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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080408）
一、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

学位：工学学士

二、培养目标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涉及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等多门学科，是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多

学科交叉新型专业。围绕高分子复合材料的设计及加工技术，通过学校与相关行业和企业的

密切合作，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材料科学为主线，以工程技术为纽带，培养学生掌握复合

材料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使之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复合

材料学科前沿发展信息，在此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在该领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最终使学生具备从事复合材料与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材料设计、产品设

计、工艺和设备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的主要特点是材料与工程相结合，技术原理与实际应用紧密联系。专业侧重于高

分子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加工成型方向。本专业学生要求受到良好的科学思想、材料设计与制

造的基本训练，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备在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内的设计

制造、科研开发、应用研究、性能测试等方面工作的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执着向上的态度、爱国敬业的精神、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科

学素养；

2.具有从事复合材料工程所需要的数学和其它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管理

知识；

3.具有良好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服务意识，具备从应用目标出发对复合材

料进行质量、成本、工艺、环保、性能和效益综合评估及材料选用的能力；

4.系统掌握材料与工程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重点掌握高分子材料方

向的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复合原理、复合材料力学与结构设计、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等方向

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了解本学科专业在先进复合材料、生物医用复合材料、功能复合材

料和智能复合材料等新兴科学交叉领域的发展；

5.具备运用所学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对复合材料进行设计、加工、

成型和维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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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复合材料原材料、制品及工程质量的测试与评估方法，具有工程检验的能力，具

有一定的从事科学研究，新型复合材料开发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7.具有工程图学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具有信息获取和职业发展学习能力；

8.了解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相关的行业政策、法律和法规；

9.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四、主干学科及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主要课程：材料科学基础、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材料力学性能、材料研究

方法、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学、高聚物合成工艺学、材料复合原理等。

特色课程：（1）校企合作课程：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2）“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课程：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CAD制图；（3）创新型和研究型训练课程：科技创新

与自主实践、毕业论文/设计、专家系列讲座等。

五、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最低应完成 201.5学分方可毕业。各类课程学分分配如表 1。

表 1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各类课程学分分配表

课组名称 修读方式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学分合计
学分 学分

公共基础课组 必修 47 5 52
专业基础课组 必修 79.5 6 85.5
专业方向课组 限选 12.5 46.5 59
专业拓展课组 任选 5 0 5

合计 144 57.5 201.5
毕业总学分 201.5

六、培养模式与专业特色

1．工程型人才培养模式。整个人才培养模式中将贯穿“工程”这一主线，着力提高学生

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创新性实践型工程人才。

2．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方式。学校将产学研相结合的思想融入工程教育整体培养过程，

把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内容与工程设计相结合，真正体现校企联合培养。

3．以社会需求的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为核心，坚持“厚基础、强实践、重能力”的育人

原则，结合学校产学研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具有深厚科学理论基础和扎实工程技术基础、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俱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备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4．课程内容面向工程，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个体能力差异，建立柔性模块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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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工程能力培养要求，教学内容适当削减部分理论课程学时，强化实践环节。

专业核心课程突出学科专业的优势和特色。专业选修课程根据社会需要，设立灵活的专业方

向选修课程模块。专业选修课程为专业能力培养型课程，采取讨论式、研究式、工程设计式、

案例式、创新训练式等多种形式。

（2）本专业主要围绕高分子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加工专业方向开设相应的模块化专业课

程，如表2。

表 2 高分子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加工方向课程模块设置

类 别 课 程 名 称 学分数 备注

专业基础课

材料物理化学 3.5

材料有机化学 4.5

高分子化学 3

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学 3

高分子物理 3

高聚物合成工艺学 3

材料复合原理 2

专业方向课

复合材料聚合物基体 2

树脂基复合材料 3

复合材料表界面 2

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 3.5 （校企合作课程）

复合材料学 2
小计 34.5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包括：军训、金工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在以往教学计划实践环节的基础上，将《科技创新与自主实践》纳入培养体系，包括科

技创新活动、科研项目、社区工作、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各类竞赛等，学生

参加上述活动，均可获得科技创新与自主实践学分，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第七学期考核完毕。实践环节学分 57.5学分，如表 3所示。

表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

实践类别 课 程 名 称 周数 学期 学分 备注

课程综合设
计

高分子材料课程设计 2 5 3

复合材料课程设计 4 6 6

小计 6 9
实践环节 军训与入学教育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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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劳动 1 2 1

大学生社会实践 1-6 2 校外进行

金工实习 2 4 3

生产实习 4 7 6 企业进行

工艺实习 2 4 3 企业进行

复合材料综合实验 3 6 4.5

科技创新与自主实践 2 5 3

毕业实习 4 8 6 企业进行

毕业设计 12 8 18

小计 33 48.5

合计 39 57.5

八、教学总体安排

Ⅰ 公共基础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

类

别

教

学

环

节

序

号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院部）

学分

总

学

时

课 时

分配

课时分配（周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理论 实验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公

共

基

础

课

组

理

论

1 C099040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查 社科部 3 42 42 0 3

2 C099020107 大学英语（1） 考试 文法学院 4 66 48 18 3

3 C099050111 体育（1） 考查 公体部 1.5 28 28 0 2

4 C099030115 计算机文化基础 考查 信电学院 2 36 18 18 2

5 C099040117 军事理论 考查 学工部 2 36 36 0 2

6 C099020208 大学英语（2） 考试 文法学院 4 66 48 18 3

7 C099050212 体育（2） 考查 公体部 1.5 30 30 0 2

8 C099030217 计算机技术基础-C语言 考试 信电学院 3 56 28 28 2

9 C0990402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考查 社科部 2 28 22 6 2

10 C099020309 大学英语（3） 考试 文法学院 4 66 48 18 3

11 C099050313 体育（3） 考查 公体部 1.5 30 30 0 2

12 C099120410 大学英语（4） 考试 文法学院 4 66 48 18 3

13 C099050414 体育（4） 考查 公体部 1.5 30 30 0 2

14 C0990402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查 社科部 4 56 56 0 4

15 C0990403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考查 社科部 3 42 42 0 3

16 C099040002 大学语文 考查 文法学院 1.5 28 28 0 2

17 C050130501 工程伦理 考查 材料学院 1 18 18 0 2

18 C099040001 形势与政策 考查 社科部 2 28 28 0 √ √ √ √ √ √

19 C099040010 大学生职业指导 考查 学工部 1.5 28 28 0 √ √ √ √ √ √ √ √

实

践

20 C099140201 大学生社会实践 考查 团委 2 √ √ √ √ √ √

21 C099140202 公益劳动 考查 其他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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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099140103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育 考查 学工部 2 3 3

小计
理论学分、学时 47 780 656 124

实践学分、周数 5 4

Ⅱ 专业基础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

类

别

教

学

环

节

序

号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院部）

学分

总

学

时

课 时

分配

课时分配（周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理论 实验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专

业

基

础

课

组

理

论

1 B099010118 高等数学（1） 考试 数理学院 5.5 88 88 0 6

2 B099010221 高等数学（2） 考试 数理学院 5.5 88 88 0 6

3 B09901032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考试 数理学院 2.5 40 40 0 3

4 B099010225 线性代数 考试 数理学院 2.5 40 40 0 3

5 B099060227 大学物理（1） 考试 数理学院 3 48 48 0 3

6 B099060328 大学物理（2） 考试 数理学院 3 48 48 0 3

7 B099060329 物理实验（1） 考查 数理学院 1 24 0 24 2

8 B099060430 物理实验（2） 考查 数理学院 1 24 0 24 2

9 B099090102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考试 机械学院 4 64 64 0 5

10 B099080302 理论力学 考试 土木学院 3.5 56 56 4

11 B050130507 材料力学性能 考试 材料学院 3.0 50 42 8 3

12 B099100312 电工电子学 考试 信电学院 3.5 56 46 10 4

13 B099100615 机械设计基础 考试 机械学院 3 48 42 6 3

14 B064130110 工程导论 考查 材料学院 1 20 20 0 2

15 C069130304 材料物理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3.5 60 56 4 4

16 C069130518 材料科学基础 考试 材料学院 4.5 72 64 8 4

17 C069130606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考查 材料学院 2.5 40 20 20 3

18 C069130607 材料研究方法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32 0 2

19 C069130608 应用写作与专业外语 考查 材料学院 1 20 20 0 2

20 C069130416 材料分析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28 4 4

21 B099070107 无机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3.5 56 46 10 4

22 C069130301 材料有机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4.5 72 64 8 5

23 C069130418 高分子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3 48 44 4 4

24 C069130511 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学 考试 材料学院 3 48 48 0 3

25 C069130517 高分子物理 考试 材料学院 3 48 44 4 4

26 C069130513 高聚物合成工艺学 考试 材料学院 3 48 48 0 4

27 C069130514 材料复合原理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32 0 2

实

践

28 C069150513 金工实习 考查 机械学院 3 2 2

29 C069150506 高分子材料课程设计 考查 材料学院 3 2 2

小计
理论学分、学时 79.5 1302 1168 134

实践学分、周数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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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专业方向课组（限定选修课）教学计划进程表

类

别

教

学

环

节

序

号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院部）

学分

总

学

时

课 时

分配

课时分配（周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理论
实

验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1 C069140601 复合材料聚合物基体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28 4 2

2 C069140602 树脂基功能复合材料 考试 材料学院 3 48 48 0 4

3 C069130619 复合材料表界面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32 0 3

4 C069140705 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 考试 材料学院 3.5 56 48 8 4

5 C069130515 复合材料学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32 0 2

实

践

5 C069150607 复合材料课程设计 考查 材料学院 6 4 4

6 C069150608 生产实习 考查 材料学院 6 4 4

7 C069150609 工艺实习 考查 材料学院 3 2 2

8 C069150610 复合材料综合实验 考查 材料学院 4.5 3 3

9 C069150545 科技创新与自主实践 考查 材料学院 3 2 2

10 C069150611 毕业实习 考查 材料学院 6 4 4

11 C069150612 毕业设计 考试 材料学院 18 12 12

小计

理论学分、学时 12.5 200 188 12

实践学分、周数 46.5 31

备注：“*”为校企合作课程。

Ⅳ 专业拓展课（任意选修课）教学计划进程表

类

别

教

学

环

节

序

号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院部）

学分

总

学

时

课 时

分配

课时分配（周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理

论

实

验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专

业

拓

展

课

组

理

论

1 C069220701 涂料树脂配方及原理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30 2

2 C069220746 CAD制图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20 10 4

3 C069220706 纳米材料 考查 材料学院 1 20 20 2

4 C069220747 材料的摩擦与润滑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30 4

5 C069220713 橡胶制品与加工*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30 2

6 C069220716 无机非金属基复合材料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26 4 2

7 C069220719 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30 2

8 C069220725 高分子材料加工原理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30 4

9 C069220727 科技文献检索 考查 材料学院 2 30 30 4

小计
理论学分、学时 17 260 246 14

实践学分、周数 0 0

选课要求 每个学生至少须选 5学分（“*”为校企合作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