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掌握扎实的工程基础及能源与动力工程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必要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较强的人际交往及合作能力，能够综合

运用能源与动力工程及相关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生产与科研领域从事设计、制造、自动化和经营管理、

实验研究与开发、营销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在本专业领域经过 5 年左右的锤炼，绝

大部分能达到工程师水平，优秀的能成为技术骨干或技术主管。 

 

2、培养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具备科学、技术、职业、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人文、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工程经济、管理、社会学、情报交流、法律、环境等人文

与社会学的知识。 

    自然科学基础：包括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 

    工具性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可运用其进行沟通和交流；掌握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掌握文献检索和信息获取的一般方法。 

    专业基础：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理念知识，包括：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电工

与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控制理论、市场经济及企业管理等专业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熟悉工程热物理及热能动力工程的基本理论，掌握各种能源转换及有效利用的理论和技术

基础；掌握热力发动机原理、结构设计、测试、燃烧与排放控制、电子控制等方面的知识；了解本专业学

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及相近专业的基本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知识要求。 

    了解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相关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具备获取知识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掌握解决能源与动力领域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手段，具备从事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应用、维

护、管理等工程实践能力和技术设计、开发能力，并具备一定创新意识。 

    具备运用所学理论、技术和方法，从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设计、开发、应用、维护和运营管理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建议和方案。 

    具备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技术沟通、交流能力，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

意识。 

    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备较强的安全责任意识，并具有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3）素质结构要求：具备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 

    道德与人文素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愿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服务；具有全球视野

和为人类进步服务的意识；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能体现人文和艺术方面的较高素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能应对危机和挑战；具有理性的继承和批判精神。 

    专业素质：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具有针对工程问题特点的科学思维方式。具备

对个人和集体目标、团队利益负责的职业精神；能够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具有

对新技术的推广或对现有技术进行革新的进取精神；具有坚持原则，勇于承担责任、为人诚实、正直的道

德准则；具有良好的市场、质量和安全意识，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乐观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风斗精神。 

 

二、专业人才培养标准 

1 掌握一定的通用和专门技术知识，具备一定的知识推理能力 



1.1 基础科学知识 

1.1.1 数学基础 

1.1.2 自然科学基础 

1.1.3 人文科学等 

1.2 机械设计原理与方法 

1.2.1形体设计原理与方法 

1.2.2 机构运动与动力设计原理与方法 

1.2.3 结构与强度设计原理与方法 

1.2.4 精度设计原理与方法  

1.2.5 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1.3 机械制造工程与技术知识 

1.3.1 材料科学基础 

1.3.2 机械制造技术 

1.3.3 现代制造技术 

1.4 机械系统中的传动与控制 

1.4.1 机械电子学 

1.4.2 控制理论 

1.4.3 传动与控制技术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 

1.5.1 计算机技术基础 

1.5.2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艺过程、制造及参数开发 

1.6 热流体知识 



1.6.1 热力学 

1.6.2 流体力学 

1.6.3 传热学 

1.7 系统检测与质量管理 

1.7.1 检测技术及精度检测方法 

1.7.2 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 

1.7.3 过程控制方法及基本工具 

1.8 专业领域技术标准 

1.8.1 国家通用标准 

1.8.2 行业专业标准 

1.8.3 相关工程标准 

2 参与实际工程项目，发现并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2.1 参与工程问题建模、分析及解决 

2.1.1 问题认识与系统表述 

评估数据和问题特征 

对比异常与正常数据，进行问题分类与归因 

找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制定解决方案 

2.1.2 参与建立模型 

应用假设简化复杂的系统和环境 

根据问题的主要方面创建模型 

初步模拟并完善模型 



2.1.3 协助判断和定性分析 

估计量级、范围、趋势 

应用实验验证一致性或找出误差（范围、单位等） 

分析实验结果并做出定性分析与判断 

2.1.4 参与带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提取不完整和不清晰的信息 

应用概率统计分析模型 

工程风险效益分析 

讨论分析与决策 

安排裕量和储备 

2.1.5 解决方法和建议 

综合和评估问题解决方案 

分析解决方案的关键结果和测试数据 

分析并调整结果中的偏差 

形成总结性建议并提出问题解决注意事项 

评估解决问题过程中可以改善的地方 

2.2 实验技能 

2.2.1 查阅相关资料 

2.2.2 设计实验方案 

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设备、实验内容 

实验步骤、实验结果预测 

2.2.3 实验探索 



2.2.4 实验结果分析与验证 

实验数据分析及处理、实验结果预测与 

实际效果对比、误差分析、完成实验报告 

2.3 产品改进 

2.3.1 市场、用户需求变化及最新技术发展情况 

2.3.2 参与产品改进方案设计 

待改进问题定位、提出多种改进方法 

改进方法评估、确定改进方案、细化改进方案 

2.3.3 参与制定实施计划 

任务组织、人力资源调配、时间进度安排、 

财务预算等 

2.3.4 参与实施并总结学习 

了解任务目标和内容、项目实施 

项目总结、参考学习 

2.4 创新与产品设计开发 

2.4.1 创新思想 

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训练、创新方法及工具 

2.4.2 参与新产品设计方案制定 

新产品定位、设计方案比较 

设计方案评估、确定设计方案 

2.4.3 参与制定实施计划 

任务组织、人力资源调配、时间进度安 



排财务预算等 

2.4.4 参与实施 

了解任务目标和内容、硬、软件实施过 

程测试验证、取得证书、实施过程管理 

2.4.5 评价实施结果 

2.4.6 自省个人的知识、技能、态度 

2.4.7 总结、学习、提高 

3 了解工程和工程管理思想，积极参与项目和工程的管理 

3.1 工程思想、工程标准及相关法律意识 

3.1.1 建立工程质量、环境安全思想 

3.1.2 熟悉工程标准及工程作业程序 

3.1.3 培养相关法律意识 

3.2 项目及工程的管理方法与手段 

3.2.1 管理计划与预算 

制定计划大纲、财务预算 

3.2.2 任务组织 

3.2.3 项目团队管理 

团队讨论、团队协作、处理团队冲突 

3.2.4 设备管理 

设备的定期保养、维修以及及时更新等 

3.3 危机应对及突发事件处理 

3.3.1 项目质量标准与作业程序跟踪 



3.3.2 危机应对预案 

3.3.3 危机应对 

3.3.4 建立突发事件处理机制 

3.4 项目进度控制与评估 

3.4.1 进度影响因素分析 

3.4.2 项目工作协调 

3.4.3 项目评估及改进 

4具备健全人格，能利用专业表达工具，主动有效地与团队成员进行沟通与交流 

4.1 技术语言的使用 

4.1.1 技术图纸 

4.1.2 电子和多媒体 

4.1.3 图表 

4.1.4 实用写作 

4.1.5 口头表达 

4.1.5 专业外语 

4.2 工程文件编纂 

4.2.1 可行性分析报告 

4.2.2 项目任务书 

4.2.3 投标书、招标书 

4.2.4 技术报告 

4.2.5 验收报告 

4.2.6 项目合同 



4.3 人际交往能力 

4.3.1 自察、自省、自控 

4.3.2 理解他人需求与意愿 

4.3.3 沟通技巧 

4.4 环境适应能力 

4.4.1 人际关系协调 

4.4.2 工作环境适应 

4.5 团队合作 

4.5.1 高效团队组建 

4.5.2 团队工作运行 

4.5.3 团队成长 

4.5.4 领导能力 

4.5.5 技术协作 

4.6 新技术跟踪能力 

4.6.1 收集、分析最新技术 

4.6.2 判断、归纳 

4.6.3 选择和吸收 

4.6.4 国际化视野 

5 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积极主动地参与承担社会责任 

5.1 职业道德 

5.1.1 职业健康安全标准 

5.1.2 环境法规 



5.1.3 职业道德规范 

5.1.4 职业行为准则 

5.2 职业素养 

5.2.1 积极进取和主动精神 

5.2.2 批判性思维 

5.2.3 创造性思维 

5.2.4 时间和资源管理 

5.2.5 系统思维 

5.2.6 职业规划  

保持和增强职业能力 

了解社会及自身发展需求 

制定、实施职业发展规划 

5.3 社会责任 

5.3.1 责任意识 

5.3.2 社会事务责任 

5.3.3 工程师的角色 

6 了解企业和企业管理，具有创业意识，明确个人、企业、社会三者关系 

6.1 企业管理 

6.1.1 企业文化 

6.1.2 企业运行 

企业目标、企业策略、企业管理模式、财务 

及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及操作、设备更新等 



6.1.3 企业发展规划 

6.2 技术创业 

6.2.1 创业学 

6.2.2 创业规划 

6.2.3 创业融资 

6.3 工程界与社会关系  

6.3.1 工程界对社会的影响 

6.3.2 社会对工程界的规范 

6.3.3 商业环境 

三、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 

学位：工学学士 

四、专业特色 

西南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始建于 1978年。本专业以“厚基础、强专业、重实践、善沟通、求创

新”为基本思路，树立“面向工业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工程教育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

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重点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五、主干学科与专业核心课程 

1、 主干学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2、 专业核心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机械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测试技术基础、

控制工程基础、内燃机原理。 

六、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及基本要求 

主要实践

教学 

基本要求 

军事技能

训练 

完成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轻武器射击、战术、军事地形学及综合训练 

生产实习 

观察和学习各种加工方法；学习各种加工设备、工艺装备和物流系统的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和

适用范围；了解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了解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了解先进的生产理念和

组织管理方式。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设计 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完成专业相关代表性产品的设计，培养综合设计能力。 

毕业实习 以团队项目的形式，综合培养学生的设计、制造、分析等工程应用能力。 

毕业设计

（论文） 

结合工程项目，完成指定的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分析仿真等综合工程训练，掌握相关的工程

方法，掌握相关的工程软件，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基本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类 14.0 

49.0 

军事类 3.0 

通识教育类 16.0 

外语类 12.0 

体育类 4.0 



学科与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类 6.0 

95.0 

数学类 17.0 

物理类 10.0 

学科基础课 32.0 

专业基础课 30.0 

专业（专业方向）课程 

专业（专业方向）课程 18.0 

23.0 

专业实验、实践 5.0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16.0 

18.0 

课外创新实践 2.0 

合计 185.0 
 

八、课程设置细化表 

计划组 课程组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性质 学分
实践学

分 
开课 学年 学期

 

通 

识 

与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31 学分 

9990006 军事技能训练 必 1.0 0.0 武装部 1 3 

7047250 军事理论 必 2.0 1.0 武装部 1 1 

700106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 3.0 1.0 政治 2 2 

70479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Ⅰ 
必 3.0 1.0 政治 3 1 

70479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Ⅱ 
必 3.0 1.0 政治 3 2 

700114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 3.0 1.0 政治 1 2 

9010110 体育Ⅰ 必 1.0 0.0 体育 1 1 

9010120 体育Ⅱ 必 1.0 0.0 体育 1 2 

9010130 体育Ⅲ 必 1.0 0.0 体育 2 1 

9010130 体育Ⅳ 必 1.0 0.0 体育 2 2 

0872008 通用学术英语 必 2.0 0.0 外语 2 1 

8010210 英语Ⅰ 必 4.0 0.0 外语 1 1 

8010220 英语Ⅱ 必 4.0 0.0 外语 1 2 



700106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 2.0 0.0 政治 1 1 

通识教育类课程要求修读 16学分,具体修读规定详见相应年级《西南交通大学通识教育选修手册》

 

英 

语 

类 

限 

选 

课 

 

2 学分 

0871111 高级英语 B 限 2.0 0.0 外语 2 2 

0871113 英语口语-交际与文化 限 2.0 0.0 外语 2 2 

0871114 英语口语-思辨与学术 限 2.0 0.0 外语 2 2 

0871112 职场英语 限 2.0 0.0 外语 2 2 

 

学 

科 

与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95 学分 

0281001 CAD 原理及应用 必 2.0 1.0 机械 2 2 

6322100 材料力学 B 必 4.0 0.0 力学 2 2 

0152640 测试技术基础（全英文） 必 3.0 1.0 机械 3 2 

2049680 传热学 D 必 4.0 1.0 机械 2 1 

3200502 大学计算机基础 A 必 3.0 1.5 软院 1 1 

6111010 大学物理 AⅠ 必 4.0 0.0 物理 1 2 

6111020 大学物理 AⅡ 必 4.0 0.0 物理 2 1 

6111110 大学物理实验Ⅰ 必 1.0 1.0 物理 1 2 

6111120 大学物理实验Ⅱ 必 1.0 1.0 物理 2 1 

3046104 电工技术 A 必 4.0 1.0 电气 2 1 

0271043 电工实验与电子工艺实习 必 0.5 0.0 电气 2 3 

0371067 电子技术 A 必 4.0 1.0 电气 2 2 

127100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必 3.0 0.0 数学 1 2 

6011310 高等数学 BⅠ 必 5.0 0.0 数学 1 1 

6011320 高等数学 BⅡ 必 5.0 0.0 数学 1 2 

1043380 工程材料 必 2.0 0.0 材料 2 1 

0171005 工程概论 必 2.0 1.0 机械 1 1 

6230340 工程化学 必 3.0 1.0 生命 1 1 

2022000 工程热力学 必 4.0 0.0 机械 2 1 

9990218 工程训练基础 A 必 1.0 1.0 工业 1 2 

0271060 机械工程制图Ⅰ 必 2.0 0.0 机械 1 1 

0271037 机械工程制图Ⅱ 必 3.0 0.0 机械 1 2 

9990487 机械工程制图综合实践 必 1.5 0.0 机械 1 3 

9990044 机械课程设计 必 1.0 0.0 机械 2 3 



2021200 机械设计基础 必 4.0 0.0 机械 2 2 

15710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A 必 3.0 1.0 软院 1 2 

2023600 控制工程基础 A 必 3.0 0.0 机械 3 2 

6321800 理论力学 B 必 4.0 0.0 力学 2 1 

6341520 流体力学 必 4.0 1.0 力学 2 2 

0271039 微机原理与应用 必 2.0 1.0 机械 3 1 

6010400 线性代数 A 必 4.0 0.0 数学 1 1 

0271040 制造技术 A 必 4.0 0.0 机械 3 1 

 

专 

业 

（ 

专 

业 

方 

向 

）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课 

 

18 学分 

2050960 动力机械测试技术 必 2.0 0.0 机械 4 1 

0273099 内燃机排放控制 必 2.0 0.0 机械 4 1 

0273098 内燃机设计 必 2.0 0.0 机械 3 2 

0273023 内燃机原理 必 4.0 0.0 机械 3 1 

0273027 内燃机振动与噪声控制 必 2.0 0.0 机械 4 1 

0281043 内燃机制造工艺 必 2.0 0.0 机械 4 1 

0273025 热能动力机械基础 必 2.0 0.0 机械 3 2 

0273026 有限元法基础 必 2.0 0.0 机械 3 1 

 

专 

业 

实 

验 

、 

实 

践 

 

5 学分 

9990538 专业实习 必 1.0 0.0 机械 3 3 

0281056 专业综合设计 必 2.0 0.0 机械 4 1 

0281061 综合工程实训 必 2.0 2.0 机械 4 1 

 

毕 

业 

实 

习 

 

毕 

业 

设 

计 

 

论文 16 学

分 

9990623 毕业设计（论文） 必 16.0 0.0 机械 4 2 

 

课 

外 

创 

新 

9991999 课外创新实践 必 2.0 0.0 机械 4 1 



实 

践 

 

2 学分 
 

备注说明： 

1、本课程详细设置在实际执行中可能会有变化，请仔细阅读下发的书面培养计划，有疑问请咨询学院教

务办公室； 

2、有些限选课程学分，特别是通识教育基础类课程限选学分一般每学期都开设课程，在本课程设置中由

于系统特性可能都设置为“第 1 学年第 1 学期”，请注意在任何学期选修都是可以的； 

3、大多专业课程都需要以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为基础，所以请务必按照要求先选基础课程，才选专

业课程，以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4、有些课程组（主要是限选课组）学分与实际要求学分不相符合，意味中从所列出的课程组中选择要求

的学分即可，无需全部修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