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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微专业 2024 级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 

二、专业简介 

机电一体化是机械技术与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交叉融合的产物，具有

市场需求量大、应用面广、体现行业技术发展等特点。 

通过学习机械设计制造技术、电工电子技术、检测传感技术、电气控制技术等知识，使

专业学生具备机电一体化设备的设计、制造、操作、安装、调试、维护和维修能力。 

三、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机械设计及机电控制相关学科知识，能够在石油石化等领域从事机电一体化装

备设计、制造、运行维护、安全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四、培养要求 

1.能够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使用计算机工具和现代实验技术，

解决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具有创新意识。 

2.理解并遵守工程师职业道德和伦理责任，能自觉有效地将过程安全、法律法规、环境、

文化等非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3.具备有效沟通交流的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具有终身学习和自我提高的能力。 

五、修读年限 

基本修读年限为 2 年。主修专业毕业或结业，微专业学业自然终止。 

六、结业标准 

学生完成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微专业培养要求的，可获得

微专业结业证书。 

 

 

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 管 院 长：  年   月   日 

分 管 校 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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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微专业 2024 级培养方案课程安排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学分

要求 理论 上机 
实验

实践 

1 160408T027 工程制图 工学院 2 32 32   三 

16 

2 160411T026 工程力学 工学院 3 48 48   三 

3 160306T005 电工电子学 工学院 2.5 40 40   四 

4 160306E018 机械设计基础 工学院 4 64 56  8 五 

5 160408E006 控制工程基础 工学院 2.5 40 32  8 六 

6 160408T003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工学院 2 32 22  10 六 

 

课程简介： 

课程 1：《工程制图》 

本课程是体现工科特点的入门课程，也是工科学生必须学习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在培

养学生作为创造性思维基础的空间想象力及构思能力和促进工业化进程等诸多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工程图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文件，是在世界范围通用的“工程技术的语言”。

正确规范的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 

课程 2：《工程力学》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对构件和简单的物体系统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和平衡分析，

让学生掌握杆件在承受拉伸、压缩、剪切、扭转、弯曲等基本变形及组合变形时的应力、应

变和变形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学会强度（包括静强度和疲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校核和

设计。内容包括：简单构件和物体系统的受力与平衡分析，在静载荷和动载荷作用下杆件承

受拉伸、压缩、剪切、扭转、弯曲等基本变形及其组合变形时的应力和变形的计算方法，构

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和校核方法，构件的疲劳强度计算等。 

课程 3：《电工电子学》 

本课程是我校本科非电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电学知识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内

容包括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其中电工技术主要讲授直流电路、暂态电路、交流电路的分析，

使学生掌握各种电路分析方法的原理及应用；电子技术主要讲授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

集成运算放大器、逻辑代数、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学生需熟悉所学分立元件的特

性，熟悉电子电路的基本分析、设计方法，了解常用模拟、数字集成电路的外部特性及其应

用。通过课程学习，为学生今后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奠定电学基本知识、电路基本操作技能及

电学仪器仪表使用等方面的基础。 

课程 4：《机械设计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它为学习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学生毕业后无论从

事机械设计还是作为设备管理、运行工作，课程都提供了常用机构、通用零部件及其传动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E8%AF%BE%E7%A8%8B/127528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9%97%B4%E6%83%B3%E8%B1%A1%E5%8A%9B/23415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5%9B%BE/38688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96%87%E4%BB%B6/3909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6%8A%80%E6%9C%AF/69983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6%8A%80%E6%9C%AF%E4%BA%BA%E5%91%98/39597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7%B4%A0%E8%B4%A8/126959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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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设备的正确使用、维护及设备的故障分析等方面所必要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和课程设计实践，可以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设计普通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能力，为日

后创造性的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 5：《控制工程基础》 

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和过程控制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机械、自

动化及过程控制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技术基础课。该门课程是进行控

制系统动态特性分析的基础，目前自动控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生产中，以及在交通

运输、国防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课程共分为六大章节，其中第 0 章复变函

数概述是为回顾该门课程的先修知识而设定的。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门课程的重点部分，通

过针对重点部分的各个教学环节，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生掌握系统动态特性数学

模型的建立和研究方法，并学会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对已知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问

题进行分析，以及学习 PID 控制规律的各种实现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从事工程技术工

作、进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 6：《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本课程是关于信息获取、传输和处理的综合技术，是构成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关键技术，

是一切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工程设计、科学研究所必备的技术手段之一。因此，本课程是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课程主要介绍动态测试信号的分析与处理方

法、常用传感器及其测量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性能、典型机械参数测试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

能。课程还通过计算机应用和实验环节，使学生初步具有处理实际机械参数测试工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