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金属材料及无机非金属） 

 

一、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1、培养目标 

适应国家建设需要,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从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前沿专业知识和科学研究实验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系统的

培养，培养的学生具备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基础知识,具有从事本学科及相关领域

的科学研究、新材料设计与开发、材料应用、教学以及技术管理的综合能力，同时具有

较强的创新意识以及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团队领导能力，具备国际化竞争能力。 

2、培养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涵盖工具性知识、人文及管理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专业

技术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 工具性知识：具有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计算机文化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文献检索、中文和外文科技写作等方面的知识； 

�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概论、思想品德修养、法律基础、法制安全及公德教育、健康教育、美学、

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 经济管理和环境保护知识：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管理概论、项目管理及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知识； 

� 自然科学知识：具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

工程化学、计算机等知识； 

� 学科基础知识：工程图学、计算机绘图、工程力学、普通物理、电工电子技术、

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性能、材料分析与测试方法等； 



� 专业知识：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或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功能材料、复

合材料、材料处理新技术、材料加工设备及自动控制、材料表面技术、冶金

技术、材料腐蚀与防护、材料加工与制备、材料的失效分析等（学生可以根

据今后的发展方向侧重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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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知识的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式方法，根据工作性质变化和形势要求，

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具有能利用现代化信息渠道获取有用知识的能力； 

� 应用知识的能力：能将所学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结合工程实际，

灵活地综合应用于工程实践中；同时，能够及时将工程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和

对应手段进行系统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和规范的高度，具有研究和解决材

料工程领域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 创新能力：培养创新意识，了解科学技术最新发展动态及所研究领域的国内外

研究现状，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初步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 

� 团结协作的能力：有很强的团队意识，能够在各个不同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中

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团队中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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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想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辩证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具有较高社会公

德、团结协作和与本专业相结合的敬业爱岗职业道德水平；遵纪守法，树立

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为追求科学真理而献身和奋斗的志向； 

� 文化素质：应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历史等社会科学基础，具有正确运用本

国语言、文字进行语言和应用写作等的表达能力，具备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听、

说、读、写的基本表达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注意国内、国际动向，适

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专业素质：掌握基本自然科学基础及本专业基础理论与基本技术和技能，能够

很好地应用所学的专业理论解决本专业技术领域中出现的工程问题，能够自

我学习和掌握本专业领域的技术发展，并具有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具有在荣誉、成功、成就面前不骄不躁，在逆境、失败、

挫折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和一定的身体



素质（体育课程达标），能积极应对学习、就业等压力，能与同学、老师建

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设置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教师制度）。 

二、专业人才培养标准 

1．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 

1.1 基础科学知识 

1.1.1 自然科学基础 

1.1.2 通识教育基础 

1.1.3 思想政治基础 

1.1.4 外语基础 

1.1.5 军事基础 

1.1.6 体育基础 

1.2 材料科学基础 

1.2.1 材料科学基础 

1.2.2 材料力学 

1.2.3 理论力学 

1.3 材料技术基础 

 1.3.1 材料成型技术基础 

1.3.2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1.3.3 机械设计基础 

1.3.4 电工基础 

1.3.5 电子技术基础 

          1.4 材料性能与评价 



             1.4.1 材料力学性能 

             1.4.2 材料物理性能 

             1.4.3材料性能测试技术 

1.4.4材料失效分析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 

             1.5.1 计算机技术基础 

             1.5.2 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参数开发 

          1.6 材料分析测试技术 

             1.6.1 材料测试与分析方法 

1.6.2 样品制备技术 

             1.6.3 组织分析技术 

             1.6.4 材料微观分析技术 

1.7 材料加工与成型技术 

  1.7.1 材料制备技术 

  1.7.2 材料热处理原理与工艺 

1.7.3 成型设备及其控制 

1.7.4 连接技术 

1.8 材料与工艺 

 1.8.1 工程材料 

1.8.2 新材料 

1.8.3 常用行业专业标准 

1.8.4 轨道交通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1.8.5专业技术前沿及关键技术 

1.8.6 专业外语 

2．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方法 

2.1 工程问题建模、分析及解决能力 

2.1.1 相关专业工程问题的认识与系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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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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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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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法和建议 

综合评估解决问题的方案 

分析解决方案的关键和测试数据 

分析并调整结果中的偏差 

形成结论性建议并提出问题解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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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分析与验证 

实验数据分析及处理、实验结果预测 

实际效果对比、误差分析、完成实验报告 

2.3 材料与工艺改进 

2.3.1 了解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用户需求变化 

2.3.2 材料与工艺改进方案设计 

根据使用要求，对改进问题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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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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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并总结学习 

了解任务目标和内容、项目实施、项目总结 

2.4 创新与产品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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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新产品材料与工艺方案 



新产品选材 

新产品、新材料处理工艺方案评估、方案确定 

2.4.3 实施 

了解任务目标和内容，材料与工艺的测试、实施过程管理 

2.4.4 评价实施结果 

2.4.5 总结、学习、提高 

3．项目及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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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与预算管理 

                计划大纲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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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设备管理 

                设备的定期保养、维修以及更新等 

3.3 应对危机及突发事件处理 

3.3.1 项目质量标准与作业程序跟踪 

3.3.2 应对危机预案 



3.3.3 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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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估及改进 

4．有效沟通与交流 

4.1 技术语言 

4.1.1 技术图纸 

        4.1.2 电子和多媒体表述 

4.1.3 图表 

4.1.4 口头表达 

4.1.5 专业外语 

4.2 研制报告与设计文件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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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测试、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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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工作运行 

             4.5.2 团队成长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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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和吸收 

             4.6.3 国际化视野 

5．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 

5.1 职业道德 

5.1.1 职业健康与安全标准 

5.1.2 职业道德规范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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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资源管理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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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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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 

6.2.1 创业学 

6.2.2 创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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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 

学位：工学学士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立足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工程实践能力、综合创新能力、计算机应用能

力和外语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培养具备宽厚的材料领域的基础知识与技能，能从事科研、

技术开发、分析检测、工艺和设备设计、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具备国际

化竞争能力。学生不仅具有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工程实践技能，而且通过将最新科

研成果引入教学内容的教学、通过学生参与教师的实际科研项目的特色工程实践活动等教学

环节，使本专业的学生具有与国内同类专业学生所不同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 在轨道交通及高速铁路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的织构与服役性能关系评价、生产工

艺设计、产品质量检验与控制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 在新材料制备、组织结构表征、织构与服役性能关系分析、计算机仿真等方面能力

较强； 

3. 在材料表面工程、成型及控制技术、服役性能及可靠性评价、加工设备自动化智能

化控制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优势明显。 

特色课程 

双语教学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 B（I、II）双语、材料热处理（双语）、复合材料(双语) 

研究探讨型课程： 

专业导论课程、专业前沿研讨课 

五、主干学科与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金属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 



专业核心课程：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工艺基础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力学性能 

材料分析测试。 

六、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及基本要求（补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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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实习 了解材料制备与成型加工的基本过程 

生产实习 

掌握金属冶炼与成型加工的主要方法及各类设备；无机材料制

造、检测、加工的主要方法及各类仪器设备。 

工程训练基础 C 掌握材料热加工、冷加工全部过程 

毕业实习 

综合金属材料理论知识，巩固金属材料基本实验技能；综合陶

瓷材料理论知识，巩固陶瓷材料基本实验技能。 

毕业设计（论文） 

综合利用材料专业各种理论知识与实验技能，对研究的材料领

域中某个工程问题，得出一些基本规律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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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军事类 4 

通识教育类 16 



外语类 12 

体育类 4 

学科与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类 6 

87 

数学类 16 

物理类 10 

学科基础课 28 

专业基础课 27 

专业（专业方向）课程 

专业（专业方向）课程 22 

26 

专业实验、实践 4 

毕业设计（论文）  16  

课外创新实践  2  

合计 180 



八、课程设置细化表 

课程类型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学

分 

课内

实践

教学

学分

开课学期 
开课学

院 

通识与公共

基础课程模

块 

共 49 学分，

必修 47 学

分，限选 2

学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1 政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  2 政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3 政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Ⅰ 

必修 3 2 5 政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Ⅱ 
必修 3 2 6 政治 

 军事理论 必修 2 1 1 武装部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1 1 1 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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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必修 4  1 

外语 

 英语Ⅱ 必修 4  2 

 通用学术英语 必修 2  3 

 

限

选

2

学

分

高级英语 B 限选 2  4 

职场英语 限选 2  4 

英语口语-交际与文化 限选 2  4 

英语口语-思辨与学术 限选 2  4 

 体育 I 必修 1  1 

体育部
 体育 II 必修 1  2 

 体育 III 必修 1  3 

 体育 IV 必修 1  4 

学科与专业

基础课程模

块 

共 87 学分，

必修 81 学

分，限选 6

学分 

 大学计算机基础 A 必修 3 1.5 1 

信息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A 必修 3  2 

 高等数学 BI 必修 5  1 

数学 

 高等数学 BII 必修 5  2 

 线性代数 B 必修 3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3 



 大学物理 AI～AII 必修 8  2-3 

物理 
 大学物理实验 I～II 必修 2  2-3 

 无机及分析化学 I、II 必修 4  1-2 

生命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I、II 必修 1  1-2 

 物理化学 A 必修 4  2 材料 

 物理化学实验 必修 1  2 生命 

限

选 3

学

分 

计算机绘图 限选 3 0.5  7 

微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应用 限选 3 0.5  7 

微机原理及应用 限选 3 0.5  5 

 电工基础 必修 4 0.5 4 电气 

 机械制图 A 必修 4 0.5 1 机械 

 工程力学 必修 5 0.25 3-4 力学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必修 2  3 机械 

 电子技术基础 C 必修 3 0.25 5 电气 

 材料科学基础 A（I、II） 

必修

3+2  3-4  

 材料科学基础 B（I、II）双语 3+2  3-4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方法 I、II 必修

0.5

+0.

5 

0.5+

0.5 
3-4  

 材料分析测试 必修 2 0.5 5  

 材料失效分析 必修 3 0.25 6  

 材料力学性能 A 必修 3  5  

 材料物理性能 必修 2  5  

 材料性能研究技术 I、II 必修 1.0 1.0 5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必修 3  4  

 专业导论课程 必修 1  2  

限

选 3

学

分 

轨道交通用材料及其工艺 限选 3  5  

模具设计与材料 限选 3  7  

专业（专业

方向）课程

模块 

材

料

科

工程材料学 必修 3 0.25 6  

金属材料制备技术 必修 2  6  

金属材料制备方法 必修 1 1.0 6  



共 28 学分，

其中专业实

践 6 学分，

任选 4 学

分。金属专

业方向，必

修 6 学分，

限选 12 学

分，无机非

金属专业方

向，必修 7

学分，限选

11 学分。 

学

与

工

程

专

业

（

金

属

专

业

方

向）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技术 限选 2 2 7  

材料热处理（双语） 限选 2 0.25 7  

材料表面技术 限选 3 0.5 6  

无损检测技术 限选 2 0.25 6  

摩擦与磨损 限选 2 0.25 6  

材料腐蚀与防护 限选 2 0.25 6  

材料 CAE/CAM 限选 2 1.0 短 3  

专业前沿研讨课（双语） 限选 2  7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专

业

（

无

机

非

金

属

专

业

方

向） 

粉末冶金原理 必修 3 0.25 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 必修 3 0.25 6  

无机非金属材料制备方法 必修 1 1.0 6  

陶瓷材料综合实验技术 限选 2 2 7  

复合材料(双语) 限选 3  7  

工程陶瓷材料 限选 3 0.25 6  

材料工程检测技术 限选 2 0.5 6  

无机胶凝材料 限选 2 0.25 7  

专业前沿研讨课（双语） 限选 2  7  

功能陶瓷 限选 2  6  

专

业

实

验、

实

践

（

暑

期

实

习

等） 

工程训练基础 C 必修 1.5 1.5 3  

认识实习 必修 0.5 0.5 短 2  

专业实习 必修 1.5 1.5 短 3  

电子实习 必修 0.5 0.5 短 2  

课外创新实践 必修 2 2 课外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安全与行

为 
任选 2  5  

 凝固技术 任选 2  7  

 功能材料 任选 2  6  

 焊接科学与工程 任选 2  7  

 新能源材料 任选 2  5  

 国防先进材料(双语) 任选 2  6  

 现代装饰材料 任选 2  6  

 晶体与宝石材料 任选 2  6  

 电子信息材料 任选 2  6  

 热力学传热学导论 任选 3  5  

 新材料 任选 2  6  

毕业设计

（论文） 

共 16 学分 

 
毕业设计（论文） 

 
 16  8  

*课外创新实践 2 学分由学生按照《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规定修习

并取得； 

*形势与政策课程开课学期为 1-7学期，每学期 16学时； 





九、知识能力矩阵 

 

 

            知识和能 

             力要求 

执行方式： 

1、校内理论 

2、校内实践 

3、校外实践 

4、校外理论 

课程名称 

1．技术知识和推

理能力 

2．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的能力与方

法 

3．项目及工程管

理 

4．有效沟通与交

流 

5．职业道德、职

业素养与社会责

任 

6．企业与社会 

通识与公

共基础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Ⅰ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Ⅱ 

1      

军事理论 
1      

军事技能训练 
2      

英语Ⅰ 
1      

英语Ⅱ 
1      

通用学术英语 
1      

高级英语 B 
1      

职场英语 
1      

英语口语-交际与文化 
1      

英语口语-思辨与学术 
1      

体育 I 
1      



体育 II 
1      

体育 III 
1      

体育 IV 
1      

学科与专

业基础课

程 

大学计算机基础 A 
1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A 
1      

高等数学 BI 
1      

高等数学 BII 
1      

线性代数 B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1      

大学物理 AI～AII 
1      

大学物理 AI～AII（双

语） 

1      

大学物理实验 I～II 
2      

无机及分析化学 I、II 
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I、

II 

2      

物理化学 
1      

物理化学实验 
2      

微机原理及应用 
1      

计算机绘图 
1      

微机在材料科学与工

程中应用 

1      

电工基础 
 1     

机械制图 A 
 1     

工程力学 
 1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1     

电子技术基础 C 
 1     

材料科学基础 A（I、

II） 

 1     



材料科学基础 B（I、

II）双语 

 1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方法 I、II 

 2     

材料分析测试 
 2     

材料失效分析 
 1     

材料力学性能 A 
 1     

材料物理性能 
 1     

材料性能研究技术

I、II 

 1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

基础 

 1     

专业导论课程 
 1     



轨道交通用材料及

其工艺 

 1     

模具设计与材料 
 1     

工程材料学 
  1    

专业（专

业方向）

课程 

金属材料制备技术 
 1     

金属材料制备方法 
 1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

技术 

 2     

材料热处理（双语） 
 1     

材料表面技术 
 1     

无损检测技术 
 1     

摩擦与磨损 
 1     

材料腐蚀与防护 
 1     



材料 CAE/CAM  
 1     

专业前沿研讨课（双

语） 

 1     

粉末冶金原理 
 1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艺学 

 1     

无机非金属材料制

备方法 

 1     

陶瓷材料综合实验

技术 

 2     

复合材料(双语) 
 1     

工程陶瓷材料 
 1     

材料工程检测技术 
 1     



无机胶凝材料 
 1     

专业前沿研讨课（双

语） 

 1     

功能陶瓷 
 1     

工程训练基础 C  2     

认识实习  3     

专业实习  3     

电子实习  2     

课外创新实践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

验安全与行为 

  1    

凝固技术 
 1     

功能材料 
 1     



焊接科学与工程 
 1     

新能源材料 
 1     

国 防 先 进 材 料 (双

语) 

 1     

现代装饰材料 
 1     

晶体与宝石材料 
 1     

电子信息材料 
 1     

热力学传热学导论 
 1     

新材料 
 1     

毕业设计

（论文） 
  

 2     

课程创新

实践学分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