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机械设计制造基

础知识与应用能力，从事机械设计制造、科研开发、试验与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具有创新精

神的应用性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规格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好的人文素质。 

2.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的技术理论基础知识，具有获取知识和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3.具有本专业必需的制图、计算、实验、基本工艺操作等基本技能。 

4.具有本专业领域内必要的专业知识，了解其学科前沿发展趋势。 

5.具有初步解决本专业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组织管理的能力。 

  

三、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力学、机械工程。 

主要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电工与电子技术、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与系统。 

 

四、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课内总学时数为 2430 学时，总学分数为 149 学分。 

其中：必修课程 2070 学时、129 学分； 选修课程 360 学时、20 学分。 

专业方向或课程模块设置：1、模具技术方向；2、数控技术方向；  

课程设置情况详见表一：《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五、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学分为 34 学分。本专业各类实践环节安排情况详见表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实

践环节安排表》。 

 

六、综合素质培养 

由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形势与政策、就业指导等必修的教育环节，以及学科

竞赛等专业性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等拓展性校外活动选修环节组成，设定为 10 学分。详见表二：《综合素

质培养与拓展环节》。 

 

七、学时、学分分配比例 

各类课程（环节）的学时、学分分配比例见表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各类课程（环节）

学时和学分统计表》。 

 

八、学制、毕业最低学分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学制 4 年。完成学业最低学分为 193 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完成实践环节和毕业设计（论

文）训练，达到学位授予要求，可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上机
学时

1 2 1 2 1 2 1 2 1 2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6 36 12 查 3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4 24 8 查 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一)

3 32 32 16 查 2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二)

3 32 32 16 试 2

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2 42 6 试 3
6 大学英语(一) 4 64 64 试 4
7 大学英语(二) 4 64 64 试 4
8 大学英语(三) 4 64 64 试 4
9 大学英语(四) 4 64 64 试 4

10 体育(一) 1 32 32 查 2
11 体育(二) 1 32 32 查 2
12 体育(三) 1 32 32 查 2
13 体育(四) 1 32 32 查 2
14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 4 64 32 32 试 4

38 614 582 32 58 7 12 9 8 8 3
15 高等数学A(一) 6 96 96 试 6
16 高等数学A(二) 5 80 80 试 5
17 大学物理A(一) 3 48 48 试 3
18 大学物理A(二) 3 48 48 试 3
19 物理实验A(一) 1.5 24 24 查 2
20 物理实验A(二) 1.5 24 24 查 2
21 线性代数B 2 32 32 查 2
22 机械制图与CAD（一） 4 64 64 试 4
23 机械制图与CAD（二） 4 64 64 查 4
24 理论力学B 4.5 72 72 试 4
25 材料力学B 4.5 72 72 试 4
26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6 96 80 16 试 6
27 程序设计语言(C语言) 5 80 48 32 查 5

50 800 704 64 32 8 10 14 11 10 5
28 机械原理 4 64 56 8 试 4
29 机械设计 4 64 56 8 试 4
30 机械精度与检测 2.5 40 34 6 查 3
31 机械工程材料 3 48 42 6 查  3
32 材料成型技术基础 2.5 40 40 查  3
33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4 64 56 8 试 4
34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4 64 56 8 试  4
35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4 64 56 8 试 4
36 液压与气压传动 3 48 44 4 查 3
37 机电一体化技术与系统 4 64 56 8 试 4
38 电气控制与PLC 3 48 40 8 试 3
39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3 48 42 6 查 3

41 656 578 78 7 3 10 8 11 10
129 2070 1864 142 64 58 22 22 23 22 28 13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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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上机
学时

1 2 1 2 1 2 1 2 1 2

44 数控加工与编程 2.5 40 34 6 查 3
45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 2 32 24 8 查 2  
46 精密与特种加工 2 32 32 查 2
47 Pro/E及其应用 2.5 40 20 20 查 3

9 144 110 14 20 0 10
4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 3 48 48 查  3
49 管理科学 2 32 32 查 2
50 工业设计概论 2 32 32 查  2
51 MasterCAM 2 32 16 16 查  2
52 Matlab语言及其应用 2 32 16 16 查 2  
53 文献检索 1.5 24 24 查 2  
54 现代设备管理 2 32 32 查 2
55 现代制造技术 2 32 32 查  2
56 汽车底盘构造 2 32 32 查  2

6 96 0
57 科技类课程 1 24
58 人文类课程 1 24
59 艺术类课程 2 48
60 体育类课程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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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1 专业认识实习 1 1 查 1 分散

2 机械测绘制图 2 2 查 2
3 金工实习 2 2 查 2   
4 金工实习(含机械加工基础) 3 3 查 3

5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2 2 查 2
6 制造工艺与装备课程设计 2 2 查 2
7 可编程控制器课程设计 1 1 查 1 分散

8 数控加工与编程实习 2 2 查 2
9 毕业设计 17 17 查 17

32 32 4 1 3 2 2 2 3 17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入学教育 1 1 1
毕业教育 1 1 1
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训练 1 1 1
形势与政策 2 2 2
大学生就业指导 1 1
学科竞赛

科研训练

科技活动

社会实践

社会工作

校园文化活动

体育竞赛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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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学时数 百分比 学分数 百分比 学分数 百分比 学分数 百分比

通识教育课程 734 30.21% 38 25.50% 5 3.36% 43 28.86%

学科基础课程 800 32.92% 50 33.56% \ \ 50 33.56%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896 36.87% 41 27.52% 15 10.07% 56 37.58%

合    计 2430 100.00% 129 86.58% 20 13.42% 149 100.00%

实践环节学分

综合素质培养与拓展环节学分

毕业最低学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各类课程(环节）的学时和学分统计表

课 程 模 块
课 内 学 时 必修课程学分 选修课程学分 合    计

专业负责人：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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