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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类：材料类        专业代码：080412T 

学位类型：工学学士学位      标准学制：4 年 

特别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一、培养目标 

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有家国情怀、扎实的数理基础、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系统的功能材料专业知识，精通岗位

业务，工程实践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强，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组织沟通能力和终身

学习能力，能够在磁性材料和新能源材料等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项目中独立承担任务，可从事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设计、生产管理等工作，适应社会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高素质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体现了对学生毕业 5 年后职业能力的预期，该培养目标可进一步细化为以下五个

方面： 

培养目标 1：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较强的家国情怀。 

培养目标 2：坚守职业操守，拥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就专业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培养目标 3：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功能材料专业知识，统筹兼顾环境、

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结合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对磁性材料、新能源

材料领域新项目实施、工艺革新、产品升级等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做出判断。 

培养目标 4：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针对磁性材料、新能源材

料新产品研发、生产和应用过程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自主查阅文献、调研分析，恰当选择科

学方法，提出合理的研发方案、设计出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工艺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计算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对结果进行预测与模拟，且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培养目标 5：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与时俱进，不断提升适应社会发

展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通过 4 年学习，毕业时应满足本专业的 12 项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功能材料专业知识，解决磁性材

料、新能源材料新项目实施、产品升级、工艺革新以及产品应用等相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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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 1-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对上述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正确的表述。 

观测点 1-2：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应用于磁性材料、新能源材料领

域某一具体系统或工艺过程，建立模型并求解。 

观测点 1-3：能够运用科学原理、工程知识，分析上述复杂工程问题。 

观测点 1-4：通过功能材料制备工艺、表征技术与物理性能等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能将

组成、结构、制备工艺和性能之间关系用于上述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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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研究分析功能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观测点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功能材料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准

确识别、判断功能材料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影响因素。 

观测点 2-2：能够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认识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有多种方案，并运用电子、

机械、现代信息技术及工程学科基础相关知识正确表达工程设计思想，寻求问题的有效解决方

案。 

观测点 2-3：能够基于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原理，采用数学/物理模型、推理分析、类比

等方式证实方案的合理性，得出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提出针对功能材料专业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具

备设计本专业领域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部件和工艺流程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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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观测点 3-1：能够根据工程需求、功能材料的实际应用或工艺条件，确定设计目标。 

观测点 3-2：针对功能材料成分、制备工艺及性能改善的特定需求，能够运用工程基础知

识及功能材料工程专业知识，并综合考虑社会、环境、健康、安全和文化等制约因素，提出合

理的设计方案，并体现创新意识。 

观测点 3-3：能够运用图纸、说明书、报告或实物等形式，呈现设计成果。 

（4）研究：掌握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分析方法及功能材料的应用技术，能够对磁性材料、

新能源材料新产品研发、工艺升级及产品生产和应用过程的相关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具备

设计、实施本专业领域工程实验的能力，并在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与解释的基础上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观测点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磁性材料、新能源材料新产品研发及

产品生产和应用过程的相关复杂工程问题提出可行的实验方案。 

观测点 4-2：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用或者搭建实验仪器设备，构建实验系统，进行实验。 

观测点 4-3：能够正确采集、整理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合理分析和解释，得出有效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磁性材料、新能源材料新产品研发、工艺升级及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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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过程的相关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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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上述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观测点 5-1：能够了解功能材料工程领域常用测试分析仪器、现代信息技术和工程辅助工

具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观测点 5-2：能够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测试分析仪器、现代信息技术和工程辅助工具，对上

述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功能材料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功能材料专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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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点 6-1：具备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了解与磁性材料、新能源材料行业相关的生

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观测点 6-2：能够基于材料、设计、制造技术和装备特性等知识，合理认识和评价磁性材

料、新能源材料的设计、制备和使用过程对社会、健康、安全、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

责任。 

（7）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功能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观测点 7-1：掌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意义，并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功能材料工程实

践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观测点 7-2：能对功能材料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评价，并提出初

步解决方案。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 

观测点 8-1：能遵守职业规范标准，理解职业规范原则，解释职业规范行为，能够不断地

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履行材料工程师的职责。 

观测点 8-2：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负责任的行为规范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懂法守法。 

（9）个人和团队：基于功能材料工程领域中的多学科背景及特点，能够承担个体、团队

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在团队合作中既能进行分工与合作，正确处理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又

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的能力，能够根据团队成员的能力与特长合理分配任务，并指挥团队开展

工作任务。 

观测点 9-1：具有团队意识，能够理解在功能材料产品设计、制备、使用等实践活动中团

队不同成员担当的责任和作用，能够处理好个人、团队和其他成员的关系。 

观测点 9-2：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与表达能力，能在团队中做好自己承担的角色，组织、

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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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沟通：能够就功能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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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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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点 10-1：能够撰写调研报告、实验报告、实习报告、课程设计（论文）和毕业设计（论

文）等功能材料工程技术文件。 

观测点 10-2：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听、说、读、写能力，了解本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

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能够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备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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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点 11-1：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观测点 11-2：能够利用工程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在功能材料工程及多学科的设计研发等方

面进行项目管理和经济性评价决策。 

（12）终身学习：对终身学习有正确认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能及时了解

功能材料科学、功能材料制备、表征与应用的最新理论、技术及国际前沿动态。 

观测点 12-1：正确认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能够跟踪专业领域前沿技术发展。 

观测点 12-2：具有自主学习和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之间的支撑关系 

本专业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实现矩阵关系见下表 1。 

表 1 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矩阵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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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1   √   

毕业要求 2    √  

毕业要求 3   √   

毕业要求 4    √  

毕业要求 5    √  

毕业要求 6  √ √   

毕业要求 7 √    √ 

毕业要求 8 √ √    

毕业要求 9  √    

毕业要求 10  √    

毕业要求 11   √   

毕业要求 12     √ 

四、主干学科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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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心课程 

参照《材料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及专业认证标准，确定本专业核心课程如下： 

序号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学分 

1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基础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 3.5 

2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基础课程 材料研究方法 3.5 

3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基础课程 固体物理 4.0 

4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基础课程 功能材料工艺学 3.0 

5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基础课程 电化学基础 2.5 

6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基础课程 磁性物理学 3.5 

7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方向课程 磁性材料 3.0 

8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方向课程 磁性材料器件与应用 2.0 

9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方向课程 太阳能光伏技术 2.5 

10 专业教育教学模块专业方向课程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与应用 2.0 

11 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独立设课的实验 磁性材料制备与检测 1.0 

12 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课程设计 小型光伏电站设计 2.0 

13 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 13.0 

六、创新创业竞赛获奖项目可进行成绩学分转换的课程 

专业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对于中国国际“互联网+”、“挑战杯”、“机械设计大赛”

等专业相关性较大的比赛，如学生参与并获得国际、国家级奖项可免修创新创业、课程设计（论

文）等相关联课程，功能材料专业可转换的课程如下： 

可转换的课程 学分 对应的竞赛名称 

创新创业基础 1.5 一类创新创业竞赛 A、B 层级项目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2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新材料创意方案设计 2 

1.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 全国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 

4. 全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 

5. 全国大学生 3D 打印大赛 

复合材料 2 1. 中国大学生高性能复合材料科技创新竞赛 

注：1.学生应填写《本科生创新创业竞赛获奖转换课程成绩及学分申请表》，按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

科生创新创业竞赛获奖转换课程成绩及学分实施办法》执行。2. 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获奖项目可转换的课

程以此表为依据。

http://scb.xauat.edu.cn/info/1504/1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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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工程

知识 

2.问题

分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 

研究 

5.使用

现代 

工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与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 

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L H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H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M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5 形势与政策 1-4        L   L  

6 大学英语 1-4         L L   

7 大学体育 1-4         L    

8 创新创业基础   L         L 

9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L     

10 高等数学Ⅰ-A1、A2 H L           

11 线性代数 B  H           

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L           

13 大学物理 B1、B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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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工程

知识 

2.问题

分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

现代 

工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与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 

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14 大学物理实验         L    

15 无机化学 L            

16 无机化学实验         L    

17 物理化学 B M            

18 物理化学 B 实验    L         

19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路基础 L            

20 工程制图基础 L L L  L        

21 机械设计基础 L L           

22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M          

23 工程力学 L L           

24 大学计算机基础     L        

25 C 语言程序设计     L        

26 工程管理           H  

27 材料概论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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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工程
知识 

2.问题
分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 

研究 
5.使用现
代工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与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

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28 固体物理  H  L         

29 磁性物理学 H   L         

30 电化学基础 H   L         

31 功能材料工艺学 M M L          

32 材料科学基础 L L  M         

33 材料研究方法    L H        

34 材料工程基础 L L           

35 可再生能源概论   L   M L     L 

36 材料性能学    L         

37 光伏与储能系统电子技术 L L           

38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L         

39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L   L     H   

40 磁性材料 L   L  M       

41 磁性材料器件与应用   L   H       

42 太阳能光伏技术 L   L  M       

43 新型电池材料   L   L       



- 10 - 

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续）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工程
知识 

2.问题
分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 

研究 

5.使用
现代 

工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与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 

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44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与应用   M   M L      

45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  L  L H        

46 国内外新材料发明案例剖析          L  H 

47 专业外语          L   

48 功能纳米材料（双语）          L  L 

49 新材料创意方案设计   H         M 

50 磁性材料制备与检测    H     H M   

51 小型光伏电站设计   H       L   

52 金工实习         L    

53 认识实习       H L L    

54 生产实习       H L L   L 

55 毕业实习       L     L 

56 毕业设计（论文）    H M  M  M M M  

57 军事技能（含军事理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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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课内实践学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代码 

模块 

学分 

要求 

实

验 

上

机 
其他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通识

教育

教学

模块 

通识

核心

课程 

111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48           A1 

A1=65.5

学分  

111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48   32    80        A1 

1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32   16     48       A1 

1110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32   16  48          A1 

111240 形势与政策 1 0.5  8 8    8           A1 

111241 形势与政策 2 0.5  8 8       8        A1 

111242 形势与政策 3 0.5  8 8          8     A1 

111243 形势与政策 4 0.5  8 8           8    A1 

112001 大学英语 1 2.5  40 40    40           A1 

112002 大学英语 2 2.5  40 40     40          A1 

112003 大学英语 3/大学英语拓展课 1 2.0  32 32       32        A1 

112004 大学英语 4/大学英语拓展课 2 2.0  32 32        32       A1 

113107 大学体育 1 1.0  36 32   4 36           A1 

113108 大学体育 2 1.0  36 32   4  36          A1 

113109 大学体育 3 1.0  36 32   4    36        A1 

113110 大学体育 4 1.0  36 32   4     36       A1 

110380 高等数学Ⅰ-A1 5.5  88 88    88           A1 

110381 高等数学Ⅰ-A2 5.5 88 88     88          A1 

110385 线性代数 B 2.0  32 32       32        A1 

11038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3.0  48 48       48        A1 

110390 大学物理 B1 3.0  48 48     48          A1 

110391 大学物理 B2 3.0  48 48       48        A1 

136010 无机化学 3.5  56 56    56           A1 

110238 工程制图基础 3.0  48 44   4 48           A1 

107070 机械设计基础 3.5  56 52  4      56       A1 

10544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路基础 2.5  40 40     40          A1 

小    计 65.5  1132 1016  4 112 360 300   284 172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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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表（续）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课内实践学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代码 

模块

学分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要求 

通识

教育

教学

模块 

通识

核心

课程 

106233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32 24  8  32           A2 

A2≥4

学分,

计算

机类

必须

选 1

门 

106004 C 语言程序设计 2 32 16  16   16 16         A2 

136012 有机化学 3.5 56 48 8      56        A2 

110049 计算方法 2 32 32        32       A2 

110051 数学物理方程 2.5 40 40        40       A2 

110157 工程力学 4 64 60 4       64       A2 

110108 分析化学 4 64 40 24      64        A2 

912374 CET4 提高课程 2 32 32       32        A2 

912375 CET6 提高课程 2 32 32        32       A2 

912381 考研英语课程 4 64 64           64    A2 

912376 雅思辅导课程 1 4 64 64          64     A2 

912378 雅思辅导课程 2 4 64 64           64    A2 

912377 托福辅导课程 1 4 64 64          64     A2 

912379 托福辅导课程 2 4 64 64           64    A2 

小     计 44 704 644 36 24  32 16 16 152 168  128 192     

通识

拓展

课程 

本科生必须取得 10 个及其以上的通识拓展课程学分，方可毕业 A3 
A3≥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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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表（续）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课内实践学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代码 

模块学

分要求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专

业

教

育

教

学

模

块 

专业

基础

课程 

110127 物理化学 B 3.0  48 48       48        B1 

B1=27.

5 学

分，

B2≥6

学分 

105213 材料概论 1 16 16    16           B1 

105228 固体物理 4 64 64          64     B1 

105231 磁性物理学 3.5 56 56          56     B1 

105254 功能材料工艺学 3 48 44 4          48    B1 

105029 材料科学基础 3.5 56 52 4         56     B1 

105484 材料工程基础 2 32 32        32       B1 

105386 材料研究方法 3.5 56 48 8         56     B1 

105350 电化学基础 2.5 40 40          40     B1 

105396 工程管理 1.5 24 24      24         B1 

小     计 27.5 440 424 20   16  24 48 32  272 48     

105351 可再生能源概论 2 32 32          32     B2 

105237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2 32 24  8         32    B2 

105223 功能陶瓷 2 32 32           32    B2 

105366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及应用 2 32 28 4          32    B2 

105367 材料性能学 2.5 40 36 4            40  B2 

105222 半导体材料 2 32 32           32    B2 

105447 光伏与储能系统电子技术 4.5 72 72        72       B2 

小     计 17 272 256 8 8      72  32 128  40   

专业

方向

课程 

105037 磁性材料 3 48 48           48    C1 

C1=11.

5 学

分，

C2≥2

学分 

105358 太阳能光伏技术 2.5 40 36 4          40    C1 

105359 磁性材料器件与应用 2 32 32           32    C1 

105360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与应用 2 32 32           32    C1 

105074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的应用 
2 32 28  4         32    C1 

小     计 11.5 184 176 4 4         184     

105129 专业外语 2 32 32             32  C2 

105353 新型电池材料 2.5 40 34 6          40    C2 

105478 光伏建筑设计与实践 2 32 32             32  C2 

105047 复合材料 2 32 32             32  C2 

小     计 8.5 136 130 6          40  96   



15 

 

附表 1 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表（续）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课内实践学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代码 

模块 

学分 

要求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创新

创业

教育

及 

课外

素质

教育

模块 

创新

创业

教育

课程 

133001 创新创业基础 1.5 24 16   8  24          D1 

D1=3.5

学分，

D2≥1

学分 

105425 国内外新材料发明案例剖析 2 32 32           32    D1 

小    计 3.5  56 48     24      32     

111245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1 18 18            18   D2 

105388 功能纳米材料（双语） 2.5 40 40          40     D2 

小    计 3.5 58 58          40  18    

课外

素质

教育

学分 

本科生必须取得 10 个及以上的课外素质教育学分，且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获得 2 个及以上学分、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获得 2 个及以上学分，创新

创业教育获得 4.5 个及以上学分，并至少参与两项开放性实验，或一项院校学科竞赛、SSRT 等项目，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D3 

D3≥10

学分 

备注：课程性质代码：通识核心课程—A1（必修）、A2（选修）；通识拓展课程—A3（选修）； 

                    专业基础课程—B1（必修）、B2（选修）；专业方向课程—C1（必修）、C2（选修）； 

                    创新创业教育及课外素质教育模块—D1（必修）、D2（选修）、D3（课外素质教育学分）。 

      各学期学时分配：2+表示第 2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4+表示第 4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6+表示第 6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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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设置及安排表 

序

号 
实践教学内容 

学

时 

学 

分 

周 

数 

各学期周学时(周数)分配 

课程

性质

代码 

模块 

学分 

要求 

是否

创新

创业 

实践

环节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1 

独立 

设课 

的 

实验 

大学物理实验 48 1.5   48          E1 

E1=

35

学分 

 

2 无机化学实验 1 16 0.5   16           E1  

3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16 0.5      16       E1  

4 磁性材料制备与检测 32 1           32  E1  

5 物理化学 B 实验 16 0.5     16        E1  

 小计 128 4  16 48  16 16     32    

6 

实习、
课程设
计（论
文）、
毕业设
计（论
文）等
环节 

军事技能  2.0 2K 2K           E1  

7 认识实习  2.0 2K       2K     E1  

8 生产实习  4.0 4K          4K  E1  

9 毕业实习  2.0 2K           2K E1  

10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
计 

 2.0 2K      2K      E1  

11 金工实习  2.0 2K     2K       E1  

12 毕业设计（论文）  13.0 13K           13K E1  

13 小型光伏电站设计  2.0  2K          2K  E1  

14 新材料创意方案设计  2.0  2K         2K   E1 是 

 小计  31 31K 2K    2K 2K 2K  2K 6K 15K   

备注：（1）K 表示“周”；（2）集中实践教学环节—E1（必修），E2（选修）； 

      （3）各学期周学时(周数)分配：2+表示第 2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4+表示第 4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6+表示第 6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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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学期学时分配表 

 
一 二 三 四 

总计 
1 2 2+ 3 4 4+ 5 6 6+ 7 8 

必修 

环节 

课程教学 340 296 24 296 180 0 264 260 0 0 0 1660 

集中实

践教学

环节 

独立设课实验 16 48 0 16 16 0 0 0 0 32 0 128 

实习、课程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 
2K 0 0 0 2K 2K 2K 0 2K 6K 15K 31K 

其他 36 28 0 36 24 0 16 12 0 0 0 148 

选修 

环节 

课程教学 32 16 16 152 240 0 200 360 18 136 0 1170 

集中实

践教学

环节 

独立设课实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实习、课程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通识拓展课程 至少获得 10 个及其以上的通识拓展课程学分，方可毕业 

备注： 

1.本表中选修环节统计的是该专业所有应给学生提供的课程资源； 

2.本表中必修环节对应的其它一栏主要对应附表 1 的课内实践。 

3.2+表示第 2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4+表示第 4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6+表示第 6 学期设置的夏季短学期“2+X”周。 

学期 学时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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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学时学分结构表 

课程类别 学时数 百分比 1（%） 学分数 百分比 2（%） 

通识教育教学

模块 

通识核心课程 

必修 1132 51.9% 65.5 39.5% 

选修 64 2.9% 4 2.4% 

通识拓展课程 选修 160 7.3% 10 6.0% 

专业教育教学

模块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440 20.2% 27.5 16.6% 

选修 96 4.4% 6 3.6% 

小计 536 24.6% 33.5 20.2%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 184 8.4% 11.5 6.9% 

选修 32 1.5% 2 1.2% 

小计 216 9.9% 13.5 8.1% 

创新创业教育

及课外素质教

育模块 

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 

必修 56 2.6% 3.5 2.1% 

选修 16 0.7% 1 0.6% 

小计 72 3.3% 4.5 2.7% 

课外素质教育学分 10 

毕业需最低理论教学总学时数及学分数 总计 2180 100% 131 79% 

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 35 21% 

毕业需达到的最低学分数 166 100% 

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必修课程课内实践教学 44.5 25.28% 

授予学位需达到的最低学分数 176 

备注： 

1.课外素质教育学分，不计入“毕业需最低理论教学总学时数及学分数”和“毕业需达到的最低学分数”，计入

“予学位需达到的最低学分数”。 

2.本表中选修指的是要求该专业学生所必须选修的最低学时数和学分数； 

3.本表中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指的是要求该专业学生所必须获得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见附表 2）的最低学分

数。 

4.本表中“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必修课程课内实践教学”是指要求该专业学生所必须获得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见附表 2）及必修课程课内实践教学（见附表 1）的最低学分数； 

5.百分比 1 是指该类课程占理论教学总学时数的百分比，“集中实践教育教学模块+必修课程课内实践教学”百

分比 2 是指该类课程占授予学位需达到的最低学分数，其它模块百分比 2 是指该类课程占毕业需达到的最低

学分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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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实验设置及安排表 

实验 

模块 

所属课程

编码及 

名称 

学

分 

开设

实验

项目

数 

实验

总学

时数 

要求

完成

实验

学时

数

（≥）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各学期学时分配 
实验

是否

独立

设课 

开出

要求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计划内

实验

（课内

实验和

独立设

课实

验） 

基础 

实验 

模块 

110287 

大学物理 

实验 

1.5  12 48 48 

绪论课 理论  4          

是 

必做 

分光计的调整与使用 验证  4          必做 

用扭转法测量物体的转动惯量 验证  3          选做 

等厚干涉的应用 验证  3          选做 

单臂电桥测电阻 设计  4          必做 

电子元件的伏安特性研究 综合  4          必做 

速度和加速度的测量 验证  3          选做 

示波器的调节与电信号的测量 验证  4          必做 

稳恒电流场模拟静电场 验证  4          必做 

衍射光栅特性的研究 综合  4          必做 

高电势电位差计的应用 设计  4          必做 

金属丝杨氏模量测量方法的研究 设计  4          选做 

双臂电桥测量低值电阻 综合  4          必做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使用 验证  3          选做 

空气中声速的测量 验证  3          选做 

用霍尔元件测量磁感应强度 验证  4          必做 

稳态法测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验证  4          必做 

电阻应变片传感器的桥路性能 综合  4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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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实验设置及安排表（续） 

实验 

模块 

所属课程

编码及 

名称 

学

分 

开设

实验

项目

数 

实验

总学

时数 

要求

完成

实验

学时

数

（≥）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各学期学时分配 
实验

是否

独立

设课 

开出

要求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计划内

实验

（课内

实验和

独立设

课实

验） 

基础 

实验 

模块 

136011   

无机化学 

实验 

0.5 5 16 16 

醋酸解离度和解离常数的测定 验证 3           

是 

必做 

配合物稳定常数的测定 验证 3           必做 

粗食盐的提纯 验证 3           必做 

验证性实验的设计 设计 4           必做 

混合离子分离与鉴定（考试） 验证 3           必做 

110349 

物理化学 B

实验 

0.5 5 16 16 

盐类溶解热的测定  验证    3        

是 

必做 

二元合金相图的绘制 验证    3        必做 

C+CO2=2CO 平衡常数的测定 验证    3        必做 

电导法测定弱电解质解离平衡常

数（考试） 
验证    4        必做 

液体饱和蒸汽压和蒸发热的测定 验证    3        必做 

136012   

有机化学 
3.5  3 8 8 

醇酚醚的性质 验证    2        

否 

选做 

阿司匹林的合成 综合    3        选做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    3        选做 

110108   

分析化学 
4 8   24   24 

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及未知浓

度盐酸溶液的测定 
验证    3        

否 

选做 

混合碱的分析 验证    3        选做 

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测定 验证    3        选做 

工业硫酸铝中铝含量的测定 验证    3        选做 

铜盐中铜含量的测定（间接碘量

法） 
验证    3        选做 

邻二氮菲吸光光度法测定水中铁

含量 
验证    3        选做 

耐火材料或水中镁的测定 验证    3        选做 

葡萄糖含量的测定 设计    3        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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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实验设置及安排表（续） 

实验 

模块 

所属课程

编码及 

名称 

学

分 

开设

实验

项目

数 

实验

总学

时数 

要求

完成

实验

学时

数

（≥）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各学期学时分配 
实验

是否

独立

设课 

开出

要求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计划内

实验

（课内

实验和

独立设

课实

验） 

基础实

验模块 

 

107127  

 电工电子

技术实验 

0.5 8 16 16 

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原理及等效

电源定理 
验证     2       

是 

必做 

感性电路功率因数的改善 验证     2       必做 

PLC 基本指令 验证     2       必做 

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验证     2       必做 

PLC 综合实验 综合     2       必做 

集成运算放大器  验证     2       必做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 综合     2       必做 

全加器计数器译码显示电路 综合     2       必做 

107070       

机械设计基

础 

4 11 24 4 

机构运动简图测绘 验证     2       

否 

必做 

机械创新设计 设计     2       必做 

典型机构的设计与分析 设计     4       选做 

轴系结构组合设计 综合     2       选做 

滚动轴承受力分析 综合     2       选做 

液体动压滑动轴承分析 验证     2       选做 

轴的疲劳应力分析 综合     2       选做 

螺栓组应力分析 验证     2       选做 

机械运动和动力学分析 验证     2       选做 

带传动的滑差率与效率 验证     2       选做 

减速器拆装实验 综合     2       选做 

110157   

工程力学 
4.5 4 8 4 

压缩实验 验证     1       

否 

必做 

拉伸实验 验证     1       必做 

梁弯曲正应力电测实验 综合     2       必做 

规定非比例伸长应力的测定实验 设计     4       选做 

小计 19 56 160 136   16 67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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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实验设置及安排表（续） 

实验 

模块 

所属课程 

编码及名称 

学
分 

开设
实验
项目
数 

实验
总学
时数 

要求
完成
实验
学时
数

（≥）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各学期学时分配 
实验
是否
独立
设课 

开出
要求 

一 二 三 四 

1 2 2+ 3 4 4+ 5 6 6+ 7 8 

计划内
实验

（课内

实验和
独立设
课实

验） 

专业
基础

模块 

105350     

电化学基础 
2.5 2 4 4 

铜锌原电池组装及其电动势测定与
应用 

综合       2     

否 

必做 

三电极体系组装及其用于极化曲线
测量与分析 

综合       2     必做 

105029 材料
科学基础 

3.5  2 4  4  
淬冷法研究相平衡 验证       2     

否 
必做 

块体材料气孔率、体积密度的测试 验证       2     必做 

105034 材料

研究方法 
3.5 3 8 8 

材料显微结构评价 综合       4     

否 

必做 

扫描电镜原理及操作 演示       2     必做 

差热分析试验 验证       2     必做 

105234    

材料性能学 
2.5 2 4 4 

材料显微硬度试验 验证          2  
否 

选做 

平板法测定材料的导热系数 验证          2  选做 

105254 功能
材料工艺学 

3.0  1 4 4 功能材料粉体的制备与表征 综合        4    否 必做 

小计 15.0  11 27  24          16 4  7    

专业

方向
模块 

105235 太阳
能光伏技术 

2.5 2 4 4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制作与测试 综合        2    

否 

必做 

太阳能光伏电池电性能及光谱性能
测试 

综合        2    必做 

105074   

新型电池 

材料 

2.5 3 6 6 

锂离子电池组装及性能测试 综合        2    

否 

选做 

不同材料锂电池热失控虚拟仿真实验 综合        2    选做 

燃料电池的设计及性能表征 综合        2    选做 

105230 

磁性材料 

制备与检测 

1.0  6 32 32 磁性材料制备与性能测试 综合          32  是 
完整
两周 

小计 6 11 42 42          10  32    

计划外
实验

（拓展
性实
验） 

固定 

拓展

性 

实验 

105234    

材料性能学 
/ 1 2 / 材料线膨胀系数测试 验证          2  否 选做 

105225 薄膜
材料制备技
术与应用 

/ 2 6 / 
薄膜厚度的测定 验证        2    否 选做 

磁控溅射法镀膜及性能测试 综合        4    否 选做 

105034 材料
研究方法 

/ 1 2 / XRD 衍射原理及操作 演示       2     否 选做 

小计  4 10          2 6  2    

主要方向为：磁性材料制备与表征、薄膜材料制备与表征、太阳能电池的表征、功能复合材料的表征、电介质材料的表征、燃料电池的表征。 

备注：①实验类型分为验证、设计、综合。② 开出要求分为必做、必选、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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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课程 

性质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111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必修 1110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必修 

111240 形势与政策 1 0.5 8 必修 112002 大学英语 2 2.5 40 必修 

112001 大学英语 1 2.5 40 必修 113108 大学体育 2 1.0 36 必修 

113107 大学体育 1 1.0 36 必修 110381 高等数学Ⅰ-A2 5.5 80 必修 

110380 高等数学Ⅰ-A1 5.5 88 必修 110390 大学物理 B1 3.0 48 必修 

136010 无机化学 3.5 56 必修 110287 大学物理实验 1.5 48 必修 

136011 无机化学实验 0.5 16 必修 10544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路基础 2.5 40 必修 

110238 工程制图基础 3.0 48 必修 133001 创新创业基础 1.5 24 必修 

115002 军事理论 2.0 36 必修 106004 C 语言程序设计 2.0 16 选修 

115002 军事技能 2.0 2K 必修 第 2+学期 夏季短学期 

105213 材料概论 1 16 必修 106004 C 语言程序设计 2.0 16 选修 

106233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  32 选修 105396 工程管理 1.5 24 必修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111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必修 1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必修 

111241 形势与政策 2 0.5  8 必修 107070 机械设计基础 3.5 56 必修 

112003 大学英语 3/大学英语拓展课 1 2.0  32 必修 112004 大学英语 4/大学英语拓展课 2 2.0  32 必修 

113109 大学体育 3 1.0  36 必修 113110 大学体育 4 1.0  36 必修 

110385 线性代数 B 2.0  32 必修 107062 金工实习 2.0  2K 必修 

11038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3.0 48 必修 107127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0.5  16 必修 

110391 大学物理 B2 3.0  48 必修 105484 材料工程基础 2.0 32 必修 

110127 物理化学 B 3.0  48 必修 110051 数学物理方程 2.5  40 选修 

110349 物理化学 B 实验 0.5  16 必修 110157 工程力学 4.0  64 选修 

110106 有机化学Ⅰ 3.5  56 选修 110049 计算方法 2.0 32 选修 

110108 分析化学 4.0  64 选修 912375 CET6 提高课程 2.0  32 选修 

912374 CET4 提高课程 2.0  32 选修 105447 光伏与储能系统电子技术 4.5 72 选修 

     第 4+学期 夏季短学期 

     107072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2 2K 必修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111242 形势与政策 3 0.5  8 必修 111243 形势与政策 4 0.5  8 必修 

105228 固体物理 4.0 64 必修 105254 功能材料工艺学 3.0 40 必修 

105231 磁性物理学 3.5 56 必修 105358 太阳能光伏技术 2.5 40 必修 

105029 材料科学基础 3.5 56 必修 105074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

应用 
2.0 32 必修 

105386 材料研究方法 3.5 56 必修 105359 磁性材料器件与应用 2.0 32 必修 

105350 电化学基础 2.5 40 必修 105425 国内外新材料发明案例剖析 2.0 32 必修 

105109 认识实习 2.0 2K 必修 105037 磁性材料 3.0 48 必修 

105351 可再生能源概论 2.0 32 选修 105360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与应用 2.0 32 必修 

105388 功能纳米材料（双语） 2.5 40 选修 105223 功能陶瓷 2.0 32 选修 

912376 雅思辅导课程 1 4 64 选修  105222 半导体材料 2.0 3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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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续）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课程 

性质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912377 托福辅导课程 1 4 64 选修 105237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2.0 32 选修 

     105366 薄膜材料制备技术及应用 2.0 32 选修 

     105353 新型电池材料 2.5 40 选修 

     912381 考研英语课程 4 64 选修 

     912378 雅思辅导课程 2 4 64 选修 

     912379 托福辅导课程 2 4 64 选修 

     第 6+学期 夏季短学期 

     111245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1 18 选修 

     105312 新材料创意方案设计 2.0  2K 必修 

第 7 学期 第 8 学期 

105111 生产实习 4.0 4K 必修 105016 毕业实习 2.0 2K 必修 

105363 小型光伏电站设计 2.0  2K 必修 105017 毕业设计 13.0  13K 必修 

105230 磁性材料制备与检测 1.0  32 必修      

105478 光伏建筑设计与实践 2.0  32 选修      

105129 专业外语 2 32 选修      

105047 复合材料 2 32 选修      

105367 材料性能学 2.5  40 选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