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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指导 16 第 2,6 学期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掌握求职的方法与技巧，增强择业意识，提

高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招生就业处 

学科 

（专业） 

基础 

课程 

高等数学Ⅱ 72 第 1 学期 

掌握极限与连续、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常微分方程的概念，

学习掌握运用数学方法对电气物理量相互关系描述的建模与基本运算能力，

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后续课程：《高等数学Ⅲ》。 

数学 理信学院 

高等数学Ⅲ 72 第 2 学期 

掌握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无穷级

数的概念，建模与运算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Ⅱ》，后续课程为：《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 32 第 2 学期 

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知识和计算方法，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增强运用

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为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扩大数学知识方面

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先修课程：《高等数学Ⅱ，Ⅲ》；后续课程：《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电工技术》、《电子技术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56 第 2 学期 

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扩大数学知识方面提供必要的数

学基础。先修课程：《高等数学Ⅱ，Ⅲ》、《线性代数》；后续课程：《几

何量公差与检测》、《机械制造技术》。 

普通物理 64 第 2 学期 

掌握热学、气体动力学、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基本理论，静电场和稳恒

磁场的基本性质，光的波动性，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洛仑兹变换及相对

论时空观等基本知识，并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打下必要的物

理基础。先修课程：《高等数学Ⅱ，Ⅲ》；后续课程：《普通物理实验》、

《理论力学》、《电工技术》。 
物理 理信学院 

普通物理实验 24（24） 第 2 学期 

通过实验加深对普通物理理论知识和规律的理解，学习常用物理量的测量技

术，会使用常用测量仪器仪表，学会数据处理方法。先修课程：《普通物理》；

后续课程：《理论力学》、《电工技术》。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Ⅰ、Ⅱ 
96 第 1,2 学期 

掌握用投影法图示空间形体和图解空间几何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学

生的空间思维能力、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的基本能力。后续课程：《计算机

绘图（二维）》、《三维实体设计》。 
工程基础 

机电学院 

计算机绘图（二维） 32（18 上 第 2 学期 掌握计算机绘图的基本操作方法，具有运用计算机绘制二维工程图样的能力。 机电学院 



 

机）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后续课程：《三维

实体设计》。 

理论力学 64 第 3 学期 

对质点、质点系和刚体机械运动的基本规律有较系统、全面的了解，掌握有

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运用，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从事产

品设计工作提供必要的力学知识。先修课程：《高等数学Ⅱ，Ⅲ》、《普通

物理学》；后续课程：《材料力学》、《机械设计》。 

建工学院 

材料力学 64（10） 第 4 学期 



 

精度设计提供必要的知识。先修课程：《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机械原

理》；后续课程：《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实验》、《机械制造技术》、《机械

制造装备设计》。 



 

弦波振荡电路、稳压电路、门电路、触发电路、时序电路等常用电子电路。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Ⅰ》；后续课程：《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机械工程

测试技术实验》。 

专业课程 

液压与气动技术 56 第 5 学期 

掌握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理论（包括流体静压力基本方程、压力的传递及

帕斯卡原理、连续性方程、伯努利方程和动量方程），掌握各种液压和气动

元件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和选用方法，熟悉各类液压与气动基本回路的

功用、组成和应用场合，使学生在机械系统设计中能够灵活运用液压传动技

术，培养学生选用液压与气动元件以及分析、设计液压与气压传动系统的能

力。先修课程：《理论力学》、《电工技术》、《机械原理》。后续课程：

《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机械电子 

机电学院 

液压与气动技术实验 16（16） 第 5 学期 

通过实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基本理论，掌握液压泵和控制

阀的结构、性能、特点和工作原理，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学会主要液

压元件的性能测试，提高学生对节流调速回路、压力控制回路、顺序动作回

路等基本控制回路的实际操作能力和使用能力。先修课程：《液压与气动

技术》。 

机电学院 

机电 动 制



 

机械制造技术 72（8） 第 6 学期 

了解和掌握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应用；了解金属切削加工装备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掌握机械制造的基本理论，包括获得加工精度的方法、研究加

工精度的方法、影响加工质量的因素和保证加工质量的措施；掌握机械加工

工艺与机器装配工艺的制定要领；培养学生分析解决机械产品生产过程中有

关技术问题的能力。先修课程：《机械工程材料》、《材料成形技术基础》、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几何量公差与检测》、《机

械设计》；后续课程：《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机床数控技术》。 

机械制造 

机电学院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72（8） 第 7 学期 

掌握有关机械制造装备的设计原理及方法，包括金属切削机床设计、机床夹

具设计和机械加工生产线总体设计等，培养学生进行机械制造装备总体设计

和结构设计的基本能力。先修课程：《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机械原理》、《几何量公差与检测》、《机械设计》、《液

压与气动技术》、《机械制造技术》。 

机电学院 

机床数控技术 40（6） 第 7 学期 

掌握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CNC 轨迹控制原理和数控

机床伺服系统的结构原理，具有数控加工工艺分析和数控编程的能力。先修

课程：《电子技术Ⅰ》、《液压与气动技术》、《机械制造技术》。 

机电学院 

专业

拓 

展课

程

（选

修） 

任

选

模

块 

现代设计方法 32 第 3 学期 

掌握机械产品设计通用方法（包括有限元设计、可靠性设计、面向制造的设

计等），培养开发性、创造性产品设计人才。先修课程：《线性代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 

工程基础 

机电学院 

试验方法与数据处理 32 第 3 学期 

掌握工程技术中常用的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方法，包括误差理论及数理统计

基础、试验设计方法、正交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回归分析等。先修课程：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机电学院 

机械振动基础 32（4

第

3 学期 

掌握机服系 机 械振Ⱬƃ 机 械振



 

机械故障诊断学 32 第 5 学期 

掌握常见机械故障的机理，时域、频域及时频域信号处理方法及在故障诊断

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分析和判断典型机械零部件运行过程中的状态的技能。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学》、《线性代数》、《理论力学》、《机械振动基

础》。 

机电学院 

科技论文写作 16 第 5 学期 

对科研选题、科研设计等科研基本程序和基本规则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熟悉

各种类型论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规范，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

基础。先修课程：《大学语文》。 

机电学院 

文献检索 16（8） 第 5 学期 
全面了解信息检索原理和信息检索技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身的信息意识，

信息检索和利用的能力。 
图书馆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

应用 
32（6） 第 5 学期 

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结构、性能及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具有

阅读和分析实际应用程序与梯形图、借助产品说明书和相关手册查阅有关数

据和功能的能力，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安装和维护的一般方法、可编程控

制各类指令的应用。先修课程：《电子技术Ⅰ》。 

机械电子 

机电学院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32 第 6 学期 

学会建立和变换系统的数学模型，掌握控制系统的时间响应分析和频率特性

分析方法，具备讨论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系统分析和校正、系统辨识等

问题的能力，并具有设计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能力，为今后从事有关自动控

制方面的技术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先修课程：《电工技术》、《电子技术

Ⅰ》。 

机电学院 

C 语言程序设计 32 第 6 学期 

掌握 C 语言各种数据类型的定义与使用方法；掌握 C 语言函数的调用及说明

的方法；掌握 C 语言结构体、文件的概念及使用方法；掌握 C 语言的基本语

句及程序设计的一般方法。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后续课程：《C 语言

程序设计实验》。 

计算机科

学 

理信学院 

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24（24 上

机） 
第 6 学期 

通过上机实验，加深对《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内容的理解，掌握 C 语言的

语法规则、算法的基本结构、程序设计的技能；了解和熟悉 C 语言程序开发

的环境，了解上机运行 C 语言程序的基本步骤，逐步掌握编辑、调试、运行

程序的方法。先修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 

理信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器 、中断、系统扩展、及 D/A、A/D 设计的实验实施控制应用，从软件、硬

件相结合的角度上着手，培养学生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开发设计能力。先修课

程：《计算机基础》、《电子技术Ⅰ》。 

机械优化设计 
32（4 上

机） 
第 6 学期 

掌握常用优化方法的原理与优化计算过程，能初步进行简单的优化设计，为

从事优化设计与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先修课程：《高等数学Ⅱ,Ⅲ》、《线性

代数》。 机械设计 

 

机电学院 

机械创新设计 32 第 6 学期 

掌握机械创新设计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方法，包括机械运动形态与控制、机构

组合原理与创新、机构演化和变异原理与创新、机构运动方案与创新设计等，

培养学生机械创新的能力。先修课程：《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机电学院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32 第 6 学期 

掌握冲压成形的基本理论，包括塑性条件、塑性变形时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

系、板料的机械性能与冲压性能的关系；掌握冲裁、弯曲、拉深等典型冲压



 

修课程：《机械工程材料》、《材料成形技术基础》。 

CAM 软件应用技术 
48（24 上

机） 
第 6 学期 

掌握 CAM 基本理论及其相关技术，熟悉常用的 CAM 软件的基本操作、复杂

型面加工编程、高速数控加工等内容，为进一步的工程应用打下基础，并使

学生具有初步应用和二次开发 CAM 软件的能力。先修课程：《三维实体设计》。 

机电学院 

机

械

制

造

自 

动

化

方 

向 

模

块 

机械设计制造专业英

语 
32 第 7 学期 

了解科技英运



 

课程：《机械设计》、《电子技术Ⅰ》、《液压与气动技术》。 

模

具

设 

计

制 

造

方 

向 

模

块 

工程力学 32 第 7 学期 

进一步研究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中的较为复杂的问题，强化学生静力学、材

料力学方面的知识，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