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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基于矢量微积分的一流国际化人才创新培养体系重构及实践

摘要：本教学成果是基于学校国家一流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生的培

养要求和培养目标，以格式塔认知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入“矢量微积分”人才培

养理念，探索出一种提升阶段性认知感悟的有效积累模式，构建了阶段增量和

存量的评价体系，叙述了矢量导引的多元耦合国际化能力提升策略和路径。本

成果以认知规律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矢量微积分式人才培养体系，解决了培养

环节时空衔接不畅的问题；注重矢量导引，构建了一个有效叠加层级递进的创

新平台，解决了学习增量和存量不平衡的问题；注重培养环节有效叠加，形成

了一套多元耦合的国际化能力提升方案，解决了学生国际化视野和竞争能力增

量不连续的问题。自 2016年以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一直蝉联 5星专

业，2017年获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人先锋号教学团队”称号，2020年入选“国

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并第三次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国内工科院校国际化

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经验。

关键词：矢量微积分；国际化；交替攀升

1.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如何培养一流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并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高等教育的使命。目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传统培养模式忽略了阶段性认知感

悟的有效积累，使得增量与存量不平衡，导致成果导向教育（OBE）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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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具体表现在理论教学环节通专协同度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分离，

第一课堂和第 N课堂不平衡，导致理论水平、人文素养、国际化竞争力和品

质以及实践能力无法协同提升；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阶段目标评价以及阶段

之间的目标达成度缺乏全面系统的评价体系，导致人才培养阶段间不能有效协

同进而影响培养目标达成；由于学生英语基础问题、师资队伍稳定性问题、对

国际化能力认知差异问题等导致学生的国际化能力提升呈碎片化，国际化视野

和竞争能力缺乏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针对上述问题，作为“卓越计划”的首批试点单位和首批“国家一流专业建

设点”，太原理工大学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提出了以格式塔认知理论为基

础的矢量微积分”人才培养理念。

2. 矢量微积分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策略和路径

格式塔认知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以目标为导向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交

替攀升的“波浪式前进”过程，不同维度的增量有些会相互抵消，虽有投影贡献，

但无助于目标达成。本成果探索出一种提升阶段性认知感悟的有效积累模式，

构建了阶段增量和存量的评价体系，总结了矢量导引的多元耦合国际化能力提

升策略和路径：以认知规律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矢量微积分式人才培养体系，

解决了培养环节时空衔接不畅的问题；注重矢量导引，构建了一个有效叠加层

级递进的创新平台，解决了学习增量和存量不平衡的问题；注重培养环节有效

叠加，形成了一套多元耦合的国际化能力提升方案，解决了学生国际化视野和

竞争能力增量不连续的问题。

2.1 以认知规律为基础，制定了矢量微积分式人才培养体系。

基于格式塔认知理论，设置了以家国情怀、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国际视

野为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架构。关注学生阶段性的成长差异，重视阶段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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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矢量微积分式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图

连续积分，最终形成了矢量微积分式的创新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该培

养体系通过对学习认知过程的知识、能力、素养进行微分与调整，打破了第一

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时空壁垒，增进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了

创新能力与国际化视野并驾齐驱，形成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交替攀升的一流

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探索了一种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学习特点的微积分式教

育模式，建立了实践环节与理论教学两线交叉、平台互通、知识和能力交替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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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培养体系。通过科研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国际资质认证和学术

报告提升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形成逐层递进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自主构

建知识体系和获取知识，实现自发创新和自主学习的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流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将学生培养成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流创新人才。构建了矢量微积分式国际化人才培养体

系，设置了以家国情怀、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国际视野为培养目标的人才培

养架构。关注学生阶段性的感悟和成长差异，重视阶段培养目标的连续积分，

最终构建了创新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2.2 注重矢量导引，强化人才培养的阶段目标矢量积分

通过构建目标矢量明确的培养体系，创新课程目标达成和课程矩阵达成评

价方法，基于阶段培养目标评价的结果进行持续改进，对学生不同维度的理论

和学习效果进行投影，掌握增量；对不同阶段的目标达成进行积分，掌握存量，

解决了学生学习增量和存量不平衡的问题。

建立多方参与、多渠道、多视角、多元化的协同培养机制，搭建了观察、

认知、顿悟、领悟的“阶梯式”的实践平台，增强学生创新意识。依托专业实验

室平台，重构学生的理论知识体系；依托工程师联合培训基地等实训平台，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依托国家级工程实践校企合作平台，挖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潜能。

通过搭建三位一体创新平台，坚持大学四年实践动手不断线的原则，搭建

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综合认识实习，“大型工程模型制作”、“3D打印”技

能培训、“专业基本技能操作”和“科研创新训练”等校内实践平台，实践环节循

序渐进。建立了完善的实践教学环节闭环控制体系，将企业岗位从业标准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引进行业学会参与的专业竞赛平台，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培养

方案，构建校企深度融合的“企业顶岗实习”、“企业管理训练”和“专业资格认

证”等工程背景平台，全方位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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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阶梯式三位一体创新平台

以目标为导向，丰富卓越职业内容，创建了个性化、阶段性、全覆盖的素

质拓展课程，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多维度、全覆盖专业学习指导、实践能力

指导、心理健康指导、专家讲师团专题讲座指导、大学生创新实验指导、科技

竞赛指导和学生就业指导等。建立相应的“个性化学生档案”，根据他们的个性

和特长，针对性地、更有效地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通过进一步丰富职业素质

拓展课程，激发每个学生的潜力和个性。

2.3 注重培养环节有效叠加，构建多元耦合的国际化能力提升方案

通过增强理论教师的工程背景，改进实践教师的理论水平，拓展教师的全

球视野、创新意识和职业素质，建设了一批一流师资队伍。通过学科（专业）

国际化，师资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学生国际化、职业资格国际化等，多方面

提升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和竞争力，形成了一套多元化的国际化能力提升方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一流创新人才的国际化培养，将课程体系中《金属焊接性》

等课程由原来的“双语教学”改成“全英文教学”，并在中国大学MOOC 平台和

超星平台共享。定期邀请国内外国专家进行“全英讲座”，通过课堂训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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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与专家交流等模式，增强学生的英语口语交流能力并及时了解专业领

域内世界发展动态和趋势，拓展国际视野。此外，依托国际焊接工程师（IWE）

资质培训，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管理制度、标准体系等

工程领域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行业竞争力的技术与管理人

才，增强国际竞争力。

图 3 多元化国际能力提升方案

3. 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

坚持立德树人为中心，2018 年本专业开始实施课程思政计划，完成了所

有课程的思政大纲制定。本专业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百人”1 名，从“985”“211”

院校引进博士 20名，组成了一支理论基础扎实、工程实践经验丰富、创新能

力较强、国际视野开阔的团队。目前拥有理论教师 34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

其中有 21名教师有出国留学经历，10名教师拥有“国际焊接工程师（IWE） ”

资格证书，3 名教师取得山西省级“焊接裁判证书”， 4名教师拥有国家特种

设备无损检测资格证书。兼职企业导师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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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的实施成果

4.1 学生培养

该成果为学生搭建了参加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的平台，四届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学生多次参加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校级的科技实践创新大赛，其中获

得国家级奖励 79 项，学生创新能力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增强。经过

培训获取国际焊接工程师资格证书 157人，获取卓越工程师证书人 164人。

60%以上的同学进入国内外一流大学继续深造，其余学生选择就业或者创业，

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学生国际竞争能力显著提升。

4.2 教师能力提升成效

本专业教师团队理论基础扎实、工程实践经验丰富、创新能力较强、国际

视野开阔，其中 22名教师有出国留学经历，11名教师拥有“国际焊接工程师

（IWE） ”资格证书，3 名教师取得山西省级“焊接裁判证书”， 4名教师拥有

国家特种设备无损检测资格证书。承担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20余项，发表教

学改革论文 30篇。编译国外教材 1部，出版全英文著作 2部。2017年至 2023

年，承担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16项，在《大学教学》等期刊和论坛上发表教

学改革论文 21篇。编译国外教材 1部，建设成 1门全英文课程并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实现了共享。

4.3 创新平台建设

2016年 5月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优势专业；

2017年 4月第二次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2018年与山西省知名企业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材料成型技术与装

备研究院”；

2018 年与大同市森源激光再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了“激光再制造和 3D 打

印研究院”；

2019年与宁夏共享建立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校外创新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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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专业建设成效

本专业 2017年获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人先锋号教学团队”称号。2020年

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2020年第三次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4.5 成果辐射

（1）教育部、高教界和第三方广泛积极评价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认为该专业具有和社会需求匹配的人才培养目标，

目标分解，逐步积分的阶段性培养理念，以及多元化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提

升方案，形成了完善的教学过程管理、人才培养质量及持续改进机制。

浙江大学等 6位专家到学校指导工作，对该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来校访问

的美国西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专家团体，对学生的国际化水平给予了高度评

价。唐山松下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专业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2）培养体系及模式形成的有效辐射

兰州理工大学等 10所院校单位邀请我校教师去做教学研讨报告，采用了

部分体系和经验并给予了积极的反馈。本专业获批“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

训重点建设基地”以来，来自浙江等 16个省市近 43个中职院校的近 50多名教

师到我校进行培训。

（3）国际国内影响力

2019 年材料科学及工程学院专业第三次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

校的相关信息在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网站进行宣传，国际影响力显著。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近四年蝉联五星，在各类大学排名中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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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原理工大学国内国际排名情况

年份 武书连 招生网 校友会 软科 星级 US. News

2023 106 91 97 107 5 1357

2022 102 91 71 113 5 1434

2021 98 95 72 113 5 1418

2020 103 99 78 112 5 1351

2019 106 109 100 108 4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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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专业递进式课程目标与分层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附件 1-1：矢量微积分式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图

图 1-1-1 矢量微积分式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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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2016 版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计划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培养计划（2016）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College College of Materials Major Materials Form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学 制 四 年 授予学位 工 学 学 士

Duration Four Years Degree Granted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Program Objectives）

本专业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建设及行业和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机械科

学、材料科学、自动化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能够在材料加工理论、材料成型过程自动控制、

成型工艺过程设计及先进材料工程领域内使用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设计制造、组织生产、决策管理，具有创新意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团队合作意识，能够在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等因素的前提下解决材料成型及控制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应用

型专业技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表 1、表 2，知识、能力体系及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1）能够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用于解决材料成型及控制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并利用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工程的关键环节和参数，并借助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表达一个

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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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将材料成型及控制相关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用于识别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并利用文献分析研究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分析和设计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并获得有效

结论。

（3）能够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点需求的系统、零件、设备、

模具和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能够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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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了解应承担的

责任。

（4）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设计实验、分析和解释数据，对材料成型及控制过程中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同时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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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与模拟复杂工程问题，并能够理解

其局限性。

（5）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方

法用于工厂设计、运营及管理，并能理解和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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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

利用报告、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或表达和回应指令等方式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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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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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了解材料成型的最新

技术，控制的最新理论、材料加工的最新设备及其国内外发展前沿动态。

三、主干学科（Main Disciplines）

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

四、主要课程（Mai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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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热流体学、材料科学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材料加工传输原理、材

料现代分析方法、材料自动化基础、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导论、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工艺与

设备等。

五、主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含专业实验）

（Practicum Module （experiments included））（表 3）

六、学时与学分（Credits Hours and Units）（表 4）

表 1-2-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1 能够将数学、物理、化

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用于解

决材料成型及控制过程中

的复杂工程问题，并利用

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识别和

判断复杂工程的关键环节

和参数，并借助自然科学

基本原理表达一个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1.1 理解和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

科学知识的基础理论和知识。

高等数学 A；线性代数；概率论 B；大学物理

A；普通化学 C；材料物理化学 C

1.2 能利用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识别和判

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

环节和参数。

概率论 B；计算方法；理论力学 C；材料力学

C；电工技术；热流体学；材料加工传输原理

1.3 能借助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原理表

达一个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高等数学 A；线性代数；计算方法；热流体

学；材料加工传输原理；有限元基本原理

2 能够将材料成型及控制

相关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和专业知识用于识别和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并利

用文献分析研究材料成型

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分

析和设计复杂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并获得有效结论。

2.1 掌握机械科学、材料科学、自动化和

计算机等工程基础知识，能够利用这些知

识进行组织分析、性能检测、结构分析和

成分鉴定，进而识别和表达复杂工程问

题。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大学计算机

基础 A；理论力学 C；材料力学 C；机械设计；

机械原理 B；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D；
材料加工自动化基础；材料加工工程 CAD基

础；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C；材料成型基础 C；
模具材料及性能 A

2.2 掌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理论

和基础知识，并用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

工程问题的识别和表达。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电工技术；塑性成形

原理 A；模具材料及性能 A；金属凝固原理 C；
铸造合金学 A；特种铸造；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导论

2.3 能够认识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

多样性和关键制约参数。

液压传动与控制；压力焊与钎焊方法 C；冲

压工艺与模具设计；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

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铸造工艺与模具设计；

造型材料

2.4 能够通过分析文献设计解决方案，并

获得有效结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文献检索与利用实训

2.5能运用工程和专业基本原理和方法，

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影响因素，证实解决

方案的合理性。

机械原理 B；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材料科

学基础 B；焊接结构学；金属焊接性 C；塑性

成形原理 A；模具制造工艺学 A；金属凝固

原理 C；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A

3 能够针对材料成型及控

制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3.1 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的经历。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一、二）；物理

实验 A；公益劳动；计算机训练；金工实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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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案，设计满足特点需求的

系统、零件、设备、模具

和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

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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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

并了解应承担的责任。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毕业实习；自主实践；创新创业

3.2 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工艺、

结构和流程设计，对设计方案进行优选，

体现创新意识。

材料成型基础 C；焊接冶金原理 A；冲压工艺

及模具设计；锻造工艺及模具设计；注塑工

艺及模具设计；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机械

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

程设计（一）；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

程设计（二）；自主实践

3.3能够用图纸、报告、计算流程图或实

物呈现设计成果。

画法几何基机械制图；机械设计；焊接生产

与装备；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一）；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二）；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3.4能够基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在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等因

素的前提下设计满足特点需求的系统、零

件、设备、模具和工艺流程。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弧焊电源与控制；熔焊

方法与设备 A；塑性成形设备 A；模具制造

工艺学 A；精密塑性成形技术 A；模具材料

及性能 A

铸造设备；金工实习 B；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3.5 能够客观评价新的设计方案和新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潜在影响，并了解应承担的

责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焊接质量检验；

净形成型新技术；凝固数值模拟；特种铸造；

安全教育；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

计（一）；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

计（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

计（论文）；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导论

4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

用科学方法设计实验、分

析和解释数据，对材料成

型及控制过程中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信

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同时能够针对复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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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与模拟复杂工程

问题，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4.1掌握材料加工工程相关的各类物理、

化学和传质传热现象，了解材料特性、工

艺参数对材料加工行为的影响。

大学物理 A；普通化学 C；热流体学；材料物

理化学 C；材料加工传输原理；液压传动与

控制；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焊接冶金原理A；
金属焊接性 C

4.2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产品、装置、系统和工艺制定实验方案。

材料科学基础 B；焊接结构学；压力焊与钎

焊方法 C；模具材料及性能 A；铸造合金学 A；
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A

4.3能够开发、选择和利用现代化技术手

段进行实验研究，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和解释，通过信息综合得到有效的结论。

大学计算机基础 A；有限元基本原理；材料

现代分析方法 D；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C；焊接

质量检验；造型材料；计算机训练

4.4利用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

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模拟与预测，优化工艺

流程、提高技术手段、改进设备，解决材

料加工工程实践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理

解其局限性。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材料加工自

动化基础；材料加工工程 CAD 基础；弧焊电

源与控制；熔焊方法与设备 A；焊接生产与

装备；塑性成形设备 A；模具制造工艺学 A；
铸造设备；凝固数值模拟；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一）；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二）；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自主实践；创

新创业

5 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

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能够

5.1 掌握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基础知

识、方法和原理。
素质选修；工程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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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管

理和经济决策的方法用于

工厂设计、运营及管理，

并能理解和评价复杂工程

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5.2 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管理和

经济决策的方法用于工厂设计、运营及管

理，具备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金工实习 B

5.3 能够理解和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工程经济与管理；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一）；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二）；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毕业实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

业设计（论文）；创新创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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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具有人文知识、思辨能力、处事能力

和科学精神。

军事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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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中国近代史纲要；大

学英语；素质选修；体测

6.2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军事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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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

与政策；公益劳动；军训

6.3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了解机械

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责任, 在工程实践

中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

意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安全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入学教育；毕业教育；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

7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

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

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能

够就复杂工程问题利用报

告、设计文稿、陈述发言

或表达和回应指令等方式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

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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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有团队合作意识，并能倾听团队成员

的意见并有效沟通。能胜任团队成员的角

色与责任，独立完成团队分配的工作，并

能组织团队成员开展工作。

体育；物理实验 A；心理健康教育；军训；

金工实习 B；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业实习；自主实践；

创新创业；职业素质拓展

7.2 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利用报告、设计

文稿、陈述发言或表达和回应指令等方式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和交流。

物理实验 A；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训练；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课程设计（一）；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课程设计（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

业实习

7.3 能够阅读外文文献和英文技术文件，

并利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类专业外语

进行文件写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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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焊接工程专业外语；冲压工艺及

模具设计；塑性工程专业外语；铸造工程专

业外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论文）；文献检索与利用实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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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技

术了解材料成型的最新技

术，控制的最新理论、材

料加工的最新设备及其国

内外发展前沿动态。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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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中国近代史纲要；体育；入学

教育；毕业教育

8.2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

学习的方法，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军训；入学教育；自

主实践；职业素质拓展

8.3能针对个人或职业发展的需求，采用

合适的方法，自主学习，了解国内外前沿

发展、技术更新和设备升级的动态。

焊接工程专业外语；塑性成形设备 A；塑性

工程专业外语；精密塑性成形技术 A；净形

成型新技术；铸造工程专业外语；毕业教育；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文献检索与利用实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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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专业核心

课程

专业特色

课程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军事理论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毛泽东思想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形势与政策 √ √
中国近代史纲要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
高等数学 A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 B √
计算方法 √
大学物理 A √ √
物理实验 A √ √
普通化学 C √ √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 √ √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A √ √
素质选修 √ √
理论力学 C √ √
材料力学 C √ √
电工技术 √ √
机械设计 √ √
机械原理 B √
热流体学 √ √
材料物理化学 C √ √
材料加工传输原理 √ √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 √
有限元基本原理 √ √
液压传动与控制 √ √
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 √ √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D √ √
材料加工自动化基础 √ √
材料加工工程 CAD基础 √ √
工程经济与管理 √

√ 材料科学基础 B √ √
√ 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C √ √
√ 材料成型基础 C √ √
√ 焊接结构学 √ √
√ 焊接冶金原理 A √ √

弧焊电源与控制 √ √
√ 金属焊接性 C √ √

压力焊与钎焊方法 C √ √
√ 熔焊方法与设备 A √ √

焊接质量检验 √ √
焊接工程专业外语 √ √
焊接生产与装备 √ √

√ 塑性成形原理 A √
塑性成形设备 A √ √ √

√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 √ √
锻造工艺及模具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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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

课程

专业特色

课程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注塑工艺及模具设计 √ √
模具制造工艺学 A √ √ √
塑性工程专业外语 √ √

√ 精密塑性成形技术 A √ √
模具材料及性能 A √ √ √

√ 金属凝固原理 C √
铸造设备 √ √
铸造合金学 A √ √

√ 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 √ √
造型材料 √ √

√ 净形成型新技术 √ √
√ 凝固数值模拟 √ √

特种铸造 √ √
铸造工程专业外语 √ √
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A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心理健康教育 √ √
计算机训练 √ √ √
军训 √ √ √
入学教育 √ √
毕业教育 √ √
金工实习 B √ √ √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 √ √ √ √
专业课程设计（一） √ √ √ √
专业课程设计（二） √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业实习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 √ √ √ √ √
自主实践 √ √ √ √
文献检索与利用实训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导论 √ √ √
创新创业 √ √ √ √
职业素质拓展 √ √

表 1-2-3 主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Practice Schedule）

类型
Type

课程号
Course
Number

实践环节名称
Practice Courses Name

周数
weeks

学

分
Crs.

学期
Term

上机
Operation

校
安
排

A
rrangem

entof
U
niversity

SJ000001
入学教育

Entrance Education
1 1

SJ000488
毕业教育

Graduation Education
1 8

SJ000489
公益劳动

Volunteer Labor
1

SJ001010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2

SJ001724
心理健康教育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Education

2

SJ000490
计算机训练

Computer Training
3

SJ000002
军训

Military Training
3 1

SJ001984
体测

Physical Tes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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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Type

课程号
Course
Number

实践环节名称
Practice Courses Name

周数
weeks

学

分
Crs.

学期
Term

上机
Operation

院
安
排

A
rrangem

entof
C
ollege

SJ000028
金工实习 B

Metalworking Practice B
3 3 3

SJ000085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of Machine Design
3 3 5

SJ00200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一）
Design Practice in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Ⅰ）
4 4 7 50

SJ00200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二）
Design Practice in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II）
2 2 8 50

SJ00200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in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2 2 7

院
安
排

A
rrangem

entof
C
ollege

SJ001999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in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2 2 7

SJ002233
文献检索与利用实训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Utilize Practice
1 7 20

SJ00137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s /Thesis
14 14 8 120

SJ001735
职业素质拓展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Career and Quality
2 5

创新创业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SJ001985 2

自主实践
Independent Practice

SJ000491 2

合计 Total 41 42 240

表 1-2-4 课程体系学时与学分（Hours/Credits of Course System）

课程性质
Course Nature

课程类别
Course Type

学时
Hrs

所占比例
Percentage(%)

学分
Crs

课

程

教

学

C
ourse

T
eaching

必修课
Required
Courses

通识教育基础课
Basic General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1168 49 72

学科基础课
Basic Disciplinary Courses

304 12.75 19

专业课
Specialized Courses

216 9.06 13.5

小计 Total 1688 70.81 104.5

选修课
Elective
Courses

通识教育基础课
Basic General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128 5.37 8

学科基础课
Basic Disciplinary Courses

216 9.06 13.5

专业课
Specialized Courses

352 14.76 22

小计 Total 696 29.19 43.5
合 计 Total 2384 100 148

实 践 教 学 Practice 42
总 计 Total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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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理论教学进程表 (Theory Course Schedule)

课 程

类 别
type

课程

性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分
crs

学

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周学时分配 hrs./w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Pra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程

B
asic

G
eneralE

ducation
C
ore

C
urriculum

必

修

R
equired

00000131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2 (36) (36) 2

000070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32 16 3

0000399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一）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Ⅰ)

2 32 32 2

0000399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二）
Introduction to Maoism and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Ⅱ)

2 32 32 2

00003999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 32 6 26 1 1

000070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48 28 20 3

00007013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70) (54) (16) 1 1 1 1 1 1 1

000000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 32 32 2

00000013
大学英语（三）

College English (Ⅲ)
3.5 56 56 4

00000014
大学英语（四）

College English (Ⅳ)
3.5 56 56 4

00000017
英语听力（三）

English Listening (Ⅲ)
(16) (16) 1

00000018
英语听力（四）

English Listening (Ⅳ)
(16) (16) 1

00007001
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 (Ⅰ)
1 36 36 2

00007002
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6 36 2

00007003
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6 36 2

00007004
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6 36 2

00000023
高等数学 A（一）

Higher Mathematics A（Ⅰ）
5.5 88 88 6

00000024
高等数学 A（二）

Higher Mathematics A（II）
5.5 88 88 6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程

B
asic

G
eneralE

ducation
C
ore

C
urriculum

必

修

R
equired

00000032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5 40 40 3

00000033
概率论 B

Probability Theory B
2 32 32 3

00000037
计算方法

Computational Method
2.5 40 32 8 3

00000040
大学物理 A（一）

College Physics A（Ⅰ）
4 64 64 4

00000041
大学物理 A（二）

College Physics A（Ⅱ）
3.5 56 56 4

00000046 物理实验 A（一） 2 32 2 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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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程

性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分
crs

学

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周学时分配 hrs./w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Pra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Physics Experiments A（Ⅰ）

00000047
物理实验 A（二）

Physics Experiments A（Ⅱ）
2 32 32 2

00000110
普通化学 C

General Chemistry C
2 32 32 2

00000077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一）

Descriptive Geometry and Mechanical Drawing
（Ⅰ）

2.5 40 40 3

00000078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二）

Descriptive Geometry and Mechanical Drawing
（Ⅱ）

3 48 36 (10) 12 3

00004118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

Foundation of Program Design（C）
3 48 32 16 3

00004138
大学计算机基础 A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s A
3 48 32 16 3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72 1168 992 40 136
素

质

选

修

Q
uality

C
ourses

艺术体育类
A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2 32

人文社会科学类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urses

2 32

自然科学类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2 32

工程技术类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Courses

2 32

经济管理类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urses

2 32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8/10
128
/160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程

B
asic

G
eneralE

ducation
C
ore

C
urriculum

外

语

选

修

F
oreign

L
anguage

C
ourses

00000011
大学英语（一）
College English (Ⅰ)

3.5 56 56 4

00000012
大学英语（二）
College English (Ⅱ)

3.5 56 56 4

00000015
英语听力（一）

English Listening (Ⅰ)
(16) (16) 1

00000016
英语听力（二）

English Listening (Ⅱ)
(16) (16) 1

英语模块选修
English Elective Course Modules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B
asic

D
isciplinary

C
ourses

必

修

R
equired

00005649
电工技术

Electrical Technology
2.5 40 32 (16) 8 3

00000052
理论力学 C

Theoretical Mechanics C
3 48 40 8 3

00000055
材料力学 C

Mechanics of Materials C
3 48 32 16 3

0000708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2 32 32 2

00007850
热流体学

Thermofluid Dynamics
2 32 28 4 2

00000540
机械原理 B

Principle of Mechanics B
3 48 40 8 4

00007547 机械设计 3.5 56 48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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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程

性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分
crs

学

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周学时分配 hrs./w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Pra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Mechanical Design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9 304 252 4 48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B
asic

D
isciplinary

C
ourses

选

修

E
lective

00000637
材料加工传输原理

Principle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and
Transmission

2 32 32 4

00000371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The Interchange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Measurement

2 32 28 4 2

00000826
有限元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 of Finite Element
2 32 28 4 4

00000484
液压传动与控制

Hydraulic Power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2 32 32 4

00004082
材料物理化学 C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Material C
3 48 40 8 4

00005741
材料性能学 C

Properties of Material C
2 32 24 8 4

00000722
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

Metal Material and Heat Treatment
2 32 28 4 4

00000639
材料加工自动化基础

Foundation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Automatization

2 32 32 4

00000638
材料加工工程 CAD基础

Basics of CAD for Materials Processing
Engineering

2.5 40 32 8 4

00004083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D

Modern Methods for Materials Analysis D
2.5 40 32 8 4

00004486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

工程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 32 16 16 3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3.5
/24

216
/384

324 28 32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

必

修

R
equired

00000642
材料科学基础 B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B
5.5 88 76 12 6

00008457
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C

Material Process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C
2.0 32 30 2 4

00008456
材料成型基础 C

Fundamental of Material
Forming C

4.0 64 52 12 6

00007408
工程经济与管理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 32 32 2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3.5 216 190 26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

选

修

E
lective

铸

造

工

程

模

块

F
oundry

E
ngineering

M
odule

00003677
金属凝固原理 C

Fundamentals of Metal
Solidification C

2.5 40 34 6 4

00000835
铸造设备

Foundry Equipment
2.5 40 40 6

00003678
铸造合金学 A
Casting Alloys A

3 48 42 6 6

00005215
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

Foundry Technology and Mold Design
3 48 44 4 4

00005170
造型材料

Molding Materials
2 32 24 8 4

00000617
半固态成型技术

Semi-solid Metal Forming Technology
2 32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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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程

性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分
crs

学

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周学时分配 hrs./w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Pra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0007315
粉末冶金技术

Powder Metallurgy Technology
2 32 24 8 4

00000761
凝固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asting Solidification
Process

2 32 22 10 4

00004909
特种铸造

Special Casting
2 32 28 4 4

00000735
净形成型新技术

Near-net Shaping Technology
2 32 32 6

00007839
轻合金成型技术

Forming Technology of Light Alloys
2 32 32 6

00000834
压铸模 CAD设计

Pattern Desing Aided by Compouter During
Casting

2 32 32 6

00000628
铸造工程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Foundry Engineering
2 32 32 6

00006423
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A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Alloy Melting A
3 48 42 6 6

00000776
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 Die Design
2.5 40 40 4

00000687
工程材料焊接

Welding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2.5 40 40 4

00000727
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技术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Metal Based
Composites

2 32 32 4

00008422
铸造工程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of Casting
Engineering

2 32 32 6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Total
22/
41

352
/656

572 22 62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

选

修

E
lective

塑

性

工

程

模

块

P
lastic

E
ngineering

M
odule

00004894
塑性成形原理 A

Fundamentals of Metal Plastic Forming A
3 48 42 6 6

00003673
塑性成形设备 A

Plastic Forming Equipment A
3 48 42 6 6

00005862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Sheet Metal Forming Processes and Die Design
3 48 42 6 6

00004233
锻造工艺及模具设计

Forging Technology and Die Design
3 48 42 6 6

00005214
注塑工艺及模具设计

Injection Forming Technology & Mold Design
3 48 44 4 6

00006424
模具制造工艺学 A

Technology of Mould Manufacturing A
2.5 40 38 2 6

00002438
塑性工程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Plastic Engineering
2 32 32 6

00003674
精密塑性成型技术 A

Precise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2 32 28 4 6

00003675
模具材料及性能 A

Molding Materials and Their Properties A
2 32 28 4 6

00003676
材料超塑性成形 A

Superplastic Forming of
Materials A

2 32 28 4 6

00000822
有色合金塑性加工

Plastic Processing of Nonferrous Alloys
2 32 32 4

00000754
模具 CAD技术

CAD for Die & Mould Design
2 32 14 18 4

00000745 快速制模技术 2 32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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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程

性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分
crs

学

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周学时分配 hrs./w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Pra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Rapid Tooling

00000781
塑性加工自动化

Metal Plastic Forming Automation
2 32 32 4

00000687
工程材料焊接

Welding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2.5 40 40 4

00000836
铸造新技术

New Foundry Technology
2.5 40 40 4

00008040
塑性工程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of Plastic Forming
Engineering

2 32 32 4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22
/40.5

352
/648

556 18 74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

选

修

E
lective

焊

接

工

程

模

块

W
elding

E
ngineering

M
odule

00000698
焊接结构学

Welding Structure
3.5 56 52 4 6

00000700
焊接冶金原理 A

Welding Metallurgy A
2.5 40 36 4 4

00000705
弧焊电源与控制

Arc Welding Power Source and
Control

2.5 40 36 4 6

00002437
焊接工程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Welding Engineering
2 32 32 6

00007645
金属焊接性 C

Weldability of Metal C
3 48 44 4 6

00008265
压力焊与钎焊方法 C

Brazing and Pressure Welding C
3 48 44 4 6

00007874
熔焊方法及设备 A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s for the Melt
Welding A

3.5 56 52 4 6

00004406
焊接生产与装备

Welding Manufacture and Equipment
2 32 28 4 6

00000802
无损检测技术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2 32 26 6 6

00000713
激光加工技术

Laser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32 30 2 6

00000776
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 Die Design
2.5 40 40 4

00000702
焊接质量检验

Welding Evaluation
2 32 28 4 4

00000791
微连接与封接

Microjoining and Sealing
2.5 40 38 2 4

00000836
铸造新技术

New Foundry Technology
2.5 40 40 4

00000696
焊接过程自动化

Welding Process Automatization
2 32 28 4 6

00000699
焊接数值计算方法

Numerical Computation Methods in Welding
2.5 40 36 4 6

00007496
焊接工程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of Welding
Engineering

2 32 32 6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22/42
352
/672

590 82

学分、学时总计 Crs/Hrs Total 148 2384

专业负责人：程伟丽 教学院长：张少临 院长：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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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2019 版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计划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9）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Material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College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Materials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学 制 四 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Duration Four Years Degree Granted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Program Objectives）

本专业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建设及行业和社会发展的，能够在材料加工理论、材料成型

过程自动控制、成型工艺过程设计及先进材料工程领域内从事生产管理工作的，具有沟通

交流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能够在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及文化等因素的前提下解决材料成型及控制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

才。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并结合自主学习获得的实

践经验来分析、系统地解决遇到的复杂工程问题和管理过程决策难题，成为团队负责人或

所在企业的技术或管理骨干。

本培养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 4条：

1. 能够适应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相关技术发展，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

科学、材料科学、自动化等专业知识，对材料成型过程中工艺过程和产品质量控制的复杂

工程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2. 能够运用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和专业知识，进行材料成型相关领域的生产

工艺及装备的设计与改进、产品质量控制与新产品开发等工作，具有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和

决策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工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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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理解并遵守材料工程领域的职业道德规范，解决

金属成型复杂工程问题过程中，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等因素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4.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多学科环境下的有效沟通与表达能力，拥有终生学习和自我完

善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能够根据工程问题和事业发展需要，持续提高专业素

养和综合能力。

二、毕业要求（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1. 数学、自然科学与问题分析：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用于解决材料成型及控

制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利用数学、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工程的关键环

节和参数，并借助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表达一个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覆盖毕业要求 1

和 2)

1.1 理解和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为材料成型及

控制复杂工程问题的推理、计算和数学建模奠定基础。

1.2 能利用数学、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

环节和参数。

1.3 能借助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和基本原理原理表达一个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2. 工程基础、专业知识与问题分析： 能够将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并能够应用材料成型及控制相关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用于识别、表达、分析复杂

工程问题，并利用文献分析研究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并优化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以获得有效结论。(覆盖毕业要求 1和 2)

2.1 掌握机械科学、材料科学、自动化和计算机等工程基础知识，能够利用这些知识

进行组织分析、性能检测、结构分析和成分鉴定，进而识别和表达复杂工程问题。

2.2 掌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并用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

问题的识别，并表达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思路。

2.3 能够认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和关键制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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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能够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不断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复杂工程问题，寻求最佳解决

办法，并获得有效结论。

2.5 综合运用工程和专业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各种影响因素，证实

各种解决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工程与社会： 能够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

决方案，设计满足特点需求的系统、零件、设备、模具和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

体现创新意识且考虑非技术因素；能够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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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了解应承担

的责任。(覆盖毕业要求 3,6)

3.1 能够基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和社会

实践。

3.2 根据工程需求，明确设计目标，设计开发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能够

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工艺、结构和流程设计，对设计方案进行优选，体现创新意识。

3.3 能够基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在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等因素

的前提下设计满足特点需求的系统、 零件、 设备、 模具和工艺流程。

3.4 能够用图纸、报告、计算及设计流程图或实物呈现设计成果。

3.5 能够客观评价新的设计方案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潜在影响，并了解应承担的责任。

4. 能使用现代工具进行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设计实验、 分析和

解释数据，对材料成型及控制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同时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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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与模拟复杂工程问题，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覆盖毕业要求 4,

5)

4.1 掌握材料加工工程相关的各类物理、化学和传质传热现象，了解材料特性、工艺

参数对材料加工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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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产品、装置、系统和工艺制定实验方案。

4.3 能够开发、选择和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包含材料设计、结构表征、

性能测试和工艺优化，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有效的结论。

4.4 利用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模拟与预测，优化工艺流

程、提高技术手段、 改进设备， 解决材料加工工程实践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了解其局

限性。

5. 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进行项目管理： 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 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方法用于工厂设计、运营及管理，并

能理解和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覆盖毕业要求

7,11)

5.1 掌握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基础知识、方法和原理。

5.2 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方法用于工厂设计、运营及管理，

具备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5.3 能够理解和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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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毕业要求 8)

6.1 具有人文知识、 思辨能力、处事能力和科学精神。

6.2基于材料成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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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较强责任感。

6.3 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了解机械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责任，在工程实践中能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意识。

7. 个人和团队与沟通: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

的角色，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利用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和回应指令等方

式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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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毕业要求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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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团队合作意识，并能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并有效沟通。能胜任团队成员的角色

与责任，独立完成团队分配的工作，并能组织团队成员开展工作。

7.2 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利用报告、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或清晰表达和回应指令等方

式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7.3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阅读英文文献和技术文件，并利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英语进行文件写作，并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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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够了解材料成型的最新技术、控制的最新理论、材料加工的最新设备及其国内外发展前沿

动态。(覆盖毕业要求 1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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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8.3 能针对个人或职业发展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自主学习，了解国内外前沿发

展、技术更新和设备升级的动态。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表 1、表 2

知识、能力体系及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三、主干学科（Main Disciplines）

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

四、主要课程（Main Courses）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热流体学、材料科学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材料加工传

输原理、材料性能学、材料自动化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

工艺与设备等。

五、主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含专业实验）

（Practicum Module （experiments included））

六、学时与学分（Credits Hours and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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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知识、能力体系表

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1能够将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电工电

子等自然科学知识用于解决材料成型及控

制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并利用自然科学

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工程的关键环节

和参数，表达一个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

1.1 理解和掌握数学、物

理、化学、力学和电工电

子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

高等数学 A(一、二)、线性代数、概率论、计算

方法、大学物理 A(一、二)、普通化学

1.2 能识别和判断材料成

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

的关键环节和参数。

概率论 B、大学物理 A(一、二)、普通化学 C

1.3 能应用自然科学基础

知识和原理表达一个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高等数学 A(一、二)、线性代数、计算方法、物

理实验、材料物理化学

2能够将材料成型及控制相关的工程科学的

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用于识别和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并利用文献分析研究材料成型及

控制复杂工程问题，分析和设计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并获得有效结论。

2.1 掌握机械科学、材料

科学、自动化和计算机等

工程基础知识，能够利用

这些知识进行组织分析、

性能检测、结构分析和成

分鉴定，进而识别和表达

复杂工程问题。

工程制图、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电工技

术、机械原理、材料加工自动化基础、材料成

型测试技术、材料加工 CAD基础

2.2 掌握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理论和基础知

识，并用于材料成型及控

制复杂工程问题的识别

和表达。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热流体学、材料加工传

输原理、材料科学基础 B、铸造合金学 A、特

种铸造、焊接结构学、模具材料与制造、粉末

成形原理与工艺、智能控制及 PLC技术、增材

制造材料、塑性成形与仿真

2.3 能够认识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和

关键制约参数。

机械设计、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金属材料及其

热处理、金属凝固原理 C、铸造工艺及模具设

计、弧焊电源与控制、特种焊接技术、弧焊方

法及设备、塑性成形原理 A、板料成形工艺与

模具设计、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智能控

制及 PLC 技术、精密铸造与数值模拟、塑性成

形与仿真

2.4 能够通过分析文献设

计解决方案，并获得有效

结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创新创业(专
业创新实践活动)、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焊接冶金原理

2.5能运用工程和专业基

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复杂

工程问题的影响因素，证

实解决方案的合理性。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成

型工程、金属凝固原理、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金属焊接性、塑性成形原理 A、
物联网通信技术、熔焊与数值计算、增材制造

材料

3能够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点需求的系统、零件、

设备、模具和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新意识，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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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及文化的影响，并了解应承担的责任。

3.1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

实践的经历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金工实习、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毕业实习、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3.2 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

方法进行工艺、结构和流

程设计，对设计方案进行

优选，体现创新意识。

机械设计、材料成型工程(一)、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毕业设计(论文)、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物联

网通信技术

3.3能够用图纸、报告、

计算流程图或实物呈现

设计成果。

工程制图、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毕业设计(论文)、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3.4能够基于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在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及

文化等因素的前提下设

计满足特点需求的系统、

零件、设备、模具和工艺

流程。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铸造设备、铸造工艺及模

具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综合实验

塑性成形设备 A、板料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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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3.5 能够客观评价新的设

计方案和新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潜在

影响，并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特种铸造、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

教育、焊接数值计算方法、粉末成形原理与工

艺、增材制造工艺

4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设计实

验、分析和解释数据，对材料成型及控制过

程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同时能够针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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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与模拟复杂工程问题，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4.1掌握材料加工工程相

关的各类物理、化学和传

质传热现象，了解材料特

性、工艺参数对材料加工

行为的影响

热流体学、材料物理化学 C、材料加工传输原

理、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凝固数值模拟、焊

接冶金原理、液压传动与控制、熔焊与数值计

算

4.2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

采用科学方法对产品、装

置、系统和工艺制定实验

方案

电工技术、机械原理 B、材料科学基础 B
材料成型工程(一)、铸造合金学 A、合金熔炼

原理与工艺 A、焊接结构学、特种焊接技术、

模具材料与制造、物联网通信技术、精密铸造

与数值模拟

4.3能够利用现代化技术

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并对

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

释，得到有效的结论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C、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弧焊方法及设备、体积

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

4.4利用试验结论优化工

艺、提高技术、改进设备，

解决材料加工实践中的

复杂工程问题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材料加工自动化基

础、铸造设备、凝固数值模拟、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弧焊电源与控制、焊接数值计算方法、材料加

工 CAD基础、塑性成形设备 A、粉末成形原理

与工艺、液压传动与控制、智能控制及 PLC技

术、塑性成形与仿真、增材制造工艺

5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管理和经济

决策的方法用于工厂设计、运营及管理，并

能理解和评价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5.1 掌握工程管理和经济

决策的基础知识、方法和

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一、二)、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工程伦理与

项目管理

5.2 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

将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

的方法用于工厂设计、运

营及管理，具备生产组织

管理的基本能力。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金工实习 B、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

业实习

5.3 能够理解和评价复杂

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论文)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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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具有人文知识、思辨

能力、处事能力和科学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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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思想政治理论

综合实践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

近代史纲要、大学英语(三、四)、人文社会科学

类选修课

6.2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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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中国近代史纲

要、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教育

6.3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

理念，了解机械工程师的

职业性质和责任, 在工程

实践中能自觉遵守职业

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意

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导

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毕业实习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教

育

7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

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能够就复杂工

程问题利用报告、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或表

7.1 有团队合作意识，并

能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

并有效沟通。能胜任团队

体育(一~四)、物理实验 B、金工实习 B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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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达和回应指令等方式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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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的角色与责任，独立

完成团队分配的工作，并

能组织团队成员开展工

作。

7.2 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

利用报告、设计文稿、陈

述发言或表达和回应指

令等方式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

通和交流。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

实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业实习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7.3 能够阅读外文文献，

理解英文报告和英文技

术文件，并利用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类专业外语

进行文件写作、沟通和技

术交流。

大学英语(三、四)、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铸造

工程专业外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

设计(论文)、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金属焊

接性、焊接工程专业外语、塑性工程专业外语、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外语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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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技术了解材

料成型的最新技术，控制的最新理论、材料

加工的最新设备及其国内外发展前沿动态。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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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一~四)、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

自主实践、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教育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8.2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

基础， 掌握自主学习的

方法，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教

育、综合实验

8.3能针对个人或职业发

展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

法，自主学习，了解国内

外前沿发展、技术更新和

设备升级的动态

铸造工程专业外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毕业

实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
文)、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

文写作、焊接工程专业外语、塑性工程专业外

语、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外语

表 1-3-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专业
核心
课程

专业
特色
课程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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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 √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一、二)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代史纲要 √

大学英语(三、四) √ √

体育(一~四) √ √

高等数学(一、二) √

线性代数 √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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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核心
课程

专业
特色
课程

1 2 3 4 5 6 7 8

概率论 √

计算方法 √

大学物理(一、二) √

物理实验(一、二) √ √

普通化学 √

工程制图 √ √

程序设计技术基础(C语言) √ √

素质选修课 √ √ √

理论力学 √

材料力学 √

电工技术 √ √

机械原理 √ √

热流体学 √ √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导论 √ √

材料物理化学 √ √

机械设计 √ √

材料加工传输原理 √ √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 √

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 √ √

材料加工自动化基础 √ √

材料加工工程 CAD 基础 √ √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

√ 材料科学基础 √ √

√ 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 √

√ 材料成型工程 √ √ √

√ 焊接结构与质量检验 √ √

√ 焊接冶金原理 √ √

弧焊电源与控制 √ √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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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核心
课程

专业
特色
课程

1 2 3 4 5 6 7 8

√ 金属焊接性 √ √

特种焊接技术 √ √

√ 弧焊方法与设备 √ √

焊接数值计算方法 √ √

焊接工程专业外语 √ √

焊接工程综合实验 √ √

√ 塑性成形原理 √

塑性成形设备 √ √ √

√ 板料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 √ √

√ 体积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 √ √

√ 粉末成形原理与工艺 √ √ √

液压传动与控制 √ √

塑性工程专业外语 √ √

模具材料与制造

√ 金属凝固原理 √

铸造设备 √ √

铸造合金学 √ √

√ 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 √ √

√ 特种铸造 √ √

√ 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 √

凝固数值模拟 √

铸造工程专业外语 √ √

铸造工程综合实验 √ √

熔焊与数值计算 √ √

√ 智能控制及 PLC 技术 √ √

√ 增材制造材料 √ √

精密铸造与数值模拟 √ √

塑性成形与仿真 √ √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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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核心
课程

专业
特色
课程

1 2 3 4 5 6 7 8

√ 增材制造工艺 √ √

√ 物联网通信技术 √ √ √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外语 √ √

智能制造工程综合实验 √ √

金工实习 √ √ √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习 √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

计
√ √ √ √ √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

计(论文)
√ √ √ √ √ √

自主实践(含创新创业) √ √ √ √ √ √

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教育 √ √ √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 √ √

表 1-3-3 主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Practice Schedule)

类型
Type

课程号
Course
Number

实践环节名称
Practice Courses Name

周数
Weeks

学分
Crs

学期
Term

上机
Operation

备注
Notes

校
安
排

A
rrangem

entof
U
niversity

SJ000001
入学教育

Entrance Education
1 1-1

SJ000488
毕业教育

Graduation Education
1 4-2

SJ003001
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afety Education

2 32学时

SJ000489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r
1

SJ003002
军训

Military Training
3 1-1

SJ000490
计算机训练

Computer Training
3

A
rr

ang
ement
of SJ000028

金工实习 B
Metal Working Practice B

3 3 2-1
工训

中心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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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Type

课程号
Course
Number

实践环节名称
Practice Courses Name

周数
Weeks

学分
Crs

学期
Term

上机
Operation

备注
Notes

SJ003217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of Machine
Design

3 3 3-1

SJ003019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认识实

习
Observation Practice in
Material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1 1 2-3

SJ000097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产实

习
Production Practice in
Material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3 3 3-3

SJ00302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

程设计(包含专业工程实训)
Design Practice in Material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5 5 4-1 80

SJ003367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A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Scientific Writing A

2 2 2-3 20

SJ003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

业设计(论文)A
Graduation Projects Thesis
in Material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Graduation Practice

Included) A

16 16 4-2 120

SJ00302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综合实

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in Material 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2 2 4-1

SJ003003

国际焊接工程师认证培训
Certification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Welding

Engineering

(4) (4) 4-2

类型

Type
周数Weeks

学分

Crs

学期

Term

上机

Operation

备注

Notes

自主实践

(含创新创业 2学分)

Independent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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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included)

合计 Total 44 41 220

表 1-3-4 课程体系学时与学分(Hours/Credits of Course System)

课程性质
Course Nature

课程类别
Course Type

学时
Hrs

所占比例
Percentage (%)

学分
Crs

课

程

教

学

C
ourse

T
eaching

必修课
Required
Courses

通识教育基础课
General Education Basic Courses

1178 37.9 64

学科基础课
Disciplinary Basic Courses

336 12.4 21

专业课
Specialized Courses

136 5.0 8.5

小计 Total 1650 55.3 93.5

选修课
Elective
Courses

通识教育基础课
General Education Basic Courses

128 4.73 8

学科基础课
Disciplinary Basic Courses

136 5 8.5

专业课
Specialized Courses

288 10.7 18

小计 Total 552 20.4 34.5
合 计 Total 2202 75.7 128

实 践 教 学 Practice 44周 24.3 41
总 计 Total 2202 100 169

表 1-3-5 理论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type

课 程

性 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

分
crs

学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考核

方式
assessment

method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程

G
eneralE

ducation
B
asic

C
ourses

必

修

R
equired

00010020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70 70 每学期 考试

00000131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2 36 36 1-1 考试

0001002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48 32 16 1-1 考试

00000013
大学英语(三)

College English (Ⅲ)
3.5 56 56 1-1 考试

00000017
英语听力(三)

English Listening (Ⅲ)
0 16 16 1-1 考试

00007001
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 (Ⅰ)
1 36 36 1-1 考试

00010061
C语言程序设计 C

C Language Programming Design C
2 32 28 4 1-2 考试

000000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 32 32 1-2 考试

00000014
大学英语(四)

College English (Ⅳ)
3.5 56 56 1-2 考试

00000018 英语听力(四) 0 16 16 1-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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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 程

性 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

分
crs

学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考核

方式
assessment

method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

English Listening (Ⅳ)

00007002
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6 36 1-2 考试

000070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32 16 2-1 考试

00007003
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6 36 2-1 考试

0000399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一)
The General Analysis of Maoism and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Ⅰ)

2 32 32 2-2 考试

00003992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一)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I)

1 16 6 10 2-2 考查

00007004
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6 36 2-2 考试

0000399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二)
The General Analysis of Maoism and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Ⅱ)

2 32 32 3-1 考试

00003993
思想政治理论综合实践课(二)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I)

1 16 6 10 3-1 考查

00000023
高等数学 A(一)

Higher Mathematics A(Ⅰ)
5.5 88 88 1-1 考试

00000071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5 56 56 8 1-1 考试

00000024
高等数学 A(二)

Higher Mathematics A(II)
5.5 88 88 1-2 考试

00000032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5 40 40 1-2 考试

00006664
大学物理 A(一)

College Physics A(Ⅰ)
3.5 56 56 1-2 考试

00000110
普通化学 C

General Chemistry C
2 32 32 1-1 考试

00006665
大学物理 A(二)

College Physics A(Ⅱ)
4 64 64 2-1 考试

00000048
物理实验 B

Physics Experiments B
2 32 2 30 2-1 考查

00000033
概率论 B

Probability Theory B
2 32 32 2-1 考试

00000037
计算方法

Computational Method
2.5 40 32 8 2-2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64 1178 1084 20 82

基
础
课
程

B
asic

C
ourses

通

识

教

育

基
础
课

程

G
eneralE

ducation
B
asic

C
ourses

素

质

选

修

Q
uality

E
lective

艺术体育类
A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人文社会科学类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urses

自然科学类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工程技术类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Courses

经济管理类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urses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8/1012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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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 程

性 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

分
crs

学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考核

方式
assessment

method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

选

修

F
oreign

L
anguage

英语模块选修
English Module Elective Courses

考试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D
isciplinary

B
asic

C
ourses

必

修

R
equired

00006847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 32 32 1-1 考试

00000052
理论力学 C

Theoretical Mechanics C
3 48 44 4 2-1 考试

00005649
电工技术

Electrical Technology
2.5 40 32 8 2-1 考试

00000055
材料力学 C

Mechanics of Materials C
3 48 42 6 2-2 考试

00000540
机械原理 B

Principle of Machinery B
3 48 40 8 2-2 考试

00007547
机械设计

Mechanical design
3.5 56 48 8 3-1 考试

00000371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The Interchange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Measurement

2 32 28 4 3-1 考试

00007850
热流体学

Thermo-fluid Dynamics
2 32 28 4 2-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21 336 294 4 38

选

修

E
lective

00000637
材料加工传输原理

Principle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and
Transmission

2 32 32 2-2 考试

00010116
材料物理化学 E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Material E
2.5 40 36 4 2-2 考试

00000639
材料加工自动化基础

Foundation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Automation
2 32 32 3-2 考试

00011263
材料加工工程 CAD基础 A

Basics of CAD for Materials Processing
Engineering A

2 32 28 4 3-2 考试

00003671
金属材料及其热处理

Metal Material and Heat Treatment
2 32 28 4 3-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8.5/
10.5

136/
168

156 4 8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8.5

必

修

R
equired

0010796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4.5 72 64 8 3-1 考试

00008457
材料成型测试技术 C

Testing Technology for Materials Processing C
2.0 32 30 2 3-1 考试

00010190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Engineering Ethic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2 32 32 4-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8.5 136 126 10

选
修

E
lective

00011256
材料成型工程(一)

Materials Forming Engineering(Ⅰ)
2 32 32 3-1 考试

00011254
材料成型工程(二)

Materials Forming Engineering(Ⅱ)
2 32 32 3-1 考试

00011255
材料成型工程(三)

Materials Forming Engineering(Ⅲ)
2 32 32 3-1 考试

00011794
物联网通信技术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f Internet of
Things

2 32 32 0 3-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2/8 32/128 128 0

限
选

F
oun
dry 00011544

金属凝固原理
Fundamentals of Metal Solidification

2 32 32 3-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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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 程

性 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

分
crs

学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考核

方式
assessment

method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

00011904
铸造设备 A

Foundry Equipment A
2 32 32 3-2 考试

00011903
铸造合金学 C
Casting Alloys C

2 32 32 3-2 考试

00011901
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 A

Foundry Technology and Mold Design A
3.5 56 56 3-2 考试

00011740
特种铸造 A

Special Casting A
2 32 32 4-1 考试

00011458
合金熔炼原理与工艺 B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Alloy Melting B
2 32 32 4-1 考试

00000761
凝固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asting Solidification
Process

2 32 22 10 3-2 考试

00000628
铸造工程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Foundry Engineering
2 32 32 4-1 考试

00011875
造型材料 A

Molding Materials A
2 32 32 4-1 考试

00007839
轻合金成型技术

Forming Technology of Light Alloys
2 32 32 4-1 考试

00000809
压铸模设计

Design for Mould Casting
2 32 32 4-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6/
23.5

256/
376

366 10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8.5

塑

性

工

程

模

块

P
lastic

E
ngineering

M
odule

00011724
塑性成形原理

Fundamentals of Metal Plastic Forming
2.5 40 40 3-2 考试

00011722
塑性成形设备

Plastic Forming Equipment
2 32 32 3-2 考试

00011237
板料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

Sheet Metal Forming Processes and Die Design
2.5 40 40 3-2 考试

00011742
体积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

Bulk Forming Technology and Die Design
2.5 40 40 3-2 考试

00000484
液压传动与控制

Hydraulic Power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2 32 32 3-2 考试

00011615
模具材料与制造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of Die
2 32 32 4-1 考试

00011365
粉末成形原理与工艺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Powder Forming
2 32 32 4-1 考试

00002438
塑性工程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Plastic Engineering
2 32 32 4-1 考试

00011900
注塑工艺及模具设计 A

Injection Forming Technology & Mold Design A
2 32 32 4-1 考试

00011725
塑性成形自动化

Plastic Forming Automatization
2 32 32 4-1 考试

00011547
精密塑性成形工艺与模具

Precise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2 32 32 4-1 考试

00011614
模具 CAD技术 A

CAD for Die & Mould Design A
2 32 20 12 4-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6/25.5256/408 396 12

焊

接

工

程

模

块

W
elding

E
ngineering
M
odule

00011444
焊接结构与质量检验

Welding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3 48 48 3-2 考试

00011447
焊接冶金原理

Welding Metallurgy
2 32 32 3-2 考试

00011461
弧焊电源与控制 A

Arc Welding Power and Control A
2 32 32 3-2 考试

00011830 特种焊接技术 2 32 32 4-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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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type

课 程

性 质
nature

课 程

编 号
code

课程名称
name

学

分
crs

学时
hrs.

学时分配
including

设置学期
semester

考核

方式
assessment

method
讲课
Lect.

上机
oper.

实验

实践
Exp.

Special Welding Technology

00011462
弧焊方法及设备 A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s for the Arc Welding
A

2.5 40 40 3-2 考试

00011542
金属焊接性 A

Weldability of Metal A
2 32 32 3-2 考试

00002437
焊接工程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Welding Engineering
2 32 32 4-1 考试

00011446
焊接数值计算方法 A

Numerical Computation Methods in Welding A
2 32 30 2 4-1 考试

00011443
焊接过程自动化 A

Welding Process Automatization A
2 32 32 4-1 考试

00011780
无损检测技术 A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A
2 32 32 4-1 考试

00011445
焊接生产与装备 A

Welding Manufacture and Equipment A
2 32 32 4-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6/23.5256/376 372 4

专

业

课

程

S
pecialized

C
ourses8.5

智
能
制
造
工
程
模
块IntelligentM

anufacturing
M
odule

00011890
智能控制及 PLC技术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PLC Technology
2 32 32 3-2

00011548
精密铸造与数值模拟

Precision Foundry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3 48 48 3-2 考试

00011723
塑性成形与仿真

Metal Plastic Form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3 48 48 3-2 考试

00011660
熔焊与数值计算

Melt Weld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3 48 48 3-2 考试

00011876
增材制造材料

Additive Production Materials
2 32 32 3-2 考试

00011877
增材制造工艺

Additive Production Technology
2 32 32 4-1 考试

00011892
智能制造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2 32 32 4-1 考试

00011218
3M数字化成型技术
3M Digital molding

4.5 72 72 4-1 考试

00011613
模具 CAD/CAM (A)

CAD/CAM for Die & Mould Design A
2 32 32 4-1 考试

00011485
机器人技术

Robot Technology
2 32 32 4-1 考试

学分、学时合计 Crs/Hrs Total
16/
25.5

256/
408

学分、学时总计 Crs/Hrs Total 130 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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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制度汇编

附件 2-1：目标达成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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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实验实践教学大纲及评价标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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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三个方向的实验指导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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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近 5 年学生培养成果

附件 3-1：学生参加科技竞赛活动及获奖情况

1、 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科技竞赛活动简表

表 3-1-1 近五年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科技竞赛活动简表

序号 科技竞赛名称 级别
比赛

时间
等级 参赛学生

指导

教师

1
第八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TYUT哈尔滨 1号）
国家级 2019 一等奖

刘鑫，陈晓，向航，

马志豪，白云丽

崔泽琴

马丽莉

2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19 二等奖
郝世平，王树邦，

贾志伟，张卓
闫志峰

3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19 三等奖
申培杰，郭湛智，

李纵纵，陈鑫

张红霞

董鹏

4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19 三等奖
赵威，路振，任一

楠，郑月生
王文先

5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优秀奖
杨文平、张凯宣、

陈朝阳、杨廷和

韩富银

牛晓峰

6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优秀奖
张安国、康灵生、

董书凡、罗 坤

韩富银

王红霞

7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优秀奖
杨 将、宁 悦、于

健俊、任二花

韩富银

程伟丽

8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优秀奖
白雪宇、李启璇、

李 捷、李 森

韩富银

王红霞

9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二等奖
尹文相、邓亦夫、

朱奕瑶、袁江淮

韩富银

张长江

10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二等奖
张馨宇、吴书菲、

雷鸣秀、韩 越

韩富银

王红霞

11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三等奖
张 潮、谭 浩、胡

锦龙、李远哲

韩富银

王红霞

12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三等奖
任树锋、王 超、闫

森、梁启元

韩富银

张树志

13 永冠杯”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19 三等奖
肖 强、识文达、吴

泽海、薛宇琦

韩富银

程伟丽

14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2019 三等奖 武晓伟、白婧 贺衎

31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一等奖
谢意珍、康梓昊、

杨亮亮、李瑜

韩富银

张长江

32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二等奖
郭绘芬、汪英芝、

成英茁、徐姜泽

韩富银

张树志

33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二等奖
王杰、张馨宇、温

时宇、刘颖

韩富银

牛晓峰



41

序号 科技竞赛名称 级别
比赛

时间
等级 参赛学生

指导

教师

34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二等奖
任树锋、李天翔、

杨炎泽 、马巨

韩富银

张凯婷

35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二等奖 史群、王勇超
韩富银

张长江

36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三等奖
郭瑜琦、戴慰、蓝

芯钰、韦春雷

韩富银

牛晓峰

37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三等奖
杨哲宁、陈新、徐

薇、李锡爵

韩富银

冯弘

38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三等奖
尹文相、李柯萱、

龚旻宇、杨拓

韩富银

王红霞

39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三等奖
朱奕瑶、马艳文、

侯文龙、张璐

韩富银

程伟丽

40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三等奖
王雨舟、刘学、白

煜、龚大春

韩富银

李航

41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三等奖
肖强、马华、焦皓

晨、刘利

韩富银

张凯婷

42 “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2020 优秀奖
王昆、时恬、王超、

徐于烽

韩富银

王红霞

43
第十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TYUT日照舰）
国家级 2021 一等奖

宋博，向航，贾梓

晗，赵振宇，王庆

冉

崔泽琴

马丽莉

44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一等奖

李柯萱、常星、巩

斡泰、方凯

韩富银

张树志

45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一等奖 汪英芝、赵杰

韩富银

程伟丽

46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二等奖

李天翔、陈平、田

海憬、师鹏

韩富银

张长江

47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二等奖

郭绘芬、梁宏伟、

吴慧东、陈凯

韩富银

张长江

48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三等奖

李秋睿、孟强、甘

淳畅、管仲

韩富银

牛晓峰

49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三等奖

马志豪、陈炳汇、

闵连池、张鹏安

韩富银

王红霞

50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三等奖

宋博、颜俊杰、郭

力铭

韩富银

李 航

5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三等奖

龚旻宇、邰泽宏、

王萍

韩富银

王红霞

5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

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1 三等奖

曾凯伦、周润桐、

郑恺茜、王杰

韩富银

冯 弘

53
第十一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东风 1号）
国家级 2022 一等奖

王湘炳，田居松、

张子扬，温王润

崔泽琴

马丽莉

54
第十一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东风 1号）
国家级 2022 二等奖

李晔芝，张温，宋

博，向航

崔泽琴

马丽莉

55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一等奖

蒋雨含、巩斡泰、

胡一啸、乔云铂

韩富银

贾宇琦

56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二等奖

孟强、甘淳畅、王

翔宇、陈平

韩富银

贾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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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技竞赛名称 级别
比赛

时间
等级 参赛学生

指导

教师

57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二等奖

郑灿、张然、邢诺、

郭文

张树志

韩富银

58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二等奖

上官倩、田海憬、

魏征、袁振豪

张树志

韩富银

59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二等奖

宋博、谭新雨、郝

龙浩、霍浩泽

韩富银

贾宇琦

60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三等奖

柴俊杰、郑恺茜、

周润桐、曾凯伦

韩富银

李 航

6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三等奖

王禹贺、韩子悦、

高腾

韩富银

冯 弘

6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三等奖

颜俊杰、梁家辉、

邰泽宏、项炜明

张树志

韩富银

63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三等奖

郭力铭、王毅、何

宇、马婧

韩富银

贾宇琦

64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2 三等奖

程志源、刘贵伟、

冯湛雯、王涵

张长江

韩富银

65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一等奖

杨静、秦莹、郑浩

南、董瑞升

张长江

韩富银

66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一等奖

崔子瑶、薛兴芳、

武轲、张驾宇

张长江

韩富银

67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二等奖

刘吉业、邢骁宇、

韩斌、王鑫

李 航

韩富银

68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二等奖

郭振兴、杜瑞、张

羽桐、田腾昊

韩富银

牛晓峰

69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张紫杉、项炜明、

魏招龙

张长江

韩富银

70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郭彦志、连畅

贾宇琦

韩富银

7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曲江越、张钰欣 李 航

韩富银

7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徐彩悦、王禹贺、

张婷
贾宇琦、韩

富银

73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冯诗武、罗沛霖、

申蕾蕾

李 航

韩富银

74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瞿子桐、张君、夏

亚伦

贾宇琦

韩富银

75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

项：第十四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国家级 2023 三等奖

王艺睿、李昌林、

田谨豪

张长江

韩富银

76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23 二等奖
田居松 王相炳 王

孝荣 杨鑫蓉

张红霞

李克伟

77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23 一等奖

陈彦兆 关梦瑶 杜

智蓉 任开成

张红霞

董鹏

778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21 一等奖

向航 聂德政 蔡志

勇 宋博

郝晓虎 张

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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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技竞赛名称 级别
比赛

时间
等级 参赛学生

指导

教师

79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 2021 一等奖

粱凯 李志同 冯琳

娜

郝晓虎 张

红霞

2、 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科技竞赛活动部分获奖证书

以下为我校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科技竞赛活动的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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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学生参加科技创新项目情况

1、学生参加科技创新项目活动简表

表 3-2-1 近 5年学生参加科技创新项目活动简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项目来

源

项目

级别
学生姓名

指导

教师

1
双过渡型熔化极旋转电弧焊焊枪设

计
2019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薛嘉峰，赖炫江，张溢

洋，王桂鹏，王一庆
丁敏

2
不锈钢基太阳能选择性吸收涂层的

研发
2019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赵国花，郭家宝，陈文

畅，张晋鸿，乐永鹏
宫殿清

3
锂离子电池锑纳米晶包覆中空碳微

米球结构负极材料的稳定性研究
2019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谭寰宇，苗鑫，应浩，

金聪聪，沈志超
郭美卿

4
Mg-Zn-Y-Mn合金的生物腐蚀性能

研究
2019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李柯萱 李天翔 陈

新 白亚雄 江盛曦
许春香

5
正挤压-等径角挤压复合变形镁合金

织构形成机理研究
2019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杨炎泽 乔敬源 丁廷

真 王昆 徐煜林
韩富银

6
高利用率阳极Mg-Al-In合金的设计

微观组织和电化学性能研究
2019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郭绘芬 李秋睿 管

仲 汪英芝 徐姜泽
王红霞

7
金属粉末选择性熔化激光成形过程

模拟与试验研究
2020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王天政等 5人 牛晓峰

8
高熵颗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的放电

等离子烧结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020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刘馨 等 5人 张红霞

9
锻轧复合工艺下Mg-Gd-Zn系变形

镁合金微结构演化及力学性能
2020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田海憬等 5人 张长江

10
铝包镁轻量化薄壁构件复合成形一

体化新工艺研究
2020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陈凯等 5人 林鹏

11
骨移植用Mg-Bi基合金的制备及其

腐蚀行为研究
2020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张鹏安等 5人 程伟丽

12
镁空气电池用低合金化镁合金负极

材料的制备及其放电性能研究
2021

大学生创

新创业

国家重

点
冯瑨等 5人 程伟丽

13
石墨烯/镁复合材料的组织与性能研

究
2021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上官倩等 5人 聂凯波

14
空调挂机栅状外盖用镁合金蠕变时

效处理工艺优化设计
2021

大学生创

新创业
校级 时若雅等 5人 王红霞

15
集束高熵合金焊丝的制备及电弧增

材高熵合金涂层
2022

大学生创

新创业
国家级 田居松等 5人 张红霞

16
人体骨骼植入体用生物医用镁合金

材料的制备和体外腐蚀行为研究
2022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李璇等 5人 程伟丽

17
氢燃料电池用不锈钢双极板气胀精

密微成形技术研究
2022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王博荣等 5人 张鹏

18
高温钛合金发动机涡轮叶片激光增

材制造成形及组织性能控制
2023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吴锦超等 5人 张长江

19
动力电池用铜/铝异质金属蓝光-近
红外复合激光焊接接头组织与性能

研究

2023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陈奎廷等 5人 崔泽琴

20 管端法兰扩镦整体成形技术 2023
大学生创

新创业
省级 金骏豪等 5人 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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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参加科技创新项目掠影

图 3-2-1 学生在开放性实验室中自主实验实施项目

专业排名：

图 3-2-2 学生在开放性实验室中自主实验实施项目成果

图 3-2-3 2020 年山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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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学生获取国际焊接工程师证书情况

1、国际焊接工程师（IWE）联合培养基地（2016 年）

图 3-3-1国际焊接工程师联合培训基地牌匾 图 3-3-2 国际焊接工程师理论培训授课现场

2、国际焊接工程师证书

图 3-3-3 国际焊接工程师证书之一 图 3-3-4 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合影（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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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合影（2018年）

图 3-3-6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合影（2019年）

图 3-3-7 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合影（2021年）

2023 年参加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名单：

高林山 刘文斌 张宏伟 赵若璇 崔骜 方正 冯建坤 郭佳庆 韩珺凯 郝龙浩 姜叶波 李康杰 李若

言 李志同 梁博 卢晓元 孟强 牛清华 宋博 王涵 王庆冉 武俊杰 武天枫 邢二斌 张照龙 赵梓诚

2022 年参加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名单：

陈浩 穆文金 赵庆鲁 秦留阳 杨哲宇 王焜 韩明珠 石常禄 崔以航 李明俊 张思卿 彭家浩 袁崇

蔚 张凯靖 王天政 潘炯 侯志勇 罗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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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参加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名单：

曹勇宏 乔泽 原野 张璐 王鹏 康国强 郭家宝 郭政 郭子昊 霍江伟 蒋章 金聪聪 李春晓 刘哲浩

陈晓 赖炫江 刘欢 刘岭 刘世亨 刘泽光 苗鑫 沈志超 谭寰宇 王石磊 王书成 武定泸 应浩 张晋

鸿 张鹏飞 赵康康 常超

2020 年参加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名单：

刘鹏 陈鑫 史玲娜 路振 王树邦 季星皓 王卓然 王帅 李彤锋 臧悦 和梦阳 张子英 郭湛智 胡松

林 张珮华 张源 申培杰 郭燕阳 林丽婷 郝世平 张暠林 李纵纵 魏昂 贾志伟 张卓 马智睿 王梦

飞 王朝琨 赵威 李锦涛 武晓伟 陈思祥 查汪珺 雷鸣秀 白婧 识文达 梁誉

2019 年参加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名单：

耿纪龙 王宁 刘永权 王文龙 冀志强 李伟健 孙洪敏 张亚凯 赵宇奇 陈超雷浩源王晋斌吴成

程许晓毅刘舜豪刘民军杨铂源谢有忠胡中元蒋玲玲李欣岳李云龙林子东马俊亮米嘉伟宋

慧王中庆向辉谢泽民杨森杨泽源 詹睿朱培榕陈飞王福斌李重城王异凡王世维

2018年参加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名单：

鲍一帆常宇东车雨辰 第五东超丁 浩 樊建雄冯 铮付树仁高 伟国志鹏韩 炜李炳冀李立

东李文强刘德超刘 剑刘凯超欧阳安成欧正兴潘胜豪商 琪师子衡孙兵阳孙玥妍王 岩王

业成吴力平谢 冲邢进辉闫 博姚晓艳张 川张宏宇张 宁张琦睿程步云 冯壹君 左 代

附件 3-4：学生就业统计

表 3-4-1 2017-2023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表

就业(签订合同) 升学(获得研究生资格) 拟升学 出国(升学) 自由择业

2019届(成型 4个班共 117 人) 50 55 5 3 4

2020届(成型 6个班共 186 人) 50 92 33 4 7

2021届(成型 6个班共 179 人) 39 95 32 1 12

2022届(成型 7个班共 213 人) 45 127 20 4 18

2023届(成型 7个班共 196 人) 38 129 18 2 9

共计 337 599 124 1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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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2020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升学统计表

（成型 16 级完整实施本项目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1 2016000973 成型 1601 升学 中山大学

2 2016001014 成型 1601 升学 华南理工大学

3 2016001032 成型 16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 2016001051 成型 16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 2016001053 成型 16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 2016001056 成型 16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 2016001075 成型 1601 升学 复旦大学

8 2016000695 成型 1602 升学 湖南大学

9 2016000931 成型 1602 升学 华南理工大学

10 2016000933 成型 1602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1 2016000937 成型 1602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12 2016000952 成型 16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3 2016000962 成型 16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4 2016000967 成型 1602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5 2016000970 成型 1602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16 2016000972 成型 1602 升学 重庆大学

17 2016000974 成型 1602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18 2016000981 成型 16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9 2016001016 成型 16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0 2016001021 成型 1602 升学 东北大学

21 2016001024 成型 16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2 2016001029 成型 16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3 2016001048 成型 1602 升学 上海大学

24 2016001072 成型 16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5 2016001073 成型 1602 升学 武汉理工大学

26 2016003527 成型 1602 升学 天津大学

27 2016003723 成型 1602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28 2016004232 成型 1602 升学 浙江大学

29 2016000917 成型 16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0 2016000919 成型 1603 升学 吉林大学

31 2016000951 成型 1603 升学 东北大学

32 2016000955 成型 1603 升学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33 2016000983 成型 1603 升学 吉林大学

34 2016000988 成型 1603 升学 重庆大学

35 2016000999 成型 16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36 2016001002 成型 1603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37 2016001007 成型 1603 升学 郑州大学

38 2016001009 成型 16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39 2016001028 成型 16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0 2016001036 成型 16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1 2016001044 成型 1603 升学 郑州大学

42 2016001077 成型 1603 升学 吉林大学

43 2016007113 成型 1603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44 2016000831 成型 1604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45 2016000905 成型 1604 升学 河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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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46 2016000930 成型 16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7 2016000948 成型 1604 升学 东北大学

48 2016000959 成型 1604 升学 东北大学

49 2016000995 成型 1604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50 2016000997 成型 16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1 2016000998 成型 1604 升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2 2016001003 成型 16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3 2016001022 成型 1604 升学 西南交通大学

54 2016001037 成型 16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5 2016001043 成型 1604 升学 吉林大学

56 2016001079 成型 1604 升学 湖南大学

57 2016001084 成型 1604 升学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58 2016000913 成型 1605 升学 天津大学

59 2016000947 成型 16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60 2016000961 成型 1605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61 2016000966 成型 16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2 2016000975 成型 1605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63 2016000982 成型 1605 升学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64 2016000989 成型 1605 升学 广西大学

65 2016001000 成型 1605 升学 吉林大学

66 2016001010 成型 16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7 2016001019 成型 1605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68 2016001035 成型 1605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69 2016001038 成型 1605 升学 中南大学

70 2016001055 成型 16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1 2016001071 成型 1605 升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2 2016001078 成型 16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3 2016000909 成型 Z1606 升学 东北大学

74 2016000911 成型 Z16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5 2016000929 成型 Z16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6 2016000932 成型 Z16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7 2016000944 成型 Z1606 升学 清华大学

78 2016000953 成型 Z1606 升学 东南大学

79 2016000963 成型 Z1606 升学 吉林大学

80 2016000964 成型 Z1606 升学 兰州大学

81 2016000987 成型 Z1606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82 2016000990 成型 Z16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3 2016001008 成型 Z16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4 2016001020 成型 Z1606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85 2016001025 成型 Z16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6 2016001030 成型 Z16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7 2016001033 成型 Z16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8 2016001041 成型 Z1606 升学 南京理工大学

89 2016001060 成型 Z1606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90 2016001063 成型 Z1606 升学 东北大学

91 2016001074 成型 Z1606 升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2 2016001081 成型 Z1606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93 2016000986 成型 1601 出国、出境升学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94 2016000934 成型 1602 出国、出境升学 伯明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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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95 2016003581 成型 1604 出国、出境升学 格拉斯哥大学

96 2016000923 成型 1602 出国、出境升学 美国

表 3-4-3 2020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拟升学统计表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1 2016000907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2 2016000922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3 2016000924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4 2016000941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5 2016000969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6 2016000984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7 2016000993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8 2016001017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9 2016001047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10 2016001058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11 2016001083 成型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12 2016000946 成型 1602 不就业拟升学

13 2016001013 成型 1602 不就业拟升学

14 2016000912 成型 1603 不就业拟升学

15 2016000915 成型 1603 不就业拟升学

16 2016000994 成型 1603 不就业拟升学

17 2016001046 成型 1603 不就业拟升学

18 2016001062 成型 1603 不就业拟升学

19 2016000914 成型 1604 不就业拟升学

20 2016000945 成型 1604 不就业拟升学

21 2016000979 成型 1605 不就业拟升学

22 2016000980 成型 1605 不就业拟升学

23 2016001049 成型 1605 不就业拟升学

24 2016001054 成型 1605 不就业拟升学

25 2016001069 成型 1605 不就业拟升学

26 2016001076 成型 1605 不就业拟升学

27 2016000906 成型 Z1606 不就业拟升学

28 2016000954 成型 Z1606 不就业拟升学

29 2016000971 成型 Z1606 不就业拟升学

30 2016000976 成型 Z1606 不就业拟升学

31 2016001040 成型 Z1606 不就业拟升学

32 2016001066 成型 Z1606 不就业拟升学

33 2016000091 创新 1601 不就业拟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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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2021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升学统计表

（成型 17 级完整实施本项目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1 2017000736 成型 Z1705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2 2017000745 成型 Z17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 2017000755 成型 1703 升学 东南大学

4 2017000759 成型 1704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5 2017000782 成型 Z17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 2017000784 成型 Z17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 2017000787 成型 1704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8 2017000795 成型 1703 升学 山东大学

9 2017000810 成型 17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0 2017000836 成型 Z17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 2017000837 成型 1701 升学 华南理工大学

12 2017000910 成型 1701 升学 东北大学

13 2017000936 成型 Z1705 升学 山东大学

14 2017000974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5 2017000975 成型 1701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 2017000976 成型 1701 升学 北京工业大学

17 2017000977 成型 17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8 2017000980 成型 1701 升学 西南交通大学

19 2017000981 成型 1701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 2017000984 成型 1701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21 2017000985 成型 17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2 2017000988 成型 17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3 2017000989 成型 17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4 2017000991 成型 1701 升学 西安理工大学

25 2017000993 成型 17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6 2017001005 成型 1702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7 2017001006 成型 17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8 2017001010 成型 Z17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9 2017001015 成型 17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30 2017001016 成型 1702 升学 郑州大学

31 2017001017 成型 1702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32 2017001020 成型 17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3 2017001024 成型 17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4 2017001025 成型 Z1706 升学 湖南大学

35 2017001026 成型 1702 升学 山东大学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研究院

36 2017001031 成型 Z1706 升学 中山大学

37 2017001033 成型 17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8 2017001042 成型 1703 升学 山东大学

39 2017001043 成型 1703 升学 苏州大学

40 2017001045 成型 17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1 2017001047 成型 1703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42 2017001048 成型 1703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43 2017001049 成型 1703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44 2017001050 成型 17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5 2017001052 成型 17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4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46 2017001053 成型 1703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47 2017001058 成型 17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8 2017001061 成型 1703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49 2017001062 成型 1703 升学 重庆大学

50 2017001063 成型 17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1 2017001071 成型 1704 升学 东北大学

52 2017001072 成型 1704 升学 中山大学

53 2017001073 成型 17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4 2017001074 成型 1704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55 2017001076 成型 1704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6 2017001080 成型 1704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7 2017001083 成型 1704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58 2017001086 成型 1704 升学 深圳大学

59 2017001094 成型 Z1705 升学 电子科技大学

60 2017001095 成型 Z1705 升学 天津大学

61 2017001098 成型 Z17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2 2017001100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63 2017001101 成型 Z1705 升学 中南大学

64 2017001102 成型 Z1705 升学 华南理工大学

65 2017001103 成型 Z1705 升学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66 2017001104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67 2017001106 成型 Z1705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68 2017001108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69 2017001111 成型 Z17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0 2017001112 成型 Z17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1 2017001114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安理工大学

72 2017001115 成型 Z1705 升学 天津大学

73 2017001116 成型 Z1705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74 2017001117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5 2017001119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6 2017001120 成型 Z17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7 2017001121 成型 Z1705 升学 东北大学

78 2017001124 成型 Z1706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79 2017001125 成型 Z1706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80 2017001126 成型 Z1706 升学 上海大学

81 2017001127 成型 Z1706 升学 上海大学

82 2017001129 成型 Z17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3 2017001130 成型 Z1706 升学 华南师范大学

84 2017001132 成型 Z1706 升学 上海大学

85 2017001135 成型 Z1706 升学 上海大学

86 2017001136 成型 Z1706 升学 天津大学

87 2017001137 成型 Z17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8 2017001139 成型 Z17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研究院

89 2017001142 成型 Z17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0 2017001144 成型 Z1706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91 2017001151 成型 Z17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92 2017001152 成型 Z17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93 2017003042 成型 1702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94 2017003895 成型 Z17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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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95 2017003900 成型 Z1706 升学 南京理工大学

96 2017001034 成型 1703 出国、出境升学 伦敦大学学院

表 3-4-5 2021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拟升学统计表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1 2017000978 成型 1701 不就业拟升学

2 2017000986 成型 1701 不就业拟升学

3 2017000987 成型 1701 不就业拟升学

4 2017000994 成型 1701 不就业拟升学

5 2017000998 成型 Z1705 不就业拟升学

6 2017001000 成型 1701 不就业拟升学

7 2017001003 成型 Z1705 不就业拟升学

8 2017001004 成型 1702 不就业拟升学

9 2017001007 成型 1702 不就业拟升学

10 2017001011 成型 1702 不就业拟升学

11 2017001018 成型 1702 不就业拟升学

12 2017001022 成型 1702 不就业拟升学

13 2017001036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14 2017001044 成型 1703 不就业拟升学

15 2017001051 成型 1703 不就业拟升学

16 2017001060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17 2017001064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18 2017001065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19 2017001070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20 2017001075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21 2017001079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22 2017001087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23 2017001089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24 2017001091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25 2017001092 成型 1704 不就业拟升学

26 2017001107 成型 Z1705 不就业拟升学

27 2017001113 成型 Z1705 不就业拟升学

28 2017001131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29 2017001133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30 2017001134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31 2017001140 成型 Z1706 不就业拟升学

32 2017001009 成型 1702 不就业拟升学

表 3-4-6 2022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升学统计表

（成型 18 级完整实施本项目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1 2016000985 成型 1803 升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2018000826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 2018000832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 2018000871 成型 1805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5 2018000872 成型 1805 升学 厦门大学

6 2018000881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 2018000888 成型 Z1807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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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8 2018000895 成型 18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 2018000922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 2018001020 成型 Z1807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1 2018001027 成型 18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2 2018001050 成型 1801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 2018001053 成型 18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4 2018001057 成型 1801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 2018001058 成型 1801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16 2018001067 成型 1801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17 2018001068 成型 18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8 2018001073 成型 1801 升学 西安科技大学

19 2018001075 成型 1801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20 2018001076 成型 18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1 2018001077 成型 1801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2 2018001078 成型 18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3 2018001079 成型 1801 升学 北京化工大学

24 2018001080 成型 18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5 2018001081 成型 1802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26 2018001085 成型 1802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27 2018001086 成型 1802 升学 南昌大学

28 2018001087 成型 1802 升学 北京化工大学

29 2018001089 成型 1802 升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30 2018001090 成型 18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31 2018001093 成型 1802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32 2018001094 成型 1802 升学 四川大学

33 2018001095 成型 1802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34 2018001097 成型 18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35 2018001099 成型 1802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6 2018001100 成型 1802 升学 合肥工业大学

37 2018001102 成型 18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38 2018001103 成型 1802 升学 东北大学

39 2018001105 成型 1802 升学 东北大学

40 2018001108 成型 1802 升学 南京理工大学

41 2018001109 成型 1802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42 2018001110 成型 1803 升学 山东大学

43 2018001113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4 2018001114 成型 1803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45 2018001115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6 2018001117 成型 1803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47 2018001118 成型 1803 升学 东北大学

48 2018001119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9 2018001121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0 2018001122 成型 1803 升学 东北大学

51 2018001123 成型 1803 升学 南京农业大学

52 2018001124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3 2018001126 成型 18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4 2018001129 成型 1803 升学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55 2018001132 成型 1803 升学 燕山大学

56 2018001133 成型 1803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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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57 2018001134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8 2018001137 成型 18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9 2018001138 成型 18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0 2018001140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1 2018001142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2 2018001144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3 2018001146 成型 1804 升学 天津大学

64 2018001150 成型 1804 升学 中北大学

65 2018001154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6 2018001155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7 2018001156 成型 1804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68 2018001158 成型 1804 升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69 2018001159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0 2018001160 成型 1804 升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71 2018001162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2 2018001164 成型 1804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73 2018001165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4 2018001166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5 2018001168 成型 18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6 2018001170 成型 18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7 2018001172 成型 18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8 2018001175 成型 18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9 2018001176 成型 18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0 2018001178 成型 18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1 2018001179 成型 1805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2 2018001181 成型 18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3 2018001182 成型 1805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84 2018001183 成型 18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5 2018001190 成型 1805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86 2018001191 成型 1805 升学 合肥工业大学

87 2018001193 成型 Z1806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88 2018001194 成型 18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89 2018001196 成型 18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0 2018001199 成型 1805 升学 华南理工大学

91 2018001201 成型 Z1806 升学 中南大学

92 2018001202 成型 Z18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3 2018001203 成型 Z18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4 2018001205 成型 Z1806 升学 北京化工大学

95 2018001207 成型 Z1806 升学 郑州大学

96 2018001209 成型 Z18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97 2018001211 成型 Z1806 升学 北京化工大学

98 2018001213 成型 Z18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9 2018001215 成型 Z1806 升学 天津大学

100 2018001216 成型 Z1806 升学 合肥工业大学

101 2018001218 成型 Z1806 升学 四川大学

102 2018001220 成型 Z18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3 2018001221 成型 Z18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04 2018001222 成型 Z1806 升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5 2018001223 成型 Z1806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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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106 2018001224 成型 Z1806 升学 云南大学

107 2018001225 成型 Z1806 升学 郑州大学

108 2018001226 成型 Z1806 升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109 2018001228 成型 Z18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0 2018001231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1 2018001232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2 2018001236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3 2018001237 成型 Z1807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4 2018001238 成型 Z1807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115 2018001242 成型 Z1807 升学 中国地质大学

116 2018001243 成型 Z1807 升学 天津大学

117 2018001246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8 2018001247 成型 Z1807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19 2018001248 成型 Z1807 升学 湖南大学

120 2018001251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1 2018001252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2 2018001255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3 2018001256 成型 Z1807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4 2018001257 成型 Z18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5 2018001258 成型 Z1807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126 2018003091 成型 Z1807 升学 天津大学

127 2018003872 成型 Z1806 升学 华南师范大学

128 2018000823 成型 1805 出国、出境升学 伦敦大学学院-英国

129 2018001149 成型 1804 出国、出境升学 曼彻斯特大学-英国

130 2018001204 成型 Z1806 出国、出境升学 伯明翰大学-英国

131 2018001245 成型 Z1807 出国、出境升学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表 3-4-7 2022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拟升学统计表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1 2017001105 成型 Z1806 不就业拟升学

2 2018001066 成型 1801 不就业拟升学

3 2018001106 成型 Z1807 不就业拟升学

4 2018001111 成型 1803 不就业拟升学

5 2018001116 成型 1803 不就业拟升学

6 2018001127 成型 1803 不就业拟升学

7 2018001135 成型 1803 不就业拟升学

8 2018001141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9 2018001143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10 2018001145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11 2018001147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12 2018001148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13 2018001161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14 2018001177 成型 1805 不就业拟升学

15 2018001188 成型 1805 不就业拟升学

16 2018001206 成型 Z1806 不就业拟升学

17 2018001210 成型 1804 不就业拟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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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18 2018001219 成型 Z1806 不就业拟升学

19 2018001234 成型 Z1807 不就业拟升学

20 2018001253 成型 Z1807 不就业拟升学

表 3-4-8 2023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升学统计表

（成型 19 级完整实施本项目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1 2017001032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 2017001145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 2017001147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 2018001197 成型 1905 升学 南京理工大学

5 2019000899 成型 1901 升学 西南交通大学

6 2019000930 成型 19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 2019000938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 2019001024 成型 Z1907 升学 天津大学

9 2019001025 成型 1901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10 2019001026 成型 1901 升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11 2019001027 成型 1901 升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12 2019001029 成型 1901 升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3 2019001032 成型 1901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4 2019001035 成型 1901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5 2019001047 成型 1901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16 2019001050 成型 1901 升学 华南理工大学

17 2019001053 成型 1902 升学 北京林业大学

18 2019001054 成型 1902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 2019001055 成型 1902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 2019001056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1 2019001057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2 2019001058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3 2019001059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4 2019001060 成型 19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5 2019001061 成型 19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26 2019001062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7 2019001063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8 2019001064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29 2019001066 成型 Z1907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0 2019001067 成型 1902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2019001068 成型 1902 升学 重庆大学

32 2019001070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3 2019001071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4 2019001073 成型 1902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35 2019001074 成型 1902 升学 陕西师范大学

36 2019001075 成型 1902 升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7 2019001077 成型 1902 升学 陕西师范大学

38 2019001080 成型 1902 升学 浙江大学

39 2019001082 成型 1902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0 2019001084 成型 19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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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41 2019001085 成型 1903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42 2019001087 成型 19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3 2019001088 成型 1903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4 2019001089 成型 1903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45 2019001090 成型 19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46 2019001092 成型 1903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47 2019001093 成型 19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48 2019001097 成型 1903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49 2019001098 成型 1903 升学 东北大学

50 2019001099 成型 1903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1 2019001101 成型 1903 升学 武汉理工大学

52 2019001103 成型 1903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3 2019001107 成型 Z1906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4 2019001109 成型 1903 升学 华中科技大学

55 2019001110 成型 1903 升学 天津大学

56 2019001114 成型 Z1907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57 2019001115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58 2019001116 成型 1904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59 2019001117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0 2019001120 成型 1904 升学 陕西师范大学

61 2019001121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2 2019001122 成型 1904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63 2019001123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4 2019001124 成型 1904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65 2019001125 成型 1904 升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6 2019001126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7 2019001127 成型 1904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68 2019001128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69 2019001131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0 2019001134 成型 Z19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1 2019001136 成型 Z19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2 2019001138 成型 1904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3 2019001140 成型 1904 升学 广西大学

74 2019001145 成型 1905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75 2019001146 成型 1905 升学 重庆大学

76 2019001147 成型 19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7 2019001148 成型 19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78 2019001149 成型 Z19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79 2019001150 成型 19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0 2019001152 成型 1905 升学 首都师范大学

81 2019001156 成型 1905 升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2 2019001157 成型 1905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83 2019001158 成型 19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4 2019001159 成型 1905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

85 2019001160 成型 1905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86 2019001165 成型 1905 升学 北京理工大学

87 2019001166 成型 1905 升学 北京工业大学

88 2019001171 成型 1905 升学 山东大学

89 2019001173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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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90 2019001174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1 2019001175 成型 Z1906 升学 北京工业大学

92 2019001176 成型 Z19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93 2019001177 成型 Z1906 升学 大连理工大学

94 2019001179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5 2019001180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6 2019001181 成型 Z1906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97 2019001182 成型 Z1906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98 2019001183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99 2019001184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0 2019001185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1 2019001186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2 2019001187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3 2019001188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4 2019001191 成型 Z19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05 2019001192 成型 Z1906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06 2019001195 成型 Z1906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07 2019001196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8 2019001197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09 2019001198 成型 Z1906 升学 重庆大学

110 2019001199 成型 Z1906 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11 2019001201 成型 Z1906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2 2019001203 成型 Z1907 升学 北京科技大学

113 2019001204 成型 Z1907 升学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14 2019001205 成型 Z1907 升学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115 2019001207 成型 Z1907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6 2019001209 成型 Z1907 升学 天津大学

117 2019001210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8 2019001211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19 2019001212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0 2019001214 成型 Z1907 升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21 2019001215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2 2019001216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3 2019001217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4 2019001218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5 2019001219 成型 Z1907 升学 西北工业大学

126 2019001221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7 2019001223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8 2019001224 成型 Z1907 升学 太原理工大学

129 2019001227 成型 Z1907 升学 山东大学

130 2019000905 成型 1901 出国、出境升学 利兹大学-英国

131 2019001036 成型 1901 出国、出境升学 曼彻斯特大学-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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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9 2023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拟升学统计表

序号 学号 班号 毕业去向
1 2019001028 成型 1901 不就业拟升学

2 2019001069 成型 1902 不就业拟升学

3 2019001072 成型 1902 不就业拟升学

4 2019001095 成型 1903 不就业拟升学

5 2019001102 成型 1903 不就业拟升学

6 2019001104 成型 1903 不就业拟升学

7 2019001162 成型 1905 不就业拟升学

8 2019001230 成型 Z1907 不就业拟升学

9 2019001232 成型 Z1907 不就业拟升学

10 2019001086 成型 1903 不就业拟升学

11 2019001096 成型 1903 不就业拟升学

12 2019001100 成型 1903 不就业拟升学

13 2019001141 成型 1904 不就业拟升学

14 2019001144 成型 1905 不就业拟升学

15 2019001164 成型 1905 不就业拟升学

16 2019001193 成型 Z1906 不就业拟升学

17 2019001200 成型 Z1906 不就业拟升学

18 2019001228 成型 Z1907 不就业拟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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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师资队伍建设及教改成果

附件 4-1：青年教师培养及出国统计

表 4-1-1 本专业教师进修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进修单位及专业 进修时间 进修类别

1 程伟丽 男 教授
韩国国立昌原大学

纳米新素材工学院
2008.09-2011.07 境外访问学者

2 曹晓卿 女 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
2005.09-2006.09 境外访问学者

美国密苏里大学机械与航空

工程
2011.10-2012.10 境外访问学者

3 王文先 男 教授 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 2011.08~2012.08 境外访问学者

4 张红霞 女 教授
美国田纳西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015.11-2016.11 境外访问学者

5 陈少平 女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

材料化学
2010.09-2011.09 境外访问学者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 2014.08-2015.08 境外访问学者

6 牛晓峰 男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工业及系统工程系

材料加工

2018.08-2019.08 境外访问学者

7 张长江 男 副教授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化学与材料学院
2017.02-2017.09 境外访问学者

8 张树志 男 副教授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化学与材料学院
2017.02-2017.08 境外访问学者

9 林鹏 男 副教授
英国伯明翰大学，材料加工专

业
2017.10-2018.10

境外访问学者

10 潘少鹏 男 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工业及系统工程系
2017.07-2017.12

境外访问学者

11 王利飞 男 副教授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材料加

工工程
2013.10-2014.10 境外访问学者

韩国-首尔大学-材料加工工程 2018.02-2019.03 境外访问学者

12 杜华云 男 副教授 美国田纳西大学 2017.01-2017.09 境外访问学者

13 崔泽琴 女 副教授
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

航空与机械制造专业
2012.07-2013.08 境外访问学者

14 李克伟 男 副教授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采矿与材料
2017.11-2018.11 境外访问学者

15 胡利方 男 副教授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材料连接
2016.11-2017.11 境外访问学者

16 闫志峰 男 副教授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2017.08-2018.08 境外访问学者

17 丁敏 男 副教授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2.12-2016.12 国内博士后研究

18 薛凤梅 女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2017.04-2017.10 境外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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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进修单位及专业 进修时间 进修类别

19 董鹏 男 副教授
美国田纳西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018.02-2019.02 境外访问学者

20 聂凯波 男 副教授 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9.04-2020.04 境外访问学者

21 杨琳 女 讲师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019.3.27-2020.3.30 境外访问学者

表 4-1-2 近五年青年教师获取工程经历的情况

姓名 获取的工程经历情况 考核情况

胡利方

中国二汽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8，2021）

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学生实习（2014-2016，2023）

太原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实习（2014-2016）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2014-2016）

通过考核

丁敏

中国二汽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8）

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学生实习(2014、2015、2017)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2014-2016）

通过考核

宫殿清

中国二汽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8)

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学生实习(2014-2017)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2014-2016）

通过考核

李克伟
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学生实习(2014-2017)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2015-2016）
通过考核

闫志峰

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学生实习(2015、2016)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2015-2016）

中国二汽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9）

通过考核

董鹏
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学生实习，中国一拖有限公司(2017)

中国二汽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9）
通过考核

张铮 太钢技术中心工作 (2015-2016，2021) 通过考核

李航 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实习(2019) 通过考核

张长江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指导实习(2014、2015、2018)

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实习(2019-2023)
通过考核

张树志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4、2015） 通过考核

聂凯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4-2017） 通过考核

程伟丽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4） 通过考核

牛晓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6、2017） 通过考核

林鹏 洛拖指导实习（2016） 通过考核

潘少鹏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指导实习（2014-2016） 通过考核

崔晓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实习（2017），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2015-2017） 通过考核

王利飞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实习

(2023)
通过考核

杨琳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实习

(2022，线上)
通过考核

薛凤梅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重工集团指导实习

(2021，线上)
通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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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教师创新和国际化能力提升会议照片（近 5 年）

2019年陈少平参加省教育厅主办的韩国高等教育交流会

2018年王文先和项目组成员参加教学会议2018年王红霞参加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会议与认

证协会秘书王玲合影

2019年牛晓峰、程伟丽参加高校机械类专业教指

委工作会议

2020 年韩富银老师带队参加中国大学生工艺大

赛决赛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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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韩富银老师带队参加中国大学生工艺大赛决赛

2023年胡利方参加机械教指委会议 2019年 陈少平高校来华留学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附件 4-3：教学模式探索

1、项目式驱动课堂教学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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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具有复杂工程问题的企业课题引入学生毕业设计，毕业设计答辩引入企业导师将来自

企业的全国竞赛课题引入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以赛促教，赛教交融，斩获大奖

图 4-3-1 本科毕业设计华翔课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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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2021 届和 2022届本科毕业设计答辩，企业导师及督导组参与

图 4-3-3 结合大赛命题布置铸造工艺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选题

图 4-3-4 学生参加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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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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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工程素质拓展过程部分照片

（1）素质拓展课过程照片

图 4-3-6 班级 LOGO设计讲座

图 4-3-7 学生学期总结会议

图 4-3-8 《金属焊接性》课程英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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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D 打印展示

表 4-3-1 学生 3D打印作品介绍表

姓名 原野 学号 2017001031 作品名称 AH-64武装直升机

作品

创作

过程

创作思想

源于内心对“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喜欢，并且飞机类模型曲面较多，结

构复杂，可以加深自己对 SolidWorks软件的了解及应用。

制作过程

1. 了解模型结构。

2. 结合实际打印，简化模型，制作图纸。

3. 使用 SolidWorks软件绘制模型

4. 打印并拼装模型。

创新点

1. 采用多处圆角增强了机身的曲面流线型的特点。

2. 采用放样制作螺旋桨，提高了美观性。

3. 机身侧面刻有“Z”字母。体现了追求卓越。

使用工具

SolidWorks软件，3D打印机及配套工具，3Dstart软件。

参考资料

百度“阿帕奇”模型图片，类似模型样本及图纸.

作品

简介

AH-64武装直升机（英文：AH-64 helicopter gunships，绰号：Apache，译文：阿帕

奇，通称：波音 AH-64“阿帕奇”），是美国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AH-64武装直升机由

美国波音公司（Boeing）研制，发展自美国陆军 20世纪 70年代初的先进武装直升机

（Advanced Attack Helicopter，AAH）计划，以作为 AH-1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后继型号。

我制作出的模型机身长 128mm，宽 45mm，高 26mm，螺旋桨为长 139mm的十字形。

各部件比例均参照实物。

收获

通过这次模型制作，学会了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学会

了如何去配合老师的工作并帮助同学们去做好模型，那就是既然做了就去认真做，对别

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脚下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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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D 打印作品展示之一

图 4-3-9 各年级学生部分代表性作品

（5）学生模型制作作品及部分参赛照片

图 4-3-10工程模型展示之二——美国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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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1埃菲尔铁塔 图 4-3-12钟楼 图 4-3-13帝国大厦

图 4-3-14 太原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意市集工程模型展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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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部分代表性教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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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自企业的全国竞赛课题引入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以赛促教，赛教交融，斩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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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编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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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专业平台建设

附件 5-1：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实践实验平台建设

2016年 5月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优势专业；

2017年 4月再次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2018年与山西省知名企业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材料成型技术与装备研究院”；

2018 年与大同市森源激光再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了“激光再制造和 3D打印研究院”；

2019年与宁夏共享建立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校外创新实践基地”；

2020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0获得第三次机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入校考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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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校企合作建立实践基地情况

表 5-2-1近 5年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践基地情况实习情况统计表

基地名

称
校外合作方

承担的教学

任务

学生在

基地考

核方式

每年进基地班数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中国一拖集团

有限公司

锻压—毕业

实习、生产实

习

实习报告 1 1 2 4 5 5 5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公司

铸造--毕业实

习、生产实习

实习报告 1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山西华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实

习

实习报告 1 2 2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铸造—毕业

实习

实习报告 2 2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中国二汽商用

车集团有限公

司

焊接--生产实

习

实习报告 2 2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洛阳铜加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锻压--生产实

习

实习报告 1 2 2 5 5 5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中信重工有限

公司

焊接--生产实

习

实习报告 2 1 2 2 5 5 5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

宁夏共享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毕业实

习

实习报告 2 2 2 2 2

实习基地协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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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2019年夏季学期 2016级本科生在山西华翔集团共建的创新基地毕业实习

图 5-2-2 2019年夏季学期 2016级本科生在宁夏共享集团共建的创新基地生产

图 5-2-3 两届本科生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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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2023年学生在企业进行线下实习

图 5-2-5 松下展厅参观 图 5-2-6机器人操作考试

图 5-2-7 太原锅炉集团顶岗实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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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8太原星云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顶岗实习照片

图 5-2-9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顶岗实习照片

图 5-2-10 焊接基本技能训练学生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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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平台

1、科创活动平台简介及学生参加人数统计

表 5-3-1 科创活动平台简介及学生参加人数统计表

提供的实践活动 活动内容简述 受益人数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

大赛

焊接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焊接应力变形控制新技术；焊接研究与生产的测试分

析方法；新型焊接电源及辅机的设计；新型焊接工装夹具等
20

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

与制作大赛

新概念创意设计类（A类）、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类（B 类）、舰船模型智能航行

类（C类）、名船名舰外观模型仿真制作类（D 类）、船模竞速类（E 类）、帆船模

型竞速类（F 类）

28

“永冠杯”中国大学生

铸造工艺

设计大赛

“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面向全国高等院校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或

相关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的目的在于鼓励在校学生

学习铸造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活动的平台；为

大学生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和机会；为铸造企业培养优秀人才；促进我国铸造行业的发

展；每年举行一届，已成常态，参加学校和学生逐年增加，成为铸造界一件大事。

230

金相大赛

金相显微分析是材料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金相样品制备是金相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是进行材料研究的重要基本技术。金相大赛以金相样品制备技术为主要内容，旨在激

发学生学习钻研科学实验理论和技术的兴趣，提高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促进实践教

学方面的经验交流与改革，加强大学生素质拓展教育。

25

大学生创新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00

开放性实验 开放性实验 30

2、教务处组织专家考察开放实验室和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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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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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成果辐射及评价

附件 6-1：用人单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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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国内高校同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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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部分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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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学生认可

附件 7-1：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表 7-1-1 近 3 年本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指数统计表

年级 就业率 薪酬（元/月） 专业相关度 就业满意度
就业竞争力指

数

2016 96.99% 3857.14 3.53 3.40 78.89%

2017 97.06% 4570.43 2.85 3.69 77.50%

2018 96.77% 6230.00 2.27 3.27 80.02%

表 7-1-2 近 3 年本专业教育教学质量指标统计表

年级
专业知识掌握

度均值

专业课满足

度均值

实践教学环节满意

度均值

任课教师满意

度均值

教育教学质

量指标

2016 3.53 3.41 3.63 4.09 88.87

2017 3.55 3.23 3.71 4.10 86.09%

2018 3.55 3.43 3.54 4.07 85.84%

表 7-1-3 近 3 年本专业毕业去向统计表

年级 在国内工作 在国内求学 灵活就业 出国（境） 未就业

2016 46.88% 43.75% 3.13% 3.13% 3.13%

2017 41.18% 50.00% 0.00% 5.88% 2.94%

2018 35.48% 61.29% 0.00% 0.00% 3.23%

表 7-1-4 近 3 年本专业本科毕业生工作胜任度统计表

年级 完全胜任 比较胜任 一般

比较不

胜任

很不胜任 胜任占比

2016 20.00% 40.00% 26.67% 13.33% 0.00% 60.00%

2017 7.69% 69.23% 23.08% 0.00% 0.00%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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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完全胜任 比较胜任 一般

比较不

胜任

很不胜任 胜任占比

2018 27.27% 54.55% 18.18% 0.00% 0.00% 100.00%

表 7-1-5 近 3 年本专业本科毕业生对实践教学环节的满意度评价表

年级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

意

很不满

意
满意度 均值

2016 18.75% 40.63% 25.00% 15.63% 0.00% 84.38% 3.63

2017 16.13% 48.39% 29.03% 3.23% 3.23% 93.55% 3.71

2018 17.86% 25.00% 50.00% 7.14% 0.00% 92.86% 3.54

表 7-1-6 近 3 年本专业本科毕业生对任课教师各方面的满意度评价表

年级 教学态度
教学方式方

法
教学内容

与学生交流频

次

任课教师教育教学综

合得分

2016 4.09 3.88 3.84 3.84 88.94

2017 4.06 3.97 3.84 3.68 86.70

2018 4.04 3.86 3.96 3.79 86.52

附件 7-2：学生感悟

“基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多阶性实践与理论交替攀升

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让我受益终身

作为 2016级太原理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

生，我亲身体验到了母校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极大重视，是本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的直接受益者。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专业，实

践不足和实践与理论不能有效配合是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常见问题，但

太原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中通过多种方法很好地克服了这些问题。



106

从 2016级开始，我们实施了新的专业培养计划“基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的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多阶性实践与理论交替攀升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和多元化的课程教

学目标评价机制”，我在太原理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习的体会如下：

1、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教育

本专业的教师在讲授材料成型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时（如：材料成型基础和材料现代分

析方法），实施案例式教学，围绕特种铸造、特种锻造在国家大型工业领域及先进的航空

航天领域重要产品上的应用案例，焊接科学与技术在鸟巢、高铁、运载火箭和核电站等国

家重大工程和重要产品上的应用案例进行课堂教学，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专

业自豪感，具备了潜在的工程问题意识和大工程观。

2、课程实验及实践环节教育中工程教育

在诸多的专业实践培养环节教学中，专业教师充分创新，以项目驱动的新模式。充分

利用校企合作、科创竞赛、科研课题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引入工程问题。如《合金熔炼原

理与工艺》以不同合金熔炼作为自主选择项目，同学们自由组合，自主选题，通过查阅资

料，制作 ppt，DV，自主讲课，摄像，最后根据小组选题亲自动手进行合金熔炼，产品缺

陷判断、识别，分析原因、提出防止措施，并对产品进行组织和性测试，数据处理，分析

成分、组织、性能的相互关联规律，进而改进熔炼工艺，见图 1。同学们兴趣大增，主动

积极性高，很多环节都是自觉利用课余时间完成，整个过程中不仅对复杂工程问题有了感

性认识，能够运用理论去深入分析实践问题，锻炼了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一种工程和科研的思维方式，关键获得极大的成就感，激发了

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欲望。课程设计环节与全国的工艺大赛命题结合，见图 2。所有

题目均来自工程实践，难度较大，老师们除了教学安排的时间，还在课余时间进行培训和

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后同学们获得大奖，获得全国多家企业认可，极大地增强了

专业能力和自信心，立志在工作岗位干出一番成就。

2、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

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见图 3)能够很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进而加深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提高动手实践能力。本人在本科就读期间出于对铸造高强耐热镁合金的设计与开

发的强烈兴趣，自主提出了 Al元素固溶诱导Mg-Gd合金内强化相析出工艺设计新工艺，

并向王红霞老师提出申请进行实验验证，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王红霞和程伟丽等老师在镁

合金成分设计、熔炼工艺，强化相析出工艺设计，设备使用等方面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在

镁合金实验材料和实验经费上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通过自主完成这个项目，我对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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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设计、熔炼设备使用、熔炼工艺制定，析出相析出工艺优化等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这些亲身科研经验对于我将来在本专业继续出国深造有很大的帮助。通过亲自参与科研项

目，我和我的很多本科同学在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上得到很好的提升。

3、国际和国内认可的工程师资格认证

除了传统的教学培养环节以外，学校还鼓励本科生参与国际焊接工程师等国内外均认

可的专业资格认证学习，这对于本科生了解焊接产品的标准化工业生产过程和未来去企业

就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从一个本专业毕业生的角度，我认为以上三点对我本人和身边同学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值得肯定和进一步推广。我本人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材料学院先进工程材料专业录取为研

究生，见图 4。

曼彻斯特大学材料学院先进工程材料专业
2020年 8月 28日

图 1

主讲：杨哲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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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创项目成果中文

核心学术论文

曼彻斯特大学录取通知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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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社会认可

附件 8-1：社会影响

图 8-1-1 2017 年以王文先教授为团队带头人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教学团队”获得山

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集体”

附件 8-2： 兄弟院校前来交流

图 8-2-2 2019年 3月与重庆理工大学交流

推广材料成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成果

图 8-2-3 2018年 9月与中北大学交流推广

材料成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成果

图 8-2-4 2017年青海大学、浙江理工学院先后来校调研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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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8  教务处 代月 佳木斯大学

图 8-2-6 2018年 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团队访问我照片

图 8-2-5 2018年程伟丽教授应佳木斯大学邀请推广太原理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

图 8-2-7 2017年太原科技大学材料学院一行来我院访问交流本科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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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国际影响力

附件 9-1： 美国肯塔基大学 Fuqian Yang 对专业的评价

Understand of under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s of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n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ar the professors,

I am Fuqian Yang,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i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From 2015 to 2017, I worked in the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 guest professor, and conducted some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 about undergraduate cultivation,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national key disciplines, and is also the

first pilot major of “Education Program of Excellent Engineers”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emphasis

of undergraduate cultivation is attach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basis with practical skills. The

basic courses, specialized courses and elective courses have been offered properly, and also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make the teaching reformation,

includ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euristics, discussing and researching methods in

teaching processe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is strengthen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ttending a

class by the leaders and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nd feedback, which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The hierarchical, multi-module, and connected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

constant improvements of basic verification experiments. The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transform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into the research experiment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esigned

experiments and innovative experiments. Furthermore, undergraduate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for

undergraduate innovation projects and have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 the guide

of tuto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undergraduates. The management of graduation

thesis is further standardized by supervising and inspecting the topic, guidance, writing, appraising and

defending proces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apers.

The young teachers are actively recruited and then organized to receive the demonstration class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capacities. The backbone teachers are selected to study abroad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level of teachers, guaranteeing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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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Jun Zhou 教授对专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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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3： 韩国首尔大学 Prof. Sun 对专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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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4：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大学专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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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5：美国西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专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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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6：牙买加西印度大学专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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