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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70302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7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应用化学专业是介于化学与化工之间的应用型工科专业，主要任务是运用化学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对化工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进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

究与产品开发。

应用化学专业是太原工业学院重点、优势专业，2020年获批省级一流专业。专业契

合山西省应用型高校发展战略，紧抓山西化工转型发展机遇，面向全国，培养具备扎实

的理论知识、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良好的综合素质，能够在化学工业及其它相关过程

工业，从事工艺研发与优化、装备设计改造、生产过程调控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

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能够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适应山西省及周边地区经

济建设的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较强的

动手实践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并且可以胜任化工、材料、轻工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

分析检测、工程设计、生产操作、生产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能较好地适应不同

性质的应用化学工业岗位工作要求，有能力成为企业、研究所、设计院中，业务水平高、

创新能力强的工程师、设计师或管理人员。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能够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解决化工

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提供系统方案和工程实施策略。

目标 2：能够跟踪化学、材料和相关领域的前沿知识技术，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和

创新意识，能应用学过的知识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设备进行研究、开发和设

计。

目标 3：理解职业职责，能够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

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树立化学工程职业科学道德与伦理责任。

目标 4：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勇于接受挑战；能够适应多重角色的转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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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人沟通；具有一定的国际交流能力。

目标 5：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

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应用化学以及与化学相关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接受化

学化工实验技能、工程实践、计算机应用、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

较好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具有对现有企业的化学工程生产过程进行模拟优化、技术

改造，对新工艺过程进行开发设计和新产品研制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达到以下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原理应用于化学工程实践中；能够将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自然科学及工程理论用于解释化工技术

生产过程中的工程计算、工程设计、工程研究等复杂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物理、英语、计算机等基本原理解释化学工程中问

题；运用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定律分析、

识别、表达、并结合文献研究化学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合理的有效

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运用化学工程方法和有机、无机化工的基本原理，针

对化学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生产工艺流程、质量控制、设备参数等复杂工程问题，并能够

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健康、安全、法律和环保意识。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方法和原理，针对表面处理工艺、产品分析检测等过程中

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实验过程设计、数据分析和信息综合，以推论得到合

理的有效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化工生产过程的复杂工程问题，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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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化学工业问题的预测与

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化学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解释化学工程生

产实践和生产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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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预测可能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化学工业产品生产所涉及的设计、生

产、研究与开发等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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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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化学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具有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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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完成各种实验、实验研究、工程设计等书面报告或论文，并格

式规范、内容正确、有创新；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

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应用工程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辨别化学工业工程设计

理论与经济核算之间的严密关系，能够进行设计方案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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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断学习并及时了解化学工程

技术行业的发展动态，具有适应行业发展的能力。

主干学科：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相近专业：化学、应用化学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 157，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

上水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4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4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5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instrumental analysis 4

高分子化学 Polymer Chemistry 2.5

电化学科学 Electrochemical 2.5

金属表面化学处理技术 Chemical Treatments Technology For Metal Surfac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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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大

类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5 高等数学 C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42 高等数学 C2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9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0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0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0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1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1.0 16 16 3 8 2 考查 理学系

12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13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0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4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5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0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分

专

业

公

共

必

修

16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0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0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0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202007 军事理论 1.0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处

21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3.0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2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0 48 48 4 16 3 考试 理学系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1.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至少选修一门。

专 专 23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2.0 32 32 1 8 4 ★ 考试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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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业

大

类

必

修

24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2.0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工系

25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0 16 16 2 8 2 考查 化工系

26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2.0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工系

27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2.0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工系

28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1.0 16 16 3 8 2 考查 化工系

29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3.0 48 48 4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0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2.0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工系

31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1.0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专

业

必

修

32
22042013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上）
2.0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工系

33 22042012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实

验
1.5 24 24 3 6 4 考查 化工系

34 22042010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下）
2.0 32 32 4 8 4 ★ 考试 化工系

35 21014004 工程制图 3.0 48 48 5 16 3 考试 机械系

36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3.0 48 48 5 12 4 考试 化工系

37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1.5 24 24 5 12 2 考查 化工系

38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3.0 48 48 6 12 4 考试 化工系

39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1.0 16 16 6 8 2 考查 化工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33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40 23042056 电化学科学 2.5 40 32 8 5 8 5 ★ 考试 化工系

41 23042055 高分子化学 2.5 40 40 4 10 4 ★ 考试 化工系

42 23042029
金属表面化学处

理技术
3 48 24 24 6 12 4 ★ 考试 化工系

选

修

43 25043013
科技论文检索与

写作
1 16 10 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44 26042010 高分子化学实验* 1 16 16 4 4 4 考查 化工系

45 25044008 应用光谱解析学 2 32 32 6 8 4 考试 化工系

46 25042055 腐蚀与防护 2 32 32 6 8 4 考试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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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47 25042053 表面活性剂化学* 2 32 32 6 8 4 考试 化工系

48 25042037 胶黏剂 2 32 8 24 6 8 4 考查 化工系

49 25043012 专业外语 1 16 16 6 8 2 考试 化工系

50 25043036
计算机在化学化

工中的应用
2 32 20 12 6 8 4 考查 化工系

51 25042045 现代表征技术 2 32 24 8 5 8 4 考试 化工系

52 25042062 材料化学 2 32 24 8 6 8 4 考试 化工系

53 25042060 工业分析 2.5 40 24 16 7 8 5 考试 化工系

54 25042010 涂装工艺学 2 32 24 8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5 25042031 精细化学品化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6 26042014
精细化学品化学

实验
1 16 16 7 4 4 考查 化工系

57 25042059 胶体与表面化学 2.5 40 24 16 7 8 5 考试 化工系

58 25042032 产品分析与检验 2.5 40 24 16 7 8 5 考查 化工系

59 25043085 化工过程开发 2 32 24 8 7 8 4 考查 化工系

60 25042039
表面分析与测试

技术
2 32 24 8 7 8 4 考查 化工系

61 25042057
表面工程配方设

计优化
2.5 40 24 16 7 8 5 考查 化工系

62 25042058
工业助剂的合成

及应用
2 32 24 8 7 8 4 考查 化工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8学分，要求选修 19.5学分。

补

充

说

明

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 到第 7学期，有些是限选课程（带*课程），学生选修时注意要选修。对于非限选
修课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学生在第 7
学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企业校外
实训（实践环节里选修环节化工校外实训），如果选择化工校外实训第 7学期全学期在化工企业进行实习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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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 业 指

导中心

2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 业 指

导中心

3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5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311003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学生处

9 27052057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化工系

10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10 16 考查 化工系

11 2704200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化工系

12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1 1 考查 化工系

13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14 27042002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化工系

选

修
15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9 12 考查 化工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16 27042019 工艺配方设计与优化训练 1 考查 化工系

17 27042013 表面处理方案设计与应用 1 考查 化工系

18 27042010 工业样品分析方案设计与应用 1 考查 化工系

19 27042015 精细化学品合成实训 1 考查 化工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实

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

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1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学生在第 7学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企

业校外实训，如果选择校外企业实训，必须在前 6个学期选择学习够 6个选修学分。创新学分在任意学期利用课

余时间都可取得，其中创新创业类活动学分不低于 3学分。在拓展创新项目里选。具体学分根据各类管理办法计

算。

第七学期未选择校内课堂教学环节课程的可以选择校外企业实践课程“化工校外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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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96 51.5 42.9

选修 128 8 6.6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528 33 27.5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128 8 6.7

选修 312 19.5 16.3

合计 1992 120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9.5%，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7.5%，专业教育平台 23.0%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1 83.8

拓展创新 6 16.2

合计 37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3.8%，拓展创新 16.2%

合计

学分合计：157
学分比例：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37.9% （其中人文社科类 17.8%，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3%），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1.0%，专业教育平台 17.5%
理论教学 64.2%，实验教学 12.3%，实践教学 23.5%
必修 78.7%，选修 21.3%

必 修 学 期（周）学 时 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17.5 22 18 15 16 7 0 0

课外实践（周） 3 2 2 3 3 6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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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

学

时

数

考核方

式

模 块 方

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5 高等数学 C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17.5 学分，选修 0 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42 高等数学 C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2 学分，选修 0 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2013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42012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实验

必修 1.5 24 6 4 考查

要求：必修 18 学分，选修 0 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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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

学

时

数

考核方

式

模 块 方

向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2010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42055 高分子化学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6042010 高分子化学实验* 选修 1 16 4 4 考查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7 学分，选修 1 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42056 电化学科学 必修 2.5 40 8 5 考试

25042045 现代表征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48 4 考试

25043013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选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7042019
工艺配方设计与优化

训练
选修 1 考查

27042001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8 学分，选修 3 学分

6

课堂

教学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42029
金属表面化学处理技

术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5042041 腐蚀与防护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2053 表面活性剂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2037 胶黏剂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4008 应用光谱解析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36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

的应用
选修 2 20 12 4 考查

25042062 材料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12 专业外语 选修 1 16 4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7042013
表面处理方案设计与

应用
选修 1 考查

27042010
工业样品分析方案设

计与应用
选修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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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

学

时

数

考核方

式

模 块 方

向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育 必修 1 16 考查

要求：必修 11 学分，选修 9 学分

7

课堂

教学

25042010 涂装工艺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2060 工业分析 选修 2.5 40 8 5 考试

25042031 精细化学品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2059 胶体与表面化学 选修 2.5 40 8 5 考试

实践

教学

25042032 产品分析与检验 选修 2.5 40 8 5 考查

25043085 化工过程开发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2039 表面分析与测试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2057
表面工程配方设计优

化
选修 2.5 40 8 5 考查

25042058
工业助剂的合成及应

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6042014 精细化学品化学实验 选修 1 1 考查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选修 9 考查

27042002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32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考查

要求：必修 10 学分，选修 6.5 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 考查

27043009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10 学分，选修 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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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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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

培养目标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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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 对应课程 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能够

将数学、物理等基础知

识原理应用于化学工

程实践中；能够将有机

化学、无机化学、物理

化学、化工原理等自然

科学及工程理论用于

解释化工技术生产过

程中的工程计算、工程

设计、工程研究等复杂

问题。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

语言工具用于化学化工问题的表述；

高等数学 0.35

线性代数 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大学物理 0.3

1-2：能够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

化学、化工原理等自然科学及工程理论用

于解决化工技术生产过程中的工程计算、

工程设计、工程研究等复杂问题；

无机化学 0.15

有机化学 0.15

工程制图 0.2

物理化学 0.25

化工原理 0.25

1-3： 能够运用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

业相关知识，对化学化工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与综合。

高等数学 0.15

有机化学 0.15

高分子化学 0.2

电化学科学 0.25

金属表面化学处理技

术

0.25

毕业能力要求 2：能够

运用数学、物理、英语、

计算机等基本原理解

释化学工程中问题；运

用分析化学与仪器分

析、物理化学、化工原

理、催化原理等学科的

基本理论、基础定律分

析、识别、表达、并结

合文献研究化学工程

技术领域中的复杂工

程问题，以获得合理的

有效结论。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和判断化学化工复杂工程问题的

关键环节；

大学物理 0.25

大学物理实验 0.2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大学英语 0.2

2-2：能认识到工程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案

可供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

解决方案；

物理化学 0.2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0.3

化工原理 0.2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0.3

2-3：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

分析化学化工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影

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有机化学实验 0.2

无机化学实验 0.3

物理化学实验 0.2

化工原理实验 0.3

毕业能力要求 3：能够

运用化学工程方法和

3-1：掌握化学化工的设计和产品开发工

艺流程、单元操作，了解各种影响因素；

高分子化学实验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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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光谱解析学 0.3

精细化学品化学实验
0.3

3-2：能够在进行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

在化学化工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4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0.4

工业分析 0.2

3-3：针对化学化工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的解决方案设计，能够考虑安全、法律、

文化、政策等因素。

化工过程开发 0.4

形势与政策 0.2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0.4

毕业能力要求 4：能够

基于科学方法和原理，

针对表面处理工艺、产

品分析检测等过程中

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分析，包括实验过程设

计、数据分析和信息综

合，以推论得到合理的

有效结论。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调研和分析应

用化学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表面分析与测试技术 0.4

产品分析与检测 0.2

毕业设计（论文） 0.4

4-2：能够采用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

或相关方法，提出化学化工应用中的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0.4

应用广谱解析学 0.4

现代表征技术 0.2

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

安全地开展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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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

的应用

0.4

大学物理 0.4

大学物理实验 0.2

毕业能力要求 5：能够

针对化工生产过程的

复杂工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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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对复杂化学工业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

5-1：了解化学化工常用的现代仪器、信

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

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应用广谱解析学 0.2

现代表征技术 0.4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0.4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

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化学

化工应用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

与设计；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实验
0.15

物理化学 0.25

化工原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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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0.3

5-3：能够针对化学化工领域具体对象，

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

拟和预测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

性。

表面工程配方设计优

化

表面活性剂化学

产品分析与检测

毕业能力要求 6：能够

基于化学工程相关背

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

解释化学工程生产实

践和生产过程中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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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可能承担的责任。

6-1：了解化学化工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

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

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化工原理 0.3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胶黏剂 0.2

精细化学品化学 0.2

工程制图 0.2

6-2：能分析和评价化学化工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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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与政策 0.3

产品分析与检验 0.3

毕业实习 0.4

毕业能力要求 7：能够

理解和评价针对化学

工业中产品生产所涉

及的设计、生产、研究

与开发等工程实践对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和内涵，预测化学产品生产的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开放性实验设计 0.3

生产实习 0.4

腐蚀与防护 0.3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思考化学化工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

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对

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形式与政策 0.3

表面处理方案设计与

应用
0.4

胶体与表面化学 0.3

毕业能力要求 8：具有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

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

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化

学工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履行责任。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

马克思主义原理 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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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 0.25

材料化学 0.2

毕业设计 0.4

毕业能力要求 9：具有

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

管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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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能够正确认识多学科团队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实践意义和作用，能与其他学科

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劳动教育 0.2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0.25

精细化学品合成实训 0.5

9-2：能够在工程项目中担任一定的角色，

并根据角色作出合理的行为决策，具有较

强的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

合作开展工作。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5

劳动教育 0.2

涂装工艺学 0.25

大学体育 0.3

毕业能力要求 10：能

够独立完成各种实验、

实验研究、工程设计等

书面报告或论文，并格

式规范、内容正确、有

创新；并具有一定的国

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

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10-1：能够就化学化工复杂工程问题以口

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

观点，并进行交流；

工程制图 0.2

就业创业指导 0.25

毕业设计 0.35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0.2

10-2：了解化学化工的国际发展趋势和研

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

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大学英语 0.2

专业英语 0.3

大学英语实验 0.3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

能力，能就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

基本沟通和交流。

大学英语 0.2

大学英语实验 0.15

专业英语 0.35

毕业设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11：理解

并应用工程管理原理

和经济决策方法，辨别

化学工业工程设计理

11-1：了解化工经济，理解其中涉及的工

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 0.3

开放性实验 0.3

大学生创新项目 0.4

11-2：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包括模拟环境）， 工业样品分析方案设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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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配方设计与优化

训练
0.4

毕业设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12：具

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变化的能

力。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

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形势与政策 0.4

毕业教育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0.4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

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

问题的能力等。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

教育

0.3

开放性实验 0.3

大学英语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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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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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H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L

中国近代史纲要 M H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M H L

高等数学 H M L

大学英语 M H H

大学物理 H H L

大学物理实验 M H

大学英语实验 H H

线性代数 H L

概率论 H L

军事理论 H M

无机化学 H M

无机化学实验 H M M

有机化学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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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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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化学实验 H M L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H H M L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实

验
H L

物理化学 H H H

物理化学实验 H M

工程制图 H M H H

化工原理 H H L M H

化工原理实验 H M

电化学科学 H M L

高分子化学 H M L

高分子化学实验 H L

应用光谱解析学 H L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H M M

表面活性剂化学 H L

金属表面化学处理技术 H M

现代表征技术 H H

胶黏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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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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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

应用
H H

涂装工艺学 H M

工业分析 H M

腐蚀与防护 H

精细化学品化学 H H

精细化学品化学实验 H

专业英语 H

表面工程配方设计优化 H

表面分析与测试技术 H

化工过程开发 H

产品分析与检验 H

胶体与表面化学 H

材料化学 H

形势与政策 H M H

心理健康教育 H

劳动教育 H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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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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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H

入学教育与军训 H H

就业创业指导 H

毕业教育 M H

工业样品分析方案设计

与应用

H

工艺配方设计与优化训

练
L M H

表面处理方案设计与应

用
M H

精细化学品合成实训 H

生产实习 H H

毕业实习 H H H

毕业设计 M H H H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H H H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H H

撰稿人：宋永波 教研室主任：宋永波

教学主任：张 郃 系部主任：王 峰 修订日期：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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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302 标准学制：4 年 总学分：160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概述：

制药工程专业是一门工程技术科学，主要解决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实施

GMP，实现药品的规模化生产和管理。本专业以化学、药学、生物技术和工学为基础，研究

通过化学或生物反应及分离等单元操作，探索制造药物的基本原理及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工程

技术，包括新工艺、新设备、GMP 改造等方面研究、开发放大、设计指控与优化等。

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医药发展战略，尤其是本地区经济与科技发展需求，具备政治思想

素质和道德情操，身心健康，具有社会责任感，具备药学、化学、生物学和化学工程与技术

等相关学科的系统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能

够在制药及相关行业，从事产品和技术开发、工艺与工程设计、生产过程控制以及经营管理

等工作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在达到制药工程专业工程教育通用标准毕业要求的基础上，主动面向区域

经济建设和行业发展需要、坚持学院办学特色，发挥专业优势，把握 OBE 教育理念，致力于

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定位，提出以下毕业要求：

目标 1：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具备对错误思潮辨别能力。心系社会，

热爱祖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满足制药工程行业职业道德准则要求。

目标 2：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宽厚的制药工程专业技能，能够解决制药工程及相关

领域中技术开发、工艺与工程设计、生产过程控制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3：系统掌握制药工程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及制药工程

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原理

和方法进行工程技术改造与创新、工艺工程设计与分析等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具有质量、

安全、环保、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意识，获得行业认可，具备就业竞争力。

目标 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国际化背景下实现组织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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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团队协作、项目管理和经济决策，创造性地完成工程目标。

目标 5：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不断学习制药工程领域相关的新技术，能

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终身学习途径拓展知识和能力，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具有适应行业发

展的能力。

毕业能力要求：

学生应掌握药物研发、制造技术与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掌握药物生产装置、

工艺流程与设备设计方法；熟悉国家关于药物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前沿，了解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设备的发展动态；具有对

药品新资源、新产品、新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

和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能应用英语和计算机信息技术检索中外文文献、获取相关信息；

具有一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具体包括 12 项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制药工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制药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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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制药工程中

的相关问题，能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制药工程中的复杂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有设计制药工程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且解决方案能满

足制药过程特别是 GMP 要求的系统、单元或工艺流程，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利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制药工程等学科的原理及方法对制药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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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制药过程的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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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模、预测、制图、分析、检索等。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制药工程相关背景知识对药物设计、研发和生产等过程进行

合理分析，并且能够评价制药工程相关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同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质量管理意识和职业安全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制

药工程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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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制药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相关责任。

9. 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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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沟通： 能够就制药工程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通过图表、文稿等书

面报告和陈述发言等形式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具有一定的外语阅读及表达能力，对制药及

相关领域国际发展状况有基本了解，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制药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制药工程及相关

学科中进行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特别是要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制药工程

发展的能力。

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制药

相近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药学、化学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格，取

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平，经审核

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形

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5.5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instrumental analysis 4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5.5

化工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6.5

药物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3

药物分析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2

药剂学﹟ Pharmacy 3

药理学* Pharmacolog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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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5 高等数学 C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42 高等数学 C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6102003 大学英语 2 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1 26102004 大学英语 3 实验 2 32 0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2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3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4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5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1 16 16 3 8 2 考查 理学系

16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0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0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0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1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2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处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1.5 学分，要求选修 8 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 个学分、心理健康类

不少于 2 个学分、“四史“选修课至少选修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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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23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2 32 32 1 8 4 考试 化工系

24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2 32 32 2 8 4 考试 化工系

25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化工系

26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2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工系

27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工系

28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化工系

29 22042006 分析化学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工系

30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3 8 3 考查 化工系

31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4 16 3 考试 机械系

32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3 48 48 4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3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2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工系

34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35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3 48 48 5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6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1.5 24 24 5 12 2 考试 化工系

37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3 48 48 6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8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1 16 16 6 8 2 考试 化工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3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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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教

育

平

台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必

修

39 25044005 药物化学 3 48 48 5 16 3 ★ 考试 化工系

40 23044021 药物分析 2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工系

41 26044020 药物分析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42 25044027 药理学* 3 48 48 5 16 3 ★ 考试 化工系

43 25044026 药剂学﹟ 3 48 40 8 6 16 3 ★ 考试 化工系

选

修

课

44 25044062 生物化学* 2 32 24 8 4 8 4 考试 化工系

45 25044028 药物合成反应* 3 48 40 8 6 16 3 考试 化工系

46 23044013 制药工艺学﹟* 2 32 32 6 8 4 考试 化工系

47 25043004
计算机辅助化工

设计*
3 48 32 16 6 16 3 考试 化工系

48 25044093
制药设备与

车间设计*
2 32 32 6 8 4 考查 化工系

49 23044025 制药分离工程* 3 48 40 8 7 12 4 考试 化工系

50 25044091
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工程*
1.5 24 24 7 8 3 考查 化工系

51 25044083
药用高分子

材料*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52 25044092
制药过程安全与

环保*
1.5 24 24 7 8 3 考查 化工系

53 25042057 专业英语 1 16 7 8 2 考查 化工系

54 23043003
科技论文检索与

写作
1 16 10 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55 25044064
制药工程专业概

论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56 25044054
绿色合成化学概

论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57 25044046 天然药物化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8 25044052
新药研究与

开发
2 32 24 8 6 8 4 考查 化工系

59 25044058
新制剂工艺与技

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60 25044060
制药工程自动控

制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61 25044050 药事管理学 1.5 24 24 7 8 3 考查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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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教

育

平

台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62 25044056
药物分离与

纯化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63 25044059 制剂设备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64 25044085 制药车间管理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工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2 学分，要求选修 18.5 学分。

补

充

说

明

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 到第 7学期，有些是限选课程（带*课程），学生选修时注意要选修。对于非限

选修课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学生在第 7 学

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企业校外实训（实

践环节里选修环节化工校外实训），如果选择化工校外实训第 7 学期全学期在化工企业进行实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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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方

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1 第 1-8 学期，16 学时

考查 就业指

导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 学期，16 学时
考查 就业指

导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 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 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1-8 学期，共 32 学时 考查 学生部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4 学时，共 32 学时 考查 保卫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311003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学生部

9 2704200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化工系

10 27044033
专业基础

综合训练
1 1

考查
化工系

11 27043013
化工原理

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12 27044013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

计课程设计
1 1

考查
化工系

13 27044025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化工系

14 27044016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1 1 考查
化工系

15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
10 16

考查
化工系

16 27202003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化工系

选

修
17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9 12 考查

化工

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18 27044008
西药质量检验

综合实训
1 1

考查
化工系

19 27044009
药物合成

创新实践
2 2

考查
化工系

20 27044010
新药研究

方法探索
1 1

考查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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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7044011
制药工程设计

能力训练
1 1

考查
化工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

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

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3 学分，要求选修 6 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 学分。

补

充

说

明

学生在第 7 学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

企业校外实训，如果选择校外企业实训，必须在前 6 个学期选择学习够 6 个选修学分。创新学分在任意学期利

用课余时间都可取得，其中创新创业类活动学分不低于 3 学分。在拓展创新项目里选。具体学分根据各类管理

办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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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24 51.5 42.56

选修 128 8 6.61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496 31 25.62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192 12 9.92

选修 296 18.5 15.29

合计 1936 121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37.19%，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9.38%，专业教育平台 19.06%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3 84.62

拓展创新 6 15.38

合计 39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20.63%，拓展创新 3.75%

合计

学分合计： 160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5.62%（其中理论教学 64.60%，实验教学 11.02%），实践教学 24.38%；

必修 79.69%，选修 20.31%。

其中人文社科类 19.40%，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00 %。

必 修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15.5 22 21 9.5 19.5 7 0 0

课外实践（周） 3 1 0 3 2 4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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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方

式

模块方

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5 高等数学 C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27043008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17.5 学分，选修 0 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081042 高等数学 C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3008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2 学分，选修 0 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2006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6102004 大学英语 3 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3008 劳动教育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21 学分，选修 0 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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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4062 生物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必修 1 考查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 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4005 药物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44021 药物分析#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44027 药理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3044020 药物分析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2001 生产实习 必修 2 8 考查

要求：必修 21.5 学分，选修 0 学分

6

课堂

教学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44013 制药工艺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4028 药物合成反应 选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4093
制药设备与车间

设计﹟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3004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选修 3 48 16 3 考查

25044026 药剂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实践

教学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4 考查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1 16 考查

27044013
制药设备与车间

设计课程设计
必修 1 16 考查

要求：必修 11 学分，选修 10 学分

7

课堂

教学

25044083 药用高分子材料*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3044025 制药分离工程* 选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4091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选修 1.5 24 8 3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4025 毕业实习﹟ 必修 4 64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育 必修 1 2 考查

27044016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必修 1 16 8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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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选修 9 1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8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4 考查

要求：必修 11 学分，选修 9 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 考查

27202003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10 学分，选修 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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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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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

培养目标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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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

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

权重

1. 工程知识：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制药工程专业

知识用于解决制药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

1-1：具备扎实的数学和工程

学知识，可用于制药工程问题

的表述，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

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求解；

0.4

高等数学 0.2

线性代数 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工程制图 0.2

药物化学 0.1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1

1-2：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知

识，可用于推演、分析制药工

程相关问题；

0.3

有机化学 0.2

无机化学 0.2

物理化学 0.2

分析化学 0.2

大学物理 0.1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0.1

1-3：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制药

工程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

比较与综合；

0.3 药物合成创新实践 0.4

新药研究方法探索 0.3

制药工程设计能力训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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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制药工程中的

相关问题，能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制药工程中

的复杂问题并获得有

效结论。

2-1：能运用物理、电工以及

控制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

断制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关键环节；

0.4

分析化学 0.2

化工原理 0.3

大学物理实验 0.2

大学物理 0.3

2-2：理解制药工程问题存在

多种解决方案，能够通过文献

研究，进行分析和比较，寻求

可能的解决方案；

0.3

制药工艺学 0.3

药用高分子材料 0.2

大学英语 0.2

毕业设计（论文） 0.3

2-3：能够运用制药工程基本 0.3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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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分析制药复杂工程问题

的影响因素，论证解决方案的

合理性；

制药分离工程 0.2

药剂学 0.2

生物化学 0.1

药物合成反应 0.1

药物分析 0.2

3. 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具有设计制药工

程复杂问题解决方案

的能力，且解决方案能

满足制药过程特别是

GMP 要求的系统、单元

或工艺流程，能够在设

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并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及环

境等因素。

3-1：能够掌握制药工程设计

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

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

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

方案的各种因素；

0.4 药剂学 0.2

制药分离工程 0.2

药物化学 0.2

生产实习 0.2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0.2

3-2：能够对制药复杂工程问

题设计解决方案，并对方案进

行综合与评价，尝试进行改进

和优化，体现解决方案的创新

性；

0.3 制药工艺学 0.3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0.1

药物合成反应 0.2

毕业设计（论文） 0.2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0.2

3-3：能够在制药单元、工艺

流程和药物开发与设计中综

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0.3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课

程设计

0.2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0.2

药物合成创新实践 0.1

新药研究方法探索 0.1

制药工程设计能力训练 0.2

开放性实验设计 0.2

4. 研究：能够利用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制药工程等学科

的原理及方法对制药

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分析与解释数

据，并能通过信息综合

4-1：能够综合运用自然科学

和制药工程学等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对工艺流程设计和质

量控制等制药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分析，选取研究路线，确

定实验方案；

0.4 药物合成反应 0.2

制药工艺学 0.2

药理学 0.1

药用高分子材料 0.2

药物分析 0.1

药物化学 0.2

4-2：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 0.3 药物分析实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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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实验系统，安全进行实验，正

确采集数据；

药物合成反应 0.2

药剂学 0.2

毕业设计（论文） 0.4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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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药物分析实验 0.2

有机化学实验 0.2

分析化学实验 0.2

物理化学实验 0.2

大学物理 0.1

大学物理实验 0.1

化工原理实验 0.2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

针对制药过程的复杂

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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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模、预

测、制图、分析、检索

等。

5-1：了解制药工程专业常用

的现代仪器、工具和软件的原

理和方法，并理解其优势和局

限性；

0.3 药物合成反应 0.3

分析化学 0.2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3

药物分析实验 0.2

5-2：能够根据不同的现代工具

的优势和局限性，合理选择和

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制

药复杂工程问题的分析、计算

和设计；

0.4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0.4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4

药物合成反应 0.2

5-3：能够针对制药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选择与使用现代仪器、

流程模拟软件等工具实现模

拟、预测等，并理解其优越性

和局限性；

0.3 制药分离工程 0.3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0.3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4

6. 工程与社会：能够

基于制药工程相关背

景知识对药物设计、研

发和生产等过程进行

6-1：能够了解制药工程相关

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

权、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理

解不同文化背景对制药工程

0.5 药物分析 0.1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0.2

生物化学 0.3

工程制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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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析，并且能够评

价制药工程相关实践

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

响，同时理解应承担的

责任。

实践活动的影响； 药物合成反应 0.2

6-2：能分析和评价制药工程相

关领域工程实践活动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

响，并理解其应承担的责任；

0.5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0.4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0.2

生产实习 0.4

7. 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具有良好的质量管

理意识和职业安全意

识，能够理解和评价制

药工程实践对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1：理解环境保护、可持续

发展的内涵和意义，具有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0.5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毕业实习 0.3

开放性实验 0.2

制药工艺学 0.3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思考制药工程实

践的可持续性，评价制药产品

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

的损害和隐患；

0.5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0.3

药理学 0.4

生物化学 0.3

8. 职业规范：具有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

责任感，能够在制药工

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相关责任。

8-1：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思辨能力和科学精神；理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推动

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责任

感；

0.5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

8-2：树立良好的制药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能在制药生产

实践活动中遵守，并理解制药

工程师在公众安全、健康、福

祉及环保中的责任并自觉履

行；

0.5 安全教育 0.1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

育

0.2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0.4

药物分析实验 0.2

9. 个人和团体：能够 9-1：理解个人与团队的关系， 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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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

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

员及负责人的角色。

能够与其他学科背景的团队

成员开展有效沟通，合作共

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形势与政策 0.2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课

程设计

0.2

9-2：能够胜任团队成员或团队

负责人的角色与责任，独立或

合作开展工作，或能够组织、

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0.3 大学体育 0.2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课

程设计

0.2

毕业实习 0.3

生产实习 0.3

9-3：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

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健康向上

的审美观；

0.4 大学体育 0.3

劳动教育 0.3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

心理健康教育 0.2

10. 沟通： 能够就制

药工程复杂工程问题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通过图表、文稿等书

面报告和陈述发言等

形式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具有一定的外语

阅读及表达能力，对制

药及相关领域国际发

展状况有基本了解，能

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10-1：能够就制药工程复杂工

程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

等方式，准确、清晰表达自己

的观点，并理解与业界同行和

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分别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0.5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毕业设计（论文） 0.3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课

程设计

0.3

工程制图 0.2

10-2：具有一定的外语口头及

书面表达能力，对制药工程及

相关领域国际发展趋势、研究

热点、文化差异有基本了解，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

0.5 大学英语 0.5

大学英语实验 0.5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 11-1：理解制药工程项目流程 0.5 药物合成反应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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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制药工程管理原

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

能在制药工程及相关

学科中进行应用。

及成本构成，掌握工程项目管

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课

程设计；

0.2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0.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0.2

11-2：能够在制药工程及其相

关的多学科环境中，应用工程

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评

价、选择和优化解决方案；

0.5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0.2

毕业实习 0.2

毕业设计（论文） 0.3

药物合成反应 0.1

制药工程设计能力训练 0.1

制药工艺学 0.1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特别是要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制药工程

发展的能力。业发展的

能力。

12-1：清晰认识行业和社会发

展趋势及未来职业发展面临

的挑战，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意识和思维；

0.5 西药质量检测综合实训 0.2

药物合成创新实践 0.2

毕业教育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

教育

0.2

制药工程设计能力训练 0.2

12-2：能够具有自主学习的能

力，包括对制药过程中技术问

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

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0.5 毕业设计（论文） 0.2

毕业实习 0.2

就业创业指导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

育

0.2

大学英语 0.1

大学英语实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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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 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 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课程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H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H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H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M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高等数学 H M M L

大学英语 H M L

大学英语实践 H

大学物理 B H M L

大学体育 H

大学物理实验 B H M L

线性代数 B H M M L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 M M L

军事理论 H

无机化学 M L

无机化学实验 H M

有机化学 M L

有机化学实验 H M

分析化学 L M H

分析化学实验 H H L

物理化学 M L

物理化学实验 H M

工程制图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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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 H M M L

化工原理实验 H M L L

生物化学 L M

药物化学 L H

药物分析 L L

药物分析实验 L M

药理学 L L

药剂学# L L M

制药工艺学﹟ M M H

药物合成反应 L L L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L M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H L

制药分离工程 L L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M H H L L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
M M L L

药用高分子材料 M L

制药虚拟仿真实训 H M L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M H M L

专业综合训练 L M H

毕业实习* H H L L

毕业设计（论文）* M H M H L H

毕业教育* M H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育 H L H

就业指导 H M

形势与政策 H H L

安全教育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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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教育与军训* M H

劳动教育* M H

心理健康教育 H

生产实习* L M H L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L H M

开放性实验设计 H M L L

撰稿人：王曼 教研室主任：王曼

教学主任：张郃 系部主任：王峰 修订日期：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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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304T 标准学制：4 年 总学分：160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为适应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求和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战略需求，我校于 2015 年获批开设了能源

化学工程专业，重在培养和储备能源化学工程领域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本专业立足服务于山西经济

主导产业“煤-焦-化”的发展，构建了以煤炭化学工业为特色的课程体系，突出了煤炭清洁高效转化与

利用技术，聚焦煤基能源化工发展的前沿，开展新能源氢能的高效制取及应用技术，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以及能耗“双控”任务的实施。

专业培养目标：

适应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山西省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事业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具备扎实的化工基本理论、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

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能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可再

生能源开发与利用及其相关化工、石油、环保等领域化工生产、技术操作、质量监控、工艺设计、

技术开发及生产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学生毕业就业 5 年左右时间能较好地适应不同性质的能源化工岗位工作要求，发展成为踏实肯

干、专业技术能力和创新意识强的技术性应用人才，成长为企业、研究所、设计院及相关单位的技

术骨干力量和业务能手。

具体培养目标：

目标 1：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能源化学工程的基本理论描述、论证、分析能

源化学工程领域生产过程、技术革新和生产管理中的复杂问题，并能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和工程实施

策略。

目标 2：

能够跟踪能源化工及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具备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具备从事能源化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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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工艺设计、技术开发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工作的能力。

目标 3：

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工程师职业道德，熟悉所从事行业领域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环境

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理解并能正确评价所涉及的工程对象和从事的工程实践活动对文化、健康、

安全、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目标 4：

拥有团队精神和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交流能力。

目标 5：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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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分析能源化学工程及相关领域所涉及的

生产过程、技术开发及生产管理中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识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能源化学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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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提出针对能源化学工程领域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

需求的整体系统、化工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健康、安全、法

律和环保意识。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能源化学工程领域的生产过程、技术开发及生产

管理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方案、采集实验数据并处理和分析，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能源化学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和技术工具及信息技术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分析发现其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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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与社会问题：能够基于能源化学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论证，分析能源化学工程领

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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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理解和评价针对能源化学工程领域复杂问题所涉及的设计、生产、研

究与开发等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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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工程职业道德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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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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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能源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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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跨文化

背景下进行专业技术领域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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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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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

相近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格，取得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

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形的，经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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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4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4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2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5

化工原理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6

煤化学 Coal Chemical 2

炼焦工艺学 Coking Technology 2.5

煤炭气化液化技术 Coal Gasification and Liquefaction Technology 3

化工设计 Chemical Engineering Desig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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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大

类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 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试 外语系

11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 实验△ 2.0 32 32 3 16 2 考试 外语系

12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3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4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3 考查 理学系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1 16 16 3 16 1 考查 理学系

15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6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0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1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部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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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9.5 学分，要求选修 8 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 个学分，心理健康类

不少于 2 个学分。 “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 个学分。

22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2 32 32 1 8 4 ★ 考试 化工系

23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2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工系

24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化工系

25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2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工系

26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工系

27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化工系

28 22042006 分析化学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工系

29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3 8 3 考查 化工系

30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3 48 48 4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1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2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工系

32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33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3 48 48 5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4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1.5 24 24 5 12 2 考查 化工系

35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3 48 48 6 12 4 ★ 考试 化工系

36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1 16 16 6 8 2 考查 化工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7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5 1
6 3 考试

机械系

38 22046006 煤化学 2 32 32 4 8 4 ★ 考试 化工系

39 26046002 煤化学实验 1 16 16 4 8 2 考查 化工系

40 23046001 炼焦工艺学 2.5 40 40 5
1
0

4 ★ 考试 化工系

41 26046001
炼焦工艺学

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42 23046005
煤炭气化与

液化技术
3 48 48 6

1
2

4 ★ 考试 化工系

43 23043012 化工设计 2 32 32 6 8 4 ★ 考试 化工系

选

修

44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
2 4 考试 化工系

45 25043013
科技论文检索及写

作
1 16 10 6 4 8 2 考查 化工系

46 25043086 化工安全技术 2 32 32 5 8 4 考试 化工系

47 23031016 化工仪表与 2 32 24 8 6 8 4 考试 自动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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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48 25046002 新能源技术 2 32 32 6 8 4 考试 化工系

49 25043004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

计
3 48 32 16 6 1

6 3 考试 化工系

化石能源扩展方向

51 25046013 合成氨生产工艺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2 25046014 焦化废水处理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3 25046012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

与加工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4 25046010 石油化工工艺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5 25046008 燃料电池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新能源氢能方向

55 25046008 燃料电池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6 25043096 催化原理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57 25046011 氢能与制氢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工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4.5 学分，要求选修 19 学分

补

充

说

明

第七学期可以选校内选修课，也选修课外实践环节的化工课外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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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系

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

育
1 第 1-8 学期，16 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 学期，16 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 学期，每学期 8 学时，共计 64 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4 学时，共 32 学时 考查 保卫部

5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1-8 学期，每学期 4 学时，共计 32 学时 考查 学生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311003 劳动教育 0 2 考查 学生部

8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4 考查 思政部

9 2704200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化工系

10 23046003 煤基甲醇制烯烃实训 1 1 考查 化工系

11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12 27046009 合成氨生产实训 1 1 考查 化工系

13 27046012 煤制甲醇工艺实训 1 1 考查 化工系

14 27043009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化工系

15 27044025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化工系

16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10 16 考查 化工系

选

修

17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9 12 考查 化工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18 27043016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2 考查 化工系

19 27046015 煤化工领域学术报告 1 考查 化工系

20 27043009 开放性实验设计 1 考查 化工系

21
27046016

焦化废水处理工程

应用实例
1 考查 化工系

22 27046014
焦炭性质对其气化性能

的影响
1 考查 化工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实践、

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认定

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3 学分，要求选修 6 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 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 学分。

补

充

说

明

创新学分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都可取得，其中创新创业类活动学分不低于 3 学分。在拓展创新项目里选。具体

学分根据各类管理办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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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按总学分算）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96 51.5 42.56%

选修 128 8 6.62%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448 28 23.14%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232 14.5 11.98%

选修 304 19 15.70%

合计 2008 121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37.19%，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7.50 %，
专业教育平台 20.94 %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3 84.62%

拓展创新
6 15.38%

合计
39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20.63%，拓展创新 3.75%

合计

学分合计：160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5.62%，（其中 理论教学 64.06%，实验教学 11.56%），

实践教学 24.38%。
必修 79.38%，选修 20.62%

（其中人文社科类 17.19%，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00 %）

必 修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3 29 29 21 28 24 12 0

课外实践（周） 2 2 0 3 4 1 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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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教

学

周

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模块

方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7.5 学分，选修 0 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 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2 32 16 3 考试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311003 劳动教育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22 学分，选修 0 学分

3
课堂

教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0 32 16 2 考查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2006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 实验 必修 2.0 32 16 2 考查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必修 1 16 16 1 考试

要求：必修 21 学分，选修 0 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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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9 物理化学（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2023008 电工技术(限选) 选修 3 48 12 4 考试

22046006 煤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13 科技论文检索及写作(限选)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6046002 煤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考查

23046003 煤基甲醇制烯烃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2.5 学分，选修 4 学分

5

课堂

教学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46001 炼焦工艺学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5043086 化工安全技术(限选)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0 48

16 3 考查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46001 炼焦工艺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2 考查

27042001 生产实习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21 学分，选修 2 学分

6

课堂

教学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46005 煤炭气化与液化技术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43012 化工设计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46002 新能源技术 (限选)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3031016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限选)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04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限选) 选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6012 煤制甲醇工艺实训 必修 1 1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新指导 必修 1 16

要求：必修 11 学分，选修 7 学分

7
课堂

教学

化石能源扩展方向

25046014 焦化废水处理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化石

能源

扩展

25046013 合成氨生产工艺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6012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6010 石油化工工艺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6008 燃料电池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新能源氢能方向

25046011 氢能与制氢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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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氢

能

25046008 燃料电池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96 催化原理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46009 合成氨生产实训 必修 1 1 考查

27044402
5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选修 9 12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8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8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8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必修 1 16 考查

要求：必修 12 学分，选修 6 学分

8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 考查

27204309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10 学分，选修 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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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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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要求 1
毕业能力

要求 2
毕业能力

要求 3
毕业能力

要求 4
毕业能

力要求5
毕业能

力要求6
毕业能

力要求7
毕业能

力要求8
毕业能

力要求9

毕业能

力要求

10

毕业能

力要求

11

毕业能

力要求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

培养目标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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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分指标

权重

对应课程 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专业

知识用于论证分

析能源化学工程

及相关领域所涉

及生产过程、技术

开发及生产管理

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

1-1：掌握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并用于解决能源化学工程领域

复杂问题；

0.4

高等数学（A1A2） 0.3

线性代数 A 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大学物理(A1、A2) 0.3

1-2：掌握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基

础知识，并用于解决能源化学工

程领域复杂问题；

0.3

工程制图 0.2

无机化学（上下） 0.1

有机化学（上下） 0.1

煤化学 0.2

物理化学（上下） 0.2

化工原理（上下） 0.2

1-3 掌握专业知识，并用于解决

能源化学工程领域复杂问题；

0.3 合成氨生产工艺学 0.25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

/氢能与制氢技术

0.25

炼焦工艺学 0.15

燃料电池技术 0.2

煤炭气化和液化技术 0.15

毕业能力要求 2：

问题分析：能够应

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科学和专

业知识的基本原

理和技术方法，识

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能

源化学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2-1：能运用物理、电工以及控

制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能

源化学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的关键环节；

0.3 大学物理(A1、A2) 0.2

电工技术 0.3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0.3

分析化学 0.2

2-2：能基于专业学科的基本理

论、基础定律和数学模型方法正

确表达能源化学工程领域中相

关的复杂工程问题；

0.3 煤化学 0.2

化工原理（上下） 0.4

化工设计
0.4

2-3：能够判断能源化学工程领

域相关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的主要构成及相互关系，能认识

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

会通过查找分析相关文献，寻求

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0.2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

/氢能与制氢技术

0.4

炼焦工艺学 0.3

石油化工工艺学

/焦化废水处理

0.3

2-4 能运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 0.2 合成氨生产工艺学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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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源化学工程领域相关典

型化工过程中复杂问题的影响

因素，理解其对主要技术参数的

约束和限制，并能借助文献研

究，获得问题解决的有效结论。

/催化原理

燃料电池技术 0.3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4

毕业能力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能够提出针对

能源化学工程领

域复杂问题的解

决方案，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的整体

系统、化工单元

（部件）或工艺流

程，并能够在设计

环节体现创新、健

康、安全、法律和

环保意识

3-1：能够对所需解决的复杂问

题进行分析和提炼，确定设计、

开发需求和目标。

0.3 化工设计 0.3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4

3-2：能够设计针对能源化学工

程领域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

（部件）或工艺流程；

0.4 燃料电池技术 0.3

石油化工工艺学

/焦化废水处理

0.3

煤炭气化与液化技术 0.4

3-3：具备产品系统设计、工艺流

程设计的能力，能够在设计环节

体现创新、健康、安全、法律和

环保意识

0.3 新能源技术 0.3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

/氢能与制氢技术

0.3

化工安全技术 0.4

毕业能力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科

学原理并采用科

学方法对能源化

学工程领域的生

产过程、技术开发

及生产管理中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

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方案、采集实验

数据并处理和分

析，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4-1：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

学方法，能够对能源化工产品生

产流程中工艺和产品质量控制

等工程问题，设计有效可行的实

验方案。

0.25 煤化学实验 0.3

炼焦工艺学实验 0.3

化工原理实验（上下）

0.4

4-2：能够基于实验方案，选择技

术路线，搭建实验装置，安全地

开展实验或测试，并能正确地采

集、记录有关实验数据；

0.5 无机化学实验 0.1

有机化学实验 0.25

大学物理实验 A 0.2

物理化学实验 0.2

分析化学实验 0.25

4-3：能对观测的实验现象、实验

数据等进行必要处理、分析和解

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0.25 煤化学实验 0.3

毕业设计 0.4

炼焦工艺学实验
0.3

毕业能力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

够针对能源化学

5-1：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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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理解

0.4 科技论文检索及写作 0.3

煤化学实验 0.3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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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开发、

选择和使用恰当

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程和技术工

具及信息技术工

具，对复杂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分析发现其

局限性。

其局限性；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

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

模拟软件，对复杂化学工程问题

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0.3 合成氨生产实训 0.3

煤制甲醇工艺实训 0.25

石油化工工艺学/

焦化废水处理

0.2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25

5-3 能够针对能源化学工程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需要，

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

代工具，模拟和预测能源化学工

程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0.3 煤炭气化与液化技术 0.3

炼焦工艺学实验 0.3

煤基甲醇制烯烃实训

0.4

毕业能力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

基于能源化学工

程相关背景知识

进行合理论证，分

析能源化学工程

领域的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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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掌握能源化学工程相关领

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理解不

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0.5 化工安全技术 0.4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工程制图
0.4

6-2：能够针对能源化学工程领域

工程项目对应的实际应用场景，

分析和评价相关工程实践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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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理解应承担的社

会责任。

0.5 炼焦工艺学 0.3

生产实习 0.3

毕业实习 0.4

毕业能力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能理解和评价

针对能源化学工

程领域复杂问题

所涉及的设计、生

产、研究与开发等

对环境、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了解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关的

政策和法律法规；

0.3 新能源技术 0.4

形势与政策 0.4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0.2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认识、思考、理解能

源化学工程领域相关工程实践

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

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与

隐患。

0.7 化工安全技术 0.4

煤炭气化与液化技术 0.4

有机化学 0.2

毕业能力要求 8：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 0.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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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范：具有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

具有高度社会责

任感和良好工程

职业道德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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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马克思主义原理 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

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

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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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

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并

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

0.5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5

安全教育 0.25

军事理论 0.15

心理健康教育 0.25

大学体育(一二三四) 0.2

毕业能力要求 9：

个人和团队：具有

人际交往能力和

组织管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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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能够正确认识多学科团队

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意义和

作用，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

沟通，合作共事；

0.5 劳动教育 0.3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0.2

煤基甲醇制烯烃实训 0.5

9-2：能够在工程项目中担任一定

角色，并根据角色作出合理的行

为决策，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

识，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

展工作。

0.5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3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3

入学教育与军训 0.4

毕业能力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能源

化工领域复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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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专业技

10-1：能就专业问题，以口头、

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

己的观点，回应指令，理解与业

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

性；

0.4 工程制图 0.3

毕业设计 0.4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3

10-2：了解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

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

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0.3 毕业设计 0.4

新能源技术 0.3

科技论文检索及写作 0.3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

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专业问题，

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

和交流。

0.3 大学英语（1，2） 0.35

大学英语实验（2，3） 0.35

毕业设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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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沟通和交

流。

毕业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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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掌握能源化学工程领域相

关工程项目管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0.6 化工设计 0.5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4

生产实习 0.1

11-2：了解能源化工产品回收过

程中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

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

与经济决策问题；

0.4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

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

要性；

0.4 形势与政策 0.25

毕业实习 0.2

就业创业指导 0.3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0.25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

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

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等。

0.6 科技论文检索及写作 0.4

毕业设计 0.3

大学英语（1，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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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 表示相关度高，M 表示中等，L相关表示一般相关）：

能力

课程

1.

1
1.

2

1.

3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4.

1

4.

2

4.

3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M

高等数学（A1、A2） H

大学英语（1，2） H M

大学英语实验

（2，3）

H

大学物理 B H M

大学体育(1,2,3,4) M

大学物理实验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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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课程

1.

1
1.

2

1.

3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4.

1

4.

2

4.

3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线性代数 A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L

军事理论 L

无机化学(上下) M

无机化学实验 L

有机化学(上下) M L

有机化学实验 H

分析化学 M

分析化学实验 H

物理化学(上下) H

物理化学实验 M

工程制图 H H

化工原理(上下) H H

化工原理实验(上下) H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M M M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H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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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课程

1.

1
1.

2

1.

3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4.

1

4.

2

4.

3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煤化学 L

煤化学实验 M M M

炼焦工艺学 M M M

炼焦工艺学实验 M M M

化工设计 H M H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H H

煤炭气化与液化技术 M M H

催化原理 M

合成氨生产工艺学 H M

电工技术 H

燃料电池技术 M M M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

加工

H
H M

焦化废水处理工艺 M M L

石油化工工艺学 M M L

新能源技术 M H M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557

能力

课程

1.

1
1.

2

1.

3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4.

1

4.

2

4.

3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氢能与制氢技术 H

化工安全与技术 H H H

职业生涯规划与

创业教育

M L M

就业指导 H

形势与政策 M M

安全教育 H

心理健康教育 H

入学教育与军训* L H

劳动教育* M

生产实习* M M L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

M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H M M H

合成氨生产实训 H

煤制甲醇工艺实训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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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课程

1.

1
1.

2

1.

3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4.

1

4.

2

4.

3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煤基甲醇制烯烃实训 H H

毕业实习* H L

毕业设计（论文）* H H H M H

毕业教育*

撰稿人：高松平 教研室主任：高松平

教学主任：张郃 系部主任：王峰 修订日期：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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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301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60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概述

化学工程与工艺主要研究化学工程与化学工艺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涉及

化学反应、化工单元操作、化工过程与设备、工艺过程系统模拟优化等多个方面，

并应用于解决化学工程设计、工艺开发与优化、生产操作及技术管理等。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是一个宽口径、适应性强的通用型过程工程专业，是与高新科技最

密切相关的工科专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特色和优势；作为太原工业学院重点和优势专业，于 2019 年获批省级一流

专业建设点。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动面向区域经济建设和行业可持续发展需要，致力于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毕业生应具备一

定文化素养，理解工程伦理及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扎实的数理分析、人文社

科和工程技术能力，具有化学工程设计、化工单元操作与控制、化工过程与设备、工艺

过程系统模拟优化等方面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够在煤化工、化学工程等领域统筹

运用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从事过程设计、工艺开发与优化、生产操作与技术

管理，以期培养出具备对现代化学工程与工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分析、解决能力

及创新意识的高级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 5年后预期可达以下目标：

目标 1. 能够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解

决化学工程与工艺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供系统方案和工程实施策略。

目标 2. 能够主动跟踪化学工程、化工工艺、过程控制及相关领域的前沿技

术及方法，提升创新意识及工程能力用于解决化学工程、工艺流程、生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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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3：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高度的

服务意识满足化学工程与技术行业职业道德准则与社会责任。

目标 4: 能够在多学科和多元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作为化学工

程与工艺领域技术或管理骨干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和国际化视野。

目标 5: 主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追踪化工发展动态，汲取化学工程与技术前

沿发展动态，持续提升专业素质和自身素养。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在达到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工程教育通用标准毕业要求的基

础上，主动面向区域经济建设和行业发展需要、坚持学院办学特色，发挥专业优

势，把握 OBE 教育理念，致力于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定位，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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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解决化

学工程设计、工艺开发、生产操作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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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过程与生产操作中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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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设计针对化学工程与工艺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

设计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工艺流程的系统、化工单元(部件)或工艺流

程或技术方案，并在兼顾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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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化学工程与工艺领域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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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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化工工艺、化工生产等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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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化学工

程与工艺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进行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

析，专业评价化学工程实践和复杂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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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

实践和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解决方案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能够采

取有效技术减少/避免不利因素并承担的应用责任。

(8) 职业规范：具有良好人文社会科学素养、高度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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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化学工程与生产工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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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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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能力。

主干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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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专业：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化工安全工程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

部合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

合格以上水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

相关情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4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4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2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5

化工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6

化学反应工程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3

化工设计 Chemical Engineering Design 2

精细化工工艺学 Fine Chem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2

化工热力学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2

化工导论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1

化工技术经济 Chemical Technical Econo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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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2007 军事理论 1.0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处

3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4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6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2.5 40 40 3 16 3 考试 思政部

6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6 3 考试 思政部

7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8 7 16 3 考查 思政部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0 21081031 高等数学 2A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1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2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3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4 26102001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5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6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17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18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9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1 16 16 3 16 1 考查 理学系

20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0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21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22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1.5 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

不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个学分。

专

业

基

必

修

22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2 32 32 1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23 23043002 化工导论 1 16 16 1 8 2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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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础

教

育

平

台

24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2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25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26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2 32 32 2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27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28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29 22042006 分析化学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30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3 8 3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31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3 48 48 4 12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32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2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33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34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5 16 3 考试 机械系

35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3 48 48 5 12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36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1.5 24 24 5 12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37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3 48 48 6 12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系

38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1 16 16 6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39 22095014 化工技术经济 1 16 16 7 8 2 ★ 考试
经济与管理

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33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40 23043001 精细化工工艺学 2 32 32 4 16 2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1 25043017 化工热力学 2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2 23031016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2 32 24 8 6 8 4 考试 自动化系

43 25043007 化学反应工程 3 48 40 8 6 16 3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4 23043012 化工设计 2 32 32 6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5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6 3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6 25043096 催化原理 2 32 32 5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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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选

修

47 25043063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

中的应用
1.5 24 12 12 5 8 3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48 26043006 工业催化实验 1.5 24 24 5 12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49 25044140 应用光谱解析学 1.5 24 24 5 8 3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0 25043079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3 48 40 8 6 12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1 25043004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

计*
3 48 32 16 6 16 3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2 25043089 煤化学工艺学 2 32 32 6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3 25046013 合成氨生产工艺 2 32 32 6 16 2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4 25043080 分离工程 3 48 40 8 7 12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5 25043013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

作
1 16 10 6 7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56 25043006 化工设计实训 2 32 16 16 7 8 4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57 25043088 化工安全与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58 25043012 专业外语 1 16 16 7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59 25043099 催化反应工程 2 32 32 7 16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60 25042118 工业分析 2 32 24 8 7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61 25043032 绿色化学 2 32 32 7 16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62 25043102 化工过程开发 2 48 48 7 16 3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11学分，要求选修 16.5学分。

补

充

说

明

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到第 7学期，有些是限选课程（带*课程），学生选修时注意要选修。对于非限选

修课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学生在第 7
学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企业校外

实训（实践环节里选修环节化工校外实训），如果选择化工校外实训第 7学期全学期在化工企业进行实

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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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系

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

育
1 第 1-8 学期，共计 16学时 考查 就业处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共计 16学时 考查 就业处

3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1-8学期，共计 32学时 考查 学生处

4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处

6 27311003 劳动教育 2 2 考查 学生处

7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处

8 2704200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化工系

9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10 27043018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设

计
1 1 考查 化工系

11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12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1 1 考查 化工系

13 27043031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化工系

14 27042020 毕业设计（论文） 10 16 考查 化工系

15 27043009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化工系

选

修
16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9 12 考查 化工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17 27043016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2 考查 化工系

18 27043008 化工过程设计 2 考查 化工系

19 27043009 开放性实验设计 1 考查 化工系

20 27042015 精细化学品合成实训 1 考查 化工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实

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

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4 学分，要求选修 6 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学生在第 7学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企业

校外实训，如果选择校外企业实训，必须在前 6个学期选择学习够 6个选修学分。创新学分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

间都可取得，其中创新创业类活动学分不低于 3学分。在拓展创新项目里选。具体学分根据各类管理办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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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08 51.5 42.26%

选修 128 8 6.69%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528 33 27.62%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176 11 9.21%

选修 272 16.5 14.22

合计 1920 120 100%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4 85.0%

拓展创新 6 15.0%

合计 40 100%

合计

学分合计：160 学分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69.9 %（其中理论教学 52.7 %，实验教学 17.3 %），实践教学

30.1 %；

必修 80.6 %，选修 19.4 %；

其中人文社科类 17.2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0 %；

必 修 学 期（周）学 时 分 配 表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5 29 22 14 22 17 0 0

课外实践（周） 2 2 4 0 2 4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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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学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43002 化工导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8.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代史刚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22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10 有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1102017 大学英语 3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必修 1 16 16 1 考查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9.5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2006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43001 精细化工工艺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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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学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22023008 电工技术(限选) 选修 3 48 16 3 考试

实践

教学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要求：必修 12学分，选修 3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5043017 化工热力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44063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

的应用
选修 1.5 24 8 3 考查

25043096 催化原理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4140 应用光谱解析学 选修 1.5 24 8 3 考试

实践

教学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3006 工业催化实验 选修 1.5 24 8 3 考查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7042001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7.5学分，选修 3.5学分

6

课堂

教学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5043007 化学反应工程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43012 化工设计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31003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5043079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限选) 选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3004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限

选
选修 3 48 16 3 考查

25046013 合成氨生产工艺学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43089 煤化学工艺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7043018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课程设计
必修 1 1 考查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16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

创新创业教育
必修 1 16 考查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7.5学分，选修 6学分

7
课堂

教学

22095014 化工技术经济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5043013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43080 分离工程 选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3088 化工安全与技术(限选)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2118 工业分析 选修 2 32 8 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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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学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25043012 专业外语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43099 催化反应工程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43102 化工过程开发 选修 2 48 16 3 考查

25043006 化工设计实训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3032 绿色化学 选修 2 32 16 3 考查

实践

教学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选修 9 12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8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8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8 考查

27043026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2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42020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 论文+答辩

27043009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10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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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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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培养目标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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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 掌握用于解决化学

工程或生产过程中复杂工程

技术问题所需的数学、自然科

学、化学工程基础和化工专业

基础知识。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1)

1-1：掌握能够用于表述化学工程或生产过程中

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

高等数学 A(1、2) 0.3

大学物理 A(1、2) 0.25

线性代数 A 0.2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1-2：掌握用于分析和理解复杂化学工程和生产

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化学专业基础知识；

有机化学(上、下) 0.2

无机化学(上、下) 0.2

物理化学(上、下) 0.2

精细化工工艺学 0.1

分析化学 0.3

1-3：掌握应用于化学工程与生产过程复杂工程

技术问题解决方案进行核验和分析的工程基

础知识。

化工原理(上、下) 0.3

化学反应工程 0.2

化工热力学 0.2

工程制图 0.1

电工技术 0.2

毕业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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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化学工程或生产过

程中复杂化学工程或化工生

产中工程技术问题，以获得合

理的有效结论。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2)

2-1：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化学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化学工程或化工操作中工程技

术问题；

高等数学 0.2

大学物理 A(1、2) 0.2

物理化学(上、下) 0.2

分析化学 0.1

有机化学(上、下) 0.2

无机化学 0.1

2-2：能够运用化工专业相关基本理论对化工

过程、生产工艺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

以获得合理有效的结论；

化工原理(上、下) 0.2

化学反应工程 0.2

有机化学(上、下) 0.2

无机化学(上、下) 0.2

化工设计 0.2

2-3：能够运用化工专业知识，通过文献检索

方法，对化学工程及生产过程中工程技术问

题解决方案进行分析、优化，并获取合理结

论。

精细化工工艺学 0.4

化学反应工程 0.2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毕业能力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就化

学工程或生产过程中复杂工

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并在设

3-1：掌握针对化学工程与技术中复杂工程问题

设计解决方案所需的工程设计、工艺开发和过

程优化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方法。

化工设计 0.3

精细化工工艺学 0.1

化工原理(上、下) 0.1

化工热力学 0.2

化工传递过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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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权重

计过程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

社会、健康、完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3)

3-2：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设计满足需求的

生产工艺流程、流程控制、质量控制、设备

参数及车间布置等，并对相关方案进行优化；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1

电工技术 0.1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0.25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

设计

0.25

3-3：能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健康、安全、

法律和环保意识。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0.3

化工设计
0.3

安全教育 0.2

化工安全与技术 0.2

毕业能力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

用科学方法对化学工程或生

产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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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4)

4-1：掌握针对化学工程与化工过程中复杂工程

问题开展研究所需的科学原理、方法和化学工

程与技术学科基础理论知识；

精细化工工艺学 0.2

化工仪表及其自动化 0.2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0.2

化工热力学 0.2

化学反应工程 0.2

4-2：能够运用自然科学和专业基础知识对复杂

工程问题设计、开展实验，采集数据，并对数

据进行系统分析和解释；

无机化学实验 0.2

大学物理实验(A、E) 0.2

有机化学实验 0.2

化工原理实验(上、下) 0.2

分析化学实验 0.2

4-3：具备综合运用科学原理、模拟仿真、数据

分析的能力，对所研究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或获取信息开展系统综合，并获得合理有效结

论。

毕业实习 0.3

生产实习 0.3

专业综合基础训练周 0.2

毕业(设计)论文 0.2

毕业能力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化学

工程和化工过程中复杂工程

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

合理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相关

问题开展分析与模拟、并能够

5-1：掌握针对解决化学工程和化工过程中复杂

工程问题所涉及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分析化学 0.3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0.2

工程制图 0.3

电工技术 0.2

5-2：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针对复杂工

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合理的技术、资

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

化工原理(上、下) 0.3

分析化学实验
0.2

化工设计 0.2

工程制图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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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权重

理解其局限性。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5)
5-3：能够运用合理的方法或工具对复杂工程

问题开展分析与模拟，通过系统评价结论有

效性能够理解相关问题的局限性。

物理化学实验(上、下) 0.4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

设计
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化学工

程与技术学科相关背景知识

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化工实践

和复杂化学工程问题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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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6)

6-1：能够基于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相关背景知

识合理分析、评价化工实践和复杂化学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

化的影响；

化学反应工程 0.2

生产实习 0.2

毕业设计(论文) 0.2

化工安全与技术 0.2

化工导论 0.2

6-2：能够基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

化背景要求评价这些制约因素对化工实践和

复杂化学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实施的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实习 0.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2

化工技术经济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毕业能力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理解和

评价针对化学工程与技术中

复杂化学工程问题的专业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7)

7-1：能够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化工实践对环境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生产实习 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概论
0.3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0.2

7-2：能够通过过程合理设计、工艺优化、技术

升级减少或避免针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实施

的化工项目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化工设计 0.2

化工安全与技术 0.3

有机化学(上、下) 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1

精细化工工艺学 0.2

毕业能力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崇高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高度社会责任感和

良好工程职业道德修养，能在

化学工程实践中理解、并主动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履行应尽

责任。

8-1：具有崇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高度社会责

任感和良好工程职业道德修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形势与政策 0.3

公益劳动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8-2：能理解，并主动遵守化学工程师在化学工

程实践中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从业过程中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

履行应尽责任。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 0.3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

育

0.3

生产实习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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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权重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8)

毕业能力要求 9：

个人和团队：树立高度的团队协作

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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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9)

9-1：理解团队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具有主动

发挥学科背景及专业技能优势协作团队的意

识、责任感和使命感；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毕业教育

0.2

军事理论 0.3

入学教育与军训 0.3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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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应尽的义务

和责任。

毕业实习 0.3

大学体育(一、二、三、

四)

0.2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0.3

大学物理实验(A、E) 0.2

毕业能力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化学工程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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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10)

10-1：能够独立完成各种实验、实验研究、工

程设计等书面报告或论文，并格式规范、内

容正确、有创新，能够与同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

工程制图
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毕业实习 0.2

毕业设计(论文) 0.4

10-2：了解化学工程与技术际发展趋势、研究

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能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

流。

大学英语 1A 、2A
0.4

大学英语 2、3实验

0.3

形势与政策
0.3

毕业能力要求 11：

项目管理：能够理解并掌握工

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11)

11-1：理解、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并能应用于开展工程设计、工艺开与优化、

生产操作与管理过程中，并校核工程问题解决

方案；

精细化工工艺学 0.3

化工设计实训 0.2

专业导论 0.1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1

化工技术经济 0.3

11-2：能够将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应

用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环境中。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

设计

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毕业设计(论文) 0.2

毕业实习 0.4

毕业能力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

12-1：树立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掌握

获取情报信息的现代工具手段和方法，及时

了解化工及其它相关学科背景的前沿动态；

就业创业指导 0.2

形式与政策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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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权重

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对应毕业要求通用标准 12)

业教育

毕业教育 0.4

12-2：树立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掌握

获取情报信息的现代工具手段和方法，及时

了解化工及其它相关学科背景的前沿动态；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0.2

化工设计实训 0.2

精细化工工艺学 0.1

毕业设计(论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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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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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H M

高等数学 A(1、2) H M

大学英语(1A、2A) H
大学体育(一、二、三、

四) M

军事理论 H

无机化学(上、下) M L M

入学教育与军训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大学物理(A1、A2) H M

化工导论 M L

有机化学(上、下) M M M M

大学英语(2、3)实验 H

大学物理实验(A、E) M H

无机化学实验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M

有机化学实验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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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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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化学 H L M

分析化学实验 M M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H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M

物理化学(上、下) M M

精细化工工艺学 L H L M M H L

电工技术 M L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 H

工程制图 L H M

化工原理(上、下) H M L H

化工热力学 M M M

物理化学实(上、下) H

化工原理实验(上、下) M

生产实习 H H

化学反应工程 M M M M

化工设计 M H H M

化工设计实训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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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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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H M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M M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H M M

化工安全与技术 M M M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M L H L M M

就业创业指导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H M

化工技术经济 M H

毕业实习 H H

形势与政策 M

安全教育 M

毕业设计(论文) M H M H

毕业教育 H

撰稿人： 孔祥鹏 王晓宇 教研室主任：孔祥鹏

教学主任： 张郃 系部主任： 王峰 修订日期：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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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306T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8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本专业秉承立足山西、服务山西的宗旨，遵循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宗旨，为山西及其周

边的中小企业解决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与化工安全相关的问题，并向邻近的京津冀等地区

辐射，促进跨区域高校、跨区域校企合作等多模式发展，在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提升

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达到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和共同发展。

本专业是以化学工程与安全为基础，融合化学工程与工艺、安全工程、环境工程、工

程管理等专业知识，培养具有知工艺、懂安全、精技术、会管理的化工安全高级应用型人

才。主要任务是运用先进的工程安全理论与方法，解决现代安全工程领域中的复杂技术问

题，以保障化工生产过程的安全进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动面向山西省及周边地区经济建设和行业可持续发展需要，致力于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

具备扎实的化学安全生产基础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能够统筹运用专业知识和现代技

术手段在化学安全工程及相关领域进行过程开发与优化、工艺设计与改造、安全生产操作

与管理等工作，能够对现代化工过程中的复杂安全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思路

与方案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 5年后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能够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解决化工安全

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供系统方案和工程实施策略。

目标 2：能够紧跟化工安全生产工艺、检测技术和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沿，具备创新能力

和工程意识，能够应用现代工具针对化学工程与安全生产过程问题开展安全生产过程开发

与优化、工艺设计与改造、安全隐患排查与管理等工作。

目标 3：理解职业职责，能够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技术

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树立化工安全职业道德与伦理责任。

目标 4：拥有团队精神和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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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目标 5：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强创

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为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要求

树立正确的三观，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掌握化学工程学与化学工艺学等方面的基本

理论和安全知识，掌握本专业所需基本技能，遵守化工行业规则，自觉为化工安全领域相

关行业企业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毕业生应达到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工程知识：掌握解决化工安全与技术问题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专业基本理论

知识，能够应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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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文献研究分析化工过程安全与生产操作中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复杂化学安全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安全生产工艺流程、化工单元(部件)或技术方案，并在兼顾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情况下体现创新意识。

（4）研究：能够基于自然科学原理和化学安全工程学科专业基础知识，针对化工产品

制备、分析检测和产品加工等过程中的复杂工程中的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实验过程设

计、数据分析和信息综合，以获得合理的安全的有效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化工安全生产过程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

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化学安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化学工程

实践和复杂化学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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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安全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

和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解决方案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能够采取有效技术减少/

避免不利因素并承担的应有责任。

（8）职业规范：具有良好人文社会科学素养、高度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化学安全工程

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安全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具有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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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化工安全过程相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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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化学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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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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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学科：

化学安全工程

相近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工

标准学制：

四年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格，

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160 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

水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形

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5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5.5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instrumental analysis 4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5.5

化工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6.5

化学反应工程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3

化工安全综合设计 Chemical Engineering Design 3

化工工艺学 Chem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2

化工过程安全 Chemical Process Safety 2

化工设备安全 Chemical Equipment Safety 2

化工安全与技术 Chemical Safety and Techn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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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程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核

方式
开课系部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18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14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1102016 大学英语 2实验 1.5 24 0 24 2 12 2 考试 外语系

12 21102017 大学英语 3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试 外语系

14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5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6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 32 32 3 16 3 考查 理学系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1 16 16 3 16 3 考查 理学系

17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21100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1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2 2108103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23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人文类、社科类、自然类等课程，由教务部统一组织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1.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自然科学类不少于 2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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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程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核

方式
开课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2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2 32 32 1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23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2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24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化学与化

工系

25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2 32 32 2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26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27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化学与化

工系

28 22042006 分析化学 2 32 32 3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29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3 8 3 考查
化学与化

工系

30 22041009 物理化学（上） 3 48 48 4 16 3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31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2 32 32 5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32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学与化

工系

33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5 16 3 考试 机械工程

系

34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3 48 48 5 16 3 ★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35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1.5 24 24 5 12 2 考查
化学与化

工系

36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3 48 48 6 16 3 考试
化学与化

工系

37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1 16 16 6 8 2 考查
化学与化

工系

38 22095014 化工技术经济 1 16 16 6 8 2 ★ 考试
经济与管

理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32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

属性

课程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教

学

周学

时数

核

心

考核

方式
开课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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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周

数

课

程讲授实验

专业

教育

平台

必修

39 23031016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2 32 32 6 8 4 考试 自动化系

40 25043007 化学反应工程 2 32 32 5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1 23043001 化工工艺学 2 32 32 4 16 2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2 25043089 化工设备安全 2 32 32 6 8 4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3 23047001 化工过程安全 2.5 40 32 8 6 16 3 ★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4 23047002 化工安全与技术 2.5 40 32 8 6 ★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45 22043079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3 40 40 8 6 16 3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选修

46 23043082 化工安全管理与法规* 2 32 32 4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7 25043063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

应用*
1.5 24 12 12 5 8 3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48 23043017 化工热力学* 2 32 32 5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49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3 16 3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0 25043037
计算机辅助化工制图与

设计*
2 32 22 10 6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1 23043003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1 16 10 6 6 8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52 25043102 化工过程安全开发* 2 32 32 6 8 4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53 23043002 专业英语 1 16 16 7 8 2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4 25043089 煤化学工艺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5 25042118 工业分析 2 32 24 8 7 8 4 考试
化学与化工

系

56 25043032 绿色化学 2 32 32 7 16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

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16学分，要求选修 13.5学分。

补充

说明

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到第 7学期，有些是限选课程（带*课程），学生选修时注意要选修。对于非

限选修课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学生在

第 7学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在校进行专业选修课学习，二是选择去指定化工企业进行化工企业

校外实训（实践环节里选修环节化工校外实训），如果选择化工校外实训第 7学期全学期在化工企业进

行实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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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程

属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

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新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教学周数 8周）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3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

学时
考查 学生部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

时
考查 保卫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311003 劳动教育 0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8 2704200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9 27202005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社会

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10 27043018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

设计
1 1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11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12 27044033 化工安全综合设计 1 1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13 27043031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14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10 16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15 27202003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拓

展

创

新

选修

16 27043016 化工安全操作实训* 2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17 25047001 化工过程安全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28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周* 1 1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29 27043009 开放性实验设计 1 第 1-8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30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9 12 考查 化学与化工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

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

具体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0学分，选修 7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创新学分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都可取得，其中创新创业类活动学分不低于 3学分。化工安全操作实

训限选；专业基础综合训练周、开放性实验、化工过程设计和开放性实验设计学分也可以通过化工设计大赛

等获得。

在理论教学第 7学期选择企业实践的同学，需要选修实践课程《化工校外实践》，此时无须再选修理论

教学环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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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96 51.5 42.6

选修 128 8 6.6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512 32 26.4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256 16 13.2

选修 192 13.5 11.2

合计 1984 121 24.4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2.6.8%，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6.4%，专业教育平台 25%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必修 30 100

合计 30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1.1%，拓展创新 18.9%

第二课堂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公共基础教育 选修 8 53.3

拓展创新 选修 7 46.7

合计 15 100

合计

学分合计：158
学分比例：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37.7%（其中人文社科类 16.8%，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2%），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0.3%，专业教育平台 18.7%，

理论教学（87学分）55.1%，实验教学（13.5学分）8.5%，实践教学（38学分）24.1%。

必修 83.2%，选修 16.8%

必 修 学 期（周）学 时 分 配 表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3 31 30 21 29 30 0 0

课外实践（周） 2 2 0 3 4 5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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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 学

时数

考 核

方式

模块

方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27 无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7.5 学分，选修 0 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41007 无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7 有机化学（上）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 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8 4 考查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311003 劳动教育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22 学分，选修 0 学分

3

课堂

教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41016 有机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2006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 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604101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42009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6084003 大学物理实验 E 必修 1 16 8 2 考查

要求：必修 21 学分，选修 0 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59 物理化学（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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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43088 化工安全与技术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43001 化工工艺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23008 电工技术* 选修 3 48 12 4 考试

25043063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应

用*
选修 1.5 24

8 3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25047001 化工过程安全课程设计 选修 2 2
27044033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周* 选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3.5 学分，选修 5.5 学分=19

5

课堂

教学

22043003 化工原理（上）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32 物理化学（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07 化学反应工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43079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1035 物理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6043001 化工原理实验（上）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0 48

16 3 考查

23043082 化工安全管理与法规*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42001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27043016 化工安全操作实训* 选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8.5 学分，选修 6 学分=24.5 分

6

课堂

教学

22043002 化工原理（下）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43089 化工设备安全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46003 化工过程安全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3002 化工原理实验（下）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43017 化工热力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3043003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3031003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102 化工过程安全开发*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43037
计算机辅助化工制图与设

计*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7043018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设

计
必修 1 1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新指导 必修 1 1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4 学分，选修 9 学分=23

7
课堂

教学

23043002 专业英语 选修 1 16 8 2 考试

25043089 煤化学工艺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2118 工业分析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43032 绿色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27044025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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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8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8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8 考查

28043001 化工校外实训 选修 9 12 考查

要求：必修 10 学分，选修 7 学分=17

8
实践

教学

27042005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 考查

27204309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10 学分，选修 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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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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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
培养目标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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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 :掌握解决化工

安全与技术问题所需的数

学、自然科学、专业基本

理论知识，能够应用于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

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用于复杂工程

问题的表述中；

高等数学 A(1、2) 0.3

大学物理 A（1、2） 0.2

无机化学(上、下) 0.2

工程制图 0.3

1-2：能够针对结题的工程对象建立

数学模型，并将化工安全工程知识

和数学模型方法应用于化学安全

工程问题的推演和分析；

线性代数 A 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化工原理(上、下) 0.3

化学反应工程
0.3

1-3：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模型方法

对化工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进行比较与综合。

化工原理实验(上、下) 0.2

线性代数 A 0.4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计算机辅助化工制图与

设计

0.2

毕业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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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化工过

程安全与生产操作中的复

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2-1：能够运用应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

断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高等数学 A(1、2) 0.2

大学物理 A（1、2） 0.2

化工设备安全 0.3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0.3

2-2：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

型方法正确理解和表达复杂工程

问题；

工程制图 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3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

应用

0.2

化工热力学 0.3

2-3：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涉及到的多

种方案，选择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

方案；

物理化学(上、下) 0.2

化工过程安全 0.3

化工工艺学 0.3
化工安全与技术 0.2

2-4：能运用化学安全工程基本原

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影响化学

工程安全的因素，并获得有效结

论。

化工工艺学 0.3

化工设备安全 0.2

化工过程安全 0.3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0.2



化学与化工系人才培养方案

596

毕业能力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

针对复杂化学安全工程问

题设计解决方案，设计满

足特定需求安全生产工艺

流程、化工单元(部件)或技

术方案，并在兼顾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

以及环境等因素情况下体

现创新意识。

3-1：了解影响化工安全综合设计目

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掌握化

学安全工程设计、工艺开发、生产

操作中的方法和技术，

化工原理(上、下) 0.3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0.2

化工过程安全开发 0.3
化工过程安全 0.2

3-2：能够掌握化工安全工程设计、

工艺开发和生产操作的相关基础

知识，设计出满足特定需求的系

统、单元、部件；

化工安全操作实训 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0.3

电工技术 0.2

3-3：能够进行系统的安全工艺流程

设计，并在设计中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体现创新意识；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0.2

化工安全综合设计 0.3

化工安全管理与法规
0.2

毕业设计(论文) 0.3

毕业能力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自然科学

原理和化学安全工程学科

专业基础知识，针对化工

产品制备、分析检测和产

品加工等过程中的复杂工

程中的安全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实验过程设计、

数据分析和信息综合，以

获得合理的安全的有效结

论。

4-1：能够基于自然科学原理和本

专业基础知识，对复杂化工安全过

程、工艺流程和生产操作中复杂工

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无机化学(上、下) 0.3

有机化学(上、下) 0.2

化学反应工程 0.3

物理化学(上、下) 0.2

4-2：能够基于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根据对象特征选择或设计实验路

线、开展实验、正确记录实验数据，

并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无机化学实验 0.2
物理化学实验 0.2

有机化学实验 0.2

分析化学实验 0.2

化工原理实验(上、下)

0.2

毕业能力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化

工安全生产过程的复杂工

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

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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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

性；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

应用

0.2

分析化学 0.2
化工仪表及其自动化 0.3

电工技术
0.3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

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

分析化学实验
0.2

计算机辅助化工制图与

设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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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

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件，对化学工程与工艺领域中复杂

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无机化学实验
0.2

工程制图 0.3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

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

模拟和预测化学安全工程问题，并

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化工过程安全开发 0.3
化工安全综合设计 0.2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

设计

0.2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周 0.3

毕业能力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化

学安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

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化学

工程实践和复杂化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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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了解化学安全工程相关领域

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

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

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3

物理化学实验 0.2

化工安全管理与法规 0.3

6-2：能合理分析，评价化工安全专

业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

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生产实习
0.3

化工技术经济 0.2

分析化学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毕业能力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

理解和评价针对化工安全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

实践和复杂工程技术问题

解决方案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能够

采取有效技术减少/避免不

利因素并承担的应有责

任。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毕业实习 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概论

0.3

物理化学实验 0.2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社会

实践

0.2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思考化工专业工程实践

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

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有机化学实验 0.2

化工安全综合设计 0.3
有机化学(上、下) 0.2

化工过程安全课程设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良好人文

社会科学素养、高度社会

8-1：有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毕业教育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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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能够在化学安全

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安

全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责任。

8-2：能够理解并遵守安全工程职业

道德规范，并在化学工程实践中自

觉遵守；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社会

实践

0.2

化工安全管理与法规 0.3

生产实习 0.3

8-3：理解化工安全工程师对公众的

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

的社会职责，能在化学工程实践中

自觉履行责任。

心理健康教育 0.2

安全教育 0.2

劳动教育 0.2

毕业实习 0.4

毕业能力要求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人际交

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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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能够正确认识多学科团队对

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意义和作用，

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

作共事；

大学物理实验 A 0.3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0.3

劳动教育 0.2

军事理论 0.2

9-2：能够在工程项目中担任一定角

色，并根据角色做出合理的行为决

策，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能

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
大学体育(一、二、三、

四)
0.2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课程

设计

0.4

毕业实习 0.2

毕业能力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化工安全过

程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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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能就化工安全领域，专业问

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

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

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

的差异性；

化工过程安全课程设计 0.4
大学英语(1、2) 0.2
就业创业指导 0.2

大学英语(2、3)实验

0.2

10-2：了解化工安全领域的国际发

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

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

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

能力，能就化工安全专业问题，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

流。

大学英语(1、2) 0.2

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 0.2

大学英语(2、3)实验 0.15

形势与政策 0.15

毕业设计(论文)

0.2

毕业能力要求 11： 11-1：掌握化学工程项目中涉及的
化工技术经济 0.4

化工安全操作实训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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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化

学安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

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应用。

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应用；

化工过程安全课程设计

0.3

11-2：了解化工产品回收过程中产

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

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

策问题；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3

化工热力学 0.2

化工设备安全 0.2

化工安全与技术 0.3

毕业能力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

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

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就业创业指导 0.2
形势与政策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0.3

毕业教育 0.3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

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

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化工热力学 0.2

化工过程安全开发 0.2

专业基础综合训练周 0.4

毕业设计(论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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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弱）：

能力

课程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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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2 12.1 12.2

思想道德与法

治
M M

高等数学 A(1、
2) H M

大学英语(1、2) M M
大学体育(一、

二、三、四)

军事理论 M

无机化学(上、

下)

M H

入学教育与军

训

M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H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H H

化工设备安全 H M M

化工过程安全 H H M
化工过程安全

开发
H H M

化工过程安全

课程设计
H H M

大学物理 A（1、
2） M M

化工安全管理

与法规
M H H

化工工艺学 H M
计算机辅助化

工制图与设计
M H

计算机在化学

化工中的应用
M M

科技论文检索

与写作
M M

有机化学(上、

下)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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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2、3)
实验

M M
大学物理实验

A H

无机化学实验 M M

劳动教育 M M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M

线性代数 A M H

分析化学 M M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M H

有机化学实验 M M

分析化学实验 M M

思想道德与法

治课社会实践

M M

思想政治理论

课社会实践

M M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H H

物理化学(上、

下)

M M

化工安全与技

术

M H

电工技术 M H

专业基础综合

训练

H H

工程制图 H M H

化工原理(上、

下)
H H

化工热力学 H M M

物理化学实验 M M M

化工原理实验

(上、下)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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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 H H

化学反应工程 H H

化工安全综合

设计

H M H

化工仪表及自

动化

H H

化工设备设计

基础

H H

化工设备设计

基础课程设计
M H

化工原理课程

设计

M M H

就业创业指导 M M

职业生涯规划

与创新创业教

育

M H

化工安全操作

实训

H H

化工技术经济 M M

毕业实习 H H M

形势与政策 L M

心理健康教育 M

安全教育 M

毕业设计(论

文)
H M M

毕业教育 M H

撰稿人：王慧芳 教研室主任：张郃

教学主任：张郃 系部主任：王峰 修订日期：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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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2502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7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本专业运用环境科学、工程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合理保护和利用

自然资源，预防与治理环境污染，以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

专业紧抓山西省应用型高校发展战略，立足山西省首批应用型高校平台，重点服务

山西及周边中小企业，解决煤炭及焦化、钢铁、火电行业企业在新一轮转型发展中的环

境保护相关问题，同时向临近京津冀等地区辐射，促进跨区域高校、跨区域校企合作等

多模式发展，在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提升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达到教学与科研的

有机融合和共同发展。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城镇污水、

工业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和排水工程、水资源保护等扎实的环境工

程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工程技术能力，同时又具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知识及生产

一线实践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山西地方经济发展的需

要。 毕业生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理解工程伦理并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具备扎实

的数理分析、人文社科和工程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在煤炭及焦化、钢铁、火电行业等工

矿企业、环保部门、科研单位从事规划、设计、管理和研究开发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能够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解决环境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供系统方案和工程实施策略。

目标 2：能够跟踪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污染治理相关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

态，具备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能够用于解决环境污染事故、环境保护设施、设备运行

故障的等环境保护相关问题。

目标 3：理解职业职责，能够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

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树立环境工程职业科学道德与伦理责任。

目标 4：拥有团队精神和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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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能力。

目标 5：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

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树立爱国、爱党、爱奉献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尊重劳动、遵纪守法，

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掌握自然科学和工

程基础知识，扎实的环境工程专业理论基础及基本技能，自觉为环境保护领域相关行业

企业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毕业生应达到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具备扎实的从事环境工程领域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并能够用于解决基本环境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了解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具有环境监测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环境管理的能力。并将所学习的环境监测、环境工

程微生物学、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等的基本理

论及实验技能，用于三废的污染与治理；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提出针对污染物治理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工程方

案的技术经济分析，并根据提出的治理方案进行污染物治理单元的设计，并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出创新意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4.研究：能够基于环境工程领域的基本原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获取信息并

进行信息处理。能够针对复杂的环境工程问题，运用科学原理及方法分析、诊断、处理、

解决环境污染事故、环境保护设施、设备运行故障的初步能力。

5.使用现代工具：具有熟练应用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掌握计算机网络语言，针对

突发环境污染时间，选择进行环境工程领域内研究、控制、开发的能力。

6.工程与社会：具备工程制图、专业工程制图等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能进行污染 防治的工程设计图纸的识读和初步的绘制；具有从事环境工程设计、试验、

施工、管理及从事环境工程设备、设施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初步能力；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以可持续发展观点理解和评价复杂环境问题的工程实践

过程中对环境、社会、生态等造成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环境工程领域的工程实

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社会责任。

9.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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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初步撰写环境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等，并以文稿、陈述发言等形式就环境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

11.项目管理：运用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环境工程项目涉及全部工作进行有

效地管理。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关注环境工程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主干学科：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相近专业：

环境科学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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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环境监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2

水处理控制工程 Water treatment control engineering 3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2.5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Physical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2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 Solid waste disposal control engineering 2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organism 2.5

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2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学分 学期 培养模式

生产实习 2 6 学校+企业

毕业实习 4 7 学校+企业

环境监测实验 1 4 学校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实验 1 5 学校

水处理控制工程实验 1 6 学校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1 5 学校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程设计 3 6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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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1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2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3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4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 32 32 3 16 2 考查 理学系

15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6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20 2108103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21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

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48.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 “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个学分。

必

修

22 22041004 无机化学 3 48 48 1 12 4 考试 化工系

23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1 8 2 考查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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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24 21014013 工程制图 2 32 32 1 8 4 考试 机械系

25 22061007 分析化学 2 32 32 2 16 2 考试 环境系

26 26061001 分析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环境系

27 22061038 环境保护概论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28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6 3 考试 电子系

29 22041040 物理化学 3 48 48 4 16 3 考试 化工系

30 22061305 环境监测 2.5 40 40 4 14 3 √ 考试 环境系

31 26061009 环境监测实验 1 16 16 4 8 2 考查 环境系

32 22061001 流体力学及泵 2.5 40 40 4 10 4 考试 环境系

33 22043012 化工原理 3 48 48 5 16 3 考试 化工系

34 26043005 化工原理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7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课

35 23061018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

工程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6 23061019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

工程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37 23061039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2.5 40 40 5 10 4 √ 考试 环境系

38 2306100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实验
1 16 16 5 8 6 考查 环境系

39 23061011 水处理控制工程 3 48 48 6 12 4 √ 考试 环境系

40 23061016 水处理控制工程实

验
1 16 16 6 8 2 考查 环境系

41 25061005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

程
2 32 32 6 16 2 √ 考试 环境系

42 23061036 环境影响评价 2 32 32 6 16 2 √ 考试 环境系

选

修

课

43 22061083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2.5 40 40 5 10 4 √ 考试 环境系

44 26061002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43 25061034 专业工程制图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44 25061044 排水管道工程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45 25061035 环境工程概预算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46 25061015 环境工程进展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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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5061003 环境工程测量学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48 25061057
Matlab在工程中

的应用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49 25061036 土建工程概论 2 32 32 6 8 4 考查 环境系

50 25061029 环境科学概论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1 25061030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2 25061137 环保机械与设备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3 25061037 环境化学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4 25061115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5 25061038
污水处理厂设计与

运行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6 25061028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7 25061039 现代测试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8 25061040 环境工程原理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9 25061031 环境规划与管理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60 26061004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61 26061003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 1 16 16 7 8 2 考查 环境系

62 26061027
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

化
1 16 16 7 8 2 考查 环境系

63 26061024 膜处理技术 1 16 16 7 8 2 考查 环境系

64 26061025 环境生物技术 1 16 16 7 8 2 考查 环境系

65 25061032 环境生态修复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5学分，要求选修 19.5学分。

补

充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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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 学期，共 64学时，讲授 28学时，

周 2学时，教学周数 2
考查 思政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1-8 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处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处

7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2 考查 教务部

8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训练中心

9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10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11 27061002 生产实习 3 3 考查 环境系

12 27061045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

程设计
3 3 考查 环境系

13 27061005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环境系

14 27061036 毕业设计 8 16 考查 环境系

15 27012045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学生处

选

修
16 28061035 环境专业实践 9 12 考查 环境系

选

修

17 27061033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编制训练
1 1 考查 环境系

18 27061034
环境工程项目设计训

练
1 1 考查 环境系

19 27061035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1 1 考查 环境系

20 27061036
污水处理项目运行实

训
1 1 考查 环境系

21 27061037 环境工程学生讲座 1 1 考查 环境系

22 27061038 环境工程开放性实验 1 1 考查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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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7061039 节能减排设计大赛 1 1 考查 环境系

拓

展

创

新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

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

面。具体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3 学分，要求选修 6 学分，其中拓展创新选修 6 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

学分。

补

充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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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32 48.5 41.1%

选修 128 8 6.8%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496 27 22.9%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240 15 12.7%

选修 400 19.5 16.5%

合计 2096 118 100%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3 84.6

6 15.4

合计 39 100

学分比例：实践必修能力 84.6%，实践选修能力 15.4%

合计

学分合计：157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5.2%，（其中理论教学 64.2%，实验教学 11.0%），实践教学 24.8%

必修 78.5%，选修 21.5%
其中人文社科类 16.9%，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8.5%。

学 期（周）学 时 分 配 表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5 21 17 21 23 13 14 0

课外实践（周） 2 2 1 2 5 3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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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 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1

课 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1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04 无机化学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1014013 工程制图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19.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 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1007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61001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 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0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 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1 大学体育三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08103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61038 环境保护概论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4.5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 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23008 电工技术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40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61305 环境监测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6061009 环境监测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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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1001 流体力学及泵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5学分，选修 0学分

课 堂

教学

22043012 化工原理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3005 化工原理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61018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 必修 2 40 10 4 考试

23061019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61039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306100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61083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6061002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5061044 排水管道工程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8.5学分，选修 2学分

6

课 堂

教学

23061011 水处理控制工程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61016 水处理控制工程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5061005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61036 环境影响评价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25061034 专业工程制图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25061035 环境工程概预算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061002 生产实习 必修 3 3 考查

27061045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程设计 必修 3 3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0 8 考查

要求：必修 12学分，选修 6学分

7

课 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61038 污水处理厂设计与运行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6061004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61039 现代测试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61137 环保机械与设计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6061026 环境生物技术 选修 1 16 4 4 考查

实 践

教学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

育
必修 0 1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2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2 考查

27061005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8061035 环境专业实践 选修 9 12 考查

要求：必修 4学分，选修 9学分

8 课 堂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615

教学

实 践

教学

27061036 毕业设计 必修 8 16 考查

27012045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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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

学期

高 等 数 学

素质与能力拓展课程：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项目（企业）实训等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公共基础课：自然、人文素质提高

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等

大学人文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军事理论

入学教育与军训

分析化学及实验无机化学

工程制图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形势与政策

大 学 物 理 A1

毕

业

设

计

及

毕

业

教

育

中国近代史纲要

大学物理A2及实验

电工技术

环境工程微生物

学及实验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专业课：专业及综合能力训练

排水管道工程

社会实践

电工技术

流体力学及泵 化工原理及实验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

程设计

物理性污染控制

工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环境规划与管理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专业基础课：专业能力训练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

环境科学概论

线性代数 B

劳动教育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B

工程训练

物理化学

环境监测及实验 水处理控制工程

及实验

环境影响评价

专业工程制图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环境化学

污水处理厂设计与运

环保机械与设备

环境工程原理

环境生态修复技术

现代测试技术

环境保护概论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

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

膜处理技术

环境生物技术

毕业实习生产实习

企业专项实践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

工程及实验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及实验

环境工程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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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 √
培养目标 2 √ √ √
培养目标 3 √ √ √ √
培养目标 4 √ √ √
培养目标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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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毕业知识、能力要求
分指标点

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具备扎

实的从事环境工

程领域的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并能

够用于解决基本

环境工程问题。

1.1：通过相关课程

的学习，掌握数学

基础知识，数学思

维；

0.30

高等数学 0.50

线性代数 B 0.30

Matlab在工程中的应用 0.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5

1.2：通过自然科学

的相关学习，掌握

自然科学基本理论

知识，为物理化学、

生物打下基础；

0.30

工程制图 0.20

无机化学 0.35

分析化学 0.20

电工技术 0.25

1.3：掌握专业知识，将

所学基础知识与专业

理论有机结合，用于解

决环境工程领域的问

题。

0.40

环境保护概论 0.35

污水处理厂设计与运行 0.25

排水管道工程 0.30

环境科学概论 0.05

环境工程原理 0.05

毕业能力要求 2
问题分析：能够将

所学习的环境监

测、环境工程微生

物学、水污染控制

工程、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固体废物

处理控制工程等

的基本理论及实

验技能，用于三废

的污染与治理。

2.1：掌握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知

识；

0.25

物理化学 0.2

电工技术 0.2

大学物理 0.15

流体力学及泵 0.25

环境保护概论 0.20

2.2：掌握化学反应基础

和相关知识；
0.25

无机化学 0.20

化工原理 0.15

分析化学 0.20

环境监测实验 0.15

物理化学 0.30

2.3：能够根据化学反应

基础知识，理解、分析

环境工程相关问题；

0.50 膜处理技术 0.20

环境生物技术 0.20

环境工程原理 0.20

环境监测 0.20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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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3
设计/开发解案：

能够提出针对污

染物治理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进

行工程方案的技

术经济分 析，并

根据提出的治理

方案进行污染物

治理单元的设计，

并在设计环节中

体现出创新意识

和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

3.1：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能够确定环境工程项目

的需求分析；

0.10

环保机械与设备 0.40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程设计 0.10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0.30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 0.30

3.2：能够根据项目的需

求分析确定环境工程

项目中的相关设备元

件完成单元（部件）设

计，并呈现设计成果；

0.30

水处理控制工程 0.30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0.30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 0.20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0.20

3.3：能够将相关设备与

控制参数结合起来，确

定环境工程项目问题

的解决方案；

0.30

土建工程概论 0.20

流体力学及泵 0.20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0.20

环境工程测量学 0.10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实

验
0.30

3.4：能够根据实验结果

对构建的系统方案进

行分析、评估。

0.30

水处理控制工程实验 0.30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 0.05

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 0.0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0.30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实

验
0.30

毕业能力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环

境工程领域的基本

原理，查阅相关的

文献、资料，获取

信息并进行信息处

理。能够针对复杂

的环境工程问题，

运用科学原理及方

法分析、诊断、处

理、解决环境污染

事故、环境保护设

施、设备运行故障

的初步能力。

4.1：能够根据相关基础

课知识，设计一定比例

的综合性实训项目以

及具有创新性的研究

项目；

0.30

环境监测 0.20

环保机械与设备 0.20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0.20

Matlab在工程中的应用 0.20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0.20

4.2：能够根据所学环

境工程知识对构建

项目的运行结果及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判断；

0.30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 0.05

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 0.05

无机化学实验 0.30

分析化学实验 0.30

水处理控制工程实验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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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

选用设备及器材，构建

实验系统，安全开展实

验。

0.40

大学物理实验 A 0.20

化工原理实验 0.20

现代测试技术 0.20

环境监测实验 0.40

毕业能力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具

有熟练应用计算

机操作应用能力，

掌握计算机网络

语言，针对突发环

境污染时间，选择

进行环境工程领

域内研究、控制、

开发的能力。

包括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预测与模

拟，并能分析发现

其局限性。

5.1：通过相关理论课与

基础课的学习，掌握基

本的专业技术软件；

0.30

工程制图 0.20

Matlab在工程中的应用 0.20

专业工程制图 0.20

排水管道工程 0.40

5.2：能够通过软硬件的

有机结合，进行复杂环

境工程问题的模拟与

预测；

0.40

水处理控制工程 0.1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0.25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工程 0.30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0.30

5.3：能够对工程的相关

模拟结果进行合理性

与有效性的分析。

0.30

环境监测 0.30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 0.05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0.10

土建工程概论 0.05

环境影响评价 0.30

化工原理 0.20

毕业能力要求 6
工程与社会：具备

工程制图、专业工

程制图等基础知

识，具有较强的动

手能力，能进行污

染 防治的工程设

计图纸的识读和

初步的绘制；具有

从事环境工程设

计、试验、施工、

管理及从事环境

工程设备、设施的

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的初步能力；

6.1：了解环境工程相关

背景知识；
0.30

环境专业实践 0.30

生产实习 0.30

专业工程制图 0.20

毕业设计 0.20

6.2：培养环境工程实践

中的社会责任感；
0.30

工程训练 A 0.20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30

毕业实习 0.20

环境工程测量学 0.10

安全教育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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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能够以可持续

发展观点理解和

评价复杂环境问

题的工程实践过

程中对环境、社

会、生态等造成的

影响。

7.1：理解环境工程建设

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

0.20

环境科学概论 0.20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0.25
环境影响评价 0.20
膜处理技术 0.15

形势与政策 0.20

7.2：分析环境工程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构建

对生态有利的生产系

统；

0.30

环境规划与管理 0.30

环境化学 0.20

环境工程微生物实验 0.20

环境保护概论 0.30

7.3环境生产系统构建

时需要考虑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0.50

环境工程原理 0.25

环境生态修复技术 0.25

环境生物技术 0.25

环境化学 0.25

毕业能力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能够

在环境工程领域

的工程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

行社会责任。

8.1：通过相关社科课程

的学习， 培养人文素养

与社会责任感；明确设

计的环境工程实践项

目能够服务社会；

0.40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

马克思主义原理 0.10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0.20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10

军事理论 0.10

8.2：通过相关工程实践，

培养工程职业道德与行

为规范。

0.60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

心理健康教育 0.3

环境企业实践 0.25

劳动教育 0.25

毕业能力要求 9
个人和团队：具有

团队意识和协作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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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通过课内外实践学

习，提高团队合作能

力；

0.50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0.2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0.25

生产实习 0.50

9.2在完成相关实践项

目中，能够明确个人在

团队中的作用、任务。

0.50

环境工程概预算 0.20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0.20

环境企业实践 0.20

大学体育 0.15

就业创业指导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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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10
沟通：能够初步撰

写环境工程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等，并以

文稿、陈述发言等

形式就环境工程

问题与业界同行

及社会公众进行

有效沟通

和交流。

10.1：能够针对具有环

境工程专业相关问题实

现与专家的有效沟通

与交流；

0.50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0.05

环境工程测量学 0.10

毕业实习 0.30

毕业设计 0.35

环境化学 0.20

10.2：具有良好的工程

报告撰写与表达 能力，

能够对相关问题作出准

确回应。

0.30

环境影响评价 0.20

环境生物技术 0.20

环境规划与管理 0.20

现代测试技术 0.20

环境工程原理 0.20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

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

力，能就专业问题，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

本沟通和交流。

0.2

大学英语 0.40

大学英语实验 0.20

环境工程进展 0.20

环境工程微生物实验 0.20

毕业能力要求 11
项目管理：运用系

统的观点、方法和

理论，对环境工程

项目涉及全部工作

进行有效地管理。

11.1：通过相关管理学课

程的学习，掌握构建环

境工程实践的经济与

策略导向；

0.50

生产实习 0.30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0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程设计

计
0.20

环境规划与管理 0.05

环境工程概预算 0.25

11.2：能够应用管理原

理与安全规定实现环

境工程项目的有效管

理。

0.50

污水处理厂设计与运行 0.30

环境生态修复技术 0.20

现代测试技术 0.20

毕业设计 0.30

毕业能力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发展

变化的能力。

12.1：通过学习相关综

合类课程与基础类课

程，培养个人自主学习

与终身学习的意识与

能力；

0.40

形势与政策 0.20

Matlab在工程中的应用 0.20

流体力学及泵 0.20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0.20

毕业教育 0.20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623

12.2：通过自主学习，

不断提高个人的专业

知识与素养以适应环

境工程专业的不断发

展。

0.60

环境工程进展 0.20

专业工程制图 0.30
环境工程概预算 0.20
大学英语及实验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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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课程

1.1 1.2 1.3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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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8.1 8.2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M

高等数学 A1 H

高等数学 A2 H

大学英语 1A H H

大学英语 2A H H

大学英语 2A实验 M H

大学英语 3A实验 M H

大学物理 A1 M M

大学物理 A2 M M

大学物理实验 A M

大学体育一 M

大学体育二 M

大学体育三 M

大学体育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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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M

军事理论 L

无机化学 H M

无机化学实验 H

工程制图 M M

分析化学 M M

分析化学实验 H

环境保护概论 H M H H

电工技术 M M

物理化学 M H

环境监测 M M H

环境监测实验 M H

流体力学及泵 M H M

化工原理 M M

化工原理实验 M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

工程
M H

固体废物处理控制

工程实验
H H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H M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实验
M H

水处理控制工程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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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控制工程实

验
H H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

程
M H

环境影响评价 H M M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M M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实验
M M

专业工程制图 M M H

排水管道工程 H H

环境工程概预算 M M M

环境工程进展 M M

土建工程概论 M L

环境工程测量学 L L L
Matlab在工程中的

应用
L M M M

环境科学概论 L M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H M L

环保机械与设备 H M

环境化学 M M M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 H L

污水处理厂设计与

运行
H H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

理
M L

现代测试技术 M M M

环境工程原理 L M M M

环境规划与管理 H M L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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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高级氧化技

术
L L

生活垃圾处理与资

源化
L L

膜处理技术 M M

环境生物技术 M M M

环境生态修复技术 M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教育
M M

就业创业指导 M

形势与政策 M M

心理健康教育 H

安全教育 M

入学教育与军训 M

劳动教育 M

工程训练 A* M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L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H M

生产实习 H H M H

水处理控制工程课

程设计
L M

毕业实习 M H M H

毕业设计 M H H

毕业教育 M

环境专业实践 H H H

撰稿人：武建英 教研室主任： 郝瑞刚

教学主任：来雪慧 系部主任：赵金安 修订日期：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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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2901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5.5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安全工程专业是以工业安全方向为指引，以通用安全技术为基础，综合山西本土行业特点与全

国行业就业热点，区别本土其他高校安全专业的优势，结合历届学生就业情况，融入建筑施工安全、

化工安全工程等科学工程知识，主要任务是运用安全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解决现代工程领域

中的安全技术问题，以实现社会生产的安全本质化。

紧随我校区域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步伐，立足山西省首批应用型高校平台，重点服务山西区域

内大中小企业，并涉足全国建筑施工及化工相关企业，解决企业工程技术及工艺在日新月异创新中

遇到的安全问题。积极引进人才，促进跨区域高校、跨区域校企合作等多模式发展，在加强学科建

设的过程中，提升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达到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和共同发展。

专业培养目标：

安全工程本科办学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突出建筑施工及化工领域安全特色，

具备优良品质及安全专业意识、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能从事安全技术、

工程研究、设计与咨询等工作，在建筑施工及化工安全领域有突出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能够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契机，主动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从事化工安全、建筑施工安全、

消防安全相关领域的工作；并能够兼顾各行业，培养具备审查、监督、监理、评价、鉴定、预案设

计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毕业五年后，学生应理性思考安全工程师职责与担当，较清醒认识安全专业在国家经济发展及

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具备基本职业素质；基本能独立承担部门、企业、项目全面安全生产运行，

能够主动创造性参与安全技术的部分研发工作。

目标 1：

掌握安全学原理、安全人机工程、安全系统工程、防火防爆工程、安全管理等方法与原理；掌

握安全评价方法的原理，熟练掌握各种科学分析方法的特点、适用条件、实施过程；掌握安全检测

与监测、控制技术的原理与操作等。

目标 2：

具备基本专业素质，熟悉行业安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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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工程实践进行分析、评价；

具备结合信息技术实现安全系统信息化的能力；

掌握工程安全技术，能够进行工程应用与管理。

目标 3：

能够认识到产学研体系化研发的重要性，主动进行技术协同发展；

熟悉安全施工技术，具备一定安全技术设计能力；

能够参与设计与咨询服务与交流。

目标 4：

能充分认识安全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内在联系，安全工作者所肩负的职

责使命与民族担当，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的安全素养、安全意识、应变应急能力等，具备

通识能力与专业技能有效结合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技能。

毕业能力要求：

树立爱国、爱党、爱奉献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尊重劳动、遵纪守法，团结协作、

开拓创新，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掌握专业所需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扎实

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自觉为建筑施工、化工相关行业企业服务，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与生产安全服务。毕业生应达到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数学知识可用于进行方案选择，系统工程的整体性概念等内容是一般工程项目推

进落实的基本支撑知识；进行工程设计时，运用到各种系统分析技术，需要概率论数理统计的方法；

进行工程实施与验收时，运用到可靠性工程及各种专业安全工程技术，需要高等数学中威布尔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等基础知识与数理统计中的数据分析方法。

2. 问题分析：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开放性实验、综合训练周等实践环节，可以对各种工程环节

与系统进行安全性分析与评价，运用高等数学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并通

过文献研究分析，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安全学原理相关知识可以解决群集行为的安全问题；防火防爆工程相关

知识可以解决火灾与爆炸的机理研究与控制手段；运用安全人机工程相关知识，结合医学、统计学

等自然科学知识，解决人与机械之间的人机界面和谐与优化问题；建筑施工安全主要从高支模架工

程、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用电、运输设备、高处作业等方面对建筑施工过程进行全方位阐述；化工

工艺及安全工程相关知识针对化工生产单元操作中的物料衡算、化工设备、过程控制等方面的安全

技术问题进行研究，涵盖机、电、化等多学科、技术知识体系。

4. 研究：数理统计中的方差分析技术作为通用实验方法，用于单因素与多因素，单一指标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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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等复杂实验方案的设计与数据分析；可靠性工程涉及两类错误的发生及特种行业验收实验的设

计与数据分析；结合实践环节的训练，最终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火灾模型、区域模型、场模型都是用于大空间火灾性能化设计的一些专用工

具，能够针对大型公共设施进行火灾安防工程设计，开发。ANSYS、FLUENT也是安全装置、设备

构件与特殊装备进行材料安全设计所常用的工具，以及配套系统分析技术的事故树理论开发的专用

软件，均可以对复杂工程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基于安全学原理、安全管理学、安全系统工程、及防火防爆工程、机电安全、

化工安全工程等安全技术课程基础上，进行安全评价是安全工程专业最主要的一种能力，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针对系统中存在的隐患，运用科学的，多手段的系统分析技术进行分析，评价

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提出整改措施或应急预案，提高系统的安全水平，收到安全的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对安全工程领域的理论和技术发展规律有明确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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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师应该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深刻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将国家安全纳入研究范围；安全应急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学等课程中的规范

知识表达，使学生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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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将

技术产业安全落到实处。

9. 个人和团队：通过选修课、创新性实践环节等内容的训练，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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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是一种较好的锻炼学生组织与表达一个主题，并在集体面前展示个人才华

的手段，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意识，有效地增强了针对专业复杂工程问题与

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

或回应指令。另外，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的大融通成为常态，中国的国际地位不

断增强，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必然要求学生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突显出英语学习的新要求。

11. 项目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安全管理学等课程，结合各种实践环节的训练，有助于理解并

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依托系统工程在多学科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思政类课程，心理学类课程等人文方面的训练与学习，首先，使学生树立正确

的“三观”，其次，使学生认识到知识是不断积累发展的，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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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安全工程系人才培养方案

632

主干学科：

安全科学与工程

相近专业：

消防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格，取得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

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形的，经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安全系统工程 Safety Systematic Engineering 3

安全学原理 Principle of Safety 2

安全管理学 Safety Management 2

安全人机工程 Safety Human Engineering 2

安全检测与控制 Safety Examining & Controlling 2

防火防爆工程 Safety Engineering of Fire & Explosions 2

化工安全工程 Proces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2.5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电工技术 Electrotechnic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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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5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6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7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8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9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0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1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2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13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14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15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16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7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2 16 2 考试 理学系

18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19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20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21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 32 32 3 16 2 考查 理学系

22 22041004 无机化学 3 48 48 1 12 4 考试 化工系

23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1 8 2 考查 化工系

24 22061007 分析化学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25 22061001 分析化学实验 1 16 16 3 12 2 考查 环境系

26 22061065 有机化学 3 48 48 2 8 6 考试 环境系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

织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9.5学分，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课程学分 27.5，占总学分 17.68%，

数学和自然科学类课程学分 32，占总学分 20.58%，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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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

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27 工程力学 2 32 32 3 16 2 ★ 考试 环境系

28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6 3 ★ 考试 电子系

29 21014013 工程制图 2 32 32 1 8 4 考试 机械系

30 流体力学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31 23063051 安全学原理 2 32 32 4 8 4 ★ 考试 环境系

32 23063001 安全系统工程 3 48 48 5 16 3 ★ 考试 环境系

33 安全人机工程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4 安全人机工程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35 25063052 安全管理学 2 32 32 4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6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1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7 23063015 防火防爆工程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8 26063021 防火防爆工程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39 23063024 安全检测与控制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40 26063025 安全检测与控制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41 化工安全工程 2.5 40 40 6 8 5 ★ 考试 环境系

42 化工安全工程实验 1.5 24 24 6 8 3 考查 环境系

43 建筑施工安全 2 32 32 0 6 16 2 考试 环境系

选

修

44 25063051 安全工程概论 2 32 32 4 16 2 考查 环境系

45 25063055 专业工程制图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46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2 32 32 6 8 4 考查 环境系

47 25063032 机电安全工程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48 压力容器安全 3 48 40 8 7 8 6 考试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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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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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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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0 应急管理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1 工业通风与除尘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2 安全评价技术 3 48 48 7 8 6 考查 环境系

53 安全经济学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4 25063007 工程项目管理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5 25063060 特种能源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6 25063026 安全防范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7 25063054 可靠性工程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8 应急处置与救援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9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0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61 建筑消防工程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62 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2学分，要求选修 17学分。

补

充

说

明

17学分可选修，分布于第 4、5、6、7学期，学分分别为：2，2，4，9；
第七学期，可以进行企业专项实践，获得相应 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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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系

部
Ⅰ Ⅱ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1.0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处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0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处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0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0 1-8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处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0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处

6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教务部

7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0 2 考查 学生处

8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0 1 考查 工程中心

9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0 2 考查 思政部

10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3.0 3 考查 环境系

11 27063022 生产实习* 2.0 2 考查 环境系

12 安全工程综合训练 2.0 2 考查 环境系

13 27063016 毕业实习* 4.0 4 考查 环境系

14 27063032 毕业设计（论文） 8.0 12 考查 环境系

15 27202003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环境系

选

修
16 28063001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9.0 12 考查 环境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27063026 节能减排大赛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27 校企联合实践培训#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28 安全工程学术讲座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29 研究论文发表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30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31 安全工程专业调查研究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34 防火防爆开放性实验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35 危险化学品开放性实验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36 建筑安全开放性实验 1.0 考查 环境系

27063037 化工设备安全开放性实验 1.0 考查 环境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

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

面。具体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2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在校期间，学生可任意选择 6项拓展创新项目，完成此部分选修环节，可以取得创新学分；

第七学期，可以进行安全工程专业实践，获得相应 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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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952 59.5 50.64

选修 128 8 6.81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336 21 17.87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192 12 10.21

选修 272 17 14.47

合计 1880 117.5 100

学分比例：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56.48%，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9.25%，专业教育平台 24.27%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2 84.2

拓展创新 6 15.8

合计 38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5 %，拓展创新 15%

合计

学分合计：155.5
学分比例：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3.41%（其中人文社科类 17.68%，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0.58%），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3.50%，专业教育平台 18.65%
理论教学 69%，实验教学 7%，课外实践教学 24%
必修 79.3%，选修 20.7%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6 21 19 25 15 7 0 0

课外实践（周） 2 1 1 2 4 3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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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1

课堂

教学

21202012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0 16 8 2 考查

21081026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06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2041004 无机化学 必修 3.0 48 12 4 考试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0 16 8 2 考查

21014013 工程制图 必修 2.0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0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1.5学分，选修 2学分（公共选修 2）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0 64 16 4 考试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0 64 16 4 考试

21102014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211002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0 32 16 2 考查

22061065 有机化学 必修 3.0 48 16 3 考试

实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0学分，选修 2学分（公共选修 2）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工程力学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0 48 16 3 考试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0 32 16 2 考查

流体力学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0 32 16 2 考查

21211003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0 32 16 2 考查

22061007 分析化学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2061001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0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0 考查

要求：必修 20.5学分，选修 2学分（公共选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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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3063001 安全系统工程 必修 3.0 48 16 3 考试

2121100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0 32 16 2 考查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2023008 电工技术 必修 3.0 48 16 3 考试

23063051 安全学原理 必修 2.0 32 8 4 考试

25063051 安全工程概论 选修 2.0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0 考查

要求：必修 15.5 学分，选修 6学分（含创新学分 2、公共选修 2）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3.0 48 16 3 考查

23063015 防火防爆工程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6063021 防火防爆工程实验 必修 1.0 16 8 2 考查

安全人机工程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安全人机工程实验 必修 1.0 16 8 2 考查

23063024 安全检测与控制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6063025 安全检测与控制实验 必修 1.0 16 8 2 考查

25063052 安全管理学 必修 2.0 32 8 4 考试

25063055 专业工程制图 选修 2.0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必修 3.0 考查

要求：必修 17 学分，选修 4学分（含创新学分 2）

6

课堂
教学

化工安全工程 必修 2.5 32 16 2 考试

化工安全工程实验 必修 1.5 16 8 2 考查

建筑施工安全 必修 2.0 32 16 2 考试

25063032 机电安全工程 选修 2.0 32 8 4 考试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63022 生产实习* 必修 2.0 考查

安全工程综合训练 必修 2.0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0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必修 1.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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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必修 12学分，选修 6学分（含创新学分 2）

7

课堂

教学

工业通风与除尘 选修 2.0 32 8 4 考试

安全评价技术 选修 3.0 48 8 6 考查

安全经济学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应急管理学 选修 2.0 32 16 2 考试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选修 2.0 32 16 2 考查

压力容器安全 选修 3.0 48 8 6 考试

25063007 工程项目管理 选修 2.0 32 8 4 考试

25063060 特种能源技术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25063026 安全防范技术 选修 2.0 32 8 4 考试

25063054 可靠性工程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应急处置与救援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选修 2.0 32 8 4 考试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建筑消防工程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选修 2.0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8063001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选修 9.0 考查 12周

27063016 毕业实习* 必修 4.0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0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0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0 考查

要求：必修 10学分，选修 9学分（企业专项实践）

8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27063032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8.0 考查 12周

27202003 毕业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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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

学期

无机化学

安全检测与控制

及实验

安全人机工程

及实验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机电安全

安全系统工程

课程设计

线性代数 B

大 学 物 理 及 实 验

应急处置与救援

专业基础课：专业能力训练

素质与能力拓展课程：挑战杯、数学建模、第二课堂、专业竞赛、项目（企业）实训

高 等 数 学 A1、A2

专业工程制图

工程制图
工程项目管理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入学教育与军训

工程训练 A

军事理论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中国近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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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人文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公共基础课：自然、人文素质提高 专业课：专业及综合能力训练

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等

有机化学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形势与政策

生产实习

工程力学

社会实践

安全学原理

防火防爆工程

及实验

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毕业实习

安全系统工程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公益劳动
思想政治

社会实践

特种能源技术

电工技术

安全工程概论
安全管理学

整合于安全工程

综合训练周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化工安全工程

及实验

分析化学

无机化学实验 分析化学实验

流体力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建筑施工安全

压力容器安全

安全评价技术

应急管理学

建筑消防工程

安全防范技术

安全经济学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可靠性工程

工业通风与除尘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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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
培养目标 2 √ √ √ √ √ √ √ √ √
培养目标 3 √ √ √ √ √ √ √ √
培养目标 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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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分指标

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毕业能力

要求 1
工程知识

1-1：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掌握数

学基础知识，数学思维
0.3

高等数学 A1、A2 0.40
线性代数 B 0.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30

1-2：通过自然科学的相关学习，掌

握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为流体

力学、工程力学打下基础

0.3

电工技术 0.20
分析化学 0.20
有机化学 0.20
工程制图 0.20
无机化学 0.20

1-3：将所学基础知识与专业理论有

机结合，用于解决安全工程领域的

问题

0.4

流体力学 0.30
工程力学 0.30

建筑施工安全 0.20
专业工程制图 0.20

毕业能力

要求 2
问题分析

2-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基础知识
0.3

大学物理 0.20
电工技术 0.30
无机化学 0.15
有机化学 0.15
分析化学 0.30

2-2：掌握安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 0.4

安全系统工程 0.20
安全评价技术 0.10
建筑施工安全 0.10
安全人机工程 0.20
安全学原理 0.10
安全管理学 0.20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0.10

2-3：能够根据安全工程基础原理，

理解、分析安全相关问题
0.3

安全学原理 0.20
化工安全工程 0.10
安全评价技术 0.10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0.20
工程力学 0.20
流体力学 0.20

毕业能力

要求 3
设计/开
发解决方

案

3-1：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能够确定

安全工程的需求分析
0.4

安全工程综合训练 0.10
安全检测与控制 0.20
安全工程概论 0.10
安全管理学 0.3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3-2：通过对生产工艺的研究，能够

确定安全工程控制方案及安全评价
0.3

安全评价技术 0.10
安全防范技术 0.10
安全系统工程 0.30
化工安全工程 0.30
机电安全工程 0.10
压力容器安全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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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通过安全管理学相关知识的学

习，能够进行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
0.3

安全管理学 0.40
安全学原理 0.2

防火防爆工程 0.2
应急管理学 0.10

工程项目管理 0.10

毕业能力

要求 4
研究

4-1：能够根据安全工程相关基础课

知识，设计一定比例的综合性实训

项目以及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项目

0.4
安全工程综合训练 0.30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0.4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4-2：能够根据所学安全工程知识对

构建项目的运行结果及相关数据进

行分析、判断

0.3

安全评价技术 0.10
建筑消防工程 0.20

应急处置与救援 0.10
工业通风与除尘 0.10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0.10
应急救援技术及装备 0.10

无机化学实验 0.10
分析化学实验 0.10
可靠性工程 0.10

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用对应的

实验设备和实验器材、构建实验系

统，安全地开展实验，并能正确地

采集、记录有关实验数据；

0.3

安全人机工程实验 0.20
防火防爆工程实验 0.20
化工安全工程实验 0.20

安全检测与控制实验 0.20
大学物理实验 A 0.20

毕业能力

要求 5
使用现代

工具

5-1：通过相关理论课与基础课的学

习，掌握基本的专业技术软件
0.3

专业工程制图 0.50
工程制图 0.50

5-2：能够通过软硬件的有机结合，

进行复杂工程安全问题的预测及风

险评估

0.4

安全评价技术 0.10
安全系统工程 0.40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0.10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0.10

防火防爆工程 0.20
安全防范技术 0.10

5-3：能够对企业安全生产控制方案

进行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分析
0.3

安全人机工程 0.20
可靠性工程 0.10

应急救援技术及装备 0.10
机电安全工程 0.10

工业通风与除尘 0.10
压力容器安全 0.10
特种能源技术 0.10

防火防爆工程实验 0.10
应急处置与救援 0.10

毕业能力

要求 6
工程与社

会

6-1：了解安全工程行业背景知识 0.4
安全工程概论 0.30

生产实习 0.30
毕业实习 0.40

6-2：能够针对专业领域工程项目对

应的实际应用场景，分析和评价相
0.22

安全教育 0.10
工程训练 A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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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的影响

安全学原理 0.30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0.10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0.30

6-3：考虑安全工程实践方案对法

律、安全以及文化的影响，承担相

应的社会责任

0.4
生产实习 0.30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0.40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0.30

毕业能力

要求 7
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

7-1：理解安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 0.4

安全工程概论 0.10
安全检测与控制 0.20

安全检测与控制实验 0.10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0.10

形势与政策 0.30
建筑消防工程 0.20

7-2：分析安全领域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构建对生态有利的生产工艺
0.3

建筑施工安全 0.10

化工安全工程 0.20

化工安全工程实验 0.10

机电安全工程 0.10

工业通风与除尘 0.10
特种能源技术 0.10
压力容器安全 0.10
专业工程制图 0.10
可靠性工程 0.10

7-3：在安全生产过程中需要考虑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
0.3

应急管理学 0.30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0.20

工程项目管理 0.30
可靠性工程 0.20

毕业能力

要求 8
职业规范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0.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30

军事理论 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0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

践中自觉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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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工程实践中

自觉履行责任。

0.5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0.10
心理健康教育 0.35

劳动教育 0.15
入学教育与军训 0.05

安全教育 0.35

毕业能力

要求 9
个人和团

队

9-1：通过课内外实践学习，提高团

队合作能力
0.5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0.20
生产实习 0.20
毕业实习 0.30

职业生涯规划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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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创业教育

9-2：在安全工程专业相关工程实践

中能够明确实践目标
0.5

安全工程综合训练 0.10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0.10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0.20
就业创业指导 0.15

大学体育 0.10
毕业实习 0.20
生产实习 0.15

毕业能力

要求 10
沟通

10-1：能够针对安全工程专业相关

问题实现与专家的有效沟通与交流
0.3

毕业设计（论文） 0.50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0.50

10-2：具有良好的工程报告撰写与

表达能力，能够对相关问题作出准

确回应

0.3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0.30
安全人机工程实验 0.2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防火防爆工程实验 0.20

10-3：紧密关注安全工程专业的发

展方向，实现多元化的沟通与交流
0.4

安全经济学 0.20
毕业实习 0.30
大学英语 0.20

大学英语实验 0.10
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0.20

毕业能力

要求 11
项目管理

11-1：通过相关管理学课程的学习，

掌握构建安全工程实践的经济与策

略导向

0.5

安全经济学 0.30
安全管理学 0.30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0.20
安全系统工程 0.20

11-2：能够应用管理原理与安全规

定实现对工程项目的有效管理
0.5

安全管理学 0.40
应急管理学 0.20

工程项目管理 0.40

毕业能力

要求 12
终身学习

12-1：通过学习相关综合类课程与

基础类课程，培养个人自主学习与

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0.4

职业生涯规划

与创新创业教育
0.40

毕业教育 0.30
安全人机工程 0.30

12-2：通过自主学习，不断提高个

人的专业知识与素养以适应安全专

业的不断发展

0.3

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0.20
大学英语 0.10

大学英语实验 0.10
安全学原理 0.30
毕业实习 0.30

12-3：在不断提高个人自主学习与

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安全

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0.4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0.10
防火防爆工程 0.10
安全评价技术 0.10

安全人机工程实验 0.10
建筑施工安全 0.20

生产实习 0.10
化工安全工程 0.20

化工安全工程实验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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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 表示高度相关，M表示中度相关，L 表示一般相关）：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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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中国近代史纲要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高等数学 H

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

大学英语 M L

大学英语实验 L L

大学体育 L

大学物理 M

大学物理实验 A M

无机化学 M M

无机化学实验 L

分析化学 M H

分析化学实验 L

有机化学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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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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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力学 H M

电工技术 M H

工程制图 M H

流体力学 H M

安全学原理 L M M H H

安全系统工程 M H H M

安全人机工程 M M H

安全人机工程实验 M M H L

安全管理学 M H H H

安全应急法律法规 L M H L M L

防火防爆工程 M M L

防火防爆工程实验 M L M

安全检测与控制 M M

安全检测与控制实验 M L

化工安全工程 L H M M

化工安全工程实验 M L L

建筑施工安全 M L L H

安全工程概论 L H L

专业工程制图 M H L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H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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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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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安全工程 L L L

压力容器安全 L L L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L M

应急管理学 L M

工业通风与除尘 L L H

安全评价技术 L L L L L L

安全经济学 M H

工程项目管理 L H H

特种能源技术 L L

安全防范技术 L L

可靠性工程 L L L M

应急处置与救援 L L

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 L L L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L L

建筑消防工程 M L

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M M

劳动教育 M

就业创业指导 M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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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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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教育与军训 L

工程训练 A M

形势与政策 H

军事理论 L

心理健康教育 H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H H

安全教育 L H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L

安全工程综合训练 L H L

生产实习 H H M L L

毕业教育 H

毕业实习 H H M H H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 H L H

毕业设计（论文） H H H H

撰稿人：薛仲卿 教研室主任：薛仲卿

教学主任：来雪慧 系部主任：赵金安 修订日期：202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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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3001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66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生物工程是应用生物学、化学和工程技术等基本知识，按照人类需要利用、改造和

设计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从而经济、有效、规模化地制作各种产品，是以生物技术研

究成果为基础、借助工程技术实现产业化为基本任务的工科专业。

专业紧抓山西省应用型高校发展战略，立足山西省首批应用型高校平台，重点服务

山西及周边中小企业，解决山西醋发酵行业发展中的生物技术等相关问题，是生物学、

化学、化工、机械工程、自动化技术、材料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工科专业。

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 21世纪工业生物技术领域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具备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文修养，具有一定的独立工作、创新实践、自我

发展、沟通交流及应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等综合素养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具有扎实生物生产原理与技术，熟悉生物生产工艺流程与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和技能，

能够在生化生产领域从事生产、工艺控制、设备维护、产品分析检验以及生产管理的应

用型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具备生物学与工程学基本知识、掌握生物产品大规模生产的科学原理，熟

悉生物加工过程流程与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和技能。

目标 2：能够用所学知识与技能解决生化生产实践中工艺优化、设备设计与改造、

产品质量分析与检测等相关问题。

目标 3：理解职业职责，能够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

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树立生物工程职业科学道德与伦理责任。

目标 4：拥有团队精神和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

交流能力。

目标 5：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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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树立爱国、爱党、爱奉献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尊重劳动、遵纪守法，

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掌握专业所需的基

础科学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自觉为生化生产领域相关行业

企业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毕业生应达到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生物工程专业知识，并能够将其用

于解决生化生产领域所涉及的设计、制造、控制等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机械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

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生化生产领域产品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控制等复杂工程问题，以

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提出针对生化生产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满足特定需求的工艺、设备、分析检测方法与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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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生产领域的产品开发、设备改造、

产品性能测试及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方案、采集

实验数据并处理和分析，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机生化生产领域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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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分析发现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生物工程的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生化生产领

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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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生化生产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涉及的设

计、生产、研究与开发等工程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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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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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生化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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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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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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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加

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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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能

力。

主干学科：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相近专业：

生物制药工程、发酵工程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3.5

微生物学 Mcrobiology 3

化工原理 Chemical Engineering 3

发酵工程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2

普通生物学 General biology 2

生物反应工程 Biolog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2

生物分离工程 Biolog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2

基因工程 Gene engineering 2

生物工程设备 Biological engineering equipment 2

细胞生物学 Cell Bi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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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9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4 16 3 考试 理学系

10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1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2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 32 32 3 16 2 考查 理学系

13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14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5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6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7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1 22051009 C程序设计 3 48 48 4 16 3 考试 计算机系

22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2.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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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3 22041004 无机化学 3 48 48 1 12 4 考试 化工系

24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1 8 2 考查 化工系

25 21014013 工程制图 2 32 32 1 8 4 考试 机械系

26 23062028 有机化学 3 48 48 2 16 3 考试 环境系

27 22061007 分析化学 2 32 32 3 8 4 考试 环境系

28 22061008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3 12 2 考查 环境系

29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4 64 54 10 3 16 4 考试 电子系

30 22062030 生物化学 3.5 56 56 4 14 4 ★ 考试 环境系

31 26062017 生物化学实验 2 32 32 4 16 2 考查 环境系

32 22041040 物理化学 3 48 48 4 16 3 考试 化工系

33 22062031 微生物学 3 48 48 5 12 4 ★ 考试 环境系

34 26062008 微生物学实验 1.5 24 24 5 12 2 考查 环境系

35 22062010 分子生物学 2 32 32 5 8 4 考试 环境系

36 22043012 化工原理 3 48 48 6 16 3 ★ 考试 化工系

37 26043005 化工原理实验 1 16 16 6 8 2 考试 化工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35.5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课

39 23062034 普通生物学 2 32 32 4 8 4 ★ 考试 环境系

40 23062022 发酵工程 2 32 32 5 8 4 ★ 考试 环境系

41 26062029 发酵工程实验 1.5 24 24 5 2 考查 环境系

42 23062030 生物分离工程 2 32 32 6 8 4 ★ 考试 环境系

43 26062031 生物分离工程实验 1.5 24 24 6 12 2 考查 环境系

44 23062035 细胞生物学 2 32 32 5 8 4 ★ 考试 环境系

45 26062027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46 23062037 生物反应工程 2 32 32 5 8 4 ★ 考试 环境系

47 23062038 生物工程设备 2 32 32 6 8 4 ★ 考试 环境系

48 23062004 基因工程 2 32 32 6 8 4 ★ 考试 环境系

49 26062007 基因工程实验 1 16 16 6 8 2 考查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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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课

50 25062022 生物统计学 2 32 32 4 8 4 考查 环境系

51 25062011 生态学 2 32 32 4 8 4 考试 环境系

52 25062055 生化仪器分析 2 32 32 5 8 4 考试 环境系

53 26062026 生化仪器分析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54 25062053 生物制药工艺学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55 25062054 酶工程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56 25062029 细胞工程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选

修

课

57 26062001 酒类发酵实验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8 26062002 电泳实验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9 25062034 发酵设备设计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0 26062003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1 26062004 工业发酵调控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2 25062040 生物安全法规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63 26062005 活性物质分离检测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4 26062006 药物检验与分析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5 25062049 生物工程专业英语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66 25062050 生物工程制图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7 25062051 生物信息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9学分，要求选修 14学分。

补

充

说

明

选修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不同学期（3-6）总共选修 14学分，第七学期可选修 9学分。根据个性化发

展需要，可以选修 9个学分的理论课或者实验课，也可以选择顶岗实习获得选修学分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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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2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学期，共 64学时，讲授 28学时，

周 2学时，教学周数 2
考查 思政部

3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1-8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处

4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考查 保卫处

5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8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处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训中心

9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2 考查 教务部

10 27043020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11 27062015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环境系

12 27062004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环境系

13 27062026 毕业设计* 8 16 考查 环境系

14 27012045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学生处

选

修

15 28062001 顶岗实习 9 9 考查 环境系

16 27062055 创新创业类实践 2 考查 环境系

17 27062056 生物分离活性成分 1 考查 环境系

18 27062057 节能减排竞赛 1 考查 环境系

19 27062058 乳制品发酵 1 考查 环境系

20 27062059 细胞培养 1 考查 环境系

拓

展

创

新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

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

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1学分，选修 6学分，拓展创新选修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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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904 52.5 43.39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560 35.5 29.34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304 19 15.70

选修 224 14 11.57

合计 1992 121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3.39%，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9.34%，专业教育平台 27.27%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1 83.78

拓展创新 6 16.22

合计 37 100

学分比例：实践必修能力 83.78%，实践选修能力 16.22%

合计

学分合计：166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7.71%（其中理论教学 62.65%，实验教学 15.06%），

实践教学 22.29% 必修 18.67%，选修 3.61%；

其中人文社科类 20.41%，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9.44%；

学 期（周）学 时 分 配 表

学期

类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6 23 22 22 21 21 10 0

课外实践（周） 2 2 1 2 0 4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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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 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1

课 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4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41004 无机化学 必修 3 48 12 3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16.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 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1065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要求：必修 20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 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61007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2061008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2030 普通生物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7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实 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要求：必修 23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 堂

教学

212040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41040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16 4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62030 生物化学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6062017 生物化学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51009 C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48 3 考试

23062034 普通生物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62022 生物统计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62011 生态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18学分，选修 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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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 堂

教学

22062031 微生物学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6062008 微生物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2062010 分子生物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62022 发酵工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062029 发酵工程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3062037 生物反应工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62028 细胞生物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062027 细胞生物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62025 生化仪器分析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6062026 生化仪器分析实验 选修 1 16 8 2 考查

实 践

教学

要求：必修 15学分，选修 3学分

6

课 堂

教学

22043012 化工原理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3005 化工原理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62030 生物分离工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062029 生物分离工程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2053 生物制药工艺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62029 细胞工程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3062038 生物工程设备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62004 基因工程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062007 基因工程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5062054 酶工程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 践

教学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1 考查

27062015 生产实习 必修 2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

育
必修 0 1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0 8 考查

要求：必修 12.5学分，选修 6学分

7

课 堂

教学

26062001 酒类发酵实验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6062002 电泳实验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2034 发酵设备设计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2003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2004 工业发酵调控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2040 生物安全法规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6062005 活性物质分离检测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2006 药物检验与分析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2049 生物工程专业英语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62050 生物工程制图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2051 生物信息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 践

教学

27012040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0 2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0 2 考查

要求：必修 0学分，选修 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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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课 堂

教学

实 践

教学

27202003 毕业教育 必修 0
27062008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8 考查

要求：必修 0学分，选修 1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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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大学英语 1
21081011

英语 2 及实验 英语 3 及实验

工程制图

大学物理 A2 及实验大学物理 A1

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及实验

分子生物学

物理化学

高等数学 A1 高等数学 A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B

无机化学及实验

有机化学

细胞工程

发酵工程及实验

分析化学及实验

生物反应工程

化工原理课程设

计

电工及电子学 微生物学及实验

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毕业教育

生物分离工程

生物分离工程实验

生物工程设备

生物制药工艺学

化工原理及实验

啤酒发酵实验

生物工程课程设计

电泳技术

生物安全法规

药物检验与分析

天然产物技术

微生物过程优化

现代工业发酵调控

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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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
培养目标 2 √ √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 √
培养目标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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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点

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掌握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

生物工程专业知识，并

能够将其用于解决生

化生产领域所涉及的

设计、生产、控制等复

杂工程问题。

1-1：掌握数学和自然科学知

识，并用于解决生化生产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

0.4

高等数学 A1 0.3
高等数学 A2 0.3
线性代数 B 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5

1-2：掌握工程基础知识，并

用于解决生化生产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

0.2

工程制图 0.1

无机化学 0.2
有机化学 0.2
分析化学 0.1
发酵工程 0.2

电工及电子学 0.2

1-3：掌握专业知识，并用于

解决生物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

0.4

发酵工程 0.25
基因工程 0.15

生物反应工程 0.2
生物分离工程 0.25

细胞工程 0.15

毕业能力要求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生物工

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并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生化生产领

域产品设计、加工制

造、检测控制等复杂工

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2-1：能运用物理、电子、制

造以及控制相关科学原理，

识别和判断生物生产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0.3

大学物理 A1 0.15
大学物理 A2 0.15
线性代数 B 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5
电工及电子学 0.15

生物化学 0.15
物理化学 0.1

2-2：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

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生物

生产领域中系统设计、性能

分析、技术测量等相关的复

杂工程问题；

0.2

生物制药工艺学 0.1
无机化学 0.1
分析化学 0.1

生物工程设备 0.15
酶工程 0.1

物理化学 0.15
化工原理 0.15
微生物学 0.15

2-3：能够判生化生产领域相

关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

主要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能

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

可选择，会通过查找、分析

相关文献，寻求可替代的解

决方案；

0.3

发酵工程设备设计 0.25

发酵工程 0.25

生物工程设备 0.25

生物反应工程 0.25

2-4：能运用工程科学基本原

理，分析机生化生产领域相

关典型产品系统设计、生产、

制造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理

解其对主要技术功能的约束

和限制，并能借助文献研究，

获得问题解决的有效结论。

0.2

细胞工程 0.15

生物制药工艺学 0.25

酶工程 0.3

基因工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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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

够提出针对生物生产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系统、单元、

零部件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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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能够对所需解决的复杂

生物生产问题进行分析和提

炼，确定设计、开发需求和

目标；

0.4

生物化学 0.3

微生物学 0.3

分子生物学 0.2

细胞生物学 0.2

3-2：能够针对生化生产的特

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

设计，并呈现设计成果；

0.3

生物工程设备 0.25

发酵工程 0.25

生物反应工程 0.25

发酵设备设计 0.25

3-3：具备产品系统设计、工

艺流程设计的能力，并体现

出创新意识，同时在设计中

能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

0.3

生物制药工艺学 0.4

生物安全法规 0.4

发酵设备设计 0.2

毕业能力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生化生产领域的产品

开发、工艺优化、产品

性能测试及运行管理

等方面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方案、采集实验数

据并处理和分析，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调

研和分析生物生产设备制造

领域相关工程问题；

0.3

生物反应工程 0.25

生物工程设备 0.25

毕业设计 0.25

发酵设备设计 0.25

4-2：能够根据生物产品设计

开发中相关问题特征，在理

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虚拟

仿真或实物验证等研究路

线，设计对应的实验方案；

0.3

发酵工程实验 0.25

生物分离工程实验 0.25

分析化学实验 0.15

无机化学实验 0.15

细胞生物学实验 0.2

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用

对应的实验设备和实验器

材、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

开展实验，并能正确地采集、

记录有关实验数据；

0.2

大学物理实验 A 0.25

微生物实验 0.2

生物化学实验 0.25

化工原理实验 0.1

基因工程实验 0.2

4-4：能对观测的实验现象、

实验数据等进行必要的建

模、处理、分析和解释，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0.2

微生物学实验 0.3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

理
0.3

酒类发酵实验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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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

对生物生产领域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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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

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

模拟，并能分析发现其

局限性。

5-1：掌握专业常用的现代仪

器、信息技术工具，具备使

用相关工具和模拟软件的能

力，并理解其适用范围；

0.3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

理
0.2

C程序设计 0.3

工程制图 0.3

生物统计学 0.2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

和专业模拟软件，对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

计；

0.3

生物信息学 0.25

生物化学实验 0.25

生物化学 0.3

生物统计学 0.2

5-3：能够针对机生物生产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

需要，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

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

测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

局限性。

0.4

化工原理 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发酵设备设计 0.2

毕业设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生物工程背景知识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生化

生产领域的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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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掌握生化生产关领域产

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设

备调试等工程活动必须遵守

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尊重、

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

动影响，知晓工程活动是有

约束的技术行为；

0.5

生物安全法规 0.3

生物反应工程 0.3

生物工程设备 0.2

生物制药工艺学 0.2

6-2：能够针对生化生产领域

工程项目对应的实际应用场

景，分析和评价相关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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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

0.5

工程训练 0.3

生产实习 0.3

安全教育 0.1

毕业实习 0.3

毕业能力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

够理解和评价针对生

物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所涉及的设计、生

产、研究与开发等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了解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及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0.6

工程训练 0.3

生物制药工艺学 0.3

形势与政策 0.4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思考、

理解生物工程领域相关工程

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

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

成的损害与隐患。

0.4

生态学 0.3

生物安全法规 0.4

普通生物学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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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

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

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

国情；

0.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15

思想道德与法制 0.15

军事理论 0.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0.15

马克思主义原理 0.15

中国近代史纲要 0.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0.15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

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

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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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工

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0.5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5

心理健康教育 0.25

劳动教育 0.15

毕业实习 0.2

毕业设计 0.25

毕业能力要求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人际

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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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能够正确认识多学科团

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意

义和作用，能与其他学科的

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0.4

发酵工程 0.2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教育
0.25

毕业设计 0.5

9-2：能够在工程项目中担任

一定的角色，并根据角色作

出合理的行为决策，具有较

强的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

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

作。

0.6

生物化学实验 0.2

酒类发酵实验 0.15

就业创业指导 0.15

大学体育 0.15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1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0.1

生物活性物质分离

与检测
0.1

10-1：能就专业问题，以口

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

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指

令，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

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0.4

发酵设备设计 0.2

生产实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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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生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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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

沟通和交流。

毕业设计 0.35

生物工程专业英语 0.25

10-2：了解专业领域的国际

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

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

性和多样性；

0.3

生物信息学 0.2

生物统计学 0.2

生物工程专业英语 0.3

生物工程制图 0.3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

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专

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0.3

生产实习 0.2

毕业设计 0.15

发酵设备设计 0.15

大学英语 1A 0.1

大学英语 2A 0.1

大学英语 2A实验 0.1

大学英语 3A实验 0.1

毕业设计 0.1

毕业能力要求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

工程管理原理及经济

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加以应用。

11-1：掌握生物工程领域相

关工程项目管理，具备对工

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

管理能力；

0.55

发酵设备设计 0.3

生物安全法规 0.3

电泳实验技术 0.4

11-2：能够在工程运营及产

品开发设计过程中，制定合

理的经费使用说明，并能够

按计划执行经济预算。

0.45

大学生创新项目 0.3

学科竞赛 0.4

毕业设计 0.3

毕业能力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变化的能力。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

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

习的必要性；

0.5

毕业设计 0.25

毕业实习 0.25

毕业教育 0.2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教育
0.25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

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

问题的能力等。

0.5

生物信息学 0.15

生物活性物质分离 0.1

大学英语 1A 0.15

大学英语 2A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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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2A实验 0.15

大学英语 3A实验 0.15

电泳实验技术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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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课程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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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M

中国近代史纲要 M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M

高等数学 H
大学英语 L M
大学体育 M
大学物理 M
大学物理实验A M
大学英语实验 L L M
线性代数B M M L
工程制图 L H H
C程序设计 H H
有机化学 M H
无机化学 M L
分析化学 L L
电工及电子学 M M
生物化学 M H H M
生物化学实验 M M M
微生物学 M H
微生物学实验 M H
细胞生物学 M M
细胞生物学实验 M
分子生物学 M
发酵工程 M M M M L H M M
发酵工程实验 M
生物反应工程 M M M M H
生物制药工艺学 L M M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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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 M H
物理化学 L M
普通生物学 H
生物工程设备 M M M M M M
生物分离工程及

实验
M M

细胞工程 M M
酶工程 L H H M
生态学 H
基因工程 M H H
基因工程实验 M
酒类发酵实验 H M
生物信息学 M M
生物统计学 M M M
发酵设备设计 M M M M M M
电泳实验技术 H M
实验设计与数据

处理
H M H

生物安全法规 H H H H
制药工艺学 H
生物活性物质分

离检测
L H L

生物信息学 H M
生物工程专业英

语
M

生物工程制图 H
分析化学实验 M
无机化学实验 M
化工原理实验 L
形势与政策 H
心理健康教育

劳动教育

安全教育 L
军事理论 L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
H M M

生物工程实训

入学教育与军训

工程训练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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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课程设

计
M M

生产实习 M H M M
毕业实习 H H H M
毕业设计 M H H H H H L H M
毕业教育 M
就业创业指导 M
生物发酵实训 L
职业生涯规划与

创业教育
M L H M H M

大学生创新项目 H
学科竞赛 H

撰稿人：刘丽艳 教研室主任：刘丽艳

教学主任：来雪慧 系部主任：赵金安 修订日期：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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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2702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7.5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是以化学、生命科学、食品科学和安全管理学为基础，融入食

品分析检测技术、预警与溯源技术、食品质量全程控制技术等技术知识，主要任务是运

用先进食品分析技术的理论与方法，解决现代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中的复杂技术问题，

以实现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建立食品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保证食品

的营养品质和卫生质量。

专业紧抓山西省应用型高校发展战略，立足山西省首批应用型高校平台，重点服务

山西及周边中小食品企业，解决企业在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深加工、保健品开发等相

关问题，同时向临近京津冀等地区辐射，促进跨区域高校、跨区域校企合作等多模式发

展，在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提升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达到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

和共同发展。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健

全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的，具备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文修养，具备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检测、管理的基

本技能，熟悉国际食品质量安全体系、法规与标准，能够胜任食品质量与安全及相关领

域内分析检测、质量控制、安全评价、生产技术管理、监督、执法、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的食品行业高级应用型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培养具备食品质量与安全分析检测的基本技能，能够在食品企业、检测机

构，从事食品分析检测、食品品质控制、安全评价等方面工作的分析检测技术人才。

目标 2：培养具备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基本理论知识，能够在相关食品企业、认证

机构、监督管理部门，从事食品质量安全控制、监督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

目标 3：理解职业职责，能够自觉有效地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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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树立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科学道德与伦理责

任。

目标 4：拥有团队精神和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

交流能力。

目标 5：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

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树立爱国、爱党、爱奉献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尊重劳动、遵纪守法，

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掌握专业所需的基

础科学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自觉为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相

关企业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毕业生应达到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具有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

业知识，并能够用于解决复杂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将食品检验与分析所学习的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

分析、营养工艺学、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学、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实验

技能，用于食品检验分析及安全性评价，具有在食品生产企业、国内外贸易机构和检验

检疫机构从事分析检测和质量评价的能力。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检验方案和食

品质量全程控制方案，具有从事食品生产技术管理、食品质量全程控制和食品安全监督

执法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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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基本原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获取

信息并进行信息处理，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开发能力。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突发问题，选择与使用恰当的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新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对突发的食品安全问

题进行预判和处置。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和评价复杂

食品安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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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和评价无公害安全食品的生产技术，能够制定有机

食品、绿色食品的生产规范和管理章程，以及能够预测并评价功能性食品的出现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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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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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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通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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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了解国内食品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及国际食品质量及安全领

域的发展动向，熟悉国内外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具有从事食品市场流通

管理和食品技术经济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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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

相近专业：

生物工程、安全工程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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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食品化学 Food chemistry 2

食品微生物学 Food microbiology 2

食品分析 Food analysis 2

食品工艺学原理 Principles of food technology 2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Food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2

食品营养学 Food Nutrition 2

食品毒理学 Food toxicology 2

食品安全学 Food safety 2

食品生物化学 Food biochemistry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学分 学期 场所

分析化学实验 1.5 3 学校

仪器分析实验 1.5 4 学校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1.5 4 学校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1.5 5 学校

食品分析实验 1.5 5 学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5 学校

生产实习 2 6 学校+企业

毕业实习 4 7 学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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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

部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0 32 32 2 16 2 考试 理学系

9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0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10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1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0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2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0 32 32 3 16 2 考查 理学系

13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14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0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5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6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0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5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6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0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0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0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1 21202007 军事理论 1.0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49.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个学分。

专 23 22041004 无机化学 3 48 48 1 12 4 考试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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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业

大

类

必

修

24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1 8 2 考查 化工系

25 21014013 工程制图 2 32 32 1 8 4 考试 机械系

26 22061065 有机化学△ 3 48 48 2 16 3 考试 环境系

27 22061007 分析化学△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28 22061008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3 12 2 考查 环境系

29 22041040 物理化学 3 48 48 4 16 3 考试 化工系

30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6 3 考试 电子系

专

业

必

修

31 22066001 食品生物化学 3 48 48 4 12 4 ★ 考试 环境系

32 26066003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1.5 24 24 4 12 2 考查 环境系

33 22043012 化工原理 3 48 48 5 16 3 考试 化工系

34 26043005 化工原理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化工系

35 22066006 食品分析 2 32 32 5 8 4 ★ 考试 环境系

36 26066002 食品分析实验 1.5 24 24 5 12 2 考查 环境系

37 22066003 食品微生物学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8 26066004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1.5 24 24 5 12 2 考查 环境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34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

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40 23066008 食品安全学 2 32 32 3 8 4 ★ 考试 环境系

41 23066015 食品工艺学原理 2 32 32 3 8 4 ★ 考试 环境系

42 23066013 食品化学 2 32 32 5 8 4 ★ 考试 环境系

43 23066002 食品营养学 2 32 32 6 8 4 ★ 考试 环境系

44 23066017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2.5 40 40 6 10 4 ★ 考试 环境系

45 23066005 食品毒理学 2 32 32 6 8 4 ★ 考试 环境系

选

修

46 25066041 仪器分析 2 32 32 4 16 2 考试 环境系

47 26066001 仪器分析实验 1.5 24 24 4 12 2 考查 环境系

48 25066016 食品卫生学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49 25066013 安全系统工程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50 25066018 食品法规与标准 2 32 32 6 8 4 考试 环境系

51 25066045 食品机械与设备 2 32 32 6 8 4 考查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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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5066001 食品专业英语 1.5 24 24 7 12 2 考试 环境系

53 25066002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

分析
1.5 24 24 7 12 2 考试 环境系

54 25066003 动植物检验检疫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5 25066046 食品添加剂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6 25066005 食品溯源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7 25066006 食品安全典型事例分

析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8 25066007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9 25066008 食品原料与食品品质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0 25066009 食品加工安全控制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1 25066010 食品保藏原理与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2 25066011 食品安全性评价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3 25066012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4 26066014 食品物性分析综合实

验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5 26066042 食品感官分析综合实

验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6 26066043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7 26066044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8 26066045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1.5 24 24 7 12 2 考查 考查

69 26066046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1.5 24 24 7 12 2 考查 考查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2.5学分，要求选修 18.5学分。

补

充

说

明

选修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不同学期（4-6）总共选修 8.5学分；第七学期选修 9学分，其中必须选

修 3学分实验。在第七学期部分学生也可以选修实践环节中的企业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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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

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处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处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32学时 考查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处

6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第 1-2学期，共 2周 考查 教务部

7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8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9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训练

中心

10 27066006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环境系

11 27066044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环境系

12 27066007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环境系

13 27066008 毕业设计 8 12 考查 环境系

14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2 考查 化工系

选

修 15 28066009 企业专项实践 9 12 考查 环境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16 27066010 食品安全评价报告书编制训练 1 考查 环境系

17 27066011
食品质量综合检测项目设计训

练
1 考查 环境系

18 27066012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1 考查 环境系

19 27066013 食品工厂设计 1 考查 环境系

20 27066014 参加食品质量与安全学术讲座 1 考查 环境系

21 27066015 食品质量与安全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拓展创新课外实践环节分创新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实

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

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29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基本能力中的选修环节-企业专项实践，是为第七学期部分学生选修而设定的。

在校期间，学生可任意选择 6项拓展创新项目，完成此部分选修环节，可以取得创新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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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64 49.5 40.4

选修 128 8 6.5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544 34 27.8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200 12.5 10.2

选修 264 18.5 15.1

合计 2000 122.5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6.9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7.8 %，专业教育平台 25.3 %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29 82.85

拓展创新 6 17.15

合计 35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2.85 %，拓展创新 17.15 %

合计

学分合计： 157.5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31.6%（其中人文社科类 16.6%，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6，8%，专业教育平台 16.9%
理论教学 61.5 %，实验教学 16.4%，课外实践教学 22.1%
必修 79.5%，选修 20.5%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8 22 23 21 16 16 12 0

课外实践（周） 3 1 1 2 2 2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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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

学

时

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1

课堂

教学

21202012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41004 无机化学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2041056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1014013 工程制图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1.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1065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实践

教学
27311003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0 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66008 食品安全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66015 食品工艺学原理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61007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61008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考查

要求：必修 21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41040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66001 食品生物化学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6066003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2023008 电工技术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66041 仪器分析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26066001 仪器分析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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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6 学分，选修 3.5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2043012 化工原理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43005 化工原理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66006 食品分析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066002 食品分析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2066003 食品微生物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66004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3066013 食品化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4301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8学分，选修 0学分

6

课堂

教学

23066017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3066005 食品毒理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3066002 食品营养学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5066016 食品卫生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66045 食品机械与设备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66018 食品法规与标准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66044 生产实习* 必修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16 考查

要求：必修 9.5学分，选修 6学分

7

课堂

教学

25066001 食品专业英语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2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分

析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3 动植物检验检疫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46 食品添加剂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5 食品溯源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6 食品安全典型事例分析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7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8 食品原料与食品品质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09 食品加工安全控制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10 食品保藏原理与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11 食品安全性评价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6012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6014 食品物性分析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6042 食品感官分析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6043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6044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6045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6046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66007 毕业实习* 必修 4 考查

28066009 企业专项实践 选修 9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必修 1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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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 学分，选修 9 学分

8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27066006 毕业教育 必修 0 考查

27066008 毕业设计 必修 8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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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

学期

高 等 数 学

素质与能力拓展课程：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项目（企业）实训等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公共基础课：自然、人文素质提高

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等

大学人文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军事理论

入学教育与军训

无机化学

工程制图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形势与政策

大 学 物 理 A1

有机化学

毕

业

设

计

及

毕

业

教

育

中国近代史纲要

大学物理 A2 及实验

电工学及实验

食品化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专业课：专业及综合能力训练

食品微生物学及实验

食品分析及实验

社会实践

食品生物化学

及实验

食品工艺学

仪器分析及实验

化工原理及实验

食品毒理学

食品营养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食品安全典型事例分析

食品溯源技术

专业基础课：专业能力训练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食品专业英语

线性代数 B

劳动教育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工程训练

物理化学

食品安全学

食品质量安全管

理与控制

食品法规与标准

食品卫生学

动植物检验检疫

食品工厂机械与设备

食品原料与食品品质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食品保藏原理与技术

食品安全性评价

食品安全防范技术

食品加工安全控制
分析化学及实验

食品感官分析综合实验

食品物性分析综合实验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毕业实习生产实习

企业专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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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 √ √
培养目标 2 √ √ √ √ √ √
培养目标 3 √ √ √ √ √
培养目标 4 √ √ √ √
培养目标 5 √ √ √ √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687

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毕业能力要

求 1：

1-1：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掌

握数学基础知识，数学思维
0.6

高等数学 A1 0.3
高等数学 A2 0.3
线性代数 B 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1-2：将所学基础知识与专业理

论有机结合，用于解决食品生

产、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工程问

题

0.4

工程训练 A 0.2

工程制图 0.2

无机化学 0.1

分析化学 0.1

电工技术 0.2

食品机械与设备 0.2

毕业能力要

求 2：

2-1：掌握物理、化学反应基础

和相关知识
0.5

无机化学 0.1
分析化学 0.2
有机化学 0.2
物理化学 0.2
化工原理 0.1
电工技术 0.1
大学物理 0.1

2-2：能够根据化学反应基础知

识，解决食品检验分析及安全

性评价等相关问题

0.5

食品生物化学 0.1

食品分析 0.2

无机化学 0.1

分析化学 0.1

食品化学 0.1

物理化学 0.1

化工原理 0.1

食品微生物学 0.1

食品毒理学 0.1

毕业能力要

求 3：

3-1：通过查阅相关标准法规，

能够确定食品营养及安全的检

测检验方案

0.4

食品营养学 0.4

食品分析 0.3

仪器分析 0.3

3-2：通过对生产工艺的研究，

能够确定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方

案及安全评价

0.4

食品工艺学原理 0.4

化工原理 0.2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0.4

3-3：通过安全管理学相关知识 0.2 食品安全学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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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能够进行食品安全的

监督管理

食品标准与法规 0.2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0.4

毕业能力要

求 4：

4-1：能够根据食品安全相关基

础课知识，设计一定比例的综

合性实训项目以及具有创新性

的研究项目

0.4

毕业设计 0.6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0.1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0.1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0.1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0.1

4-2：能够根据所学食品安全知

识对构建项目的运行结果及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判断

0.4

分析化学实验 0.3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

分析
0.4

无机化学实验 0.3
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用对

应的实验设备和实验器材、构

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

并能正确地采集、记录有关实

验数据。 0.2

大学物理实验 A 0.2

化工原理实验 0.2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0.1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0.1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0.1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0.1

仪器分析实验 0.2

毕业能力要

求 5：

5-1：通过相关理论课与基础课

的学习，掌握基本的专业技术

软件

0.3

仪器分析 0.4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

分析
0.4

工程制图 0.2

5-2：能够通过软硬件的有机结

合，进行复杂食品安全问题的

预测及风险评估

0.4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0.3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0.2

食品营养学 0.2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

分析
0.3

5-3：能够对食品质量安全控制

方案进行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分

析

0.3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0.4

仪器分析试验 0.2

化工原理 0.2

食品安全学 0.2

毕业能力要

求 6：

6-1：了解食品安全行业相关背

景知识
0.5

食品工艺学原理 0.4
食品营养学 0.1
食品毒理学 0.1
食品卫生学 0.1
生产实习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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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社会

责任感
0.2

毕业实习 0.2
毕业设计 0.2
生产实习 0.2
工程训练 A 0.2
安全教育 0.2

6-3：考虑食品安全实践方案对

法律、安全以及文化的影响，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3

毕业实习 0.2

食品标准与法规 0.4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0.4

毕业能力要

求 7：

7-1：理解食品质量安全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 0.4

食品安全学 0.4
食品毒理学 0.2
食品卫生学 0.2
形势与政策 0.2

7-2：分析食品行业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构建对生态有利的食

品生产工艺

0.3

食品工艺学原理 0.4

食品生物化学 0.2

食品卫生学 0.4
7-3：食品生产企业需要考虑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 0.3
食品毒理学 0.3

食品化学 0.3
食品生物化学 0.4

毕业能力要

求 8：

8-1：通过相关社科课程的学

习，培养人文素养与社会责任

感

0.6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0.1

军事理论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8-2：通过相关工程实践，培养

工程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
0.2

食品标准与法规 0.3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
心理健康教育 0.2

劳动教育 0.3

8-3：明确设计的食品工程实践

项目能够服务社会
0.2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0.2

食品分析实验 0.2

食品机械与设备 0.4

仪器分析实验 0.2

毕业能力要

求 9：

9-1：通过课内外实践学习，提

高团队合作能力
0.6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0.2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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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析实验 0.2

仪器分析实验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0.2

9-2：在食品质量安全专业相关

工程实践中能够明确实践目标
0.4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2

就业创业指导 0.2

大学体育 0.2

生产实习 0.2

毕业设计 0.2

毕业能力要

求 10：

10-1：能够针对食品质量安全

专业相关问题实现与专家的有

效沟通与交流

0.4

生产实习 0.4

毕业实习 0.4

毕业设计 0.2

10-2：具有良好的质量报告撰

写与表达能力，能够对相关问

题作出准确回应

0.4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0.3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0.2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0.2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0.3

10-3：紧密关注食品质量安全

专业的发展方向，实现多元化

的沟通与交流

0.2

食品专业英语 0.2

大学英语 0.4

大学英语实验 0.2

食品标准与法规 0.2

毕业能力要

求 11：

11-1：通过相关管理学课程的

学习，掌握构建食品工程实践

的经济与策略导向

0.6

食品专业英语 0.2

生产实习 0.4

毕业实习 0.4

11-2：能够应用管理原理与安

全规定实现食品工程项目的有

效管理

0.4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0.1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0.1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0.1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0.1

食品机械与设备 0.3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0.3
毕业能力要 12-1：通过学习相关综合类课 0.4 心理健康教育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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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2： 程与基础类课程，培养个人自

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能

力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0.4

毕业教育 0.2

12-2：通过自主学习，不断提

高个人的专业知识与素养以适

应食品质量安全专业的不断发

展

0.3

仪器分析 0.4

大学英语 0.2

大学英语实验 0.2

毕业实习 0.2

12-3：在不断提高个人自主学

习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上，

提高食品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0.3

食品微生物学 0.3

食品化学 0.3

食品分析 0.4



环境与安全工程系人才培养方案

692

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相关度一般，L表示相关度弱）：

能力

课程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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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M

形势与政策 M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H L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高等数学 H

线性代数 M

大学物理
L

大学物理实验 A M

大学英语 H M

大学英语实验 M M

大学体育 M

入学教育与军训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M H

就业创业指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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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
M

工程训练 A M M

军事理论 M

心理健康教育 M H

无机化学 L L L

无机化学实验 H

工程制图 M M

电工技术 M L

食品工艺学原理 H H H

物理化学 M L

有机化学 M

食品安全学 H M H

化工原理 L L M M

化工原理实验
M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M H

食品化学 L H H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学 H H H H H H

食品生物化学 L M H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M M M

食品分析 M H H

食品分析实验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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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 L H

食品微生物实验 M M M

仪器分析 H H H

仪器分析实验
M

M M M

分析化学 L M L

分析化学实验 H

食品毒理学 L L M H

食品营养学 H M L

食品卫生学 L M H

食品专业英语 M M

食品标准与法规 M H H M

食品机械与设备 M H H

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

分析
H H H

啤酒发酵综合实验 L L L

食醋发酵综合实验 L L L

乳制品发酵综合实验 L L L

葡萄酒发酵综合实验 L L L

生产实习 H M M H H

劳动教育 H

毕业教育 M

毕业实习 M M H H M

毕业设计 H M M M

撰稿人：郭艳萍 教研室主任：惠文彦

教学主任：来雪慧 系部主任：赵金安 修订日期：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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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002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9.5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概述：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从 2020 年开始招生，立足山西，面向全国，主要服

务于建筑环境控制与建筑节能行业，即为保证建筑室内较好的舒适度，采用一系列合适

的包括建筑围护结构在内的建筑设备为建筑营造一个最佳的室内环境，同时对建筑设备

的运行调节进行自动控制，节能控制。

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毕业生应具有一定文

化素养，理解工程伦理并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具备扎实的数理分析、人文社科和工

程基础理论知识，具有扎实的建筑环境及能源应用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及处理采暖

空调工程实际问题能力，能够在暖通空调、建筑节能领域内从事规划设计、研发制造、

性能测试、运营管理等工作，成为能够服务山西暖通空调及建筑节能工作的应用型工程

技术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能够在采暖、通风、空调、空气净化、冷热源、供热、燃气、建筑节能等

领域成功地开展与专业职业相关的工作。

目标 2：能够在建筑或热力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公司、设备制造企业、运营公司、

绿色建筑及节能咨询公司等单位从事工程管理、规划、设计、技术咨询、设备研发制造、

招标及采购咨询、施工指导及监理、项目运营管理等工作。

目标 3：理解职业职责，能够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文化等非

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树立机械工程职业科学道德与伦理责任。

目标 4：拥有团队精神和沟通表达能力，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

交流能力。

目标 5：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

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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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具有解决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

自然科学、计算机基础知识以及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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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复杂问题进行识别和描述、分析和表达及文献检索和研究的能力；知晓本专业的

前沿工程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备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制图、CAD制图等基本技能，

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能进行工程设计图纸的识读和初步的绘制；具有从事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设计、试验、施工、监理与管理及从事环境工程设备、设施的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的初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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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研究，具备施工安装、调试与实验、测试的能力，能够对实验、测试结果进行分

析与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问题，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

计。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 评

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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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知识面宽广，了解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的法律法规，熟悉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等现代社会问题的知识，能够理解和评价针

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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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了解中国国情，能够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职业操守，诚实公正、诚信守则，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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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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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能够在团

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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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沟通：能够撰写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能够

以文稿、陈述发言等形式就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问题与业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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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了解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

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过

程中，正确运用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2.终身学习：掌握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具

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技术理解力，凝练综述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主干学科：

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供热工程、暖通空调

相近专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工过程机械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工程热力学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3

传热学 Heat Transfer Theory 3

流体力学 hydrodynamics 3.5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Principle and Equipment of Heat and Mass Exchange 2

供热工程 Heating Engineering 3.5

暖通空调 Heating Ventil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2

建筑通风工程 Building Ventilation Engineering

流体输配管网 Fluid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ipe Network 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测试技术
Test technology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2

建筑冷热源 Building cold and heat sour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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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3 48 48 3 16 3 考试 理学系

9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4 16 3 考试 理学系

10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1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2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 32 32 3 16 2 考查 理学系

13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14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0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选

修

15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0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6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 32 0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7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1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22 22051009 C程序设计 3 48 48 2 16 3 考试 计算机系

23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计算机系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4.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至少选修一门。

专 专 24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1 12 4 考试 机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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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业

必

修

25 22067004 普通化学 3 48 40 8 1 14 3 考试 环境系

26 22065001 工程热力学 3 48 48 2 16 3 ★ 考试 环境系

27 22065006 建筑环境学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28 22067002 流体力学 3.5 56 48 8 3 16 3 ★ 考试 环境系

29 22067001 工程力学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30 22067011 传热学 3 48 48 4 16 3 ★ 考试 环境系

31 26067001 传热学实验 1 16 16 4 8 2 考查 环境系

32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6 3 考试 电子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3.5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3 23067003 流体输配管网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4 23067006 供热工程 3.5 56 48 8 6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5 23067007 热质交换原理及

设备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6 23067013 暖通空调 2 32 32 6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7 23067009 建筑冷热源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8 23067002 建筑环境测试与

安装技术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9 23067032 建筑通风工程 2 32 32 6 16 2 ★ 考试 环境系

选

修

40 25067024 建筑概论 2 32 32 2 16 2 考查 环境系

41 25011003 机械设计基础 2 32 32 4 16 2 考试 机械系

42 25067051
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英

语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43 25067014 建筑给水排水 2 32 32 6 16 2 ※ 考查 环境系

44 25067055 暖通空调 CAD制

图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45 25067022 暖通工程施工管

理与经济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46 25067034 建筑电气与照明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47 25067033 热泵技术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48 25067035 洁净技术 2 32 32 5 16 2 考查 环境系

49 25067025 燃气燃烧与输配 2 32 32 6 16 2 考查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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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5067026 建筑防排烟 2 32 32 6 16 2 ※ 考查 环境系

51 25067018 暖通空调新进展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2 26067021 离心泵综合实验 1 16 16 7 8 2 考查 环境系

53 25067036 建筑节能新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4 26067022 换热器综合实验 1 16 16 7 8 2 考查 环境系

55 25067027 建筑热湿过程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6 25067011 建筑保温新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7 25067029 供热新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8 25067021 暖通工程项目管

理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59 25067009 建筑遮阳新技术 1.5 24 24 7 12 2 ※ 考查 环境系

60 25067053 暖通空调工程案

例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1 25067066 建筑设备自动化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2 25067076 暖通工程监理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3 25067013 暖通工程招投标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4 25067028 新能源利用 1.5 24 24 7 12 2 ※ 考查 环境系

65 25067129 城市能源系统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6 25067030 燃气气源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7 25067017 工业通风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8 25067020 制冷新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69 25067019 暖通空调施工技

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70 25067006 暖通空调设计技

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环境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15.5学分，要求选修 21学分。

补

充

说

明

要求在 3-6 学期选修 12 学分。第七学期通过选修课程获得 9个学分，或在企业实习的学生可以选修毕

业专项实践获得 9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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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程

属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1 第 1-8 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

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

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 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1-8 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6 27311003 劳动教育 0 第 1-2 学期，共 2周 考查 教务部

7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处

8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9 27067008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环境系

10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中心

11 27065001 供热工程课程设计 2 2 考查 环境系

12 27065002 暖通空调课程设计 2 2 考查 环境系

13 27067006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环境系

14 27067009 毕业设计 8 16 考查 环境系

15 27202003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环境系

选修 16 28067010 毕业专项实践 9 12 考查 环境系

拓

展

创

新

选修

17 27065005 节能减排大赛 1 考查 环境系

18 27065006 校企联合实践培训 1 考查 环境系

19 27065007 传热学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0 27065008 供热工程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1 27065009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1 考查 环境系

22 27065010 参加专业学术讲座 1 考查 环境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

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

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1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1、第七学期，未通过选修课程获得 9个学分的学生要求选修毕业专项实践。

2、在校期间，学生可任意选择 6项拓展创新项目，完成此部分选修环节，可以取得创新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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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944 54.5 44.5

选修 128 8 6.5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376 23.5 19.2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248 15.5 12.7

选修 336 21 17.1

合计 2032 122.5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51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9.2 %，专业教育平台 29.8 %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1 83.8

拓展创新 6 16.2

合计 37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3.8 %，拓展创新 16.2 %

合计

学分合计： 159.5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6.8 %（其中理论教学 71.2 %，实验教学 5.6 %），实践教学 23.2 %；

必修 78.1 %，选修 21.9 %；

其中人文社科类 21.1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8.1 %。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6 25 21 18 15 10 12 0

课外实践（周） 2 0 1 2 2 4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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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模块

方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67004 普通化学 必修 3 48 14 3 考试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311003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21.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6） 16 2 考查

22065001 工程热力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51009 C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67024 建筑概论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311003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2学分，选修 2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2 线性代数 A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7002 流体力学 必修 3.5 56 16 3 考试

22067001 工程力学 必修 2 32 12 2 考试

22065006 建筑环境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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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必修 21 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7011 传热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67001 传热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23008 电工技术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11003 机械设计基础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5.5学分，选修 2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3067007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67003 流体输配管网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67009 建筑冷热源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67002 建筑环境测试与安装技
术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5067055 暖通空调 CAD制图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22 暖通工程施工管理与经

济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35 洁净技术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34 建筑电气与照明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67008 生产实习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3学分，选修 4学分

6

课堂
教学

23067006 供热工程 必修 3.5 56 16 3 考试

23067013 暖通空调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67032 建筑通风工程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5067025 燃气燃烧与输配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51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专业英语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14 建筑给水排水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26 建筑防排烟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67033 热泵技术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67001 供热工程课程设计 必修 2 考查

27067002 暖通空调课程设计 必修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考查

要求：必修 12.5学分，选修 4学分

7 课堂 25067018 暖通空调新进展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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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26067021 离心泵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36 建筑节能新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6067022 换热器综合实验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27 建筑热湿过程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11 建筑保温新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29 供热新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21 暖通工程项目管理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09 建筑遮阳新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53 暖通空调工程案例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66 建筑设备自动化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76 暖通工程监理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13 暖通工程招投标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28 新能源利用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129 城市能源系统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30 燃气气源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17 工业通风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20 制冷新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19 暖通空调施工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67006 暖通空调设计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67006 毕业实习# 必修 4 考查

28067010 毕业专项实践 选修 9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必修 1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9 学分

8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27067009 毕业设计# 必修 8 考查

27202003 毕业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8 学分，选修 0 学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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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普通化学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流体力学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建筑热湿过程

暖通空调施工技

术

建筑设备自动化

暖通工程项目管

理

建筑节能新技术

暖通空调新进展

第八学期

大学人文教育

素质与能力拓展课程：挑战杯、数学建模、第二课堂、专业竞赛、项目（企业）实训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公共基础课：自然、人文素质提高

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等

入学教育及军训 军事教育

高 等 数 学

C 程序设计及实验工程制图

形势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大 学 物 理

建筑环境学

工程热力学

中国近代史纲要

物理实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工程训练

社会实践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电工技术

建筑概论

思想政治
社会实践

传热学

暖通空调 CAD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测试与安装

流体输配管网

工程力学

毕业实习

毕

业

设

计

及

毕

业

教

育

热质交换原理及设备

建筑通风工程

供热工程

机械设计基础

建筑冷热源 暖通空调

建筑电气与照明

生产实习

专业基础课：专业能力训练 专业课：专业及综合能力训练

毕业专项实践

燃气燃烧及输配

热泵技术

思想道德与

法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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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

培养目标 2 √ √ √ √ √

培养目标 3 √ √ √ √

培养目标 4 √ √ √ √ √

培养目标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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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分指标

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毕业能力

要求 1
工程知识

1-1：掌握数学和自然

科学知识，并用于解决

专业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

0.3

高等数学 0.30

线性代数 A 0.30

普通化学 0.2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0

1-2：通过自然科学的

相关学习，掌握自然科

学基本理论知识，为流

体力学、工程力学打下

基础；

0.3

工程力学 0.30

工程制图 0.30

机械设计基础 0.20

电工技术 0.20

1-3：将所学基础知识

与专业理论有机结合，

用于解决暖通空调领

域的问题。

0.4

流体力学 0.25
工程热力学 0.25
传热学 0.25

流体输配管网 0.25

毕业能力

要求 2
问题分析

2-1：能运用物理、化

学等相关科学原理，识

别和判断暖通空调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

键环节；

0.3

大学物理 0.30

普通化学 0.30

工程力学 0.20

电工技术 0.20

2-2：掌握暖通空调专

业基础知识；
0.4

流体力学 0.30
工程热力学 0.30
传热学 0.40

2-3：能够根据暖通空

调基础知识，理解、分

析暖通空调相关问题。

0.3

供热工程 0.20
建筑冷热源 0.20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0.20
建筑环境测试与安装技术 0.20

暖通空调 0.20

毕业能力

要求 3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3-1：通过查阅相关资

料，能够确定暖通空调

的需求分析；

0.4

工程热力学 0.10
建筑概论 0.20

建筑环境学 0.20
建筑通风工程 0.20

建筑电气与照明 0.10
流体力学 0.20

3-2：能够根据项目的

需求分析确定整个暖

通空调领域中的相关

设备元件；

0.3

传热学 0.25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0.25

建筑环境测试与安装技术 0.25
建筑冷热源 0.25

3-3：能够将相关设备

与控制参数结合起来，

确定暖通空调问题的

解决方案。

0.3

传热学实验 0.20
普通化学 0.10

供热工程课程设计 0.35
暖通空调课程设计 0.35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709

毕业能力

要求 4
研究

4-1：能够根据暖通空

调相关基础课知识，设

计一定比例的综合性

实训项目以及具有创

新性的研究项目；

0.4

供热工程 0.30
建筑通风工程 0.20

暖通空调 CAD制图 0.20
热泵技术 0.10

流体输配管网 0.20
4-2：能够根据所学暖

通空调工程知识对构

建项目的运行结果及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判

断；

0.3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0.10
建筑电气与照明 0.25
燃气燃烧与输配 0.20
建筑设备自动化 0.25

毕业设计 0.20

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

选用对应的实验设备

和实验器材、构建实验

系统，安全地开展实

验，并能正确地采集、

记录有关实验数据。

0.3

传热学实验 0.30

供热工程 0.20

流体力学 0.20

大学物理实验 0.30

毕业能力

要求 5
使用现代

工具

5-1：掌握专业常用的

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

具，具备使用相关工具

和模拟软件的能力，并

理解其适用范围；

0.3

工程制图 0.10

C程序设计 0.30

C程序设计实验 0.30

暖通空调 CAD制图 0.30

5-2：能够通过软硬件

的有机结合，进行复杂

暖通空调工程问题的

模拟与预测；

0.4

流体输配管网 0.40

建筑通风工程 0.30

传热学 0.15
工程热力学 0.15

5-3：能够对暖通空调

工程的相关模拟结果

进行合理性与有效性

的分析。

0.3

建筑节能新技术 0.20
暖通空调 0.20
工程力学 0.10

建筑环境测试与安装技术 0.10
燃气燃烧与输配 0.40

毕业能力

要求 6
工程与社

会

6-1：了解暖通空调相

关背景知识，培养暖通

空调工程实践中的社

会责任感；

0.5

生产实习 0.40
暖通空调 CAD制图 0.20

暖通空调新进展 0.40

6-2：考虑暖通空调工

程实践方案对法律、安

全以及文化的影响，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5

工程热力学 0.20
工程训练 A 0.40

安全教育 0.40

毕业能力

要求 7
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

7-1：理解暖通空调工

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关系，分析暖通空

调工程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构建对生态有利

的暖通空调系统；

0.5

形势与政策 0.20
燃气燃烧与输配 0.10
暖通空调施工技术 0.20
暖通空调项目管理 0.25

毕业设计 0.25

7-2：暖通空调系统构

建时需要考虑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

0.5

建筑热湿过程 0.40
建筑环境学 0.20
热泵技术 0.20
毕业设计 0.20

毕业能力 8-1：通过相关社科课 0.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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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8
职业规范

程的学习，培养人文素

养与社会责任感，有正

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

国情；

体系概论

马克思主义原理 0.20
中国近代史纲要 0.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0.20

军事理论 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0

8-2：通过相关工程实

践，培养工程职业道德

与行为规范，明确设计

的暖通空调工程实践

项目能够服务社会。

0.5

心理健康教育 0.25

劳动教育 0.25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5

建筑电气与照明 0.25

毕业能力

要求 9
个人和团

队

9-1：通过课内外实践

学习，提高团队合作能

力，在暖通空调专业相

关工程实践中能够明

确实践目标；

0.5

暖通空调 0.10
毕业专项实践 0.30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0.20
暖通空调施工技术 0.10
暖通空调新进展 0.10
建筑热湿过程 0.10

建筑设备自动化 0.10
9-2：能够在暖通空调

工程项目中担任一定

的角色，并根据角色作

出合理的行为决策，具

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

识，能够在团队中独立

或合作完成工作。

0.5

就业创业指导 0.30

大学体育 0.40

毕业实习 0.30

毕业能力

要求 10
沟通

10-1：能够针对暖通空

调工程专业相关问题

实现与专家的有效沟

通与交流；

0.3

供热工程课程设计 0.20
暖通空调课程设计 0.20

毕业实习 0.20
建筑概论 0.10

建筑冷热源 0.10

10-2：具有良好的暖通

空调工程报告撰写与

表达能力，能够对相关

问题作出准确回应；

0.3

毕业设计 0.2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英语 0.10

建筑给水排水 0.10
暖通工程施工管理与经济 0.10

暖通工程监理 0.10
暖通工程招投标 0.10

新能源利用 0.10
城市能源系统 0.10

建筑遮阳新技术 0.10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

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

力，能就暖通空调专业

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0.4

大学英语 0.40

大学英语实验 0.30

毕业专项实践 0.30

毕业能力

要求 11
项目管理

11-1：通过相关课程的

学习，具备暖通空调工

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

程的管理能力；

0.5

热泵技术 0.40
机械设计基础 0.30

建筑节能新技术 0.30

11-2：能够应用管理原 0.5 建筑概论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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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安全规定实现暖

通空调工程项目的有

效管理。

建筑环境学 0.35
燃气气源 0.05

建筑保温新技术 0.05
供热新技术 0.05

暖通空调工程案例 0.05
工业通风技术 0.05
制冷新技术 0.05

暖通空调设计技术 0.05

毕业能力

要求 12
终身学习

12-1：通过自主学习，

不断提高个人的专业

知识与素养以适应暖

通空调工程专业发展；

0.5

暖通空调项目管理 0.30
毕业教育 0.20
洁净技术 0.05

建筑防排烟 0.05
离心泵综合实验 0.05
换热器综合实验 0.0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0.30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

能力，包括对暖通空调

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

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

出问题的能力等。

0.5

生产实习 0.40

大学英语 0.40

大学英语实验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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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 表示相关度高，M 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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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中国近代史纲要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M

高等数学 H

线性代数 A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大学英语 H H

大学英语实验 H H

大学体育 H

大学物理 H

大学物理实验 A H

C程序设计 H

C程序设计实验 H

工程制图 H L

普通化学 M H L

建筑概论 M L H

建筑环境学 M M
M H

工程热力学 M H L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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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 H M L

流体力学 M H M M

电工技术 M M

机械设计基础 M H

传热学 M H M M

传热学实验 M H

建筑环境测试与安装技术
M M L

流体输配管网 M M H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M M L

建筑冷热源 M M L

暖通空调 CAD制图 M H M

供热工程 M H M

暖通空调 M M L

建筑通风工程 M M H

建筑电气与照明 L M M

燃气燃烧与输配 M H L

热泵技术 L M H

暖通空调项目管理 M L

暖通空调施工技术 M L

暖通空调新进展 H L

建筑热湿过程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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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自动化 M L

建筑节能新技术 M H

洁净技术 L

建筑防排烟 L

离心泵综合实验 L

换热器综合实验 L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英语
L

建筑给水排水 L

暖通工程施工管理与经济 L

暖通工程监理 L

暖通工程招投标 L

新能源利用 L

城市能源系统 L

建筑遮阳新技术 L

燃气气源 L

建筑保温新技术 L

供热新技术 L

暖通空调工程案例 L

工业通风技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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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新技术 L

暖通空调设计技术 L

形势与政策 M

心理健康教育 M

劳动教育 M

军事理论 L

就业创业指导 H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L

入学教育与军训 M

工程训练 H

供热工程课程设计 H M

暖通空调课程设计 H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育 M H

安全教育 H

生产实习 H H

毕业实习 H M

毕业专项实践 H H

毕业教育 M

毕业设计 M M M M

撰稿人：王志强 教研室主任：王志强

教学主任：来雪慧 系部主任：赵金安 修订日期：202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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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2902T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7.5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专业概述：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是国家为适应应急管理发展需求而设置的新专业。本专业以安

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为基础，以突发事件（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应对相关科学、技

术、工程、产业及管理等问题为核心，探索突发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及之后科学系统性

防范与应对的规律、策略、技术体系与措施，聚焦应急救援、灾害管理、风险评估与控

制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本专业将秉承“新工科”的建设理念，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紧抓山西省应用型高校发展战略机遇期，与山西省 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0

条重点产业链以及相应的国家级、省级重大战略需求紧密对接，进一步完善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为保障公共安全、提升工业生产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供基础保障，为培养具有“应急与管理思维、能力和人格品质”高素

质应用型应急管理人才培养提供有效支撑。

专业培养目标：

专业立足地方，辐射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面向公共安全、建筑消防、危险化学

品、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发展需求，培养适应我国安全与应急管理形势需要，掌

握应急技术与管理基本知识、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灾变机理并熟练应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技术，能够探索和识别应急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新风险、新情况、新挑战；同时具

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理想信念坚定、爱国情怀深厚、品德修养高尚、科学研究和动

手能力强、国际视野广阔；注重创新精神与团队合作，能够胜任工业生产安全、消防、

应急管理等行业和部门的隐患排查与治理、突发事件风险研判与控制、应急处置与救援、

避难规划与管理、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能够解决复杂应急技术及应用和其他应急管理

实务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应急管理人才培养提供有效支撑。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经过 5年的工作实践，经过自身学习和工作锻炼，能够达到下列

职业和专业成就目标：

目标 1：具备现代应急管理所需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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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具有较宽的知识面，熟悉减灾、准备、响应、恢复等应急管理各阶段的工作流程、

方法和技能；

目标 2：掌握不同风险评估方法的使用场景和分析过程，具备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

灵活应用能力，包括风险辨识、危险分析并提出相关整改措施建议；

目标 3：具备在应急技术与管理等相关行业和领域，从事研究与开发、分析与设计、

管理与评价、检测与监控、教育与培训、应急救援与事故处理等研究、研发、管理等工

作的能力，能够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应急技术与管理工作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4：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管理和协调能力，具有很强的安全意识，能够针对

突发事件的危险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置与预案，能够应对公共安全、防灾减灾、

化工、消防、地质灾害等相关行业和领域的突发事件；

目标 5：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行业的不断发展，积极拓展应

急技术与管理领域的国际视野，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并将未来技术

融入安全与应急管理实践中，解决本领域的科学、工程、技术和管理问题。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应急技术与管理知识用于分析、

解决灾害防控、处置、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应急技术、应急管理科学，并结合数学、自然科学等基本原

理，通过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对应急处置过程中出现的事故特征、事故隐患、事故致

因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安全性评价。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应急救援需求的系统、单元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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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科学原理与方法，针对性地设计实验过程，开展系统运行的定性、

定量相似模拟研究，通过实验和数据分析，对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进行研究，优

选符合应急救援的方案，解决应急救援等实践中的复杂问题；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应急救援中出现的复杂问题，选择并使用恰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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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应急技术与管理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应急技

术与管理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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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问题的工程实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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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意识、安全与健康理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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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问题在跨文化、跨学科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

背景下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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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项目管理：能够将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方法用于企业安全生产中的专项设计

和灾害防治设计，具有设计、组织、运行工程项目的能力。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发展、个

体发展的求知欲，能通过文献资料查询等手段及时了解应急技术与管理领域的最新理

论、技术及国际前沿动态。

主干学科：

安全科学与工程

相近专业：

安全工程、消防工程、化工安全工程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Emergenc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Emergency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3

安全系统工程 Safety Systems Engineering 2

建筑消防工程 Fire Engineering of Construction 2

应急管理学 Emergency Management 2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Emergency Plan and Dr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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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Personnel Evacuation and Search and Rescue Technology 2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Emergenc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Emergency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3

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0 32 32 2 16 2 考试 理学系

9 2108103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2.0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0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4.0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1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2.0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12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2.0 32 32 3 16 2 考查 理学系

13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14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0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5 26102003 大学英语 2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6 26102004 大学英语 3实验 2.0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7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0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0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0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1 21202007 军事理论 1.0 16 16 1 8 2 考查 学生部

22 22041004 无机化学 3 48 48 1 12 4 考试 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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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2041008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16 1 8 2 考查 化工系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2.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个学分。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24 22061065 有机化学 3 48 48 4 8 6 考试 环境系

25 22023008 电工技术 3 48 40 8 4 16 3 考试 电子系

26 22041040 物理化学 3 48 48 4 16 3 考试 化工系

27 21014013 工程制图 2 32 32 1 8 4 考试 机械系

28 22067001 工程力学 2 32 32 3 16 2 考试 环境系

29 流体力学 2 32 32 4 16 2 考试 环境系

30 22061007 分析化学 2 32 32 2 16 2 考试 环境系

31 26061008 分析化学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环境系

32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2 32 32 3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3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3 48 48 6 16 3 ★ 考试 环境系

34 安全系统工程 2 32 32 5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5 建筑消防工程 2 32 32 4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6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测 2 32 32 5 16 2 考试 环境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9.5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7 应急管理学 2 32 32 4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8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2 32 32 6 16 2 ★ 考试 环境系

39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实验
1 16 16 6 8 2 考查 环境系

40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2 32 32 5 16 2 考试 环境系

41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环境系

选

修

42 安全与应急法律法规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43 防灾减灾学 2 32 32 5 16 2 考试 环境系

44 建筑施工安全 2.5 40 40 6 10 4 考试 环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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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筑防火工程 2 32 32 5 16 2 考试 环境系

4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47 化工安全工程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48 23063024 安全检测与控制 2 32 32 5 16 2 考试 环境系

49 灭火技术及工程 2 32 32 6 16 2 考试 环境系

50 避难场所规划与设计 2 32 32 6 16 2 考试 环境系

51 灾害救援实务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2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为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3 应急技术与管理
CAD 2 32 32 3 16 2 考查 环境系

54 应急技术与管理综合

训练
1 16 16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5 燃烧与爆炸理论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6 特种设备安全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7 计算机在应急技术与

管理中的应用
2 32 32 7 8 4 考查 环境系

58 职业卫生工程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59 22065001 工程热力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0 传热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1 23063056 安全人机工程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2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3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4 25063032 机电安全工程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5 工业通风与除尘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6 安全评价技术 3 48 48 7 8 6 考试 环境系

67 安全经济学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8 25063007 工程项目管理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69 25063060 特种能源技术 2 32 32 7 8 4 考试 环境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8学分，要求选修 20.5学分。

补

充

说

明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723

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

核

方

式

开课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 学期，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5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6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第 1-2学期，共 2周 考查 教务部

7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8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9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中心

10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环境系

11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课程设计 2 2 考查 环境系

12 建筑消防课程设计 2 2 考查 环境系

13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2 2 考查 环境系

14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环境系

15 毕业设计（论文） 8 16 考查 环境系

16 27202003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环境系

选修 17 应急技术与管理毕业专项实践 9 12 考查 环境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18 节能减排大赛 1 考查 环境系

19 校企联合实践培训 1 考查 环境系

20 防火防爆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1 危险化学品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2 应急救援技术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3 事故模拟与仿真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4 建筑安全开放性实验 1 考查 环境系

25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1 考查 环境系

26 研究论文发表 1 考查 环境系

27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调查研究 1 考查 环境系

28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学术讲座 1 考查 环境系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分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专业实

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

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3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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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说

明

1、第七学期，未通过选修课程获得 9个学分的学生要求选修应急技术与管理毕业专项实践。

2、在校期间，学生可任意选择 6项拓展创新项目，完成此部分选修环节，可以取得创新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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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912 52.5 44.31

选修 128 8 6.75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472 29.5 24.89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128 8 6.75

选修 320 20.5 17.30

合计 118.5 100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3 84.62

拓展创新 6 15.38

合计 39 100

合计

学分合计：157.5学分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5.56%（其中理论教学 68.89%，实验教学 6.67%），实践教学 24.76%；

必修 78.10%，选修 21.90%；

其中人文社科类 22.54%，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5.87%；

学 期 周 学 时 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9 23 19 23 17 15 12 0

课外实践（周） 2 0 1 4 4 3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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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模块

方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41004 无机化学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2041008 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1014013 工程制图 必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21.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01 大学物理 A1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1007 分析化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61008 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20.5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083012 大学物理 A2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84015 大学物理实验 A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6102004 大学英语 3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7001 工程力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应急技术与管理 CAD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考查

要求：必修 16.5学分，选修 2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61065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8 6 考试

22023008 电工技术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41040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流体力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应急管理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建筑消防工程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考查

建筑消防课程设计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22.5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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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安全系统工程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测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防灾减灾学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3063024 安全检测与控制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建筑防火工程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生产实习 必修 2 考查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4学分，选修 6学分

6

课堂

教学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建筑施工安全 选修 2.5 40 12 4 考试

灭火技术及工程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避难场所规划与设计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实践

教学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课程

设计
必修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考查

要求：必修 9学分，选修 6.5学分

7

课堂

教学

安全与应急法律法规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燃烧与爆炸理论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化工安全工程 选修 2 32 8 4 考试

灾害救援实务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为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应急技术与管理综合训练 选修 1 16 8 2 考查

特种设备安全 选修 2 32 8 4 考试

计算机在应急技术与管理

中的应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职业卫生工程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工程热力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传热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2063006 安全人机工程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机电安全工程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工业通风与除尘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安全评价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安全经济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工程项目管理 选修 2 32 8 4 考试

特种能源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毕业实习* 必修 4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教育

必修 1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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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毕业设计# 必修 8 考查

27202003 毕业教育 必修 0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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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拓扑图：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

学期

素质与能力拓展课程：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项目（企业）实训等

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等

公共基础课：自然、人文素质提高

专业基础课：专业能力训练

专业课：专业及综合能力训练

毕

业

设

计

及

毕

业

教

育
大 学 英 语

大 学 体 育

思想道德与法治

劳动教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大学人文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社会实践
形势与政策

入学教育与军训

无 机 化 学

线 性 代 数

高 等 数 学

工 程 制 图

生 产 实 习
思想政治

社会实践
工 程 训 练军事技能训练

大 学 物 理 及 实 验

概率论与数理统

工 程 力 学
工 程 热 力 学

流 体 力 学

电 工 技 术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应急管理学

应急管理 CAD

建筑消防工程

建筑防火工程

安全检测与控制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防灾减灾学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测

安全系统工程

建筑施工安全

灭火技术及工程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安全与应急法律法规

燃烧与爆炸理论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化工安全工程

灾害救援务实

特种设备安全

应急救援心理学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

职业卫生工程

企业专项训练

毕 业 实 习

物 理 化 学分 析 化 学 有 机 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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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 √ √ √
培养目标 2 √ √ √ √ √ √ √ √
培养目标 3 √ √ √ √ √ √ √ √
培养目标 4 √ √ √ √ √ √ √
培养目标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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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

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

权重

毕业

能力

要求

1：
工程

知识

1-1：掌握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用于解

决应急管理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0.1

高等数学 A 0.4
线性代数 B 0.3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0.25

1-2：通过自然科学的相关学习，掌握自然

科学基本理论知识，为物理化学、生物打

下基础。

0.2

工程制图 0.4
电工技术 0.2
分析化学 0.2
无机化学 0.2

1-3：能够进行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具有

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
0.3

安全系统工程 0.2
建筑消防工程 0.2
灾害救援实务 0.1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测 0.3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0.2

1-4：能够将工程专业知识用于应急技术与

管理的设计、施工与管理中，具备解决复

杂应急技术与管理中的问题。

0.4

应急技术与管理 CAD 0.2
工程项目管理 0.1
防灾减灾学 0.3

建筑防火工程 0.2
工程热力学 0.2

毕业

能力

要求

2：
问题

分析

2-1：掌握数学基础知识，数学思维；能够

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应急管理领域复杂

问题分析。

0.1
大学物理 A1 0.35
电工技术 0.3
物理化学 0.35

2-2：能够利用应急决策与指挥、组织与协

调等理论知识对本专业领域复杂问题进行

综合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

方案。

0.2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0.3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0.3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0.1

物理化学 0.1
化工原理 0.1
无机化学 0.1

2-3：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发

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

现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0.4

流体力学 0.1
安全经济学 0.2

建筑防火工程 0.3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测 0.4

2-4：在应急管理领域具备良好的分析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0.3

建筑施工安全 0.3
防灾减灾学 0.3

灭火技术及工程 0.2
燃烧与爆炸理论 0.2

毕业

能力

要求

3：
设计

/开
发解

决方

案

3-1：能够针对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问题过

程中的特定需求，完成应急系统或应急管

理流程的设计。

0.3

特种设备安全 0.3
机电安全工程 0.1
化工安全工程 0.4
建筑施工安全 0.2

3-2：能够应用应急技术与管理的专业知

识，设计应急救援需求的系统、灾害防治

技术、应急救援新技术和新装备，设计针

对复杂应急技术及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0.4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 0.4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0.2

计算机在应急技术与管理中的

应用
0.1

避难场所规划与设计 0.3

3-3：能够在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系统或管

理流程设计中，全面考虑安全、健康、法

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0.3

职业卫生工程 0.1
安全评价技术 0.2
应急管理学 0.3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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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能力

要求

4：
研究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对复杂应急

技术与管理问题进行研究，针对性地设计

实验过程，分析试验现象和试验数据。

0.3
物理化学 0.35
工程力学 0.35

工程热力学 0.4

4-2：能够通过实验数据确定应急技术与管

理临界指标及优选符合应急技术要求的工

艺参数和流程，开展系统运行的定性、定

量相似模拟研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解决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实

践中的复杂问题。

0.4

分析化学实验 0.3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术实验 0.1

毕业设计（论文） 0.4

建筑施工安全 0.2

4-3：能够针对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问题对

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进行试验研究。
0.3

无机化学实验 0.3
大学物理实验 0.2
化工原理实验 0.05
安全系统工程 0.15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实验 0.3

毕业

能力

要求

5：
使用

现代

工具

5-1：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熟悉应急管

理决策、应急沟通等理论与方法。
0.3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0.3
避难场所规划与设计 0.3

工程制图 0.2
应急技术与管理综合训练 0.2

5-2：恰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够解

决社区、应急产业、事故灾害等领域实际

应急管理问题。

0.3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0.4
工程热力学 0.3

计算机在应急技术与管理中的

应用
0.3

5-3：能够通过数值模拟和现场测试对比的

方式，研究灾变规律及灾害预警技术，并

理解相似模拟、数值模拟、现场测试等研

究手段的局限性和互补性。

0.4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实验 0.3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0.2

化工原理 0.15
应急技术与管理 CAD 0.25

灭火技术及工程 0.1

毕业

能力

要求

6：
工程

与社

会

6-1：熟悉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相关的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等，了解企业

的应急管理体系。

0.3

安全与应急法律法规 0.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 0.3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0.2
毕业设计（论文） 0.1

6-2：能够分析、评价应急技术与管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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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安全教育 0.2
化工安全工程 0.3
特种能源技术 0.4
工程训练 A 0.1

6-3：考虑应急技术与管理工程实践方案对

法律、安全以及文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

0.3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为 0.25
安全与应急法律法规 0.3

应急技术与管理综合训练 0.25
安全经济学 0.2

毕业

能力

要求

7：
环境

和可

持续

发展

7-1：能够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内涵和意义，能够理解应急技术与管理

行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应急技术与

管理行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0.4

流体力学 0.4
建筑消防工程 0.1
应急管理学 0.3
形势与政策 0.2

7-2：能够正确评价解决复杂应急技术与管

理问题对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0.6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0.3

安全系统工程 0.3

灾害救援实务 0.1

特种能源技术 0.3
毕业 8-1：通过相关社科课程的学习，培养人文 0.3 军事理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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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要求

8：
职业

规范

素养与社会责任感；明确设计的工程实践

项目能够服务社会。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8-2：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3

入学教育与军训 0.35
劳动教育 0.35

心理健康教育 0.3
8-3：具备应急管理政策法规知识，具有较

强的适应未来社会管理需求和从事政府应

急管理、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工作的能力。

0.4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0.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 0.4
安全检测与控制 0.1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为 0.2

毕业

能力

要求

9：
个人

和团

队

9-1：作为团队成员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

和团队利益的关系，能够理解个体任务与

团队目标的关系，并且具备配合其他成员

共同实现团队目标的能力。

0.4

劳动教育 0.35

毕业教育 0.15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0.25

9-2：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作为团队

负责人能够为团队成员营造出和谐的工作

氛围并能充分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

造性。

0.6

就业创业指导 0.2

大学体育 0.15

毕业教育 0.1

毕业实习 0.3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0.25

毕业

能力

要求

10：
沟通

10-1：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完

成工作中口头和书面表达任务。
0.3

毕业设计（论文） 0.4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3
应急技术与管理综合训练 0.3

10-2：与同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可进行危机心理干预、促进应急管理工作

开展。

0.3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0.3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为 0.3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0.4

10-3：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重大应急

管理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积极参与应急管理国际交

流与合作。

0.4

安全检测与控制 0.2
大学英语 0.2

大学英语实验 0.1
毕业设计（论文） 0.2

传热学 0.15
安全评价技术 0.15

毕业

能力

要求

11：
项目

管理

11-1：能够将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方法

用于企业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中的专项设计和灾害防治设计。

0.4

建筑消防课程设计 0.4
生产实习 0.2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课程设计 0.1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论 0.3

11-2：在多学科环境下，能应用工程管理

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具备工程项目的构

思、设计、实施与管理能力。

0.6

安全人机工程学 0.1
应急管理学 0.3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0.2
安全经济学 0.4

毕业

能力

12-1：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0.4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课程设计 0.3
毕业教育 0.2



环境与安全工程系人才培养方案

734

要求

12：
终身

学习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0.3
燃烧与爆炸理论 0.2

12-2：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能够通过不

断学习吸收先进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0.6

建筑消防课程设计 0.2
传热学 0.1
大学英语 0.2

大学英语实验 0.15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计 0.25

工程项目管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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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课程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10-210-311-111-212-112-2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M

高等数学 A H

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M

大学物理 A1 H

大学物理实验 A M

大学英语 M M

大学英语实验 L L

大学体育 M

军事理论 L

无机化学 M L

无机化学实验 H

有机化学

电工技术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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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 H L H

化工原理 L L

化工原理实验 L

工程制图 H M

工程力学 H

流体力学 L H

分析化学 M

分析化学实验 H

应急技术与管理导

论
M L H H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

备
M M

安全系统工程 M L M

建筑消防工程 M L

灾害风险评估与预

测
H H H

应急管理学 H H H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

练
H H H H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

练实验
H H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

术
H H

应急救援与疏散技

术实验
M M

安全与应急法律法

规
H H

防灾减灾学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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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安全 H M M

建筑防火工程 M M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

术
H H

化工安全工程 H H

安全检测与控制 L M

灭火技术及工程 M L

避难场所规划与设

计
H H

灾害救援实务 L M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

为
M M H

应 急 技 术 与 管 理

CAD
M M

应急技术与管理综

合训练
M M H

燃烧与爆炸理论 M M

特种设备安全 H

计算机在应急技术

与管理中的应用
L H

职业卫生工程 L

工程热力学 M H H

传热学 M L

安全人机工程学 L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

术
M M

应急与安全心理学 M H

机电安全工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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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技术 M M

安全经济学 M M H

工程项目管理 M L

特种能源技术 H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教育
M H

就业创业指导 M

形势与政策 M

心理健康教育 L

安全教育

劳动教育 L H

入学教育与军训 L M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L L H

工程训练 A L

生产实习 M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

备课程设计
L H

建筑消防课程设计 H M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

设计
M M

毕业实习 H

毕业设计（论文） H L H M

毕业教育 M L M

撰稿人：李华波 教研室主任：赵金安

教学主任：来雪慧 系部主任：赵金安 修订日期：202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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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407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64.5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始建于 1958年，由塑料工程专科专业发展而来，该

专业 1993年曾被教育部授予国家首批试点专业，是我校首批重点专业。2000年开始招

收本科生，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发展，积极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有

序推进专业建设，先后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优势特色专业、山西省一流专业建设点。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坚持以服务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培养高分子

材料合成、制备、改性、制品加工等工程领域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实践能力为核心。培养具有高分子材料制备及相关模具设计、产品制造、生产

管理技能的工程应用型技术人才。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具有职业道

德、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高分子材料相关专业知识和工

程技能，能够解决专业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具有沟通交流能力、团队精神、创新意识，

能够在高分子材料相关的汽车零配件、轻型环保建材、电子电器、航空航天、军工等领

域从事合成、制备、生产加工、工艺（技术）开发、模具设计和技术管理的工程应用型

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学生在毕业后经过 5年左右的工程实践和学习深造，应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快速融入高分子材料

相关学科背景下的项目研发中；

目标 2：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独立解决高

分子材料合成、制备、生产加工及工程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或提供系统方案和工程实

施策略；

目标 3：能够使用现代工具和新兴技术在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生产加工及应用等领

域从事工艺（技术）设计、模具设计、性能检测与分析、新产品开发、技术经济分析和

管理等工作，并能够考虑和评价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成为所在领域的技术

骨干或管理骨干；

目标 4：具有国际化视野，能与业内和社会公众有效沟通与交流，具有团队精神，

具备组织、协作及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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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具备创新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

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高分子材料的合

成、制备、加工和工程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高分子材料科学的基本原理，

并通过文献研究和调研，识别、表达、分析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加工以及相关制品

的生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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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加工与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与技术指标的高分子材料或制品的配方、设备（模具）、

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和文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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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制备等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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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制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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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高分子材

料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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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合理分析，评价高分子

材料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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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环保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高分子材料加工、制备

等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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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领域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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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团队成员进行交流、协调并开展工作。

10. 沟通：能够就高分子材料加工、制备等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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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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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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相近专业：功能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 Science 3

高分子化学 Polymer Chemistry 3.5

高分子化学实验 Polymer Chemistry Experiment 2

高分子物理 Polymer Physics 3.5

高分子物理实验 Polymer Physics Experiment 1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Polymer material Molds Engineering 3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及设备 Polymer material forming process and equipment 2.5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一） Polymer Material Engineering Experiment（一） 3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二） Polymer Material Engineering Experiment（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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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公

共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6102003 大学英语 2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1 26102004 大学英语 3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2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3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4 22051009 C程序设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计算机系

15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计算机系

16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21 21081013 概率论 2 32 32 4 16 2 考试 理学系

22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部

选

修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部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0.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学分、心理健康类

不少于 2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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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3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1 12 4 考试 机械系

24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化工系

25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1.5 24 24 1 12 2 考查 化工系

26 22071010 有机化学 3 48 48 2 16 3 考试 材料系

27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材料系

28 22041013 物理化学 3 48 40 8 3 16 3 考试 化工系

29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4 64 54 10 3 16 4 考试 电子系

30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1.5 24 24 3 12 2 考查 材料系

31 22011030 工程力学 2 32 32 4 16 2 考试 机械系

32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2 32 32 5 16 2 考查 机械系

33 25071057 化工原理 1.5 24 24 5 12 2 考试 材料系

34 25011001 机械设计基础 2 32 26 6 5 16 2 考试 机械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8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5 23071033 高分子化学 3.5 56 56 4 14 4 ★ 考试 材料系

36 26071004 高分子化学实验 2 32 32 4 16 2 ★ 考查 材料系

37 23071035 高分子物理 3.5 56 56 4 14 4 ★ 考试 材料系

38 26071012 高分子物理实验 1 16 16 4 8 2 ★ 考查 材料系

39 23071019 材料科学基础 3 48 48 5 16 3 ★ 考试 材料系

40 23071021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

及设备
2.5 40 40 5 10 4 ★ 考试 材料系

41 26071013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

（一）
3 48 48 5 16 3 ★ 考查 材料系

42 26071014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

（二）
2 32 32 6 16 2 ★ 考查 材料系

43 23071020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3 48 46 2 6 16 3 ★ 考试 材料系

选

修

模

44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

操作培训*
0.5 8 4 4 4 4 2 考查 材料系

45 23071023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2 32 32 5 16 2 考试 材料系

46 23071029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1.5 24 24 5 12 2 考试 材料系

47 25071005 聚合物流变学基础* 1.5 24 24 5 12 2 考查 材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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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48 25071058 聚合物改性* 1.5 24 24 6 12 2 考查 材料系

49 25071065 科技应用文写作* 1.5 24 24 6 12 2 考查 材料系

50 25092037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2 32 32 6 8/ 4 考查 经管系

51 25071006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1.5 24 24 6 12 2 考查 材料系

52 25071062 聚合物反应工程 1.5 24 24 6 12 2 考查 材料系

53 25071080 胶乳化学与工艺 1.5 24 24 6 12 2 考查 材料系

54 25071083 高分子合成新技术 1.5 24 24 6 12 2 考试 材料系

55 25071063 塑料配色技术 1.5 24 24 7 12 2 考查 材料系

56 25071068 橡胶配方设计 1.5 24 24 7 12 2 考查 材料系

57 25071069
计算机在高分子材料

中的应用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58 25071070 纳米材料与技术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59 25071071 功能高分子材料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0 25071072
废旧高分子资源化回

收利用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1 25071073 涂料与粘合剂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2 25071074 高分子材料前沿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3 25071075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4 25071076 模具 CAD/CAE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5 25071077 橡胶制品设计制造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6 25071078 高分子材料 3D打印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7 25071079 塑料制品设计制造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8 25071081 化学纤维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69 25071082 高分子化学改性 1 16 16 7 8 2 考试 材料系

70 25071084 聚氨酯的合成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71 25071085 特种塑料的合成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72 25071086 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23.5学分，要求选修 19.5学分，其中第七学期选修不少于 6学分。

补

充

说

明

“★”标记的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到第 7学期，带*课程是限选课程，学生选修时

注意要选修。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其中

第七学期需选择不少于 6学分的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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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

导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

导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第 1-8 学期，64学时，讲授 28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5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学生部

9 27071005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材料系

10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训

练中心

11 27071015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课程设计 2 2 考查 材料系

12 27071003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材料系

13 27071019 毕业设计（论文） 8 16 考查 材料系

14 27071022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材料系

选

修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包括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高分子材料及其

他科研训练、高分子材料前沿发展讨论、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

体活动、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29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要求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取得拓展创新学分，其中创新创业与第二课堂共计 6 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

践不少于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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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80 50.5 39.0

选修 128 8 6.2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448 28 21.6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376 23.5 18.1

选修 304 19.5 15.1

合计 2136 129.5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5.2%，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21.6%，专业教育平台 33.2%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基本能力 29 82.9

拓展创新 6 17.1

合计 35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2.9%，拓展创新 17.1%

合计

学分合计：164.5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8.7%（其中理论教学 66.8%，实验教学 11.9%），实践教学 21.3%

必修 79.6%，选修 20.4%
其中人文社科类 20.7%，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1.9%

学 期（周）学 时 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5 24 23 23 25 19 12 0

课外实践（周） 3 1 1 2 2 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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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模块

方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3.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6084016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71010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2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41013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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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1009 C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22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3 概率论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71033 高分子化学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6071004 高分子化学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3071035 高分子物理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6071012 高分子物理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2011030 工程力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培训 选修 0.5 8 4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9.5学分，选修 0.5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3071019 材料科学基础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71013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一）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3071021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及设备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5071057 化工原理 必修 1.5 24 12 2 考试

25011001 机械设计基础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5071005 聚合物流变学基础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3071023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23071029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选修 1.5 24 12 2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71005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9学分，选修 5学分

6 课堂 23071020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太原工业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749

教学 26071014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5092037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1058 聚合物改性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71065 科技应用文写作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71006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71083 高分子合成新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试

25071062 聚合物反应工程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71080 胶乳化学与工艺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1015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16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8学分

7

课堂

教学

25071063 塑料配色技术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71068 橡胶配方设计 选修 1.5 24 12 2 考查

25071082 高分子化学改性 选修 1 16 8 2 考试

25071069 计算机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0 纳米材料与技术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1 功能高分子材料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2 废旧高分子资源化回收利用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0 涂料与粘合剂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81 化学纤维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4 高分子材料前沿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8 高分子材料 3D打印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6 模具 CAD/CAE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5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7 橡胶制品设计制造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79 塑料制品设计制造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84 聚氨酯的合成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85 特种塑料的合成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1086 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选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1003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必修 1 16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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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28 2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6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71019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8 16 考查

27071022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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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大学人文教育 技能拓展与科技创新培养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高
分
子
材
料
与
工
程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基础化学 C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基础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

高分子化学实验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物理实验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一）、（二）

大 学 物 理 B

大学物理实验 B

高 等 数 学 A1、A2 线性代数 B 概率论

材料科学导论

思想道德与法治

军事理论

中国近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化工原理

实验室安全及

仪器操作培训

毕
业
实
习
（
七
学
期
）

大 学 英 语 + 实 验

现代测试技

术及分析

高分子材料

及助剂

高分子材料成

型工艺及设备

材料科学基础

聚合物流变

学基础

聚合物反应工程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经济决策与工程管理

科技应用文写作

聚合物改性

胶乳化学与工艺

高分子材料合

成新技术

纳米材料与技术

计算机在高分子

材料中的应用

功能高分子材料

涂料与粘合剂

高分子材料前沿

橡胶配方设计

模具 CAD/CAE

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废旧高分子资源化

回收利用

塑料配色技术

C程序设计

计算机绘图
C程序设计实验

工 程 制 图 机械设计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工程训练 A 生产实习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

高分子材料成型

模具课程设计

高分子材料成

型模具

电工及电子学

工程力学

大 学 体 育

形 势 与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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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培养目标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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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

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

权重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

应用数学、自然

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解决

高分子材料的合

成、制备、加工

和工程应用中的

复杂工程问题。

1-1：知识表述：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高分

子科学的语言运用到高分

子材料问题的恰当表述中

0.4

高等数学 A1 0.20

高等数学 A2 0.20

线性代数 B 0.15

概率论 0.15

有机化学 0.10

高分子化学 0.10

基础化学 C 0.10

1-2：模型求解：能针对高分

子材料合成、加工、制备等

工程应用中的某个系统或

过程，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

或原理方程并求解

0.2

基础化学实验 0.20

电工及电子学 0.30

机械设计基础 0.30

工程制图 0.20

1-3：分析推理：能够运用原

理方程和数学模型，针对高

分子材料合成、加工、制备

等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推演分析

0.2

基础化学 C 0.20

有机化学 0.20

化工原理 0.15

高分子化学 0.20

高分子物理 0.15

聚合物流变学基础 0.10

1-4：综合运用：能够综合运

用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

法解决高分子材料合成、制

备、加工和应用中的复杂工

程问题

0.2

有机化学 0.20

高分子化学 0.30

高分子物理 0.30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0.10

材料科学基础 0.10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能够

应用数学、自然

科学、工程科学

和高分子材料科

学的基本原理，

并通过文献研究

和调研，识别、

2-1：问题识别：能应用高分

子科学相关原理对高分子

材料合成、加工、制备等工

程领域所面临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识别

0.3

高分子化学 0.20

高分子物理 0.20

大学物理 B 0.15

大学物理实验 B 0.10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0.15

化工原理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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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分析研究

高分子材料的制

备、加工以及相

关制品的生产等

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0.10

2-2：问题表达：能够应用高

分子科学相关原理对高分

子材料合成、加工、制备等

工程领域所面临的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有效表达，并将

工程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

0.3

材料科学基础 0.25

聚合物流变学基础 0.20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及设备 0.25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0.15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0.15

2-3：分析判断：能够判断高

分子材料合成、加工、制备

等工程领域所面临的相关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

主要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能

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

案可选择，并通过查找、分

析相关文献，寻求可替代的

解决方案

0.2

聚合物改性 0.50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0.50

2-4：获取结论：掌握文献检

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技

术获取信息的方法，能通过

多种手段获取行业内解决

同类问题的方法与效果，获

得问题解决的有效结论

0.2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0.30

计算机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 0.30

科技应用文写作 0.40

毕业要求 3：

设计 /开发解决

方案：能够针对

高分子材料的制

备、加工与应用

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与技术指

标的高分子材料

或制品的配方、

设备（模具）、工

艺流程，并能够

在在设计中体现

创新意识，综合

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和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

素。

3-1：综合分析：掌握高分子

材料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

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

/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

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

种因素

0.3

聚合物改性 0.20

高分子材料 3D打印 0.10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二） 0.40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0.30

3-2：分析开发：能够根据用

户特定需求设计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与制

备满足特定需求与技术指

标的高分子材料或制品的

配方、设备（模具）、工艺

流程、并能够针对方案进行

优化

0.4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二） 0.30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及设备 0.3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3-3：工程应用：能够针对高

分子材料工程应用领域进

行系统（设备）或工艺流程

设计/开发，并体现创新意识

0.3

化工原理 0.15

物理化学 0.25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课程设计 0.3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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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并采用

科学方法对高分

子材料的加工、

制备等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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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研究分析：了解高分子

材料工程领域背景及经典

案例，能够针对高分子材料

合成、加工、制备等工程领

域所面临的复杂工程问题

提出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

并有意识地将实验结果用

于指导解决方案的改善和

优化

0.2

工程力学 0.25

物理化学 0.35

聚合物流变学基础 0.40

4-2：实验设计：能够基于专

业理论，根据在高分子材料

合成、加工、制备等工程应

用中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的

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

可行的实验方案，并选用或

搭建实验装置，安全地开展

实验研究

0.3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培训 0.10

有机化学实验 0.25

高分子化学实验 0.25

高分子物理实验 0.25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二） 0.15

4-3：结果分析：能正确采集、

整理、综合实验数据及相关

信息，对多因素实验结果进

行关联处理，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有效结论

0.5

大学物理 B 0.15

大学物理实验 B 0.10

基础化学实验 0.10

有机化学实验 0.10

高分子化学实验 0.10

高分子物理实验 0.10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0.10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一） 0.10

毕业设计（论文） 0.15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高分子

材料的加工、制

备等工程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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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

5-1：工具分析：了解当前主

流工具的优点与不足，能针

对高分子材料合成、加工、

制备等工程领域所面临的

复杂工程问题特性与需求

做出对比选择

0.4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一） 0.20

C程序设计 0.20

C程序设计实验 0.20

计算机绘图 0.20

工程训练 A 0.20

5-2：工程技术工具：能够选

择和使用恰当的技术针对

与高分子材料合成、加工、

制备等工程领域相关的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

与设计

0.3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0.50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课程设计 0.2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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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 的 预 测 与 模

拟，并能够理解

其局限性。

5-3：工具开发及应用：能够

针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具

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

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预测

并模拟专业问题，并能够分

析其局限性

0.3

电工及电子学 0.40

计算机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 0.60

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

够基于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相关背

景知识，合理分

析，评价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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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工程技术：了解与高分

子材料行业相关的技术标

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

法律法规，能在工程实践中

予以落实，并理解违反上述

法规应承担的责任

0.4

工程制图 0.50

毕业设计（论文） 0.50

6-2：工程实践：能客观分析

预测专业工程实践、复杂工

程问题解决方案、新产品新

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潜在影响

0.6

安全教育 0.20

工程训练 A 0.10

生产实习 0.20

毕业实习 0.30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课程设计 0.20

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具有环保意

识，能够理解和

评价针对高分子

材料加工、制备

等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的工程实

践对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7-1：环保理念：接受过相关

的环保教育及环保案例教

育，了解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在工程设计中体现保

护环境、维持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意识

0.6

形势与政策 0.10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及设备 0.20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0.30

生产实习 0.20

毕业实习 0.20

7-2：环境影响评价：能够了

解本专业工程实践所使用

的原材料、工艺、生产过程

对各类资源的消耗情况，能

合理评价生产试验和产品

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功

耗、噪声、辐射、废料对环

境的影响

0.4

材料科学导论 0.20

生产实习 0.40

毕业实习 0.40

毕业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

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社会责任感，

能够在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领域的

工程实践中理解

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

8-1：人文素养：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

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0.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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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责任。 军事理论 0.10

8-2：遵守职业规范：理解诚

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高分

子材料领域的工程实践中

自觉遵守，履行相应的责任

0.4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0

劳动教育 0.10

心理健康教育 0.10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培训 0.20

生产实习 0.20

毕业实习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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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与团队成员

进行交流、协调

并开展工作。

9-1：团队合作：能够正确认

识多学科团队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实践意义和作用，能

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

通，合作共事

0.5

高分子化学实验 0.50

工程训练 A 0.50

9-2：个人责任：能够在工程

项目中担任一定的角色，并

根据角色作出合理的行为

决策，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

意识，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

合作完成工作

0.5

大学体育 0.30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0.20

就业创业指导 0.20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培训 0.30

毕业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高

分子材料加工、

制备等领域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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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有效沟通：能够就高

分子材料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以口头、文稿、

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

的观点，正确回应指令，达

到沟通目的

0.3

工程制图 0.50

计算机绘图 0.50

10-2：文字表达：能够熟练、

正确、规范地撰写技术报告

和设计文稿，具备较强的工

程技术文档写作能力

0.3
科技应用文写作 0.40

毕业设计（论文） 0.60

10-3：跨文化交流：具备跨

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

达能力，能就专业问题，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

通和交流

0.4

大学英语 1A 0.20

大学英语 2A 0.20

大学英语 2A实验 0.20

大学英语 3A实验 0.20

毕业设计（论文） 0.20

毕业要求 11： 11-1：工程管理：掌握高分 0.5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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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理解

并掌握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领域的

工程管理原理与

经济决策方法，

并能在多学科环

境中应用。

子材料工程领域相关工程

问题的项目管理，具备对工

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

管理能力

机械设计基础 0.3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11-2：经济决策：能够在工

程运营及产品开发设计过

程中，制定合理的经费使用

说明，并能够按计划执行经

济预算

0.5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1.00

毕业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

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能

够不断学习和适

应发展。

12-1：学习意识：理解工程

活动中搜集、获取、更新相

关技术研究现状和未来发

展趋势的必要性，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

动力，了解知识和能力拓展

的途径

0.6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0.10

材料科学基础 0.20

材料科学导论 0.20

科技应用文写作 0.30

毕业教育 0.20

12-2：学习能力：掌握正确

的学习方法，具备通过学习

不断提高、不断调整自己适

应行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

能力

0.4

大学英语 1A 0.25

大学英语 2A 0.25

大学英语 2A实验 0.25

大学英语 3A实验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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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相关度一般，L表示相关度弱）：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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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形势与政策 H

入学教育与军训 H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M H

就业创业指导 M

心理健康教育 M

安全教育 H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
M

劳动教育 M

军事理论 M

毕业教育 H

大学体育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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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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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 1A H H

大学英语 2A H H

大学英语 2A实验 H H

大学英语 3A实验 H H

高等数学 A1 H

高等数学 A2 H

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 M

大学物理 B H H

大学物理实验 B H M

C程序设计 H

C程序设计实验 H

基础化学 C H H

基础化学实验 H H

有机化学 M H H

有机化学实验 H H

工程制图 H M M

机械设计基础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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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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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原理 H H M

工程力学 H

计算机绘图 H H

电工及电子学 H M

工程训练 A H L L

材料科学导论 H H

高分子化学 M H H H

高分子化学实验 H H H

物理化学 H H

高分子物理 H H H

高分子物理实验 H H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艺及

设备
H M L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H H H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

课程设计
H H H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

（一）
H H

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

（二）
H H M

材料科学基础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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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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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物流变学基础 M H H

生产实习 H H M H

毕业实习 H M H H

毕业设计（论文） M H H M M H H M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

培训
L H H

高分子材料及助剂 M H M H

聚合物改性 H H

现代测试技术及分析 L H M H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H H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L L L

科技应用文写作 H H H

计算机在高分子材料中

的应用
M H

纳米材料与技术 L L

功能高分子材料 L L

废旧高分子资源化回收

利用
L L L

涂料与粘合剂 L L

高分子材料前沿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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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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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配色技术 L L

橡胶配方设计 L L

高分子材料 3D打印 L L

模具 CAD/CAE L L L

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L L L

高分子合成新技术 L L L

聚合物反应工程 L L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L L

塑料制品设计制造 L L L

橡胶制品设计制造 L L L

高分子化学改性 L L

聚氨酯的合成 L L L

胶乳化学与工艺 L L L

特种塑料的合成 L L L

撰稿人：张涛 教研室主任：张涛

教学主任：谭俊华 系部主任：翟燕 修订日期：2023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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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406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7.5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于 2002年开始招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以服务区域和

行业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依托山西省丰富的无机矿产资源优势和山西省重点扶持学

科、山西省“1331工程”优势学科平台，积极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以能力培养的主线，

培养具有无机非金属材料与工程方面的知识，能从事建筑材料和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

研究、产品开发、性能检测、工艺过程设计、生产过程管理以及应用技术开发等方面工

作的研发、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为我省及其周边地区材料产业链提供技术和人才培养

支撑，具有鲜明的专业培养特色。

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掌握扎实的自然科学、工程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社会责任

感、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熟练掌握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加工、成型及表征仪器设备

的操作、工艺设计及材料性能检测分析等专业技能；能在绿色建筑材料、特种陶瓷、新

型玻璃、新能源材料、半导体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和设备设计、生产

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工程应用型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无机非金属材料制备、

改性以及无机非金属材料制品生产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2：能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并使用现代工具在无机非金属材料等领域从事科学

研究、设计开发、生产组织与管理；

目标 3：熟悉所从事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与工程标准，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时，

能够全面考虑社会、经济、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具有良好的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目标 4：沟通交流能力较好，善于有效表达自己观点并达成沟通目标，能够在多学

科背景下的研究或工程项目中快速融入团队，定位并承担自己的责任；

目标 5：能够积极跟踪并适应社会与职业发展，学习、掌握和开发新兴技术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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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渠道，不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和

开拓精神，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毕业能力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无机非金属材料

的合成、制备、加工和工程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的基本原

理，并通过文献研究和调研，识别、表达、分析研究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备、加工以及

相关制品的生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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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与技术指标的无机非金属材料或制品的配方、工艺 流程，并能够在设计中体

现创新意识，综合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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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备、加工、改性

等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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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针对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绘图和分子模拟、材料设计等，并

能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了解无机非金属材料主要包括新型建筑材料和新能源材料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以及其应用前景和行业需求；熟悉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技术标准，相关行业

的政策、法律和法规；能在工程设计中考虑社会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和评价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产生的“三废”、能耗、

工程耐久性问题等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以及爱国敬业精神，能够在无机

非金属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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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在多

学科背景团队中承担无机非金属领域中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沟通：能够就无机非金属材料合成制备、工艺优化、质量改进等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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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无机非金属材料与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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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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断学习和适应无机非金属材

料行业发展的能力。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相近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材料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材料科学基础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4

无机材料工艺学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 Engineering 3

粉体工程 Powder Engineering and Experiment 3.5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Physical Properties of Inorganic Materials 3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工基础 Thermal Fundamentals in Ceramics 3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Advanced Analysis Methods For Materials 2.5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实验

Experiments of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 Engineer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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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
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0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1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2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3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4 22051009 C程序设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计算机系

15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计算机系

16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21 21081013 概率论 2 32 32 4 16 2 考试 理学系

22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部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创新创业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0.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学分，心理健康类不少

于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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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
讲

授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3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化工系

24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1.5 24 24 1 12 2 考查 化工系

25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1 12 4 考试 机械系

26 22071010 有机化学 3 48 48 2 16 3 考试 材料系

27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材料系

28 22041013 物理化学 3 48 40 8 3 16 3 考试 化工系

29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4 64 54 10 3 16 4 考试 电子系

30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1.5 24 24 3 12 2 考查 材料系

31 22011030 工程力学 2 32 32 4 16 2 考试 机械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2.5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2 23072023 材料科学基础 4 64 64 4 16 4 √ 考试 材料系

33 23072019 无机材料工艺学 3 48 40 8 5 12 4 √ 考试 材料系

34 23072022 粉体工程 3.5 56 48 8 5 14 4 √ 考试 材料系

35 23072016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3 48 40 8 5 12 4 √ 考试 材料系

36 23072018
无机非金属材料

热工基础
3 48 48 6 16 3 √ 考试 材料系

37 23072024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2.5 40 32 8 6 10 4 √ 考试 材料系

38 26072004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实验
4 64 64 6 16 4 √ 考查 材料系

选

修

39 25072049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论 2 32 32 4 8 4 考试 材料系

40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

培训
0.5 8 4 4 4 4 2 考查 材料系

41 25011001 机械设计基础 2 32 26 6 4 8/ 4 考试 机械系

42 25072037 流体力学风机与泵 2 32 32 5 8 4 考试 材料系

43 25072040 新能源材料 2 32 32 5 8 4 考试 材料系

44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2 32 32 5 8 4 考查 机械系

45 25072012 新型建筑材料学 2 32 24 8 6 8 4 考查 材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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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46 25072042 电化学测试技术 2 32 24 8 6 8 4 考查 材料系

47 25072009 复合材料学 2 32 32 6 8 4 考查 材料系

48 25092037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2 32 32 7 8 4 考查 经管系

49 25072050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0 25072038 科技应用文写作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51 25072029 纳米材料科学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2 25072013 特种陶瓷 2 32 32 7 8 4 考试 材料系

53 2307200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厂设计概论
2 32 32 7 8 4 考试 材料系

54 25072027 材料化学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5 25072032 电池材料与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23学分，要求选修 17.5学分，其中第七学期选修不少于 7学分。

补

充

说

明

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四到第七学期，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

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其中第七学期需选择不少于 7学分的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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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1 第 1-8 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

导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每学期 2学时，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1-8学期，每学期 8学时，共计 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5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学生部

9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训练

中心

10 27072013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计 1 1 考查 材料系

11 27072005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材料系

12 27072012 专业课程设计 2 2 考查 材料系

13 27072003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材料系

14 27072017 毕业设计（论文） 8 16 考查 材料系

15 27072019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材料系

选

修

拓展创新课外实践环节包括创新创业类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创新与科技培训、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著作、专利、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学生助

教、国际交流、创新教育与实践等）以及文体活动、技能大赛、计算机等级、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

学分认定参见《太原工业学院学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0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要求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取得拓展创新学分，其中创新创业与第二课堂共计 6学分，其中创新创业

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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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80 50.5 41.6

选修 128 8 6.6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360 22.5 18.5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368 23 18.9

选修 280 17.5 14.4

合计 2016 121.5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9%，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8.9 %，专业教育平台 32.1%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0 83.3

拓展创新 6 16.7

合计 36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3.3 %，拓展创新 16.7%

合计

学分合计：157.5
学分比例：

课堂教学 77.1%（其中理论教学 66.0%，实验教学 11.1%），实践教学 22.9%
必修 80.0%，选修 20.0%
人文社科类 21.6%，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1.6%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5 24 22 23 23 19 16 0

课外实践（周） 3 1 1 3 2 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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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模块

方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必修 3.5 48 14 4 考试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3.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71010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1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41013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51009 C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21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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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2011030 工程力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 4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3 概率论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71019 材料科学基础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5072049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论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11001 机械设计基础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

作培训
选修 0.5 8 4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2013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计 必修 1 1 考查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4.5学分，选修 2.5学分

5

课堂

教学

23072019 无机材料工艺学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3072022 粉体工程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3072016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2037 流体力学风机与泵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2040 新能源材料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2005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4.5 学分，选修 4学分

6

课堂

教学

23072018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工基础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72024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必修 2.5 40 10 4 考试

25072012 新型建筑材料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6072004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实验
必修 4 64 16 4 考查

25072009 复合材料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2042 电化学测试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2012 专业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考查

要求：必修 13.5 学分，选修 4学分

7 25072050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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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

教学

25072038 科技应用文写作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2029 纳米材料科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2013 特种陶瓷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92037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2027 材料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2032 电池材料与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307200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厂

设计概论
选修 2 32 8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72003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必修 1 16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考查

要求：必修 4学分，选修 7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72017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8 16 考查

27072019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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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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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
培养目标 3 √ √ √ √
培养目标 4 √ √ √
培养目标 5 √ √



材料工程系人才培养方案

778

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点

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1. 工程知识：能够

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和专

业知识解决无机

非金属材料的合

成、制备、加工和

工程应用中的复

杂工程问题。

1.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的基本知识用

于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问题的表述。

0.4

高等数学 A1 0.2

高等数学 A2 0.2

线性代数 B 0.1

概率论 0.15

基础化学 C 0.2

有机化学 0.15

1.2：能针对无机非金属材

料合成、加工、制备等工

程应用中的某个系统或

过程，建立合适的数学模

型或原理方程并求解。

0.2

电工及电子学 0.35

基础化学实验 0.2

工程制图 0.2

机械设计基础 0.15

1.3：能够运用工程基础知

识和数学模型用于分析

无机非金属材料合成、加

工、制备等工程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

0.2

材料科学基础 0.35

基础化学 C 0.25

材料化学 0.15

有机化学 0.15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0.1

1.4：能够综合运用专业知

识和数学模型方法，解决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优

化、产品开发以及质量改

进等复杂工程问题。

0.2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0.35

粉体工程 0.25

纳米材料科学 0.2

有机化学 0.2

2. 问题分析：能够

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科学和无

机非金属材料科

学的基本原理，并

通过文献研究和

调研，识别、表达、

分析研究无机非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

科学和工程科学等的基

础知识和理论方法来识

别和判断无机非金属材

料及相关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关键环节。

0.3

材料化学 0.4

大学物理 B 0.35

大学物理实验 B 0.25

2.2：能够基于工程知识、 0.3 材料科学基础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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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的制备、

加工以及相关制

品的生产等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

型方法正确表达无机非

金属材料专业复杂工程

问题。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

工基础
0.4

新型建筑材料学 0.3

2.3：能够理解无机非金属

材料制备工艺和解决方

案的多样性，结合文献调

研，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

研究方法，寻求解决无机

非金属材料工艺条件优

化、生产效率提升等问题

的多种途径和方案。

0.2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0.4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

工基础
0.35

专业课程设计 0.25

2.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及运用现代技术获

取信息的方法，分析无机

非金属材料工艺条件优

化、产品开发以及质量改

进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

问题解决的有效结论。

0.2

毕业设计（论文） 0.4

科技应用文写作 0.3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

用
0.3

3. 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能够针对无

机非金属材料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设计满足特定

需求与 技术指标

的无机非金属材

料或制品的配方、

工艺流程，并能够

在在设计中体现

创新意识，综合考

虑社会、健 康、

安全、法律和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

素。

3.1：掌握无机非金属材料

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

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

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

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

种因素。

0.3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

设计
0.25

专业课程设计 0.4

流体力学风机与泵 0.35

3.2：能够根据用户特定需

求设计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与制备满

足特定需求与技术指标

的无机非金属材料或制

品的配方、工艺流程、并

能够针对方 案进行优

化。

0.4

新能源材料 0.3

无机材料工艺学 0.4

特种陶瓷 0.3

3.3：能够针对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应用领域进行

系统（设备）或工艺流程

设计/开发，并体现创新意

识。

0.3

物理化学 0.5

毕业设计（论文） 0.5

4. 研究：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并采用

科学方法对无机

非金属材料的制

4.1：了解无机非工程领域

背景及经典案例，能够针

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合成、

加工、制备等工程领域所

0.2

复合材料学 0.2

物理化学 0.2

工程力学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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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加工、改性等

工程领域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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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的复杂工程问题提

出研究思 路和分析方

法，并有意识地将实验结

果用于指导解决方案的

改善和优化。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0.15

生产实习 0.1

工程训练 A 0.1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

操作培训
0.1

4.2：能够基于专业理论，

根据在无机非金属材料

合成、加工、制备等工程

应用中所面对的复杂问

题的特征，选择研究路

线，设计可行的实验方

案，并选用或搭建实验装

置，安全地开展实验研

究 。

0.3

无机材料工艺学 0.2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0.1

流体力学风机与泵 0.1

粉体工程 0.2

毕业实习 0.15

有机化学实验 0.1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

工基础
0.15

4.3：能正确采集、整理、

综合实验数据及相关信

息，对多因素实验结果进

行关联处理，并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有效结论。

0.5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专业实验

0.3

电化学测试技术 0.1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

用
0.1

基础化学实验 0.15

有机化学实验 0.1

大学物理 B 0.1

大学物理实验 B 0.15

5. 使用现代工具：

能针对无机非金

属材料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

源、现代工程工具

和信息技术工具

进行数据分析、绘

图和分子模拟、材

5.1：具备运用合适的理论

或软件对无机非金属材

料生产相关工艺参数进

行模拟和预测的能力，并

能理解模拟和预测的局

限性。

0.4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

用
0.4

计算机绘图 0.25

C程序设计 0.15

C程序设计实验 0.2

5.2：具备运用网络搜索工 0.2 材料科学基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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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设计等，并能理

解其局限性。

具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本专业文献检索、资料查

询的能力。

科技应用文写作 0.4

复合材料学 0.2

新能源材料 0.2

5.3：具备运用合适的绘图

软件正确表达机械部件、

设备结构的能力。

0.2

电工及电子学 0.5

计算机在材料中的

应用
0.5

5.4：具备运用合适的仪

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

和专业模拟软件，解决无

机非金属生产、制备过程

中相关问题的能力。

0.2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

业实验
0.35

电化学测试技术 0.3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0.35

6. 工程与社会：了

解无机非金属材

料主要包括新型

建筑材料和新能

源材料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以及其

应用前景和行业

需求；熟悉无机非

金属材料领域技

术标准，相关行业

的政策、法律和法

规；能在工程设计

中考虑社会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

等制约因素。

6.1：了解与无机非金属材

料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

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

律法规，能在工程实践中

予以落实，并理解违反上

述法规应承担的责任。

0.4

生产实习 0.25

毕业实习 0.3

流体力学风机与泵 0.15

工程制图 0.2

复合材料学 0.1

6.2：能够针对专业领域工

程项目对应的实际应用

场景，分析和评价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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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的社会责任。

0.6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

理
0.35

粉体工程 0.2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

论
0.15

安全教育 0.3

7. 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 能够理解

和评价无机非金

属材料领域产生

的“三废”、能耗、

工程耐久性问题

等对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7.1：知晓和理解无机非金

属材料行业领域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和内涵，了解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及相关的政

策和法律法规。

0.6

无机材料工艺学 0.4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

工基础
0.25

形势与政策 0.1

专业课程设计 0.25

7.2：了解无机非金属材料

产业有关的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方针、

0.4
新型建筑材料学 0.25

材料科学导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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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律、法规。
毕业实习 0.4

生产实习 0.15

8. 职业规范：具有

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社会责任感以

及爱国敬业精神，

能够在无机非金

属材料工程实践

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履行责任。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

中国国情。

0.6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0.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0.2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0.1

军事理论 0.1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

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

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

自觉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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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工程实践中

自觉履行责任。

0.4

心理健康教育 0.25

劳动教育 0.35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

操作培训
0.1

入学教育与军训 0.3

9. 个人和团队：具

有良好的团队意

识，合作精神和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

力，能够在多学科

背景团队中承担

无机非金属领域

中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9.1：能够正确认识多学科

团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实践意义和作用，能与其

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

合作共事。

0.5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

业实验
0.45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

设计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教育
0.35

9.2：能够在工程项目中担

任一定的角色，并根据角

色作出合理的行为决策，

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

0.5

专业课程设计 0.35

纳米材料科学 0.1

无机材料工艺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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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

合作完成工作。
大学体育 0.25

就业创业指导 0.2

10. 沟通：能够就

无机非金属材料

合成制备、工艺优

化、质量改进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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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具备较强的英语综

合运用能力，能够就无机

非金属材料专业问题，以

口头、文稿和图表等方式

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0.3

科技应用文写作 0.3

计算机绘图 0.3

工程制图 0.3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

论
0.1

10.2：了解本专业对应行

业的国际状况，以及与本

专业相关的当前热点问

题，具有撰写科技论文报

告，能够就复杂工程质量

问题与业内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清

晰表达能力。

0.3

毕业设计（论文） 0.7

材料科学基础 0.3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

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

就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

流。

0.4

大学英语 1A 0.3

大学英语 2A 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0.2

大学英语 3A实验 0.2

11.项目管理：理解

并掌握无机非金

属材料与工程领

域的工程管理原

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并能在多学科

环境中应用。

11.1：工程管理：掌握无

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领域

相关工程问题的项目管

理，具备对工程及产品全

周期、全流程的管理能

力。

0.5

毕业实习 0.35

机械设计基础 0.25

工程训练 0.3

毕业设计（论文） 0.1

11.2：经济决策：能够在

工程运营及产品开发设

计过程中，制定合理的经

费使用说明，并能够按计

划执行经济预算。

0.5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

理
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0.3

12. 终身学习：具 12.1：理解工程活动中搜 0.4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教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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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学习和终

身学习的意识，有

不断学习和适应

无机非金属材料

行业发展的能力。

集、获取、更新相关技术

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

动力，了解知识和能力拓

展的途径。

材料科学导论 0.1

新能源材料 0.25

新型建筑材料 0.2

特种陶瓷 0.2

毕业教育 0.15

12.2：掌握正确的学习方

法，具备通过学习不断提

高、不断调整自己适应行

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能

力。

0.6

大学英语 1A 0.2

大学英语 2A 0.2

大学英语 2A实验 0.15

大学英语 3A实验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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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课程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5.4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高等数学 A1 H

高等数学 A2 H

线性代数 B M

大学物理 M M

大学物理实验 B M M

大学英语 1A H H

大学英语 2A H H

大学英语 2A实验 M H

大学英语 3A实验 M H

大学体育 H

工程制图 M M M

概率论 H

军事理论 M

计算机绘图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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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C H M

基础化学实验 H M

有机化学 M H L

有机化学实验 M L

C 程序设计 M

C 程序设计实验 M

物理化学 H M

电工及电子学 H M

材料科学导论 M L

工程力学 M

机械设计基础 M M

材料科学基础 H M M M

无机材料工艺学 H H M M

粉体工程 H H M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H M M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工

基础
H H M H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L M H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实验
H M L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论 M L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

作培训
L L

流体力学风机与泵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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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 H M H

新型建筑材料学 M M H

电化学测试技术 M H

复合材料学 H M L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M M H

科技应用文写作 M H H

纳米材料科学 H M

特种陶瓷 H H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H H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厂

设计概论
M H

材料化学 H M

电池材料与技术 M H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M M

就业创业指导 M

形势与政策 H

安全教育 H

心理健康教育 M

入学教育与军训 H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M

工程训练 A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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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

计
M M

劳动教育 H

生产实习 L H M

专业课程设计 L H M H

毕业实习 M H M M

毕业教育 M

毕业设计（论文） H H H L

撰稿人： 孙远洋 教研室主任： 白改玲

教学主任： 谭俊华 系部主任： 翟燕 修订日期：202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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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414T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4.5 授予学位：工学学位

专业概述：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于2019年开始招生，属材料学科，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所

需专业，由化学、物理、材料、电子、机械等多学科交叉，以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及其

器件设计、制备工程技术为特色的专业。按照“山西急需，国内一流”的原则，以“立足

山西、服务山西高能电池产业建设”为发展定位，以储能学科群平台建设为载体，为建

设创新型山西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掌握扎实的材料、化学、电子和物理等学科基础知识，精通系统的电化学储能材

料和化学动力电池等新能源产业相关的能量转换与储存材料及其器件设计、制备工程技

术方面的专业基本理论，熟练运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设计及制造工艺、测试表征仪器

设备的操作、性能检测分析等专业技能，能在锂电类动力电池、化学能源等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和设备设计、生产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

工程应用型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专业能力）：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新能源材

料制备、改性以及新能源器件生产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能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并使

用现代工具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设计开发、生产组织与管理。

目标 2（职业素养）：熟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与工程标准，在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时，能够全面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具

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目标 3（发展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较强，善于有效表达自己观点并达成沟通目标，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研究或工程项目中快速融入团队，定位并承担自己的责任；能够

积极跟踪并适应社会与职业发展，学习、掌握和开发新兴技术和工具，有不断更新知识

和提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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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项目实施）：具备扎实的工程实践能力，能灵活运用、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创造性的迁移所掌握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并能对所提出的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性分析，准确定位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场景，有

效组织新能源项目的实施。

目标 5（与时俱进）：能紧跟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动态、行业需求及政策动向，吸

收各行业最新技术，应用高效率的新工具，使得新能源领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方案不

断迭代升级。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掌握从事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掌握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工艺、技

术、设备及质量控制，储能器件、化学能源的性能测试、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分析等知

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综合运用数学、物理、机械、电工电子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新能源

材料工程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技术手段，具备分析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工程实际问

题的能力。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

决方案，具备从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生产、设计、研制、开发的初步能力，具备一

定创新意识并对新能源材料、新器件、新工艺、新技术进行研发和设计的能力。

4. 工程实践：具备扎实的工程实践训练能力，具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设计、制造

与应用能力，综合运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工程领域的相关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使用数字化信

息资源和 Origin、Photoshop及Matlab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绘图和分子模拟、材料设

计等，并能分析发现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行业需求及应用前景；熟悉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领域相关行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能够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工程实践和复

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中考虑社会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所涉及

的设计、生产、研究与开发等工程实践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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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追求卓越的态度，较好的人文科学素养，

较强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9. 个人和团队：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较强

的环境适应和竞争能力。

10. 沟通：能够就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专家学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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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具备对工程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技能，并提出合理的质量

控制方法，掌握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2. 终身学习：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发展的

能力。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相近专业：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材料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4

应用电化学 Applied Electrochemistry 3

电化学测试技术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 Technology 3

储能材料与器件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and Devices 3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Advanced Analysis Methods for Materials 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实验 Experiments of New Energy Material and Devices 4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Fundamentals%2520of%2520Materials%2520Science%26keyfrom%3Dhao360&q=%E6%9D%90%E6%96%99%E7%A7%91%E5%AD%A6%E5%9F%BA%E7%A1%80%E8%8B%B1%E6%96%87&ts=1530170951&t=4b71d56380bd7d4995e36d7bb0ddd0c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Applied%2520Electrochemistry%26keyfrom%3Dhao360&q=%E5%BA%94%E7%94%A8%E7%94%B5%E5%8C%96%E5%AD%A6%E8%8B%B1%E6%96%87&ts=1530170969&t=161e7dced0fc0baf8870e431c4645cf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Electrochemical%2520Measurement%2520Technology%26keyfrom%3Dhao360&q=%E7%94%B5%E5%8C%96%E5%AD%A6%E6%B5%8B%E8%AF%95%E6%8A%80%E6%9C%AF%E8%8B%B1%E6%96%87&ts=1530170985&t=a0c3258f445f6577b48d7a5114d4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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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处

7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8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9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10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1 26102003 大学英语 2实验 1.5 24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2 26102004 大学英语 3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3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4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5 22051009 C程序设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计算机系

16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计算机系

17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1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22 21081013 概率论 2 32 32 4 16 2 考试 理学系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创新创业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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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0.5 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

不少于 2个学分。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3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化工系

24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1.5 24 24 1 12 2 考查 化工系

25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1 12 4 考试 机械系

26 22071010 有机化学 3 48 48 2 16 3 考试 材料系

27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材料系

28 22041013 物理化学 3 48 40 8 3 16 3 考试 化工系

29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4 64 54 10 3 16 4 考试 电子系

30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1.5 24 24 3 12 2 考查 材料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0.5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1 23076013 材料科学基础 4 64 64 4 16 4 ★ 考试 材料系

32 23076011 应用电化学 3 48 40 8 4 16 3 ★ 考试 材料系

33 23076012 电化学测试技术 3 48 40 8 5 16 3 ★ 考试 材料系

34 23076009 储能材料与器件 3 48 40 8 6 16 3 ★ 考试 材料系

35 23076003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2 32 32 5 8/ 4 ★ 考试 材料系

36 26076001 材料测试技术实验 1 16 16 5 /8 2 考查 材料系

37 2607600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实验
4 64 64 6 16 4 ★ 考查 材料系

选

38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

操作培训*
0.5 8 4 4 4 4 2 考查 材料系

39 25076010 动力电池原理与应用* 2 32 24 8 5 8/ 4 考查 材料系

40 25076007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 2 32 5 /8 4 考查 材料系

41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2 32 5 8/ 4 考查 机械系

42 2507602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加

工技术
2 32 5 8 4 考查 材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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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修 43 25011001 机械设计基础 2 32 26 6 5 8 4 考查 机械系

44 25076014 电化学研究方法 2 32 32 5 8 4 考查 材料系

45 25076015 材料物理性能* 2 32 24 8 6 8/ 4 考试 材料系

46 25076002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2 32 24 8 6 8/ 4 考查 材料系

47 25076021 复合材料学* 2 32 32 6 /8 4 考查 材料系

48 25076016 纳米材料科学 2 32 32 6 /8 4 考查 材料系

49 25092037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2 32 32 6 /8 4 考查 经管系

50 25076006 材料合成与制备化学 2 32 24 8 6 8/ 4 考查 材料系

51 25076005 材料化学*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2 25076020 科技应用数据及写作*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3 25076009
光伏材料与光伏器

件*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4 25076018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发展动态*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55 25076017 纳米技术与应用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6 25076019 氢能开发利用基础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7 25076012 材料化学与工程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8 25076011 能源转换与控制技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20学分，要求选修 19.5学分。第七学期选修 7 学分

补

充

说

明

“★”标记的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到第 7 学期，带*课程是限选课程，学生选修时

注意要选修。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其

中第七学期需选择不少于 7学分的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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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第 1-8学期，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5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311004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学生部

9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训练中心

10 2707601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材料系

11 27076001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计 1 1 考查 材料系

12 27076002 电池工艺与器件组装设计 2 2 考查 材料系

13 27076004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材料系

14 27076008 毕业设计（论文） 8 16 考查 材料系

15 27206006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材料系

拓

展

创

新

选

修

拓展创新课外实践环节包括创新创业类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创新与科技培训、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著作、专利、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学生助教、国际交流、

创新教育与实践、新能源材料制备科研训练、实验设备管理训练、学科竞赛培训、动力电池创新竞赛、创新

创业导论、新能源材料前沿发展讨论等)以及文体活动、技能大赛、计算机等级、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

分认定参见《太原工业学院学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0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拓展创新 6学分，且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要求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取得拓展创新学分，其中创新创业与第二课堂共计 6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

不少于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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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80 50.5 42.6%

选修 128 8 6.8%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328 20.5 17.3%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320 20 16.8%

选修 312 19.5 16.5%

合计 1968 118.5 100%

学分比例：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49.4%，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17.3%，专业教育平台 33.3%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30 83.3

拓展创新 6 16.7

合计 36 100

学分比例：基本能力 83.3 %，拓展创新 16.7 %

合计

学分合计：154.5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6.7 %（其中理论教学 64.4 %，实验教学 12.3 %），实践教学 23.3 %；

必修 78.3 %，选修 21.7 %；

其中人文社科类 22.0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2 .0%。

必 修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5 24 22 16 18 19 10 0

课外实践（周）
3 1 1 2 2 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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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26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 80 14 6 考试

21102018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3.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1102016 大学英语 2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71010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7311004 劳动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21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6 3 考试

21102017 大学英语 3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4 考试

22041013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8 6 考试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51009 C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22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3 概率论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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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培训 选修 0.5 8 4 2 考查

23076013 材料科学基础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3076011 应用电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实践

教学

27076001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计 必修 1 1 考查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6学分，选修 0.5 学分

5

课堂

教学

23076012 电化学测试技术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3076003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必修 2 32 8/ 4 考试

26076001 材料测试技术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14 电化学研究方法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76010 动力电池原理与应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07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11001 机械设计基础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2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加工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6007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6学分

6

2607200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实验 必修 4 64 16 4 考查

23076009 储能材料与器件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5076015 材料物理性能*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76002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21 复合材料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16 纳米材料科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06 材料合成与制备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92037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6002 电池工艺与器件组装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10学分，选修 8学分

7
课堂

教学

25076005 材料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20 科技应用数据及写作*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09 光伏材料与光伏器件*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11 能源转换与控制技术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17 纳米技术与应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6018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发展动态*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6019 氢能开发利用基础 选修 2 32 8 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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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

备

注

25076012 材料化学与工程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6004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必修 1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7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72017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8 16 考查

27202003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8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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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大学人文教育 技能拓展与科技创新培养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新
能
源
材
料
与
器
件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基础化学 C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基础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

材料测试技术

实验

材料科学基础

应用电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专业实验

大 学 物 理 B

大学物理实验 B

高 等 数 学 A1、A2 线性代数 B 概率论

材料科学导论

思想道德与法治

军事理论

中国近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电工及电子学

实验室安全及

仪器操作培训

毕
业
实
习
（
七
学
期
）

大 学 英 语 + 实 验

电化学研究方法

动力电池原理

与应用

现代材料测试

技术

电化学测试技术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加工技术

光伏材料与

光伏器件

科技应用数据

及写作

材料化学

能源转换与

控制技术

氢能开发利用基础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发展动态

C 程序设计 计算机在料中

应用

材料物理性能

纳米技术与应用

复合材料学

C 程序设计实验

工 程 制 图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工程训练 A 生产实习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

大 学 体 育

形 势 与 政 策

储能材料与

器件

材料化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科学

材料合成与

制备化学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

计算机绘图

电池工艺与器件

组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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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能力 1 毕业能力 2 毕业能力 3 毕业能力 4 毕业能力 5 毕业能力 6 毕业能力 7 毕业能力 8 毕业能力 9 毕业能力 10 毕业能力 11 毕业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培养目标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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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指标点权重 对应课程 课程权重

毕业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

1-1：掌握数学、物理

基本知识和原理，能救

简单工程问题建立数

学物理模型，并与已知

典型结果进行比较和

判断

0.4

高等数学 A1 0.30

线性代数 B 0.25

概率论
0.25

基础化学 C 0.20

1-2：掌握化学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原理，能就

简单的工程过程进行

分析，选择正确的方

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进

行合理优化

0.4

有机化学 0.20

物理化学 0.20

应用电化学 0.35

工程制图 0.25

1-3：掌握机械、电子、

信息技术等工程基础

知识和基本原理，能分

析简单机电装备的工

作原理，并对简单故障

进行分析判断

0.2

电工及电子学 0.60

机械设计基础 0.40

毕业能力要求 2：

问题分析

2-1：能够将数学的基

本原理应用到材料物

理性能和材料热工问

题研究中，并能进行正

确的分析评价

0.3

材料科学基础 0.30

储能材料与器件 0.40

大学物理 B 0.30

2-2：能够将物理和化

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

材料物理和化学性能

问题的识别、表达和分

析中，并获得有效结论

0.3

应用电化学 0.40

基础化学 0.30

复合材料学 0.30

2-3：能够将机械、电

子、信息技术等的基本

原理应用到材料装备

问题的识别表达和分

析中，并获得有效结论

0.3

电工及电子学 0.40

大学物理 B实验 0.30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 0.30

毕业能力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3-1：能够设计满足新

能源材料产品特定需

求的系统、单元（部件）

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

意识，综合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的因素

0.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实验
0.4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发

展动态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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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能够根据用户特

定需求设计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

与制备满足特定需求

与技术指标的新能源

材料或器件的配方、设

备、工艺流程、并能够

针对方案进行优化

0.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实验
0.50

毕业设计（论文） 0.50

毕业能力要求 4：

工程实践

4-1：掌握材料生产工

艺过程，具备设计和实

施实验的能力，并能对

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到

合理有效的结论

0.3

电池工艺与器件组装

设计

0.20

应用电化学 0.1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实验
0.30

毕业实习 0.20

物理化学及实验 0.15

4-2：能够基于专业理

论，根据在新能源材料

合成、加工、制备等工

程应用中所面对的复

杂问题的特征，选择研

究路线，设计可行的实

验方案，并选用或搭建

实验装置，安全地开展

实验研究

0.3

氢能开发利用基础 0.30

材料合成与制备化学 0.30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加

工技术
0.30

4-3：能够在材料生产

过程中发现问题，运用

新能源材料领域科学

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

初步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的方案

0.3

材料科学基础 0.20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0.20

电化学测试技术 0.30

材料化学 0.15

基础化学实验 0.15

毕业能力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

5-1：具备运用网络搜

索工具等现代信息技

术进行本专业文献检

索、资料查询的能力

0.2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

计
0.20

科技应用数据及写作 0.20

计算机在材料中的应

用
0.20

C程序设计 0.20

C程序设计实验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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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具备运用合适的

绘图软件正确表达机

械部件、设备结构的能

力

0.2
工程制图 0.35

计算机绘图 0.45

机械设计基础 0.20

5-3：具备运用合适的

原料、工艺技术、设备

解决新能源材料生产、

制备过程中相关问题

的能力

0.6

电池工艺与器件组装

设计
0.30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0.30

动力电池原理与应用 0.20

电工及电子学 0.20

毕业能力要求 6：

工程与社会

6-1：能够以材料专业

知识为基础进行分析

和评价工程活动的合

理性
0.7

生产实习 0.30

毕业实习 0.30

光伏材料与光伏器件 0.30

6-2：能够从社会可持

续发展、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角度评价材料工

程实践产生的影响

0.3

工程训练 A 0.20
生产实习 0.40
毕业实习 0.20
安全教育 0.20

毕业能力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7-1：理解和评价新能

源材料产业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0.5

电池工艺与器件组装

设计
0.20

电化学测试技术 0.20

毕业实习 0.30

形势与政策 0.30

7-2：了解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产业有关的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方针、 政策、

法律、法规

0.5

材料科学导论 0.60

能源转换与控制技术 0.40

毕业能力要求 8：

职业规范

8-1：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社会责任

感，理解个人在历史以

及社会自然环境中的

地位

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0.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0

军事理论 0.15

8-2：理解工程师的职

业性质与责任，具备良

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0.4

入学教育与军训 0.20
劳动教育 0.10
心理健康教育 0.20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

作培训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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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0.30

毕业能力要求 9：

个人和团队

9-1：具备团队合作意

识，愿意与团队其他成

员共享信息，并给予他

人帮助

0.5
工程训练 A 0.30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

计
0.40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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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角色并理解该角

色应当承担的责任、权

利和义务

0.5

大学体育 0.30
入学教育与军训 0.40
就业创业指导 0.20

劳动教育 0.30

毕业能力要求 10：

沟通

10-1：具备较强的英语

综合运用能力，具有跨

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能

力

0.3

工程制图 0.20
计算机绘图 0.20
生产实习 0.30

10-2：了解本专业对应

行业的国际状况，以及

与本专业相关的当前

热点问题

0.4

纳米技术与应用 0.40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发

展动态
0.60

10-3：具有撰写科技论

文报告，能够就复杂工

程质量问题与业内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和清晰表达能

力

0.3

大学英语 1 0.20

大学英语 2 0.2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科技应用数据及写作 0.30

毕业能力要求 11：

项目管理

11-1：具有系统的工程

实践学习经历 0.6
生产实习 0.30
机械设计基础 0.3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11-2：能正确理解工程

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以及本专业工程

活动中设计的重要经

济管理因素

0.4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1.0

毕业能力要求 12：

终身学习

12-1：学习意识：理解

工程活动中搜集、获

取、更新相关技术研究

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和动力，了解知识和能

力拓展的途径

0.5

毕业教育 0.40

科技应用及写作 0.30

氢能开发利用基础 0.30

材料科学导论 0.30

形势与政策 0.10

12-2：掌握正确的学习

方法，具备通过学习不
0.5 大学英语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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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不断调整自己

适应行业发展和环境

变化的能力
纳米材料科学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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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一般相关，L表示相关度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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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形势与政策 L L

入学教育与军训 H

大学体育 M

大学英语 1 M H

大学英语 2 M H

大学英语 2实验 H M

大学英语 3实验 H M

高等数学 A1 H

高等数学 A2 H

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 H

大学物理 B M

大学物理实验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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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H H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

M

就业创业指导 H L

心理健康与教育 M

安全教育 H

劳动教育 M

军事理论 M

毕业教育 H

C 程序设计 H

C 程序设计实验 H

基础化学 C M M

基础化学 C实验 M M

有机化学 M M

有机化学实验 M M

物理化学 M M

物理化学实验 M M

工程制图 H M M

电工及电子学 H M

工程训练 A H L L

计算机绘图 H M

材料科学导论 M M

材料科学基础 M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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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课程设

计
M

H

电池工艺与器件组装

设计
H

M M

材料物理性能 H M

机械设计基础 M L M

应用电化学 H H H

电化学测试技术 H M

储能材料与器件 H M

现代材料测试技术 M H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实验
H H

计算机在材料中的应

用
M M

动力电池原理与应用 H M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 H M

复合材料学 M H

生产实习 M M H

毕业实习 H M H

毕业设计(论文) M M M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

作培训
L H

科技应用数据及写作 M H

能源转换与控制技术 M M

光伏材料与光伏器件 H M

纳米技术与应用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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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发

展动态
M

M .

氢能开发利用基础 M M M L

纳米材料科学 M H L

材料合成与制备化学 H M

材料化学 H M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加

工技术
M M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M H

撰稿人：闫蕊 教研室主任：闫蕊

教学主任：谭俊华 系部主任：翟燕 修订日期：202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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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080412T 标准学制：4年 总学分：155.5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专业概述：功能材料专业涉及材料科学、化学、生命科学、电子技术等诸多领域，是一

门前沿性交叉学科。功能材料专业是实现制造业水平提升，不断增强国力的基础。本专

业充分结合我校在电子、机械、化工及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传统优势，建设以光电子材

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及机敏（智能）材料为特色的专业。同时遵循“需求导

向、深度融合、立足山西、面向全国”的原则，培养掌握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功能材料

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具备工程技能和创新意识的毕业生。毕业生能够在功能材料相

关行业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设计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有

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能够适应功能材料与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

专业培养目标：坚持以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贯

彻专业建设紧扣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方针。积极培养具有职业道德、人文素养

和社会责任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新能源材料、电磁材料及生物材料等功能材

料的设计、制备、表征、改性、加工成型以及器件化等工作能力。能够胜任在能源转换、

储存材料、电磁材料及生物功能材料等相关领域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和

设备设计、生产及经营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能够满足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对高素质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

具体培养目标：毕业生再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和学习深造，应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能够运用自然科学工程知识和功能材料领域专业基础知识，对复杂的功能

材料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目标 2：熟悉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的发展现状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具备一定的工

程创新意识与能力，能够运用现代工具及功能材料专业知识，从事本领域相关工艺技术

及产品的设计、研发与生产管理；

目标 3：具备社会责任感、人文科学素养、理解并坚守职业道德规范；能综合考虑

法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影响，在工程实践中坚持公众利益优先原则。

目标 4：具有创新意识、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团队精神，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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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具备功能材料领域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应用型人才，能够作为骨干成员在

工程项目中承担主要工作。

毕业能力要求：

1．工程知识：掌握从事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

识，掌握功能材料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功能材料的工艺、技术及设

备、质量控制和性能测试理论、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分析等知识，用于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具有综合运用数学、物理、机械、电工电子等自然科学知识

和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功能材料的科学和工程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无机和有机功能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具备从事功能材料领域生产、设计、研制、开发的初步能力，具

有一定创新意识及对功能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进行研发和设计的初步能

力。

4．研究：能综合运用功能材料工程领域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具有扎实的工程实践训练能力，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针对功能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使用数字化信息

资源和 Origin、Photoshop及Matlab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绘图和分子模拟、材

料设计等，并能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行业需求及应用前景；熟悉功能

材料领域相关行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及应承担的责任，能从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角度，评价专业工程时间产生的影响。

7．环境与社会：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功能材料专业工程实

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追求卓越的态度，较强的爱国敬

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较好的人文科学素养。

9．个人和团队：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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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较强的环境适应和竞争能力。

10．沟通：具备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能够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进行沟通和交流，具备文献检索、选择国内外相关技术信息的能力。

11．项目管理：具备对工程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技能，并提出合理

的质量控制方法，掌握功能材料领域的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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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相近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全部合

格，取得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教学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水

平，经审核符合毕业条件，予以毕业。

满足上述条件，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本专业的规定要求且未具有不授予学位的相关情

形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获得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备注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i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4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Measurement Technoogy 3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
Physical properties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3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3

功能材料工艺学 Functional Materials Technology 3

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Functional Materials Experi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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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30 10 1 14 3 考查 思政部

2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4 3 考试 思政部

3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2.5 40 40 3 14 3 考试 思政部

4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4 3 考试 思政部

5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6 3 考查 思政部

6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5.0 80 80 1 14 6 考试 理学系

7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8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3.5 56 56 1 14 4 考试 外语系

9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2 32 32 2 16 2 考试 外语系

10 26102003 大学英语 2A实验 1.5 24 0 24 2 12 2 考查 外语系

11 26102004 大学英语 3A实验 2 32 32 3 16 2 考查 外语系

12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4 64 64 2 16 4 考试 理学系

13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2 32 32 2 16 2 考查 理学系

14 22051009 C程序设计 3 48 48 3 16 3 考试 计算机系

15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1 16 16 3 8 2 考查 计算机系

16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1.5 48 48 1 12 4 考查 体育系

17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1 32 32 2 16 2 考查 体育系

18 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1 32 32 3 16 2 考查 体育系

19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1 32 32 4 16 2 考查 体育系

20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2 32 32 3 16 2 考试 理学系

21 21081013 概率论 2 32 32 4 16 2 考试 理学系

22 21202007 军事理论 1 16 16 1 8 2 考试 学生部

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文化传承类、自然科学类、公共艺术类、心理健康类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以上公共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50.5学分，要求选修 8学分，其中公共艺术类不少于 2个学分、心理健康类不

少于 2个学分、“四史“选修课不少于 1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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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设

学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3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3.5 56 56 1 14 4 √ 考试 化工系

24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1.5 24 24 1 12 2 考查 化工系

25 21014004 工程制图 3 48 48 1 12 4 考试 机械系

26 22071010 有机化学 3 48 48 2 16 3 考试 材料系

27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1 16 16 2 8 2 考查 材料系

28 22041013 物理化学 3 48 40 8 3 8 6 √ 考试 化工系

29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4 64 54 10 3 16 4 考试 电子系

30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1.5 24 24 3 12 2 考查 材料系

31 22011030 工程力学 2 32 32 4 16 2 考试 机械系

以上专业基础教育平台必修 22.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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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2 23074001 材料科学基础 4 64 64 4 16 4 √ 考试 材料系

33 2307400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4 64 56 8 4 16 4 √ 考试 材料系

34 23074003 功能材料工艺学 3 48 48 5 16 5 √ 考试 材料系

35 23074004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 3 48 40 8 5 16 3 √ 考试 材料系

36 23074005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2 32 32 6 8/ 4 √ 考试 材料系

37 26074001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实验
1 16 16 6 /8 2 √ 考查 材料系

38 23074007 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3 48 48 6 12 4 √ 考查 材料系

选

修

39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2 32 32 5 8/ 4 考查 机械系

40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

操作培训✱
0.5 8 4 4 4 4 2 考查 材料系

41 25074001 材料化学 2 32 32 5 /8 4 考试 材料系

42 25074002
功能材料改性技术

✱
2 32 32 6 16 2 考试 材料系

43 25074003 复合材料学 3 48 40 8 5 16 3 考查 材料系

44 25074004
功能材料制备与加

工
2 32 32 5 8/ 4 考查 材料系

45 25074005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

用✱
2 32 24 8 6 /8 4 考查 材料系

46 25074006 纳米材料与技术 2 32 32 6 16 2 考查 材料系

47 25074007 科技应用文写作✱ 1 16 16 7 8/ 2 考查 材料系

48 25074008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

料
2 32 32 6 16 2 考查 材料系

49 25074009 可降解与吸收材料 2 32 32 6 16 2 考查 材料系

50 25074020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

术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1 25074012 环境材料学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2 25074010 材料流变学基础 2 32 32 7 8/ 4 考查 材料系

53 25074013 功能陶瓷工艺 2 32 32 6 8/ 2 考查 材料系

54 25074014 薄膜物理与技术 2 32 32 6 16 2 考查 材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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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 中
开

设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核

心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开课

系部讲

授

实

验

55 25074011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

件
2 32 32 7 16 2 考查 材料系

56 25074015 无机功能材料 2 32 32 7 16 2 考查 材料系

57 25074017 电子信息材料 2 32 32 7 16 2 考查 材料系

58 25074016 磁性材料 2 32 32 7 16 2 考查 材料系

59 25092037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

理✱

2 32 32 7 8/ 4 考试 经管系

以上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20学分，要求选修 19.5学分。

补

充

说

明

“√”标记的为专业核心课程，“✱”标记的为限选课程。专业选修课分布在第 4到第 7学期，对于非限选

课程学生根据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选修相应的课程，必须选够要求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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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实 践 教 学 计 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期与周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系部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基

本

能

力

必

修

1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1 第 1-8学期，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2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1 第 6学期，周学时 2，16学时 考查
就业指导

中心

3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2 第 1-8学期，64学时 考查 思政部

4 21251001 安全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保卫部

5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第 1-8学期，每学期 4学时，共 32学时 考查 学生部

6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2 2 考查 学生部

7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2 考查 思政部

8 27311003 劳动教育 0 1 1 考查 学生部

9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1 1 考查
工程训练

中心

10 27077001 生产实习 2 2 考查 材料系

11 27077002 功能材料课程设计 2 2 考查 材料系

12 27077003 毕业实习 4 4 考查 材料系

13 27077004 毕业设计（论文） 8 16 考查 材料系

14 22077005 毕业教育 0 1 考查 材料系

选

修

课外拓展创新实践环节包括创新创业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两部分，包括参加学科竞赛、功能材料及其他科研

训练、功能材料前沿发展讨论、专业实践、创新性活动、发表专业论文、调查研究、学术讲座、文体活动、

技能大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具体学分认定参见《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以上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29学分，要求选修 6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于 3学分。

补

充

说

明

要求在任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取得拓展创新学分，其中创新创业与第二课堂共计 6学分，其中创新创业类实践不少

于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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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分 分 配 比 例 表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课堂

教学

公共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880 50.5 41.9%

选修 128 8 6.6%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 360 22.5 18.7%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 320 20 16.6%

选修 312 19.5 16.1%

合计 2000 120.5 100%

课外

实践

教学

课程属性 学分 学分比例%

基本能力 29 82.9%

拓展创新 6 17.1%

合计 35 100%

合计

学分合计： 155.5

学分比例：课堂教学 77.5%（其中理论教学 66.6%，实验教学 10.9 %），实践教学 22.5 %；

必修 78.5%，选修 21.5%；其中人文社科类 21.9%，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1.9%

学 期（周）学 时分 配 表

学 期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课堂教学（周学时） 25 24 22 19 22 15 16 0

课外实践（周） 3 1 1 2 2 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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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进度表

学

期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教

学

周

数

周

学

时

数

考 核

方式

模

块

方

向

1

课堂

教学

21202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14 3 考查

21081033 高等数学 A1 必修 5.0 80 14 6 考试

21102031 大学英语 1A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1211010 大学体育一 必修 1.5 48 12 4 考查

21202007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8 2 考试

22041072 基础化学 C 必修 3.5 56 14 4 考试

26041036 基础化学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14004 工程制图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实践

教学
27202002 入学教育与军训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23.5学分，选修 0学分

2

课堂

教学

21203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081031 高等数学 A2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1102032 大学英语 2A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6102003 大学英语 2实验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21083013 大学物理 B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6084018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1211011 大学体育二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2071010 有机化学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6071006 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要求：必修 21学分，选修 0学分

3
课堂

教学

2120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6012004 大学英语 3实验 必修 2 32 16 2 考查

22051009 C程序设计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2051010 C程序设计实验 必修 1 16 8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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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012 大学体育三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1 线性代数 B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41013 物理化学 必修 3 48 8 6 考试

22023020 电工及电子学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2072006 材料科学导论 必修 1.5 24 1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31008 工程训练 A 必修 1 1 考查

要求：必修 21学分，选修 0学分

4

课堂

教学

21204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5 40 14 3 考试

21211014 大学体育四 必修 1 32 16 2 考查

21081013 概率论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2011030 工程力学 必修 2 32 16 2 考试

23074001 材料科学基础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307400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必修 4 64 16 4 考试

26072007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培

训
选修 0.5 8 4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202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7.5学分，选修 0.5学分

5

课堂

教学

21208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16 3 考查

23074003 功能材料工艺学 必修 3 48 16 5 考试

23074004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 必修 3 48 16 3 考试

21014005 计算机绘图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4001 材料化学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74003 复合材料学 选修 3 48 16 3 考查

25074004 功能材料制备与加工 选修 2 32 8/ 4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7001 生产实习 必修 2 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2学分

6
课堂

教学

23074005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必修 3 48 12 4 考试

26074001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实验 必修 1.5 24 /8 3 考查

23074007 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必修 3 48 12 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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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4002 功能材料改性技术 选修 2 32 16 2 考试

25074008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05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选修 2 32 /8 4 考查

25074006 纳米材料与技术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09 可降解与吸收材料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3 功能陶瓷工艺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4 薄膜物理与技术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7002 功能材料课程设计 必修 2 2 考查

21261002 就业创业指导 必修 1 16 考查

要求：必修 10.5学分，选修 4学分

7

课堂

教学

25074007 科技应用文写作 选修 1 16 8/ 2 考查

25074020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0 材料流变学基础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1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5 无机功能材料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6 磁性材料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92037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选修 2 32 8/ 4 考试

25074012 环境材料学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25074017 电子信息材料 选修 2 32 16 2 考查

实践

教学

27077003 毕业实习 必修 4 4 考查

21261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

创业教育
必修 1 16 考查

2120300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 考查

21251001 安全教育 必修 2 32 考查

21271001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考查

要求：必修 11学分，选修 13学分

8

实践

教学

27077004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8 16 考查

22077005 毕业教育 必修 0 1 考查

要求：必修 8 学分，选修 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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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拓扑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材料流变学基础

无机功能材料

磁性材料

环境材料学

光电功能材料

与器件

材料表面改性新
技术

基础化学C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基础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

材料科学基础

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

科技应用文写作

作

工程训练 A 生产实习

功能材料专业
实验

功能材料测
试技术实验

纳米材料与技术

计算机在材料中
应用

功能材料改
性技术

C程序设计

功能材料工
艺学

C程序设计实验

材料化学

大 学 物 理 B

大学物理实验 B

复合材料学

电工及电子学

高 等 数 学 A1、A2 线性代数 B 概率论

工程制图 计算机绘图

思想道德与法

制

军事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中国近代史纲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大 学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 实 验

材料科学导论

毕业实习

生物医用高分
子材料

功能陶瓷工艺

功能材料物
理性能

功能材料制
备与加工

功能材料测
试技术

工程力学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可降解与吸收材
料

薄膜物理与技
术

就业创业指导

电子信息材料

实验安全及仪
器操作培训

功能材料课程
设计

经济决策与项目

管理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形势与政策、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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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能力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图（√表示相关）：

能力

培养目标
毕业

能力 1
毕业

能力 2
毕业

能力 3
毕业

能力 4
毕业

能力 5
毕业

能力 6
毕业

能力 7
毕业

能力 8
毕业

能力 9

毕业

能力
10

毕业

能力
11

毕业

能力
12

培养目标 1 √ √ √

培养目标 2 √ √

培养目标 3 √ √ √

培养目标 4 √ √

培养目标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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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分指标点权重 对应课程 权重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掌握从事

本专业所需的数学、

物理、化学等自然科

学基础知识，掌握功

能材料领域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掌

握功能材料的工艺、

技术及设备、质量控

制和性能测试理论、

实验操作及实验结

果分析等知识，用于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1：知识表述：掌握数

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用

于解决专业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

0.30

高等数学 A1 0.15

高等数学 A2 0.15

线性代数 B 0.10

有机化学 0.15

电工及电子学 0.1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20

概率论 0.15

1-2：模型求解：能针对

功能材料加工、制备等工

程应用中的某个系统或

过程，建立合适的数学模

型或原理方程并求解

0.25
材料流变学基础 0.50

工程制图 0.50

1-3：分析推理：能够运

用原理方程和工程知识，

针对功能材料加工、制备

等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推演分析

0.20

有机化学 0.30

物理化学 0.1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30

基础化学 C 0.20

材料流变学基础 0.10

1-4：综合运用 ：能够综

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功能材料与

工程专业知识，分析材料

组成、制备、结构、性能

及应用之间关系，解决本

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

0.25

有机化学 0.1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15

基础化学 C 0.10

电工及电子学 0.30

材料科学基础 0.30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具有综合

运用数学、物理、机

械、电工电子等自然

科学知识和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

过文献研究分析功

能材料的科学和工

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2-1：问题识别：能运用

物理、电子、测绘、制造

以及控制相关科学原理，

识别和判断机械装备设

计制造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关键环节。

0.2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20

基础化学 C 0.20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0.10

功能材料工艺学 0.15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0.10
大学物理 B 0.15

大学物理 B实验 0.10
2-2：问题表达：能够应

用科学原理对功能材料

加工、制备等工程领域所

面临的复杂工程问题的

识别结果进行有效表达，

将工程问题转化为技术

问题

0.30

材料科学基础 0.25

材料流变学基础 0.20

功能材料工艺学 0.25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0.30

2-3：结论判断：能够应

用专业知识和原理分析
0.25

功能材料改性技术 0.35

功能材料工艺学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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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问题识别和表达结

论的有效性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0.30

2-4：信息获取：掌握文

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

现代技术获取信息的方

法，能通过多种手段获取

行业内解决同类问题的

方法与效果，支撑自己的

方案，并理解其差距与优

势

0.25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0.30

计算机在材料中的应用 0.30

科技应用文写作 0.40

毕业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无机和有

机功能材料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提出

解决方案，具备从事

功能材料领域生产、

设计、研制、开发的

初步能力，具有一定

创新意识及对功能

材料新产品、新工

艺、新技术进行研发

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3-1：综合分析：掌握功

能材料工程设计和产品

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

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

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

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0.40

功能材料改性技术 0.25

功能材料工艺学 0.20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实验 0.30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0.25

3-2：分析开发：能够根

据用户特定需求设计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设计与制备满足特定需

求与技术指标的功能材

料或制品的配方、设备

（模具）、工艺流程、并

能够针对方案进行优化

0.30

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0.25

毕业设计（论文） 0.25

物理化学 0.30

电工及电子学 0.20

3-3：工程应用：能够针

对功能材料工程应用领

域进行系统（设备）或工

艺流程设计开发，并体现

创新意识

0.30

功能材料课程设计 0.3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功能材料工艺学 0.30

毕业要求 4：

研究：能综合运用功

能材料工程领域科

学理论、方法和技术

手段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的初步能力。具

有扎实的工程实践

训练能力，能对实验

结果进行分析并得

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研究分析：了解功

能材料与工程专业领域

背景及经典案例，能够针

对功能材料加工、制备等

工程领域所面临的复杂

工程问题提出研究思路

和分析方法，并有意识地

将实验结果用于指导解

决方案的改善和优化

0.40

工程力学 0.30

物理化学 0.35

材料流变学基础 0.35

4-2：实验设计：能够基

于专业理论，根据在功能

材料加工、制备等工程应

用中所面对的复杂问题

的特征，选择研究路线，

设计可行的实验方案，并

选用或搭建实验装置，安

全地开展实验研究

0.20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

培训
0.10

有机化学实验 0.25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测试 0.20

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0.20

功能材料测试实验 0.25

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

选用对应的实验设备和

实验器材、构建实验系

0.40

大学物理实验 B 0.10
大学物理 B 0.20

基础化学实验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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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全地开展实验，并

能正确地采集、记录有关

实验数据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测试 0.20

功能材料测试实验 0.25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针

对功能材料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使用

数字化信息资源和

Origin、Photoshop及
Matlab 等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绘图和分

子模拟、材料设计

等，并能理解其局限

性。

5-1：工具分析：掌握专

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

技术工具，具备使用相关

工具和模拟软件的能力，

并理解其适用范围

0.30

材料科学导论 0.20

功能材料测试实验 0.20

计算机绘图 0.15

工程训练 A 0.15
C程序设计实验 0.10
C程序设计 0.20

5-2：工程技术工具：能

够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技

术针对与功能材料与工

程专业有关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

计

0.40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0.50

功能材料课程设计 0.20

毕业设计（论文） 0.30

5-3：信息技术工具：能

够充分利用计算机语言、

通用数据处理软件和字

处理等其它信息技术工

具与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和效果

0.30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0.5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测试 0.50

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了解本

专业的发展现状、行

业需求及应用前景；

熟悉功能材料领域

相关行业的政策、法

律和法规及应承担

的责任，能从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角度，评价

专业工程时间产生

的影响。

6-1：工程技术：了解与

功能材料行业相关的技

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

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在工

程实践中予以落实，并理

解违反上述法规应承担

的责任

0.50

工程制图 0.30

材料科学导论 0.35

毕业设计（论文） 0.35

6-2：工程实践：能客观

分析预测专业工程实践、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应

用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潜在影

响

0.50

工程训练 A 0.10

生产实习 0.20

毕业实习 0.30

功能材料课程设计 0.30
安全教育 0.10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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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材料专业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7-1：环保理念：接受过

相关的环保教育及环保

案例教育，了解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在工程设

计中体现保护环境、维持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0.60

材料科学导论 0.30

生产实习 0.25

毕业实习 0.15

功能材料改性技术 0.20

形势与政策 0.10
7-2：环境影响评价：能

够了解本专业工程实践

所使用的原材料、工艺、

生产过程对各类资源的

消耗情况，能合理评价生

产试验和产品运行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功耗、噪

声、辐射、废料对环境的

影响

0.40

生产实习 0.50

毕业实习 0.50

毕业要求 8： 8-1：人文素养：有正确 0.6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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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范：具有良好

的工程职业道德和

追求卓越的态度，较

强的爱国敬业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较好

的人文科学素养。

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0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0.10

军事理论 0.10

8-2：遵守职业规范：理

解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

责任，在专业工程实践活

动中能够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履行相应的责任

0.40

入学教育与军训 0.10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

培训
0.20

毕业实习 0.40

心理健康教育 0.20

劳动教育 0.10

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具有良

好的团队意识、合作

精神和一定的组织

管理能力，以及较强

的环境适应和竞争

能力。

9-1：团队合作：具备团

队合作意识，愿意与团队

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并给

予他人帮助

0.50

大学体育 0.30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测试 0.40

工程训练 A 0.1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0.15

9-2：个人责任：能够在

工程项目中担任一定的

角色，并根据角色作出合

理的行为决策，具有较强

的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

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完成

工作

0.30

大学体育 0.15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

培训
0.20

就业创业指导 0.10

C程序设计实验 0.25

C程序设计 0.30
9-3：竞争与合作：能在

多学科背景下和不同层

次间正确理解和处理团

队内部和团队之间的竞

争与合作关系

0.20

大学体育 0.60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0.40

毕业要求 10：
沟通：具备良好的口

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能够熟练

掌握一门外语进行

沟通和交流，具备文

献检索、选择国内外

相关技术信息的能

力。

10-1：沟通能力：能够就

功能材料与工程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以口头、

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

达自己的观点，正确回应

指令，达到沟通目的

0.35

工程制图 0.50

计算机绘图 0.50

10-2：表达能力：能够熟

练、正确、规范地撰写技

术报告和设计文稿，具备

较强的工程技术文档写

作能力

0.25
科技应用文写作 0.6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

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
0.40

大学英语 2实验 0.20

大学英语 3实验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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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

流。

大学英语 1A 0.30

大学英语 2A 0.30

毕业要求 11：

项目管理：具备对工

程项目进行技术经

济分析的基本技能，

并提出合理的质量

控制方法，掌握功能

材料领域的工程管

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

11-1：工程管理知识：理

解并掌握工程管理与经

济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具备工程管理的意识

0.50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0.60

毕业设计（论文） 0.40

11-2：项目管理实践：能

够在多学科环境中将工

程项目管理与经济决策

的知识和方法应用到专

业工程实践中，协调平衡

多种资源，使工程实践经

济效益得到优化

0.50

经济决策和项目管理 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60

毕业要求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12-1：学习动力：理解工

程活动中搜集、获取、更

新相关技术研究现状和

未来发展趋势的必要性，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动力，了解知

识和能力拓展的途径

0.60

材料科学基础 0.35

科技应用文写作 0.20

生产实习 0.15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0.15

毕业教育 0.15

12-2：学习能力：具有自

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

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

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

的能力等

0.40

大学英语 1A 0.30

大学英语 2A 0.30
大学英语 2实验 0.20
大学英语 3实验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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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毕业能力要求关系矩阵图（H表示相关度高，M表示相关度一般，L表示相关度弱）：
能力

课程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9.3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大学体育 L

大学英语 1A H M

大学英语 2A H M

大学英语 2 实验 M M

大学英语 3 实验

高等数学 A1 H
高等数学 A2 H

线性代数 B H
概率论 M
大学物理 B H H

大学物理 B 实验 H M

C程序设计 H H
C程序设计实验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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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C H M H
基础化学实验 H
有机化学 H H M
有机化学实验 H
物理化学 M H H
工程力学 H
工程制图 H M M
电工及电子学 H H M

电子信息材料 L L
工程训练 A H L L
实验室安全及仪器操作

培训 L L H
计算机绘图 H H
材料科学导论 M H H
材料科学基础 M H H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M H M H
功能材料工艺学 M M H M
材料化学 L L

复合材料学 L L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 M H H
功能材料课程设计 L H
功能材料测试技术实验 H
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H H
计算机在材料中应用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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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与技术 L L

功能材料改性技术 H H M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L L

可降解与吸收材料 L L

薄膜物理与技术 L L

功能陶瓷工艺 L L

材料表面改性新技术 L L L L

环境材料学 L L L

材料流变学基础 L L L

生产实习 M H H L
毕业实习 H M H
毕业设计（论文） M M H H L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L L

无机功能材料 L L

磁性材料 L L

功能材料制备与加工 L L

科技应用文写作 L L H
经济决策与项目管理 M H

功能材料物理性能测试 M H M H

功能材料测试实验 H H M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

践
L L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

业教育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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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指导 L
形势与政策 L
心理健康教育 L
安全教育 L
入学教育与军训 L
劳动教育 L
军事理论 L
毕业教育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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