社会课程名称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1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0.21

H
0.22

3

4

5

6

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

形势与政策(1)-(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创新创业实践

H
0.2

H
0.3

H
0.2

H H
0.4 0.3

H
0.3

H
0.2

H
0.2

H
0.2

H H H
0.4 0.4 0.4

校园文化活动（含美育

实践）
H
0.28

9 H
0.2

H
0.3公益志愿服务

H
0.4

H
0.4

H H H H10 社会实践 0.3 0.4 0.2 0.2
H
0.111 大学英语(1)-(4)

12 初级英语口语

13 高级英语口语

14 高等数学

H
0.1
H
0.1

H
0.3
H
0.215 大学物理A
H
0.116 物理实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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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对毕业要求支撑关系

（注：H、M和L分别表示强支撑、中支撑、弱支撑，H下数值为支撑度量化值，达成评价时只考虑强支撑）

7环境

和可持 8职业规范

续发展

3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5使用现代 6工程 9个人

和团队

11项目 12终身学

管理 习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10沟通序

号
工具 与社会课程名称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12.3

H
0.117 无机与分析化学B
H
0.118 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 H
0.1

H
0.219

20

础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

础实验
H
0.1

H
0.121 线性代数

H
0.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3 工程力学C H H
0.3 0.2
H
0.224 工程图学B

H
0.125 工程图学实验B

H
0.126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C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实

验C
H
0.127

28

29

机械设计基础B（含课
程设计）

H
0.2

机械设计基础A课程设
计

H
0.3

H
0.230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程序设计上机实
践

H
0.131

H
0.3

H
0.232 材料物理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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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对毕业要求支撑关系

（注：H、M和L分别表示强支撑、中支撑、弱支撑，H下数值为支撑度量化值，达成评价时只考虑强支撑）

7环境

和可持 8职业规范

续发展

3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5使用现代 6工程 9个人

和团队

11项目 12终身学

管理 习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10沟通序

号
工具 与社会课程名称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12.3

H
0.3

H
0.2

H
0.333 材料科学基础

34 材料力学性能

35 材料工程基础

H H H
0.3

H H
0.3 0.2 0.2 0.3
H H H

0.30.3 0.2
H
0.2

H H H H36 现代材料微观分析方法 0.2 0.2 0.3 0.4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 H
0.2

H
0.137

础

H
0.2

H
0.138 高分子科学基础

39 材料导论（英语）

40 工程管理与材料

41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H H
0.2 0.1

H H H H H H H
0.2 0.2 0.3 0.3 0.2 0.4 0.4
H H H H
0.1 0.3 0.3 0.2
H
0.2

H H42 材料加工与分析实验

方向专业主干课1（方
向基础课）

0.2 0.3

H
0.2

H
0.243

44

45

46

47

方向专业主干课 2 （方
向专业课）

H
0.2

H
0.4

方向专业主干课 3 （方
向专业课）

H H
0.2 0.2

方向专业主干课 4 （方
向校企课）

H H H
0.30.2 0.2

方向专业主干课 5 （方
向延伸课）

H
0.2

H
0.2

H
0.3

H H H
0.3

H H48 方向实验课 0.3 0.2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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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对毕业要求支撑关系

（注：H、M和L分别表示强支撑、中支撑、弱支撑，H下数值为支撑度量化值，达成评价时只考虑强支撑）

7环境

和可持 8职业规范

续发展

3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5使用现代 6工程 9个人

和团队

11项目 12终身学

管理 习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10沟通序

号
工具 与社会课程名称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12.3

H H H
0.3

H
0.449 方向课程设计

50 拓展课

0.3 0.4
H H H

0.2
H
0.30.2 0.2

H
0.2

H
0.3

H
0.251 金工实习B

52 认识实习
H
0.4

H H
0.3 0.6

H H H
0.3

H
0.4

H
0.4

H
0.653 生产实习 0.3 0.3

H
0.3

H
0.4

H
0.6

H
0.654 毕业实习

H
0.3

H
0.3

H
0.4

H
0.5

H H H H
0.655 毕业设计（论文）

56 通识教育选修课

56 专业选修课课

57 跨专业选修课

支撑度合计

0.3 0.3 0.3

L L

1

L

1

L

1

L

1

L

1

L

1

L

L

1

L

1

L

1

L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备注：

（1）《工程管理与材料》在2016版培养方案中（原《材料与工程管理》）为专业主干课，在2020版培养方案中根据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精神，及教务处对各课程模块的学分控制要

求，将其调整为通识教育选修课，本专业要求至少选修。

（2）模拟类课程《有限元分析基础》、《计算材料学与材料模拟》、《金属材料数值模拟基础》等在2016版培养方案中为专业主干课，在2020版培养方案中根据教务处的“4+3+X”课

程体系设置要求，及各课程模块的学分控制要求，将其调整为拓展课（专业高阶选修课程组），本专业各方向要求至少选修一门。上表中拓展课的强支撑作用主要由这几门课提供。

（3）表中通识类选修课是指除《工程管理与材料》外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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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专业主干课（必修课）分组

组课 方向专业主干课1 方向专业主干课2 方向专业主干课3 方向专业主干课4 方向专业主干课5 方向 方向

课组 （方向基础课） （方向专业课） （方向专业课） （方向校企课） （方向延伸课） 课程设计 实验课

材料制造与成

型课组

金属材料学及热处

理

材料塑性成形与模 现代凝固技术基础 三维造型计算机辅
现代焊接方法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成型课程设计 材料成型实验
具设计 （校企） 助模具设计

金属材料与表面工

程课程设计与综合

实验

金属材料与表

面工程课组

热处理原理及工艺 摩擦磨损与耐磨材 金属材料热处理实

验
金属材料学 材料表面工程

(校企) 料

陶瓷与电子

材料课组

电子信息材料

（英文）

电子封装工程

（校企）

陶瓷与电子材料课 陶瓷与电子材料实

程设计与综合实验 验
特种陶瓷工艺 矿物与混凝土工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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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 2020版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坚实的材料等学科基础，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

能，能够分析解决该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熟悉新能源相关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家国情怀、工

程素质、国际视野及创新创业意识，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外语运用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 能服务于能源、

资源等领域的厚基础、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系统掌握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和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知识，并将其应用到解决复杂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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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技术方法，识别、表达、并综合

文献研究分析具体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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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运用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设计、制备及工艺方法，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可行系统、单元或 工艺流程，

并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意识。

4. 研究：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科学原理，并借助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展研究，包括

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设计、制备和加工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

与运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预测、分析和解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涉 及的相关

数据和问题，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知识与社会：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涉及的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及工程解决方案对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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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操，具备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积极向

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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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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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会交往和沟通能力，能够就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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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视野和较全面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具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工程及设备的管理、质量和效益观念及相关的技术知识，理解并

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解决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设计、制备和加工等复杂工程问题及多学

科环境中应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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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在职业发展中拥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思政：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具备家国情怀和大国工匠精神，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形成较高层次的辨别

是非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工作领域及业务范围

本专业主要以材料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基础，进行新能源材料的设计与制备、结构与性能分析、

器件的组装与测试等方面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具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复杂工程问题及新技术的 解决与应用

能力。毕业生主要面向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光电信息技术及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从事 与新能源材料

和器件相关的生产、设计、研发、教学、组织与管理等工作。

四、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依托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基础、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高分子材料科学基础、现

代材料微观分析方法、能源电化学基础、固体物理基础、材料物理性能、计算材料学与材料模拟、光伏材料

与器件、锂离子电池材料与技术、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发光材料与显示技术。

五、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最低毕业学分由基本学分、第二课堂学分、拓展课程学分构成，为 165+4+4 学分。其中，理论课程

教学 120 学分、1920 学时，实践环节 45 学分，第二课堂 4 学分，拓展课程 4 学分。

六、基本学分结构

课程模块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学分

39

选修学分 总学分

49

占基本学分比例

29.7010

0专业大类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58.5

49.5

45

58.5

57.5

45

35.45

8 34.85

其中：实践环节课程 0 27.27

七、学制和修业年限

学制为 4 年，修业年限为 3～6 年。

八、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

教学院长：唐军 专业负责人：隋艳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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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本科教学进程表
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考核

读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学时

48 48

讲授 实验

G18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3

3

3

4

2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G18202 48 48

48 48

48 48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G183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原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G18401

G18501 形势与政策（1）

G18502 形势与政策（2）

G18503 形势与政策（3）

G18504 形势与政策（4）

G13101 体育（1）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2

4

6

7

1

2

3

4

5

6

1

8

8

8

8

8

8

8

通
G13102 体育（2）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G13103 体育（3）

G13104 体育（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G13105 体育（5）

G13106 体育（6）

G3010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

2

8 8

不计入

毕业学分
G12901 大学英语（1）（预备级） 32 32 16 1

G12902 大学英语（2）

G12903 大学英语（3）

G12904 大学英语（4）

G08510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G08511 Python 程序设计

G30102 军事理论

2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16

16

16

8

1

2

3

1

2

1

2.5 40 40

32 16

30 608 592

8

2 20

小

国家安全教育类课程

创新创业类课程

计

1

2

2

2

2

16 16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通

识

教 美育类课程

育
工程管理与材料 6

选

修

课

程

人文社科类

其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通识教育课程至少修读

10 160 160

40 768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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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M10851 高等数学 A（1）

M10852 高等数学 A（2）

M10853 高等数学 A（3）

M10854 高等数学 A（4）

M14901 大学物理 A（1）

2

3

3

3

32 32

48

48

48

56

56

32

40

8 1

1

2

2

2

3

3

4

3

2

4

1

3

3

4

48

48

48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专

3.5 56

3.5 56
专业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业 M14902 大学物理 A（2）

大 M10855 线性代数 2 32
类

基 M1085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5 40

4.5 72

3.5 56

础 M02642 工程力学 C 64

56

48

56

40

56

80

8
必

M03102 工程图学 B
修

课

程

M17219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 C

M06534 无机与分析化学 B

M03204 机械设计基础 B

M14401 材料物理化学

M14402 材料科学基础

小 计

3 48

3.5 56

2.5 40

3.5 56 16

5 80

48 768 760

48 768 760专业大类基础课程至少修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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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M14406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M14501 高分子材料科学基础

M14408 现代材料微观分析方法

M14502 能源电化学基础

M14503 固体物理基础

2

2

32

32

40

48

40

32

32

32 5

5

6

5

5

32

2.5

3

40

48

2.5

2

40

M14416 材料物理性能 32 8 5

7M14520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模拟

小 计

2 20 12

16 256 244专

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课组
业

主

干

课

程

M14504 能源材料（英语） 2 32

32

32

32

5

6M14505 光伏材料与器件（校企联合 2 8

8
锂离子电池材料与技术（校

M14506 2 32

32

32

32

6

7

企联合）

M14507 能源转换与存储技术 2

8

专

业

知

识

课

程

小 计 128 128

光电材料课组

M14508 电子材料（英语） 2

2

32 32

32

5

6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校企联

合）
M14509

M14510

32 8

8
发光材料与显示技术（校企

联合）
2 32

32

32

32

6

7M14511 电子封装材料与技术 2

8小 计 128 128

专业主干课程至少修读 1 组课程

M14512 可再生能源技术

M14513 金属能源材料

M14514 氢能及燃料电池

M14515 超级电容器

1

1

16

16

16

16

32

32

32

32

64

16

16

16

16

32

32

32

32

64

7

7

7

7

6

6

6

6

1

1

专业

选修

课程

M14516 纳米材料与技术

M14517 新能源汽车

2

2

M14518 能源设备与成型技术

M14519 光电催化技术

专业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专业主干和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2

2

4

28

2

448 436

32 32跨专 I17102 智慧能源概论 全 建议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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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业选 学生也可选

修其他专业

课程,

I03623 智能制造导论

I08401 大数据可视化

I03624 机器人导论

2

2

32 32

32

32

32

64

5

5

6

7

修课

程
32

2 32

32

64

选修跨专业

拓展课程组

时可免修。
I07201 智慧城市导论

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专业知识课程至少修读

2

4

32 512 500

理论教学总学分：120 学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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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考核

读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P18203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P12901 初级英语口语

2 2 周 4

11

1

16

16

32

32

通

识

教

育

实

践

P12902 高级英语口语 2

P08516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实验 1 1

P08511 Python 程序设计上机实践

P30104 军事训练

1 2

2 2 周 1

P30103 劳动教育与实践

小 计

1

9

1

1

1

32 2-7

P10901 物理实验（1）

P10902 物理实验（2）

P06501 无机分析化学实验

P04404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实验 C

P03109 工程图学实验 B

P03290 机械设计基础 A 课程设计

32

32

32

2

3

1

4

3

3

4

2

专

业

大

类

基

础

0.5 16

32

2 2 周

32

3 3 周

10.5

1

实 P14401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践

1

P03272 金工实习 B

小 计

P1450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基础实验

P14502 创新创业实践

P14503 认识实习

1 32 5

7

4

6

8

8

2 2 周

2 2 周

3 3 周

1 1 周

14 14 周

23

P14504 生产实习

P14505 毕业实习

专 P14506 毕业论文

小 计
业

能源转化与存储材料课组

转换与存储材料课程设计与综实 P14507 2 2 周 7

6

合实验

践 P14508 转换与存储材料实验 0.5 16

光电材料课组

P14509 光电材料课程设计与综合实验 2 2 周 7

6P14510 光电材料实验

专业实践合计至少修读 1 组课组

小 计

0.5 16

25.5

实践教学总学分：4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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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考核

读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S30103 社会实践 2

1

1

4

2-7

2-7

2-7

第 S30102 公益志愿服务
二

S30104 校园文化活动（含美育实践
课

堂 小 计

第二课堂总学分：4 学分

E14414 材料设计与创新大赛 2

2

2

32

32

32

7 建议修读,

学生也可

另外从专

业拓展课

组中选择

拓 E14502 器件回收与利用
展

32

32

6

7E14503 器件失效分析与评价

拓展课程总学分：4 学分

课

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拓展课程组
课内学时数 建议

课程

组别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总 修读

学期

备注
讲授 实验

学时

32E14414 材料设计与创新大赛

E14501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E14502 器件回收与利用

2

2

2

7

5

6

6

7

大赛(课外训练)

32 32

32

32

32

专 业
32高 阶

选 修 E14510 微电子技术导论（校企联合） 2 32
课程组 E14503 器件失效分析与评价 2 32

小 计 10 160

E14409 材料化学 2

2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7

6

6

7

7

E14405 材料热力学

本硕 E14406 现代材料分析方法

E14407 分子动力学模拟

E14504 新能源材料

一体化

课程组

小 计 10 160 160

E14505 锂电池科研训练课题

E14506 电容器科研训练项课题

E14507 太阳能科研训练课题

2 2 周 7

7

7

2 周

2 周

2

2
科研

训练

挑战性 E14508 光电催化科研训练课题
课程组

2 2 周

2 周

10 2 周

7

7E14509 燃料电池科研训练课题 2

小 计

注：拓展课程学分应从拓展课程组所列的课程中选修。

·26·

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 2020 版本科培养方案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毕业要求细分表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细分指标点

1.1 针对不同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复杂工程问题，能运用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进行表述；

1.2 能针对具体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问题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或

原理方程，并利用恰当条件求解；
1. 工程知识：能够系统掌握数学、物理

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工程

技术和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知识，并

将其应用到解决复杂问题中。

1.3 能够将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专业复杂工程问题；

1.4 能将专业知识通过模型比较与综合，用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复

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优选、设计与计算。

2.1 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复杂工

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及制约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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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技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复杂工程问

题；术方法，识别、表达、并综合文献研究
分析具体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领域 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找

适宜的解决方案；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4 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能源、资源和加工制
造等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3.1 掌握材料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方法

和技术，了解影响能源、资源和加工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 种

因素；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的前提下，运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设计、

制备及工艺方法，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设

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可行的系统、单元或工

艺流程，并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意识。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零部件、工序、工装的设计；

3.3 能够进行产品或工艺流程、车间的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

新意识；

3.4 在设计中能考虑社会、健康、安全、环境、法律、文化等

制约因素，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4.1 基于科学与工程原理，通过文献调研和实际考察，能够提

4. 研究：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 出、分析、比较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和解决 方

域科学原理，并借助科学方法对复杂工 案，设计实验方案；

程问题开展研究，包括实验设计、数据 4.2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择研究路线、工艺设备及表征手段，
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安全地开展实验，科学地采集和处理实验数据；
有效的结论。 4.3 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5.1 了解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的基本原理，掌握专业

常用的模拟软件、制图工具、现代仪器、信息检索工具和专业

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及适用范围；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设计、制备和加工过程中的复杂

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运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预测、分析和解释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涉及的相关数据和问题，并能够理解

其局限性。

5.2 能够选用恰当的现代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及计

算；

5.3 能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借助信息检索工具和专业模拟软

件，对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等领域的解决方案进行开发、模 拟和

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6. 知识与社会：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 6.1 了解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工程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产业政
器件涉及的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 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分析，评价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产品、
6.2 能分析和评价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

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新工艺的开发及工程解决方案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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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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细分指标点

7.1 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知晓环境
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

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7.2 在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考虑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评价能源、资源和加工制造过程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 害

和隐患。

8.1 具有家国情怀、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价值

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8. 职业规范：具有家国情怀、人文社会科

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操，具备积

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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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能够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工程实践中理解和遵守诚实公正、

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8.3 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

会责任，并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具有组织管理能力、表达 9.1 能够认识到多学科团队对复杂工程实践的意义和作用，理解

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能 团队中每个角色的定位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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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能够主动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团队分配的任务，承担个体、

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沟通：具有社会交往和沟通能力， 10.1 能够以报告、论文、设计文稿等形式清晰表述新能源材料

能够就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领域复杂 与器件复杂工程问题，并呈现给社会公众；

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10.2 能够通过报告、论文、设计文稿等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进行沟通交流；

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较全面的外语

综合运用能力，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行沟通和交流。

10.3 能够阅读外文资料，具有一定国际视野，并能在跨文化背

11. 项目管理：具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11.1 理解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原理，掌握工程活动中涉及的管

工程及设备的管理、质量和效益观念及 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相关的技术知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

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解决新能 11.2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将管理原理、技术经济方法应用于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产品的开发、工艺设计和工艺流程优化等过程。源材料与器件设计、制备和加工等复杂

工程问题及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1 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
重要性；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在职业发展中拥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2.2 具有自我发展规划及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获取新的知识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12.3 能表现出自我学习和探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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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矩阵图
7．环境

3．设计/开发 6．知识 8．职业规 9．个人 11．项 12．终身学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5．使用工具 和可持

续发展

10．沟通
解决方案 与社会 范 和团队 目管理 习

课程编

号

10 10.10. 11. 11. 12. 12. 12.

.1 2 3 1 2 1 2 3
1.11.2 1.3 1.4 2.1 2.22.3 2.4 3.1 3.2 3.3 3.4 4.14.24.3 5.1 5.2 5.36.1 6.2 7.1 7.2 8.1 8.2 8.39.1 9.2

M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L

M
中国近代史纲

要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L

M

L L H

形势与政策

体育

L

M

L

L L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M

大学英语 H

计算思维与人

工智能基础

Python 程序设

计

L M L

L L L

军事理论 L L

工程管理与材

料
H H L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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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3．设计/开发 6．知识 8．职业规 9．个人 11．项 12．终身学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5．使用工具 10．沟通

解决方案 与社会 范 和团队 目管理 习

高等数学 A

大学物理 A

线性代数

M M

M

L

L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L

工程力学 C

工程图学 B

M

L

M

电工技术与电

子技术C
L

无机与分析化

学 B
M

机械设计基础

B
M

M14401 材料物理化学 M M √

M14402 材料科学基础 M

L

M M

L
高分子材料科

学基础
M14501

M14406

M14408

M14502

L

L
无机非金属材

料科学基础

现代材料微观
分析方法

M L

能源电化学基

础
L M

M14416 材料物理性能

M14503 固体物理基础

M

M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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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3．设计/开发 6．知识 8．职业规 9．个人 11．项 12．终身学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5．使用工具 10．沟通

解决方案 与社会 范 和团队 目管理 习

计算材料学与

材料模拟
E14402 M H H H M

M14504 能源材料 L M

光伏材料及器
M14505 M

件

锂离子电池材

料与技术
M14506

M14507

M

能源转换与存

储技术
M

M14508 电子材料 L M

半导体材料与

器件
M14509

M14510

M14511

M

M

M

发光材料与显

示技术

电子封装材料

与技术

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
L L L H

大学英语口语 H

计算思维与人

工智能基础上

机实践

M

Python 程序设

计上机实践
L L L

军事训练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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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3．设计/开发 6．知识 8．职业规 9．个人 11．项 12．终身学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5．使用工具 10．沟通

解决方案 与社会 范 和团队 目管理 习

劳动教育与实

践
M M M M

物理实验 H

L
无机分析化学

实验

电工技术与电

子技术实验 C

工程图学实验

B

L

L

M
机械设计基础

B 课程设计

材料科学基础

实验
P14401

P14501

H

H

M

M

H M L

金工实习 B L M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基础实验
L L M

HP14502 创新创业实践

P14503 认识实习

P14504 生产实习

L M M L M H

ML

H

L

LM M M M M

转换与存储材

P14507 料课程设计与

综合实验

H

转换与存储材

料实验
P14508 L L L H H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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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3．设计/开发 6．知识 8．职业规 9．个人 11．项 12．终身学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4．研究 5．使用工具 10．沟通

解决方案 与社会 范 和团队 目管理 习

光电材料课程

P14509 设计与综合实

验

H

M

P14510 光电材料实验

P14505 毕业实习

P14506 毕业论文

L L L H H L L

M

H

M M

H H

M M

H H

M

M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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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课程体系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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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专业 2020版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勇于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的中国梦实现中承担责任、数理基础厚实、知识面宽、具有能源资源领域基础知识、科学素养高、好学力

行、求是创新，服务于基础物理、智能传感与测试技术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毕业要求

1. 知识：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掌握较系统的物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

经管、法律和国防知识，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和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智能传感与

测试等相关领域中的复杂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方案设计：能够针对专业领域中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能综合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物理、智能传感与测试研究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物理学基本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

5. 使用现代工具：在解决专业领域相关的问题时，有能力根据需要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和

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专业应用与社会：能够基于物理学、智能传感与测试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评价专业实践应用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专业领域实践应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思想政治良好，工作中爱岗敬业、求真务实、遵纪守法，能遵守 所

在岗位的职业道德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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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个人专业领域中的问题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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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能够作为专业人才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和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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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断学习和适用发展的能力。

三、工作领域及业务范围

本专业特点为理工结合。毕业生主要面向科研院所、机关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工程技术及管理部门， 从事基

础物理、智能测试、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应用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面向大专院校、职业学校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四、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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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量子力

学、电动力学、固体物理、模拟电路基础、数字与逻辑电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传感器原理、单片机原理、

智能仪器原理。

五、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最低毕业学分由基本学分、第二课堂学分、拓展课程学分构成，为 165+4+3 学分。其中，理

论课程教学 123 学分、1968 学时，实践教学环节 42 学分，第二课堂 4 学分，拓展课程 3 学分。

六、基本学分结构

课程模块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学分

39

选修学分 总学分

49

占基本学分比例

10

0

29.7

38.8

31.5

25.5

专业大类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64 64

43.5

42

8.5

0

52

其中：实践环节课程 42

七、学制和修业年限

学制为 4 年，修业年限为 3～6 年。

八、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

教学院长：唐军 专业负责人：石礼伟

·36·

1



应用物理学专业 2020 版本科培养方案

应用物理学专业本科教学进程表
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考核

读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总

学时

48 48

备注
讲授 实验

G18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3

3

3

4

2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G18202 48 48

48 48

48 48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G183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原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G18401

G18501 形势与政策（1）

G18502 形势与政策（2）

G18503 形势与政策（3）

G18504 形势与政策（4）

G13101 体育（1）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2

4

6

7

1

2

3

4

5

6

8

8

8

8

8

8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G13102 体育（2）

G13103 体育（3）

G13104 体育（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G13105 体育（5）

G13106 体育（6）

不计入毕

业学分
G12901 大学英语（1）（预备级） 2 32 32 16 1

G12902 大学英语（2）

G12903 大学英语（3）

G12904 大学英语（4）

G08511 Python 程序设计

G08510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G3010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G30102 军事理论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16

16

16

8

1

2

3

2

1

1

1

2.5 40 40

2

0.5

2

32 32

8 8 8

32 16 20

小

国家安全教育类课程

创新创业类课程

美育类课程

计 30 608 592

1

2

2

1

2

2

16 16

32 32

32 32

16 16

32 32

32 32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建议修读

至少修读

建议修读

通

识

教

育 能源资源科学概论

选 人文社科类课程

修 经济管理类课程
课

程
其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10 160 160

通识教育课程至少修读 4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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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M10851 高等数学 A（1）

M10852 高等数学 A（2）

M10853 高等数学 A（3）

M10854 高等数学 A（4）

M10855 线性代数

2

3

3

3

2

32 32

48

48

48

32

40

8 1

1

2

2

3

3

48 16

16

16

16

16

16

48

48

32
专

专

业

大

业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M1085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06556 大学化学 B

2.5 40

2

3

32

48

32

48

2

1类 M14301 力学

基 热学 2

4

32

64

32

64

56

48

48

64

1

2

2

3

4

3

M14302

M14303

M14304

M14306

M14307

M14201

础

必

修

课

程

电磁学

光学 3.5 56 8

8模拟电路基础（全英文）

数字与逻辑电路

数学物理方法

3

3

4

48

48

64 8

M14225 物理学科与专业导论

M14226 学科前沿讲座

1

1

16

16

16

16

1

7

小 计 42 672 672

42 672 672专业大类基础课程至少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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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建议
指导 修读
学时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学时

讲授 实验

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 3

3

48 48 3M14202

M14203 理论力学 C 48 48

56

64

56

48

32

8 4

4

5

5

5

5

6

6

专 M14204 电动力学

M14205 量子力学

3.5 56

64

3.5 56

4
业

主

干

课

程

M142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M14208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M14209 单片机原理

3

2

48

32

M14207 固体物理 3.5 56 56

48

32

32

M14210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M14211 智能仪器原理

3 48

32

32

2

2

6

6计算物理

小

M14212

计 32.5 520 520

M14221 物理学史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40

32

40

40

32

32

16

32

32

24

M14222 宇宙学概论 2

5

6

4

7

7

4

6

4

5

7

6

专

业

知

识

课

程

M14314 光谱技术与应用

M14213 现代分析测试方法

M14214 激光原理及应用

M14215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应用

M14216 磁性物理学

2.5 40

322

2.5 40

2.5 40
专业
选修 M14217 新能源材料
课程

2

2

1

2

2

2

32

32

16

32

32

32

M14437 微电子技术导论（校企）

M14219 生物物理

M14220 等离子体物理基础

M14223 超构材料

M14224 电磁无损检测 8

专业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专业主干和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I04201 MATLAB 编程与系统仿真

I10152 人工智能控制

4.5 72

37

2

592

32

32

32

32

32

32

64

32

32

32

32

32

32

64

3

62

跨专 I17102 智慧能源概论
业选

建议修读，
学生也可选
修其他专业

课程。

2 全

6I03624 机器人导论 2
修课
程 I03626 智能系统与智慧工厂

I08402 物联网工程导论

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专业知识课程至少修读

2 7

2 6

4

41 656 656

理论教学总学分：12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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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数

课内学时数 课外

指导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建议修 考核

读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总

讲授 实验
学时

P18203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P12901 初级英语口语

2

1

1

2 周 4

1

2

16

16通

识

教

育

实

践

P12902 高级英语口语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实
验

P08516 1 32 1

P08511 Python 程序设计上机实践

P30104 军事训练

1

2

32

2 周

32

2

1

P30103 劳动教育与实践 1 2-7

小 计 9

P14201 普通物理实验（1） 1.5

1.5

1

48

48

48

48

32

32

2

3

4

4

4

8

8

专 P14202 普通物理实验（2）
业

P14203 普通物理实验（3）

P14301 数电模电实验

32
大

类 1 32

基 P14207 认识实习 2 周

1 周

2
础

P14208 毕业实习

P14210 毕业论文

小

1
实

践 14 14 周

计 22

P14204 近代物理实验 2

1

64

32

64

32

32

5

5

6

6

7

专

业

实

践

P14205 应物专业综合实验（1）

P14206 应物专业综合实验（2）

P14209 应物专业课程设计

P14306 创新创业实践

1 32

2 2 周

5 周5

小 计 11

实践教学总学分：4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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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建议修 考核

读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指导

学时

备注
总学时 讲授 实验

S30103 社会实践 2

1

1

4

2-7

2-7

2-7

第 S30102 公益志愿服务
二

S30104 校园文化活动（含美育实践
课

堂 小 计

第二课堂总学分：4 学分

E14201 物理创新实践设计 3

2.5

2

3 周 1

6

6

7

建议修读,

学生也可

另外从专

业拓展课

组中选择

拓 E14202 量子力学专题研讨
展

40

32

32

40

32

32

E14203 低维自旋电子学

E14204 非晶物理导论
课

程 2

拓展课程总学分：3 学分

应用物理学专业拓展课程组
课内学时数 建议

课程

组别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考核

方式
课 程 名 称 修读

学期

备注总

学时
讲授 实验

E14201 物理创新实践设计

专 业 E14202 量子力学专题研讨

3

2.5

2

3 周

40

1

7

6

7

40

32

32

高 阶

修
E14203 低维自旋电子学

E14204 非晶物理导论

32
选

2 32课程组

小 计 9.5

3E14205 高等量子力学

E14207 高等统计物理

48

32

48

32

48

32

48

32

7

8

8

8

2
本硕

一体化 E14208 固体理论 3

课程组 E14304 固体光谱学 2

小 计 10

3

160 160

3 周E14209 低维材料与器件科研训练

E14210 生物或复杂系统科研训练

E14211 非平衡统计科研训练

6

6

6

科研

训练 3 3 周

挑战性

课程组
3 3 周

小 计 9

注：拓展课程学分 3 应从拓展课程组所列的课程中选修。

·41·

1



中国矿业大学 2020 版本科培养方案

应用物理学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矩阵图
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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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方

案

设

计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专

业

应

用

与

社

会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 . .

人 沟

和 通

团

管

理

终

身

学

习

课程
课程名称

编号

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G18202 H

G18101

G18302

G18401

G18501

G30103

G30102

P180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近代史纲要

L

L

L

H M

H M

H M

H M

L M H

M H

H

L

L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形势与政策 M 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军事理论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P12901P12902 初级\高级英语口语 M H L

P08516

P30104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实验 M H

军事训练 M H L

L M L劳动教育实践

G12901-G1290
4

大学英语（1）-（4） M

H

H L

L

M10851-M1085
4

高等数学 A（1）-（4） M L

M

G13101-G1310
6

体育（1）-（6） L M

G08510

G08511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L H

HPython 程序设计

能源资源科学概论 H H

M10855

M10856

M06556

M14301

M14302

M14303

M14304

M14201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大学化学 B

力学

H

H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M

M

L

L

L

L

L

L

L

L

热学

电磁学

光学

数学物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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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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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方

案

设

计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专

业

应

用

与

社

会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 . .

人 沟

和 通

团

管

理

终

身

学

习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队

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

模拟电路基础（全英文）

数字与逻辑电路

M14202

M14306

M14307

M14203

M14204

M14205

M14206

M14208

M14209

M14207

M14210

M14211

M14212

M14225

P14201-3

P14301

P14207

P14208

P14210

P14204

M14226

P14205

P14206

P14209

P14306

H

H

H

H

H

H

H

M

M

H

H

H

M

M

M

M

M

M

M

L

L

L

L

L

L

L

理论力学 C

电动力学

量子力学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单片机原理

M L

M L

固体物理 M L

L

L

M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M

智能仪器原理

计算物理

M

M H M

物理学科与专业导论

普通物理实验（1）-（3）

数电模电实验

M M

L M

LH L

认识实习 H L

H L

L

M L L L

H L L L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H H

L

H

M

H L L

近代物理实验

学科前沿讲座 M

M

L

L

L

M

应物专业综合实验（1）

应物专业综合实验（2）

应物专业课程设计

创新创业实践

M

M

H H

H H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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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专业课程体系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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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0版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人文科学素养、法律意识、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及家国情怀、创新能力及国际视野、宽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专业 知识、熟

练的实验技能，能够服务于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二、毕业要求

1. 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中的复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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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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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设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光

电信息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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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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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光电信息科学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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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专业应用与社会：能够基于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内的工程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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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相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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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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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沟通：能够就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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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理解并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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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断学习和适用发展的能力。

三、工作领域及业务范围

本专业特点是理工结合，毕业生主要面向科研院所、机关单位、能源和资源行业、工程技术及生产管理部

门，在光学工程与光电检测技术、激光技术、光通讯与光信息处理技术等领域从事光电信号采集、传输、处理，光学

系统设计、制作、检测的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面向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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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职业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四、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光学。

核心课程：模拟电路基础、数字与逻辑电路、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光电

检测技术、激光原理与技术、工程光学、光学薄膜与制备技术、光通信原理与技术、信息光学。

五、最低毕业学分要求、教学时数

最低毕业学分由基本学分、第二课堂学分、拓展课程学分构成，为 165+4+3 学分。其中，理论课程

教学 123.5 学分、1976 学时，实践环节 41.5 学分，第二课堂 4 学分，拓展课程 3 学分。

六、学分结构

课程模块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学分

39

选修学分 总学分

49

占基本学分比例

10

0

29.7

38.8

31.5

25.2

专业大类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64 64

43 9 52

其中：实践环节课程 41.5 41.5

七、学制和修业年限

学制为 4 年，修业年限为 3~6 年。

八、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学位

教学院长：唐军 专业负责人：韩奎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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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进程表
学

分

数

课内学时数 课外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开课 建议选 考核

学期 修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总学

时

学习

学时

备注
讲授 实验

G18101

G18202

G183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3 48 48

3 48 48

3

4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原为

G184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3

础）

48 48 1

G18501

G18502

G18503

G18504

G13101

G13102

G13103

G13104

G13105

G13106

形势与政策（1）

形势与政策（2）

形势与政策（3）

形势与政策（4）

体育（1）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16 16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0.5 24 24

2

4

6

7

1

2

3

4

5

6

G18501

G18502

G18503

G18504

8

8

8

8

8

8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体育（2）

体育（3）

体育（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体育（5）

体育（6）

不计入毕

业学分
G12901 大学英语（1）（预备级 2 32 32 16 1

G12902

G12903

G12904

大学英语（2）

大学英语（3）

大学英语（4）

2 32 32

2 32 32

2 32 32

16

16

16

1

2

3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

础
G08510 2 32 32

2.5 40 40

1

G08511

G30103

G30102

Python 程序设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军事理论

8

8

2

1

1

0.5 8 8

2 32 16

30 608 592

1 16 16

2 32 32

2 32 32

1 16 16

2 32 32

2 32 32

20

小 计

国家安全教育类课程

创新创业类课程

美育类课程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至少修读

建议修读

至少修读

建议修读

通

识

教

育 能源资源科学概论

选 人文社科类课程

修 经济管理类课程
课

程
其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10 160 160

通识教育课程至少修读 40 学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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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总学

课外

学习

学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开课 建议选 考核

学期 修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备注

讲授 实验
时

M10851 高等数学 A（1）

M10852 高等数学 A（2）

M10853 高等数学 A（3）

M10854 高等数学 A（4）

M10855 线性代数

2

3

3

3

2

32 32

48 48

48 48

48 48

32 32

8 1

1

2

2

3

3

2

1

1

1

2

2

3

3

4

7

16

24

16

16

16

16

专

专

业

大

业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M1085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06556 大学化学

2.5 40 40

2

1

3

2

4

32 32

16 16

48 48

32 32

64 64

类 M14225 物理学科与专业导论

基
M14301 力学

础

必

修

课

程

M14302 热学

M14303 电磁学

M14304 光学 3.5 56 56 8

8

8

M14201 数学物理方法 4 64 64

48 48

48 48

16 16

M14306 模拟电路基础（全英文 3

M14307 数字与逻辑电路

M14226 学科前沿讲座

3

1

小 计 42 672 672

专业大类课程至少修读 4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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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课外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学分

数

开课 建议选 考核

学期 修学期 方式
课 程 名 称 学习

学时

备注总学

时
讲授 实验

M14202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

M14308工程光学

3 48 48 3

4

4

5

5

5

6

6

6

6

2.5 40 40

3.5 56 56

3.5 56 56

M14204电动力学

M14309信息光学

M14205量子力学 4 64 64专业

主干 M14310激光原理与技术 3.5 56 56

3.5 56 56

16

8

课程 M14207固体物理

M14311光电检测技术

M14312光通信原理与技术

M14305光学薄膜与制备技术

小 计

3

3

3

48 48

48 48

48 48 8

32.5 520 520

M14221物理学史 2

2

2

32 32

32 32

32 32

4

2

5

5

6

6

7

7

7

6

7

M14222宇宙学概论
专

业

知

识

课

程

M14314光谱技术与应用

M14315光电传感器应用技术

M14317半导体器件物理

M14213现代分析测试方法

1.5 24 24

32 32

2.5 40 40

2

专业

选修 M14316光电图像处理 2

2

2

2

2

5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80 80

课程 M14319固态照明与显示技术

M14320光子晶体

M14437微电子技术导论（校企

M14223超构材料

专业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专业主干和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37.5 600 600

I04201MATLAB 编程与系统仿真 2 32 32

32 32

32 32

3

5

5

I08401大数据可视化

I03623智能制造导论

2

2 建议修读，

学生也可

选修其他

专业课程

跨专

业选

修课

程

智能机器人创新设计与
制作 2 32 32 5

I03624机器人导论 2

2

2

4

32 32

32 32

32 32

64 64

6

6

6

I08402物联网工程导论

I10152人工智能控制

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专业知识课程至少修读 41.5 学分

理论教学总学分：123.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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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时数
学

分

数

建议

选修

学期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课外学 开课学 考核

方式
总

学 讲授 实验 习学时

时

课 程 名 称 备注
期

P18203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P12901 初级英语口语

2 2 周 3 或4

1 16

1 16

1

2通

识

教

育

实

践

P12902 高级英语口语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实
P08516 1 32 1

验

P08511 Python 程序设计上机实践 1 32 2

1P30104 军事训练 2 2 周

1 32

9

P30103 劳动教育与实践

小 计

2-7

P14201 普通物理实验（1）

P14202 普通物理实验（2）

P14203 普通物理实验（3）

P14301 数电模电实验

P14207 认识实习

1.5 48

1.5 48

1 32

1 32

2 2 周

1 1 周

14 14 周

22

48

48

32

32

2

3

4

4

4

8

8

专

业

大

类

基

础

实

践

P14208 毕业实习

P14210 毕业论文

小 计

P14302 光电信息专业基础实验

P14303 工程光学课程设计

P14304 光电信息专业综合实验

P14305 光电信息专业综合设计

P14306 创新创业实践

1 32

1 1 周

1.5 48

2 2 周

5 5 周

32

48

5

5

6

6

7

专

业

实

践

10.
5

小 计

实践教学总学分：41.5 学分

S30103 社会实践 2

1

2-7

2-7

2-7

第

二

课

堂

S30102 公益志愿服务

S30104 校园文化活动（含美育实践） 1

小 计 4

第二课堂总学分：4 学分

E14201 物理创新实践设计

E14301 导波光学

3 3 周 1

4

6

6

7

建议修

读，学生

也可另外

从专业拓

展课组中

选择

1.5 24 24

1.5 24 24

2.5 40 40

2 32 32

拓

展

课

程

E14303 量子信息技术

E14202 量子力学专题研讨

E14204 非晶物理导论

拓展课程总学分：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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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拓展课程表
学

分

数

课内学时数 建议

修读

学期

课程组

类别

考核

方式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备注总学

时
讲授 实验

E14201

E14301

E14303

E14202

E14204

物理创新实践设计

导波光学

3 3 周

1.5 24

1.5 24

2.5 40

1

4

6

7

7

24

24

40

32

专 业
量子信息技术

量子力学专题研讨

非晶物理导论

高

选

阶

修

课程组
2 32

小 计 10.5

E14302

E14205

E14304

E14208

非线性光学 2

3

2

3

32

48

32

48

32

48

32

48

8

7

8

8

高等量子力学

固体光谱学
本硕

一体化

课程组 固体理论

小计 10 160 160

E14305 新型电磁功能材料与器件 3 3 周 5

5
低维材料结构及性能的理
论研究

科研训练挑 E14306 3 3 周

战性
新型光子学与光电功能材
料课程组 E14307 3 3 周 5

小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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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矩阵图
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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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专

业

应

用

与

社

会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通 管理 终身

学习
课程

课程名称
编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G18401

G18302

L

L

H M L

L中国近代史纲要 H

H

M

MG18501-G18504 形式与政策 M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G18101

G18202

L H

H

L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G30103

G30102

M H

H

军事理论 M

L

H

MG13101-G13106 体育（1）-（6） L

LG12901-G12904 大学英语（1）-（4 M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
能基础

G08510

G08511

L H

HPython 程序设计 M

能源资源科学概论

大学化学

H H

M06556 H

H

H

M

M

L

L
高等数学 A（1）-
（4）

M10851-M10854

M10855

M10856

线性代数 M

M

L

L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

物理学科与专业导

论
M14225 M M

M14301

M14302

M14303

M14304

力学 H

H

H

H

M

M

M

M

L

L

L

L

热学

电磁学

光学

光学薄膜与制备技

术
M14305

M14306

H

H

M

M

L

L
模拟电路基础（全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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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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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专

业

应

用

与

社

会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通 管理 终身

学习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数字与逻辑电路M14307

M14201

M14308

M14204

M14309

M14205

M14310

M14207

M14311

M14312

H

H

H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M

M

M

M

L

L

L

L

L

L

L

L

L

L

数学物理方法

工程光学

电动力学

信息光学

量子力学

激光原理与技术

固体物理

光电检测技术

光通信原理与技术 H

原子与原子核物理

学
M14202

M14226

P18023

H M L

学科前沿讲座 M M

H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

初级英语口语/高
级英语口语

P12901-P12902

P08516

M H L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
能基础实验

M

M

H

H
Python 程序设计上

机实践
P08511

P30104 军事训练 M

L

H

M

L

L劳动教育与实践

普通物理实验（1）

普通物理实验（2）

普通物理实验（3）

数电模电实验

认识实习

P14201

P14202

P14203

P14301

P14207

P14208

L

L

L

H

M

M

M

LL

H

H

H

L

L

M

H

L

L

L

L

L

L毕业实习

光电信息专业基础

实验
P14302

P14303

L

M

M

L工程光学课程设计

·53·

1



中国矿业大学 2020 版本科培养方案

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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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专

业

应

用

与

社

会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通 管理 终身

学习
课程

课程名称
编号

光电信息专业综合
实验

P1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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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0 版本科培养方案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拓扑图

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大学英语、军事理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通识教育必修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语口语、军事训练、劳动教育与实践等通识教育实践课程未列入拓扑图，请按照培养方案所列学期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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