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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宋秋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学科门类：工学机械类专业代码：080202 

 

一、培养目标与规格 

1.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勤朴忠实精神，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具备良好的科学人

文素养与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沟通能力与协作精神；具有宽厚扎实的工程

基础知识、机械工程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分析、研究及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一定的国际视野；服务机械

制造及装备等地方支柱产业，涉及海洋工程等领域，从事机械类相关的技术开发、科学研究

与应用、生产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工程应用型技术人才。 

学生毕业后5年左右能达到如下要求： 

(1) 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学、法律、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身心健康，社会责任感强，能

够自觉遵守工程职业道德与规范，考虑社会、健康、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具有多学科背景，能够融入团队，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协作能力及开阔的国际视

野，胜任所从事的岗位；  

(3) 能够有效运用数理、化学、力学、电学等知识，掌握机械设计制造和控制技术，以

及机械、海洋工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较为丰富的机械工程领域从业经验； 

(4) 具备较强的理论结合实践、解决工程问题和工程创新的能力，能够从事具有一定技

术广度和深度的机械类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能够进行生产组织与管理； 

(5) 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爱岗敬业，勤朴忠实，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不断地获取知识、提升能力，成为机械工程及相关专业领域技术骨干。 

2.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机械产品设计、制

造、检测与控制等有关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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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研究分析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

足特定需求的制造和检测系统、制造单元、机械零部件或制造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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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

括能设计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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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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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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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械相关专业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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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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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团队和个人的关系。 

(10)沟通：能够就机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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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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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工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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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制与学位 

1.基本学制四年 

2.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三、专业特色与特点 

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面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两个方向，涉及海洋工程等领域，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学科实践与实训环节，培养学生利用机

械工程知识和工程化的方法解决实际工程应用问题的能力。 

四、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1. 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 

2. 主要课程 

现代工程图学（A）、理论力学 A、材料力学 A、机械原理、电子技术基础、机械设计、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液压与气动技术、机械制造技术、控制理论基础、海洋工程装备

概论。 

五、主要实验实践教学环节 

1. 主要实验教学 

    主要包括《工程力学实验》、《大学物理实验》独立实验课，《机械CAD/CAM》、《Matlab

工程基础》、《机械结构有限元分析基础》等上机课以及其他课程的课内实验。 

2．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主要包括机械零件及装配体测绘、电子工艺基础实训、金工实习、机械三维设计综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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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践、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生产实习、两个方向的拆装实训、专业能力综合实践等。 

六、毕业学分基本要求 

项目 准予毕业 

综合与通识教育 
学科基础

教育 

专业知识教育 

专业实践实训 

必修 选修 必修 限选 任选 

最低应修学分 175 38 10 42 36.5 16 3.5 29 

七、教学计划 

1．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表 

（1）综合与通识教育 

项目 
必修 选修 

思想政治
理论课 

公共外语 计算机 军体 
素质与基
础技能 

人文与社
会科学 

自然与技术科学 海洋主题教育 

最低应修
学分 14 12 1 6 5 2 2 1 

合计 38 10 

具体课程设置见综合与通识教育模块课程设置。 

（2）学科基础教育（必修课）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
论 

1 1101441 高等数学 A（上） 5 80 80 
   

1 
 

2 1101442 高等数学 A（下） 6 96 96 
   

2 
 

3 1102121 线性代数 2 32 32 
   

1 
 

4 11064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B 3 48 48 
   

3 
 

5 5204111 
程序设计语言A（C语
言） 4 80 48 

 
32 

 
2 

 

6 1409911 大学物理 A 5 96 64 
  

32 2 
 

7 1409903 大学物理实验 1 32 
 

32 
  

2 
 

8 4602401 现代工程图学A（上） 3.5 64 48 
 

16 
 

1 核心课程 

9 4602402 现代工程图学A（下） 2 40 24 
 

16 
 

2 核心课程 

10 4601506 机械工程导论 1 16 16 
   

2 
 

11 110410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3 48 48 
   

3 
 

12 1301005 理论力学 A 3.5 56 56 
   

3 核心课程 

13 4704003 电工技术基础 3 48 40 8 
  

3 
 

合计 42 736 600 40 64 32 
  

（3）专业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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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论 

1 5101027 电子技术基础 4 64 52 12 
  

4 核心课程 

2 4601504 机械原理 3.5 56 52 4 
  

4 核心课程 

3 4301004 材料力学 A 3 48 48 
   

4 核心课程 

4 4102006 工程力学实验 1 32 
 

32 
  

4 
 

5 1302501 工程流体力学 2 32 28 4   4  

6 4602511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
造基础 4 64 56 8 

  
5 核心课程 

7 4602007 机械设计 3.5 56 46 10 
  

5 核心课程 

8 520501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2.5 48 32 16 
  

5 
 

9  4604503 液压与气动技术 2.5 40 32 8 
  

5 核心课程 

10 4601505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基础 2.5 48 32 16 

  
5 

 

11 4602040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1.5 32 16 16 
  

5 
 

12 4602505 机械制造技术 4 64 58 6 
  

6 核心课程 

13 1203001 控制理论基础 2.5 40 36 4 
  

6 核心课程 

合计 36.5 624 488 136 
    

选修课（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方向：最低应修19.5学分）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论 

1 4609929 海洋环境探测器 1 16 16 
   

2 新生研讨课 

2 4609901 机电工程专业英语 2 32 32    6 

限选，共

16学分 

3 4605008 数控技术 2 40 24 8 8  6 

4 4609922 海洋工程装备概论 1.5 24 24    7 

5 4605009 先进制造技术 3 48 40 8 
  

7 

6 4109910 海洋工程项目管理 2 32 32    7 

7 1501514 普通化学 2 32 32    5 

8 4602057 计算方法 1.5 32 16  16  7 

9 4602061 热工基础 2 32 28 4   5 

10 5204158 Matlab 工程基础 2 40 24 8 8  4 任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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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605003 制造装备及自动化 2 32 28 4   5 低应修

3.5 学分 
12 4602017 模具设计 2 32 28 4   7 

13 5206099 机械 CAD/CAM 1.5 40 8 32   7 

14 4601507 
机械结构有限元分
析基础 2 32 20 12   6 

15 4704057 嵌入式系统 2 32 24 8   6 

16 8703002 工程情报检索 1 16 10  6  6 

17 1706099 海洋能源开发利用 2 32 30 2   7 

18 4604020 
精密加工与纳米加
工技术(双语) 1.5 32 16 16   7 

19 4602508 汽车制造工艺学 2 32 24 8   7 

合计 29.5 512 366 114 22 
   

选修课（机电一体化方向：最低应修19.5学分）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论 

1 4609929 海洋环境探测器 1 16 16 
   

2 新生研讨课 

2 4604017 
传感器与现代检测
技术 2 40 24 16 

  
5 

限选，共

16学分 

3 4609901 机电工程专业英语 2 32 32    6 

4 4609922 海洋工程装备概论 1.5 24 24    7 

5 4609923 机电传动控制 3 48 42 6 
  

7 

6 4109910 海洋工程项目管理 2 32 32    7 

7 1501514 普通化学 2 32 32    5 

8 4602057 计算方法 1.5 32 16  16  7 

9 4602061 热工基础 2 32 28 4   5 

10 5204158 Matlab 工程基础 2 40 24 8 8  4 

任选，最

低应修

3.5 学分 

11 5206202 可编程控制器 1.5 32 16 16   5 

12 4704057 嵌入式系统 2 32 24 8   6 

13 4609925 机电一体化技术 2 40 24 16   7 

14 4609930 虚拟样机技术 1.5 32 16  16  5 

15 5204018 工程数据库应用 2 32 22  10  6 

16 8703002 工程情报检索 1 16 10  6  6 

17 4703018 车辆电子及控制 2 32 2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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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706099 海洋能源开发利用 2 32 30 2   7 

19 4605005 机器人原理及应用 2 32 28 4   7 

合计 29.5 542 366 96 40 
   

（4）专业实践实训（必修）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
论 

1 4602001 
机械零件及装配体
测绘 1 1周 

    
短 1 

 

2 4704053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 1 1周 
    

短 1 
 

3 4609920 金工实习（机械类） 2 4周 
    

4-短 2 
 

4 4609906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3 3周 
    

5 
 

5 4601508 
机械三维设计综合
应用实践 2 2周 

  
2周 

 
6-短 3 

 

6 4609903 生产实习 1 2周 
    

6-短 3 
 

7 2463532 
机床拆装实训(机制
及自动化方向) 1 1周 

    
7 

 

8 4609928 
机电控制实训(机电
方向)  1 1周 

    
7 

 

9 4107516 专业能力综合实践 2 4周     7  

10 4609926 毕业设计(论文) 16 16周     7-8  

合计 29 34周 
      

2.课程设置学期学分分布表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方向 

类

别 
课类\学期 一 二 短1 三 四 短2 五 六 短3 七 八 

合

计 

必

修

课 

综合与通识教育 15.4 6.9  11.3 1.3  0.3 0.3   2.5 38 

学科基础教育 10.5 19  12.5        42 

专业知识教育     13.5  16.5 6.5    36.5 

专业实践实训   2  1 1 3  3 3 16 29 

小计 25.9 25.9 2 23.8 15.8 1 19.8 6.8 3 3 18.5 145.5 

选

修

课 

专业知识教育  1   2  6 9  15  33 

综合与通识教育 10 

机电一体化方向 

类

别 
课类\学期 一 二 短1 三 四 短2 五 六 短3 七 八 合计 

必 综合与通识教育 15.4 6.9  11.3 1.3  0.3 0.3   2.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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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课 

学科基础教育 10.5 19  12.5        42 

专业知识教育     13.5  16.5 6.5    36.5 

专业实践实训   2  1 1 3  3 3 16 29 

小计 25.9 25.9 2 23.8 15.8 1 19.8 6.8 3 3 18.5 145.5 

选

修

课 

专业知识教育  1   2  9 7  16  35 

综合与通识教育 10 

3．短学期教学安排表 

序号 学期 主要教学安排 

1 短学期1 机械零件及装配体测绘（1周）、电子工艺基础实训（1周） 

2 短学期2 金工实习（机械类）（共4周，占用短学期2周） 

3 短学期3 机械三维设计综合应用实践、生产实习 

 

附件 
1.专业知识能力素质实现矩阵一览表 

 

序号 知识能力素质 矩阵实现（课程名称） 

1 工程知识 

普通化学、现代工程图学 A（上）（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热工基础、

机械制造技术、控制理论基础、海洋工程装备概论、理论力学 A、电工技

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原理、材料力学 A、工程流体力学、工程材

料及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液压与气动技术、机

械三维设计综合应用实践、专业能力综合实践、高等数学 A（上）（下）、

线性代数、大学物理 A、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2 问题分析 

普通化学、现代工程图学 A（上）（下）、机械工程导论、热工基础、互换

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制造技术、控制理论基础、海洋工程装备概论、海洋

工程项目管理、机械零件及装配体测绘、理论力学 A、电工技术基础、电

子技术基础、机械原理、材料力学 A、工程流体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工

程测试技术基础、专业方向课程模块、高等数学 A（上）（下）、程序设计

语言 A（C语言）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现代工程图学 A（上）（下）、计算方法、机械制造技术、海洋工程装备概

论、海洋工程项目管理、机械原理、工程流体力学、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

基础、机械设计、液压与气动技术、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机械三维设计综

合应用实践、专业能力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论文）、专业方向课程模块、

方向实训模块 

4 研究 

普通化学、计算方法、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制造技术、电工技术基础、

电子技术基础、材料力学 A、工程力学实验、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液压与气动技术、电子工艺基础实训、机

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大学物理 A、

大学物理实验、程序设计语言 A（C语言） 

5 使用现代工具 

现代工程图学 A（上）（下）、计算方法、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控制理论基

础、理论力学 A、机械原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

机械三维设计综合应用实践、专业能力综合实践、程序设计语言 A（C语言） 

6 工程与社会 金工实习（机械类）、生产实习、大学体育与健康（1-4）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机械工程导论、热工基础、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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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职业规范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金工实习（机械类）、生产实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军事理论与训练、社会实践、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 

9 个人和团队 
机械零件及装配体测绘、工程力学实验、电子工艺基础实训、生产实习、

专业能力综合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 

10 沟通 
机械零件及装配体测绘、工程力学实验、金工实习（机械类）、机械设计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方向实训模块、英语（Ⅰ）（Ⅱ）（Ⅲ） 

11 项目管理 海洋工程项目管理、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12 终身学习 机械工程导论、毕业设计（论文）、形势与政策（1-6）、读书活动 

 

2.专业教育核心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理论学
时 

实践学
时 

涵盖知识单元 教与学的主要方式方法 

1 
现代工程图学

A 
72 32 

制图的基本知识,点线面投影,基本体及截
交与相贯,组合体读图,画图与尺寸标注,
轴测图,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标准件和常
用件,零件图与装配图。CAD的基本操作及
工作空间介绍,二维绘图命令及编辑命令,
图形块及图案填充,文本注写与尺寸标注,
打印与输出,CAD三维建模简介,CAD其它相
关功能与命令。 

教室、制图室、计算
机房授课，习题集作
业大量练习，上机操
作、反复演练。 

2 理论力学A 56 工程

力学

实验

(32) 

构件受力分析、点和构件的运动分析、构
件的动力学分析。 课堂讲授，大量作业

练习。独立实验课实
验验证、设计、分析。 3 材料力学A 48 

拉、剪、扭、弯四种基本变形、应力状态
分析、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压杆稳定。 

4 机械原理 52 4 
机构的结构分析、机构的运动分析、机器
动力学、常用机构的分析与设计。 

课堂讲授、演示，大
量作业练习。课内实
验、独立实验课实验
验证、设计、分析。 

5 电子技术基础 52 12 

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
大器、电子电路中的反馈、直流稳压电源、
门电路与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和时序逻
辑电路。 

课堂讲授，大量作业
练习。课内实验验
证、设计、分析。 

6 机械设计 46 10 

基本知识：机械设计的一般知识，机械零
件的主要类型、性能、结构、应用、材料、
标准等。 
基本理论和方法：机械设计的基本原则。
机械零件的工作原理、受力分析、应力状
态、失效形式等。机械零件工作能力计算
准则，体积强度与表面强度，静强度与疲
劳强度，刚度与柔度，摩擦、磨损与润滑，
寿命与可靠性，以及热平衡、冲击、稳定
性等。计算载荷，条件性计算，等强度计
算，当量法或等效转化法，试算法等。改
善载荷和应力的分布不均匀性，提高零件
疲劳强度，改善局部品质，提高零件工艺
性的途径和方法，以及预应力、变形协调
原则等在设计中的应用。 
基本技能：设计计算、结构设计、制图技
能和实验技能，编制技术文件及应用计算
机技能等。 

课堂讲授，大量作业
练习。课内实验验
证、设计、分析。后
续3周机械设计课程
设计强化提高学生
的机械设计能力。 

7 
工程材料及机

械制造基础 
56 8 

金属的主要机械性能、晶体结构、结晶过
程、晶格缺陷、合金基本相结构，正确分
析二元合金状态图，并应用铁碳合金状态
图来分析铁碳合金成份、组织与性能的关
系。掌握金属塑性变形，钢的热处理，选

通过前期的金工实
习，了解各种机械加
工方法，然后通过本
课程进一步学习工
程材料特性、各种机



 

9 
 

用材料的基本原则，掌握铸造、锻压、焊
接加工的基本原理及加工方法的选择。 

械加工的理论知识。 

8 控制理论基础 36 4 

主要讲述经典控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应
用，包括传递函数、一阶、二阶系统的时
间响应、系统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
分析及系统的性能指标与校正。 

主要讲述经典控制
理论的主要内容及
其应用，包括传递函
数、一阶、二阶系统
的时间响应、系统的
频率特性、系统的稳
定性分析及系统的
性能指标与校正。 

9 
液压与气动技

术 
32 8 

液压与气压传动原理，液压元件结构和作
用，基本回路和系统的组成、功能及应用。 

课堂讲授，作业练
习。课内实验设计、
分析、验证。 

10 机械制造技术 58 6 
金属切削过程，加工方法及装备，机械加
工质量及控制，工艺规程设计，机床夹具
设计。 

课堂讲授结合课内
实验演示、操作，使
学生掌握各种加工
方法和工艺规程。 

3.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及基本要求一览表 

序号 主要实践教学 学分学时 基本要求 

1 
机械零件及装

配体测绘 

1学分 

1周 

要求学生利用一周时间，对典型的机械设备进行工作原理分析，拆
卸、安装并使用简单的测绘工具如钢板尺、游标卡尺、内外卡钳、
螺丝刀等对各个零件进行测量，画出零件图和部件装配图并标注尺
寸，填写明细表和技术要求。 

2 
电子工艺基础

实训 

1学分 

1周 

通过对电子产品的焊接和装配，使学生学会识别常用电子元器件、
熟练掌握焊接工艺，并会使用电子仪器测试电路。 

3 
金工实习（机械

类） 

2学分 

4周 

学生学习机械制造系列课程必不可少的先修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实
习建立机械制造生产过程的概念、获得机械制造基本知识。以实践
教学为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有机地将基本工艺理论、基本工艺知
识和基本工艺实践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工艺实践技能的提高。 

4 
机械三维设计综

合应用实践 

2学分 

2周 

通过二周的学习和设计环节，学生应掌握SolidWorks软件的基本功
能，并用此软件来完成相应的作业，三维设计的能力应有一个较大
的提高。 

5 
机械设计课程

设计 

3学分 

3周 

通过要求学生设计用于胶带输送机的二级传动装置、设计用于碾砂
机的二级传动装置、学生应完成1号减速器装配图1张，2号圆柱斜齿
轮及齿轮轴等零件工作图各1张，近35页减速器传动装置设计计算说
明书1份。从而使学生巩固前面机械设计所学的各种知识，具有机械
设计的基本技能和能力。 

6 生产实习 
1学分 

2周 

要求学生对企业的制造活动有一个总体的、全貌的了解与把握。既
使学生获得基本生产的感性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扩大知识面；又
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产业状况、了解国情的一个重要途径，从生
产实际加深对理论教学中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7 机床拆装实训 
1学分 

1周 

制造方向:机床拆装实训：通过拆装熟悉小型车床、铣床和钻床等结
构原理，了解其传动机构、动力组成等优化设计方法，通过回装重
新运行精度测试等方式锻炼学生的耐心和严格按流程工作的能力。 

8 机电控制实训 
1学分 

1周 

机电一体化方向: 学生自主选择如下模块：（1）六自由度机器臂系
统应用与实践，（2）组合机构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3）物流自动
化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4）机床数控系统设计与实践。学习机电系
统综合设计，掌握计算机编程，了解电机的控制，了解机电系统的
控制与分析方法。 

9 
专业能力综合

实践 

2学分 

4周 

按照专业综合实践教学大纲，结合“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液压与
气动技术”、“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等专业课程的教学要求，通过技术讲座、操作训练、自主实习（签
署协议）等方式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 

10 
毕业设计 (论

文) 

16 学分 

16 周 

结合教师科研课题或者拟建的机械设计题目，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完成相应
学科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基本训练，使学生具有从事机械工程及其相
关工作的初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