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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080201）

一、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

学位：工学学士

二、培养目标

按照河北工程大学人才培养工作思路和总体要求，确立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

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观念，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增强前沿意识、开放

意识和国际意识，总结并吸收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成果，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对创新型

高级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注重打造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沟通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金专业知识，

掌握一定的采矿、选矿、金属材料加工、冶金机械、能源与环境等相关学科专业知识，

工程素养突出，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能够解决现代冶金科学及工程技术问题

所必须的研究方法及工程设计能力，能够在冶金领域从事生产、设计、科研和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三、培养要求

思想政治素养方面：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以及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

热爱科学，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具有开拓进取求实创新和善于合作的科学

精神；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具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法

律意识、环保意识、国防意识和竞争意识。

知识结构方面：毕业生应该掌握工程技术人员所必须掌握的数学、物理、化学和

外语等基础知识；掌握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掌握冶金工程专业所必须的专业基础理

论和生产工艺知识，受到冶炼工艺制定、工程设计、测试技能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

专业技能方面：具有从事冶金企业技术工作和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能力；具有对

冶金企业进行经济技术管理和经济技术分析的能力；具有黑色和有色金属冶金生产组

织、技术经济、科学管理、环境安全的基础知识和工业设计的初步能力；具有使用计

算机的基础知识（包括掌握一、两种计算机高级语言，掌握程序编制和 CAD 技术等）

和在工程技术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具有资料查阅、文献检索及文献资料综合分

析解决本专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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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能力；具有进行科学研究和进行专业教学的初步能力。

四、主干学科及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冶金工程

主要课程：冶金传输原理、金属学及热处理、钢铁冶金原理、有色冶金原理、钢

铁冶金学、炼铁厂设计原理、炼钢厂设计原理、材料现代分析方法、金属凝固原理与

热加工基础、冶金实验基础等。

主要专业实验：铁碳合金平衡组织观察与分析、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定量分析、

碳钢的热处理、碳钢的非平衡组织观察、有色金属金相组织观察、冶金熔体熔化温度

测试、冶金熔体粘度测定、钢中氧氮元素含量分析、铁矿石综合性能分析、高频炉熔

炼、铝合金板带冷轧及热处理等近四十个实验。

特色课程：（1）校企合作课程：冶金综合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2）

研究型和工程训练型课程和项目：基于项目的材料创新设计实践、项目实习、专业软

件综合实训、基于项目的毕业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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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学分方可毕业。各类课程学分学时分配如表 1。

表 1 冶金工程专业各类课程学分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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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基础课组 必修 70 7.5 77.5

专业方向课组 必修 27 43.5 70.5

专业拓展课组 任选 5 0 5

总计 149 56 205

毕业总学分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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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实践型工程人才。

2．校企（学校与企业）、校研（学校与科研院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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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相结合，

真正体现产学研联合培养。拟采取以下措施：

（1）企业、科研院所和学校之间在实践岗位的提供、学生的招聘以及学生工作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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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效果的评估等方面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有机融合的运行机制。

（2）积极创造条件聘请企业及科研院所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全

过程参与课程建设和课程设计，参与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工作。

（3）加强企业实践基地建设。对已建校外实践基地，进一步明确全方位合作的内容、

模式，建成若干满足学生实习与顶岗工作的实践基地。

（4）毕业设计（论文）尝试让学生结合签约岗位选题，也可根据校企合作项目或历届

毕业生就业后反馈的信息确定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3．采用以项目为导向、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模式（校内与企业、科研院所学习穿插进行）。

其中，理论课程（包括相关实验等）的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企业学习则以各种实习实训、

专业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论文）等为主要形式。

表 2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模式

（1）前四学期，主要完成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通过强化数理化基

础模块和注重专业基础模块教学，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方法、创新工具的掌握；

让学生更早了解工程背景，为专业后续模块学习和工程能力培养打好基础。在第三学期安排

一个深入企业的认知实习，增强学生对企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以及企业对所学专业的需

求等了解，培养下一年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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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六学期开始注重提升学生专业应用素质的培养，即一方面使学生深入学习

专业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另一方面加强与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让学生在企业进行

专业课程设计、项目训练、专业实习等环节，将冶金行业所需要的专业能力融入人才培养体

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各种专业技能和现代工程工具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和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

（3）第七、八学期加强学生工程技能的培养，学生利用半年时间到企业进行实践实训、

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设计（论文），通过上述工程实践环节，强化学生从事工程实践所需的专

业技术能力，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可

以来源于企业或科研院所承担的课题。

4．课程内容面向工程，强调面向工程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生自身爱好和个性差异，实

现柔性交叉模块化培养。

（1）教学内容精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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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在完成所选方向课程学分的同时，必须选修一定学分的其他方

向课程，实现柔性交叉模块化培养。

表 3 冶金工程专业方向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数

专业基础课

物理化学 3.5
冶金传输原理 5
无机化学 3.5
钢铁冶金原理 5
金属学及热处理 5

专业必修课

热工仪表及自动化 2.5
有色冶金原理 2.5
钢铁冶金学 I 3.5
钢铁冶金学 II 3.5
炼铁厂设计原理 2.5
炼钢厂设计原理 2.5

合计 39

七、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包括：军训、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课程设计、专业实验、计算

机应用及上机实践、专业实习（或课程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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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教学计划实践环节的基础上，增加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的时间。将学生的专业实

习或课程论文纳入培养体系，包括科技创新活动、科研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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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获得科技创新学分和自主实践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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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学分。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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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2 4 3 校内

专业课程设计 2 6 3 校内

制图测绘 1 2 1.5 校内

专业实习/课程论文 3 7 4.5 校内

小计 8 12

实践环节

大学生社会实践 1-6 2 暑期进行

公益劳动 1 2 1 可分散时间
进行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育 3 1 2 校内

金工实习 2 4 3 校内

认识实习 2 3 3 校内外

生产实习 4 7 6 校内外

冶金综合实验 2 7 3 校内外

毕业实习 4 8 6 校内外

毕业设计 12 8 18 校内外

小计 30 44
合计 38 56



河北工程大学冶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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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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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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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99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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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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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01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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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工部 2 √ √ √ √ √ √

21 B099150202 公益劳动 考查 其它 1 1W 1W

22 C099140103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育 考查 学工部 2 3W 3W

小计

理论 47 780 656 124 11 10 7 5 5 3

实践 5 4W 3W 1W

合计 学分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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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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科

基

础

课

组

理

论

1 B099010119 高等数学（1） 考试 数理学院 4.5 72 72 0 5

2 B099010222 高等数学（2） 考试 数理学院 4.5 72 7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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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50130101 工程导论 考查 材料学院 1 20 20 0 2

11 B020130203 计算机绘图 考查 机械学院 1.5 24 14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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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050130201 分析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2 32 20 12 2

14 B099080409 工程力学 考试 土木学院 3.5 56 46 10 3

15 B099100311 电工电子学 考试 信电学院 4.5 72 62 10 5

16 B099100614 机械设计基础 考试 机械学院 3.5 56 48 8 3

17 C050130626 冶金实验研究方法 考查 材料学院 2.0 32 32 0 2

18 C050130327 冶金传输原理 考试 材料学院 5 80 70 10 4

19 C050130708 应用写作与专业外语 考查 材料学院 2 32 32 0 2

20 C050130329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考查 材料学院 2 32 32 0 2

21 B099070205 物理化学 考试 材料学院 3.5 56 46 10 3

22 C065130420 金属学与热处理 考试 材料学院 5 80 64 16 4

23 C065130511 钢铁冶金原理 考试 材料学院 5 80 64 16 4

实

践

24 B069150204 制图测绘 考查 机械学院 1.5 1W 1W

25 C050150402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考查 机械学院 3 2W 2W

26 C050150403 金工实习 考查 机械学院 3 2W 2W

小计
理论 70 1140 980 160 12 19 17 17 6 2

实践 7.5 5W 1W 4W

合计 总学分 77.5

总计

理论课

公共基础课组（小计） 47 780 656 124 11 10 7 5 5 3

学科基础课组（小计） 70 1140 980 160 12 19 17 17 6 2

专业方向课组（小计） 27 432 394 38 7 13 4

专业拓展课（小计） 5 80 80 √ √ √ √ √

理 论 课（合计） 149 2432 2110 322 23 29 24 22 18 18 4

实践课

公共基础课组（小计） 5 4W 3W 1W

学科基础课组（小计） 7.5 5W 1W 4W

专业方向课组（小计） 43.5 29W 2W 2W 9W 1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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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拓展课（小计）

实践课（合计） 56 38W 3W 2W 2W 4W 2W 9W 16W

总计 总学分： 205 学分，总学时： 2432 学时，实践周数： 38 周

Ⅲ 专业方向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

组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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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向

课

组

理

论

1 C065140511 热工仪表及自动化 考试 材料学院 2.5 40 32 8 2

2 C065140602 有色冶金原理 考试 材料学院 2.5 40 40 0 2

3 C065140513 钢铁冶金学 I 考试 材料学院 3.5 56 56 0 3

4 C065140614 钢铁冶金学 II 考试 材料学院 3.5 56 56 0 3

5 C065140605 冶金实验基础 考试 材料学院 4 64 34 30 4

6 C065140706 炼铁厂设计原理 考试 材料学院 2.5 40 40 0 2

7 C065140707 炼钢厂设计原理 考试 材料学院 2.5 40 40 0 2

8 C050130324
金属凝固原理与热加工

基础
考试 材料学院 3.0 48 48 0 3

9 C065140709
铁水预处理与钢水炉外

精炼
考试 材料学院 3.0 48 48 0 3

实

践

10 C065150301 认识实习 考查 材料学院 3 2W 2W

11 C065150602 专业课程设计 考查 材料学院 3 2W 2W

12 C065150703 专业实习/课程论文 考查 材料学院 4.5 3W 3W

13 C065150704 生产实习 考查 材料学院 6 4W 4W

14 C065150805 冶金综合实验* 考查 材料学院 3 2W 2W

15 C065150806 毕业实习 考查 材料学院 6 4W 4W

16 C065150807 毕业设计 考查 材料学院 18 12W 12W

小计
理论 27 432 394 38 7 13 4

实践 43.5 29W 2W 2W 9W 16W

总计 总学分 70.5

注：带*的课程为校企或校研合作课程

Ⅳ 专业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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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

展

课

钢

铁

冶

金

1 C065220201 科技文献检索 考查 材料学院 1 16 10 6 2

2 C065220709 连续铸钢 考查 材料学院 1.5 24 24 0 2

3 C065220514 轧制过程数值模拟 考查 材料学院 2 32 22 10 2

4 C065220724 稀土在钢中的应用 考查 材料学院 1.5 24 24 0 2



河北工程大学冶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9

组 模

块

5 C065220544 弹塑性力学及有限元 考查 材料学院 2 32 32 0 2

6 C065220751 冶金辅助材料 考查 材料学院 1 16 16 0 2

7 C065220553 冶金环境保护 考查 材料学院 1.5 24 24 0 2

实

践

小计
理论

实践

合计 选课要求：每个学生须至少选 3 门理论课程， 80 课时，总学分不少于 5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