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本 科 培 养 计 划 
（适用于 2017-2019级学生） 



车辆工程 
080207 

一、培养目标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秉承“勤恳朴诚，厚学致新”校训，紧密结

合广西汽车工业和机械工业中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及新能源产业中的新能源汽

车发展需要，以培养广西汽车及相关行业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为己任，坚持立足

广西，服务全国，辐射东盟，面向世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广西经济

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具有系统、坚实

的机械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掌握汽车构造、理论、设计、制造、试验、电

子控制、售后服务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创新精神、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

及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二、培养标准及要求 

A.知识架构：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具备系统、

坚实的机械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掌握汽车构造、理论、设计、制造、试

验、电子控制、售后服务等专业知识，了解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前沿技术和发

展动态。 

A1文学、历史、哲学、法律、艺术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A2数学、物理学、力学、机械学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科学知识； 

A3车辆工程专业领域内系统的核心知识； 

A4车辆工程专业技术知识； 

A5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学科前沿知识和发展动态。 

B.能力要求：具备综合运用机械、电子、计算机、控制、液压等工程技术

解决汽车工程领域技术问题的专业技能，具有从事汽车设计制造、试验研究、

生产管理、售后服务等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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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终生学习能力、沟通合作能力及危机

管理能力。 

B1清晰思考和运用语言文字准确表达的能力； 

B2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3批判性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B4与人合作沟通和组织管理能力； 

B5至少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 

B6知识获取和终生学习能力； 

B7创新意识和科学研究、产品开发设计能力； 

B8获取信息及新技术跟踪的能力； 

B9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管理能力。 

C.素质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具有崇高的价值观念、正

确的法律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及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高雅的人文素养和

理性的科学素养及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团结协作

的合作意识，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C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正确

的法制观念、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C2 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坚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不弄虚作假，不投机

取巧，不急功近利，崇尚知识，博采众长； 

C3 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有充沛而旺盛的学习志趣，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脚

踏实地致力于实践自己所学知识； 

C4 具有高雅的人文素养和理性的科学素养，具有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

操； 

C5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和宽阔

的国际化视野。 



三、培养特色 

（一）培养特色 

本专业是“研究汽车、拖拉机、机车车辆、军用车辆及工程车辆等陆上移动

机械的理论、设计和技术等问题的重要工程技术领域”。根据行业特征，车辆工

程覆盖汽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军用车辆设计与制造；机车车辆设计与制造；

工程车辆设计与制造；能源动力等领域范围。车辆作为现代社会中广泛使用的机

械，它不仅关系着汽车工业及交通运输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对农业现代化和国防

装备现代化亦具有重大的影响。 

主动适应广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人才市场需求，瞄准广西汽车产业、机

械工业，以车辆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工作内容及业务范围为依据，在汽车及其

产品制造领域内的设计、制造及产业链中的服务，培养具备“工程师素质+终身

学习能力+国际化视野”的车辆工程师，建成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先进性”

特色的车辆工程本科专业，成为广西汽车及其相关产业和行业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培养基地。 

以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学校、企业、行业三者共

赢为切入点，以培养基础扎实、掌握专业技能、具有良好道德品质与创新精神的

高素质专业人才为根本任务，充分借鉴国内外校企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成功经

验，通过专业共建、互为基地、科研合作、协同创新等多种互动形式，与行业管

理部门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建立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形成长期稳定的组织联

系，构建全程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特色课程 

1.导师课 

导师特色课程每个学生均需参加，执行期从第四学期开始，到第八学期结束。

项目来源于学科竞赛、教师科研课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要求本学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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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以团队形式指导 3-5名学生，按照“构思-设计-制作-运行”的产品（系统）

开发过程，进行产品设计或系统开发，最后提交研究报告。 

2.双语课程 

如：《汽车试验学》。 

3.校内外合授课程 

如：车辆工程专家讲坛等。 

4. 创新创业课程 

如：《创新创业实践》。 

四、学制、毕业基本要求及学位授予 

1.本专业学制四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最长修业年限 6年； 

2.车辆工程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数为 170，其中各类别课程及环节要求学

分数如下表； 

课程 

类别 

通识

必修 

通识

选修 

学门

核心 

学类

核心 

专业

必修 

专业

选修 

集中实

践必修 

集中实

践选修 

合计 

学分 33 8 25.5 27 14.5 27 35 0 170 

3.学生修满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选修课及有关环节，达到

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毕业学分数，并修完规定必须修读但不记学分的所有

课程和环节，德、智、体、劳合格，即可毕业。满足学位授予相关文件要求的，

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4.其他选课说明 

选课前应认真阅读本专业教学计划和选课样例，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选课。

学生在符合专业培养要求基础上，可根据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按最低学分要求

选择合适的课程学习，如有需要，可以在选修课学分中多选。 

必修课为学生在修读学业过程中必须修读并取得规定学分的课程，其学分不

得以选修课学分代替，各模块选修课的学分亦不得相互替代。选课时必须遵循必

修课优先的原则，首先保证必修课，而后才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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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33 学分。 

选修课：《创业基础》2 学分为每生必修；领军人才素质教育类课程 1-2 学

分；中国、东盟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类课程 1-2 学分；可持续发展类课程 1-2 学

分；经济类或管理类课程 1-2 学分；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发展类课程 1-2 学

分。模块 1、2 至少应各修 1 门课程，其余模块可任选课程组合，通识选修课 8

学分中人文艺术类不少于 4 学分，纯网络课程修读不超过总修读课程的 50%。 

2）学门核心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25.5 学分。 

3）学类核心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27 学分。 

4）专业领域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14.5 学分。 

选修课：总共 27 学分，其中模块 1 专业基础选修课应不少于 18 学分，模块

2 专业方向选修课应不少于 7 学分，模块 3 跨专业选修课应不少于 2 学分。 

5）实践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35 学分。 

6）关于普通话学分要求的说明 

学生毕业前需通过普通话测试。（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普通话要求三级甲等以上，未取得普通话培训

和测试学分的，不能通过毕业资格审查，普通话测试学分不在 170学分内。 

7）关于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说明 

创新创业实践环节 4 学分，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第一课堂外

的各类活动，取得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智力劳动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经学校评

定获得的学分，由“科研学分”、“学科竞赛学分”、“技能学分”、“社会实



践学分”和“创业实践学分”构成。创新创业学分的获得请参见广西大学关于创

新实践学分的相关实施办法（获得的超额创新创业学分，仅能抵扣本专业非主干

选修课）。 

“科研学分”是指主持或参与科学研究项目、公开发表学术论著、研究成果

获奖、获国家专利等所获得的相应学分。 

“学科竞赛学分”是指参加学科竞赛、科技活动、文艺表演等，获校级及以

上奖励所获得的相应学分。 

“技能学分”是指通过培训或考试获得各类技能或资格证书而获得的相应

学分。 

“社会实践学分”是指通过参加各类社会实践、调查、志愿者服务等活动获

奖、写出较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经审核、认定而获得的学分。 

“创业实践学分”是指学生注册公司、工作室、事务所等并成功经营达到一

定时间，或是参加其他创业活动，经审核、认定而获得的学分。 

8）学生可在本科阶段选修机械学科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所选课程可认定

替换通识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学分，选课前需报教务处、研究生处备案，认定、

替换方案由教务处审批）。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 

（一） 通识教育课程（共 41 学分，其中必修 33 学分+选修 8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160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5 必修 

1160120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必修 

11601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必修 

116105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4.5 必修 

101916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5 必修 

1160151 形势与政策 2 必修 



 心理素质与生涯发展 2 必修 

1070021 大学计算机基础（B） 3 必修 

1250011 大学英语(一) 2 必修 

1250021 大学英语(二) 2 必修 

1250031 大学英语(三)或通用学术英语（一） 2 必修 

1250041 大学英语(四)或通用学术英语（二） 2 必修 

 体育(一)(二)(三)(四) 4 必修 

 五有领军人才特色通识选修 8 选修 

（二）学门核心课程（25.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10011 高等数学 A（上） 5 必修 

110012 高等数学 A（下） 5 必修 

1110041 线性代数 2.5 必修 

1110064 概率论论与数理统计 3 必修 

120011 大学物理 I(上) 4 必修 

120021 大学物理 I(下) 2 必修 

 大学物理实验 2 必修 

1099055 普通化学 2.0  必修 

 

（三）学类核心课程（29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21822 电工电子学 4.0  必修 

1012461 机械制图（一） 3.5  必修 

 机械制图（二） 2.0  必修 

 计算机绘图 1 必修 



 理论力学 4.0  必修 

 材料力学 4.0  必修 

 机械原理 3.5  必修 

 机械设计 3.5  必修 

 金属工艺学 1.5  必修 

 

（四）专业核心课程（14.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 汽车构造及发动机原理 3 必修 

 汽车理论 3 必修 

 汽车设计 3 必修 

 汽车电子技术 3.0  必修 

 汽车制造工艺学 2.5  必修 

 

（五）专业选修课程（27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 ※机械工程概论 1 选修 

模块 1/

专业基

础选修

课18个

学分 

 ※机械工程材料 2.0 选修 

 ※农业机械概论 1.0 选修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选修 

 ※热工学基础 2.0 选修 

 ※控制工程 2.0 选修 

 机械振动学 2 选修 

 流体力学 1.5 选修 

 有限元分析 2 选修 



 车辆工程专家讲坛 0.5 选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选修 

 测试技术 2 选修 

 ※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2 选修 

 专业英语 1.5 选修 

 ※汽车试验学(双语) 2 选修 

 ※ 液压传动 2 选修 

 农业机械学（一） 2 选修 

 农业机械学（二） 1.5 选修 

 汽车空气动力学 1.5 选修 

模块 2/ 

车辆工  

程 7个

学分 

 汽车人机工程学 1.5 选修 

 汽车仿真分析 2 选修 

 汽车悬架 1.5 选修 

 汽车文化 1.5 选修 

 汽车安全技术 1.5 选修 

 汽车导论 1.5 选修 

 智能汽车与无人驾驶 1.5 选修 

 汽车新技术 1.5 选修 

 汽车服务工程 1.5 选修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 2 选修 

 汽车优化设计 1.5 选修 

 汽车评估 1.5 选修  

 机电一体化 2 选修 模块 2/

农业机

械化 7

个学分 

 机械试验设计与优化 2 选修 

 农业机器人概论 1.5 选修 



 机械系统虚拟样机建模与仿真 2 选修 

 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 1.5 选修 

 农副产品加工设备 2 选修 

 农业工程导论 2 选修 

 农业设施学 2 选修 

 农业机械化管理 2 选修 

 全球生产物料管理运作规范与物流评估 2.0 选修 

模块 3/

跨专业

选修课

2个学

分 

 生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0 选修 

 生产企业物流实施 2.0 选修 

 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 2.0 选修 

 生产物流技术与自动化系统 2.0 选修 

 ERP与物流信息系统 2.0 选修 

 生产运作管理 2.0 选修 

 智能工厂规划与设计 2.0 选修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 2.0 选修 

 工业机器人 2.0 选修 

 汽车构造 2.0 选修 

 汽车理论 2.0 选修 

 内燃机构造 2.0 选修 

 内燃机原理 2.0 选修 

 农业机械学（一） 2.0 选修 

 农业机械学（二） 2.0 选修 

 人机工程学 2.0 选修 

 数值分析（研） 3.0 选修 

 数理统计（研） 2.0 选修 



 机械动力学与动态分析（研） 3.0 选修 

 测试技术与机械故障诊断（研） 3.0 选修 

 实验设计与工程应用（研） 3.0 选修 

 现代控制理论（研） 2.0 选修 

 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嵌入式设计（研） 3.0 选修 

 有限元法（研） 2.0 选修 

 车辆系统仿真与优化（研） 2.0 选修 

 现代制造理论与技术（研） 2.0 选修 

 虚拟样机工程技术（研） 2.0 选修 

 液压控制系统（研） 2.0 选修 

 有限元在固体力学中的应用（研） 2.0 选修 

 

（六）集中实践（3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0 必修 

 普通话测试  
0  必修 

 劳动 0.5  必修 

 文献检索 1 必修 

 中文写作实训 0.5 必修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训练 1 必修 

 毕业设计(论文) 
12.0  必修 

 创新创业实践 4.0  必修 

 金工实习 
3.5  必修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1.5  必修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2.5  必修 

 生产实习 
1.0  必修 



 汽车构造实验 2 必修 

 汽车设计课程设计 2 必修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 2 必修 

 导师特色课程 2.0  必修 

 

六、课程责任教师一览表（24 名）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学位 
专业特长 

课程（专业核心、专业选修、

通识选修） 
1 韦超毅 副教授  博士 车辆系统动力学 1.汽车系统动力学（专业选修） 

2.汽车文化（专业选修） 
3.车辆工程专家讲坛（专业选修） 

2 覃频频 副教授  博士 车辆动力学建模

与仿真 
1.汽车设计（专业核心）. 
2.汽车理论（专业核心） 
3.汽车优化设计（专业选修） 
4.智能汽车与无人驾驶（专业选

修） 
3 杨春兰 副教授 硕士  汽车试验技术 1.汽车试验学(双语)（专业选修） 

2.汽车检测诊断技术 

3.汽车评估（专业选修） 

4.汽车服务工程（专业选修） 

5.汽车底盘构造（专业核心） 

4 刘晓红 副教授   硕士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材料加工 

1.汽车制造工艺学（专业核心） 

2.有限元分析（专业选修） 

5 罗廉 讲师 学士 汽车发动机 1.汽车发动机构造（专业核心） 

6 黄俊明 讲师 博士 汽车底盘 1.专业英语（专业选修） 

2.汽车悬架（专业选修） 

3.汽车新技术（专业选修） 

4.汽车人机工程学（专业选修） 

5.液压传动（专业选修） 

7 杨蓉 讲 博士 车辆动力 1.汽车安全技术（专业选修） 
2.汽车导论（专业选修） 
3.汽车空气动力学（专业选修） 
4.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专业选

修） 
8 莫以为 教授 博士 控制工程 1.控制工程（学类核心） 

 
9 杨望 副教授 博士 农业机械设计与

优化 
1.农业机械学（一）（专业选修） 
2.机械试验设计与优化（专业选

修） 



3. 机械系统虚拟样机建模与仿真

（专业选修） 
4. 机械振动学（专业选修） 

10 黄亦其 副教授 博士 农业机械设计与

优化 
1.农业机械学（二）（专业选修）

2. 农业设施学（专业选修） 
3. 农业工程导论（专业选修） 

11 李岩舟 副教授 博士 农业机械机电传

动与控制 
1.机电一体化（专业选修） 
2. 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专业选

修） 
3. 农业机器人概论（专业选修） 

12 黎培辉 讲师 硕士 传感器与测试 1.传感器与测试技术（专业选修） 
2. 农副产品加工设备（专业选修） 
3.农业机械化管理（专业选修） 

13 蒙艳玫 教授 博士 控制工程 测试技术（专业选修） 
14 黄振峰 教授 学士 机电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专业选修） 
15 李惠芬 教授 硕士 内燃机 流体力学（专业选修） 
16 陈远玲 教授 学士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概论（专业选修） 

 

八、专业责任教授（1 名）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学位 专业特长 承担授课课程 

1 黄伟 教授 博士 
车辆可靠性

与优化设计 
材料力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5 36+(9) 34  2 36 (9) √ 马院 2.5 A1 B1
B6

C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2 2+(34) 2 2 (34) √ 马院 2 A1 B1
B6

C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36+(9) 34 2 36 (9) √ 马院 2.5 A1
B1
B6 C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5 66+(15) 62 4 66 (15) √ 马院 4.5 A1 B1

B6
C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5 36+(9) 34 2 36 (9) √  马院 2.5 A1 B1
B6

C1

形势与政策 2 32+(4) 32 32 (4) √ 马院 0 0 0 0 2 A1
B6
B9 C2

心理素质与生涯发展 2 32+38 18+38 14 32+38 √
招就

学工
1 0.25 0.25 0.25 0.25 A1 B6

B9
C1
C2

大学计算机基础
(计算机基础能力测试0.5学分

+大学计算机B 2.5学分)

3 80 32 16 48 32 √ 计电 3 A2 B2
B6

C2
C3

大学英语(一) 2 32 32 32 √ 外语 2 A1
B5
B6 C4

大学英语(二) 2 32 32 32 √ 外语 2 A1
B5
B6 C4

大学英语(三)或高级英语

（一）
2 32 32 32 √ 外语 2 A1

B5
B6 C4

大学英语(四)或高级英语

（二）
2 32 32 32 √ 外语 2 A1 B5

B6
C4

体育(一)(二)(三)(四) 4 128+
(16)

128 128 (16) √ 体育 1 1 1 1 A1 B6 C4

小计(学时、学分） 33 710 542 40 582 128 9.5 5.75 7.5 7.75 2 0.25 0.25 0

五有领军人才

特色通识选修
8 128 128 128 各院

高等数学A（上） 5 96 80 16 96 √ 数信 5 A2 B2
B6

C2
C3

高等数学A（下） 5 96 80 16 96 √ 数信 5 A2 B2
B6

C2
C3

线性代数 2.5 48 40 8 48 √ 数信 2.5 A2 B2
B6

C2
C3

概率论论与数理统计 3 60 48 12  60 √ 数信 3 A2
B2
B6

C2
C3

大学物理I(上) 4 64 64 64 √ 物理 4 A2
B2
B6

C2
C3

大学物理I(下) 2 32 32 32 √ 物理 2 A2
B2
B6

C2
C3

大学物理实验 2 64 4 60 64 √ 物理 2 A2 B2
B6

C2
C3

普通化学 2 32 32 32 √ 化学 2 A2
B2
B6

C2
C3

小计 25.5 492 380 0 52 60 0 492 0 5 15.5 5 0 0 0 0 0

电工电子学 4 64 54 10 64 √ 电气 4 A2
B2
B6 C3

机械制图（一） 3.5 84 56 28 84 √ 机械 3.5 A2
B2
B6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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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开课学期

课内学时数

通识

选修
 8

五大模块中模块1、2至少应各修1门课程，其余3模块以及可任选课

程组合，且人文艺术类是所有学生的必选科目，理工农科类学生不

少于4学分；自然科学类为文科（哲、经、法、文、管）类学生必

选科目，每个学生不少于4学分；纯网络课程修读不超过总修读课

程的50%；《创业基础》为每生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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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

时数

课外

总学

时数

机械制图（二） 2.0 64 32 32 64 √ 机械 2 A2 B2
B6

C3

计算机绘图 1.0 16 16 16 √ 机械 1 A2
B2
B6 C3

理论力学 4.0 64 64 64 √ 机械 4 A2
B2
B6 C3

材料力学 4.0 68 56 12 68 √ 机械 4 A2
B2
B6 C3

机械原理 3.5 62 56 6 62 √ 机械 3.5 A2
B2
B3
B6

C3

机械设计 3.5 62 56 6 62 √ 机械 3.5 A2
B2
B3
B6

C3

金属工艺学 1.5 28 24 4 28 √ 机械 1.5 A2 B2
B6

C3

小计 27 512 414 0 64 34 0 512 0 3.5 3 4 13 3.5 0 0 0

汽车构造及发动机原理 3.0 66 48  18 66 √ 机械 3 A3
B2
B6
B7

C2
C3

汽车理论 3.0 54 48 6 54 √ 机械 3 A3
B2
B6
B7

C2
C3

汽车设计 3.0 54 48  6 54 √ 机械 3 A3
B2
B6
B7

C2
C3

汽车电子技术 3.0 54 48 6 54 √ 机械 3 A3
B2
B6
B7

C2
C3

汽车制造工艺学 2.5 46 40 6 46 √ 机械 2.5 A3
B2
B6
B7

C2
C3

小计 14.5 274 232 0 0 42 0 274 0 14.5 0 0 0 0 9 5.5 0 0

※机械工程概论 1 16 16 16 √ 机械 1
A4
A5
A6

B6
B8

C3

※机械工程材料 2 36 32 4 36 √ 机械 2 A4 B2 C3

※农业机械概论 1 16 16 16 √ 机械 2 A4 B2 C3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0 36 32 4 36 √ 机械 2 A4 B2
B3

C3

※热工学基础 2.0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C3

※控制工程 2.0 38 32 6 38 √ 机械 2 A4
B2
B6 C3

机械振动学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B6 C3

流体力学 1.5 28 24 4 28 √ 机械 1.5 A4
B2
B6 C3

有限元分析 2 36 32 4 36 √ 机械 2 A4 B2
B6

C3

车辆工程专家讲坛 0.5 8 8 8 √ 机械 0.5
A4
A5
A6

B6
B7
B8

C2
C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36 30 6 36 √ 机械 2 A4 B2
B6

C3

测试技术 2 38 32 6 38 √ 机械 2 A4
B2
B6

C2
C3

 
模

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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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选

修

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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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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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2 36 28 8 36 √ 计电 2 A2
B2
B6 C3

专业英语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3
A5

B5
B8

C2
C3

※汽车试验学(双语) 2 44 32 12 44 √ 机械 2 A3
B2
B5

C2
C3

※ 液压传动 2 44 32 12 44 √ 机械 2 A2
B3
B4
B6

C2
C3

农业机械学（一） 2 36 32 4 36 √ 机械 2 A4
B2
B6

C2
C3

农业机械学（二） 1.5 28 24 4 28 √ 机械 1.5 A4 B2
B6

C2
C3

模块应选学分 18 362 288 74 362 18.0 1 4 2 3 8

汽车空气动力学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4 B2
C2
C3

汽车人机工程学 2 38 32 6 38 √ 机械 1.5 A4 B2
C2
C3

汽车仿真分析 2 38 32 6 38 √ 机械 2
A4
A5

B2
B7

C2
C3

汽车悬架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3 B2
B7

C2
C3

汽车文化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5
B7
B8

C2
C3

汽车安全技术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4 B2 C2
C3

汽车导论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4 B2
C2
C3

智能汽车与无人驾驶 1.5 27 24 3 27 √ 机械 1.5 A4 B2
B8

C2
C3

汽车新技术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5
B7
B8

C2
C3

汽车服务工程 1.5 24 24 24 √ 机械 2 A4
B2
B7

C2
C3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 2 35 32 3 35 √ 机械 2 A4 B2 C2
C3

汽车优化设计 1.5 28 24 4 28 √ 机械 1.5 A4 B2
B7

C3

汽车评估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4 B2 C2
C3

模块应选学分 7 134 112 22 134 3 4

机电一体化 2 32 4 28 √ 机械 2 A4
B2
B7

C2
C3

机械试验设计与优化 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C2
C3

农业机器人概论 1.5 24 24 √ 机械 1.5
A4
A5

B2
B7

C2
C3

机械系统虚拟样机建模与

仿真
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7

C2
C3

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 1.5 24 24 √ 机械 1.5
A4
A5

B2
B6

C2
C3

农副产品加工设备 2 32 4 28 √ 机械 2
A4
A5

B2
B7

C2
C3

农业工程导论 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C2
C3

农业设施学 2 32 4 28 √ 机械 2
A4
A5

B2
B7

C2
C3

农业机械化管理 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7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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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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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考

试

考

查 7
课程

设计

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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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

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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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应选学分 7 12 7

全球生产物料管理运作规

范与物流评估
2.0 3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6

C2
C3

生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生产企业物流实施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生产物流技术与自动化系

统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ERP与物流信息系统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生产运作管理 2.0 3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6

C2
C3

智能工厂规划与设计 2.0 3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6

C2
C3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工业机器人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汽车构造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汽车理论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内燃机构造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内燃机原理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农业机械学（一） 2.0 32 32 32 √ 机械 2
A3
A4

B2
B6

C2
C3

农业机械学（二） 2.0 32 32 32 √ 机械 2
A3
A4

B2
B6

C2
C3

人机工程学 2.0 32 32 32 √ 机械 2 A5
B2
B6

C2
C3

数值分析（研） 3.0 60 60 60 √ 数信 2 A2 B1 C3

数理统计（研） 2.0 40 40 40 √ 数信 2 A2 B1 C3

机械动力学与动态分析

（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2 B1 C3

测试技术与机械故障诊断

（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4

B1
B3
B4

C3

实验设计与工程应用

（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4

B1
B3
B4

 C3

现代控制理论（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2
A3

B2
B4

C2
C3

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嵌入式

设计（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2
A4

B1
B2

C2
C3

有限元法（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2
A4

 
B2

C2
C3

车辆系统仿真与优化

（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2
A4

B1
B4

C2
C3

现代制造理论与技术

（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1
B3 C3

模

块
3
/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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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选

修

课
2
个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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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7
课程

设计

课内

总学

时数

课外

总学

时数

虚拟样机工程技术（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1
B3 C3

液压控制系统（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1
B3 C3

有限元在固体力学中的应

用（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1
B3 C3

模块应选学分 2 32 32 32 2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0 88 2周 √ 64 24 √ 学工 A1
B4
B9

C1
C2
C3

普通话测试 0 文学 0 A1 B1

劳动 0.5 16 √ 1周 √ 后勤 0.5 A1 B4
B9

C3

文献检索 1 32 32 32 √ 图书馆 1
A4
A5

B7
B8  C3

中文写作实训 0.5 32 16 16 32 √ 文学 0.5
A1
A5 B1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训练 1 32 32 32 √ 马院 1
A1
A5

B1
B3

毕业设计(论文) 12 384 12周 384 √ 机械 12

A2
A3
A4
A5

B2
B3
B4
B5
B6
B7
B8

C2
C3

创新创业实践 4 128 128 √ 机械 4 A4
A5

B2
B3
B6
B7
B8

C2
C3

金工实习

3.5
128 4周 128 √ 机械 3.5 A2

A3

B5
B6
B7

C2
C3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1.0 32 1周 32 √ 机械 1
A2
A3

B2
B6
B7

C2
C3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2.5

96 3周 96 √ 机械 2.5
A2
A3

B2
B6
B7

C2
C3

生产实习 1 32 1周 32 √ 机械 1 A4
A5

B6
B7
B8

C2
C3

汽车构造实验 2 64 2周 64 √ 机械 2 A4
B2
B3
B4

C1

汽车设计课程设计 2 64 2周 64 √ 机械 2 A4
B2
B6
B7

C2
C3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 2 64 2周 64 √ 机械 2 A4
B2
B6
B7

C2
C3

导师特色课程 2 64 64 √ 机械 2 A4
B2
B6
B7

C2
C3

小计（学分、学时） 35.0 1256 144 0 0 16 864 1024 232 √ 0.0 0.0 4.5 1.5 6.0 3.0 6.0 14

集中

实践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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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

总学

时数

课外

总学

时数

170 3836 2272 0 116 288 864 3540 296 21.0 26.25 25.0 24.25 23.5 19.75 12.25 18

4.学生可在本科阶段选修机械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所选课程可认定替换通识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学分，选课前需报教务处、研究生处备案，认定、替换方

案由教务处审批）

3.集中实践环节必修部分的创新实践要求按广西大学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执行，创新实践学分要求不少于4学分；各学院可根据专业行业特点及实际情况在实践选修部

分设置个性化要求；

2.各专业学门核心课需按学校指导意见中学门核心课程开出，在其基础上可根据本专业需要增加，不能删减学校规定部分；

1.通识选修课五大模块中模块1、2至少应各修1门课程，其余3模块可任选课程组合，且人文艺术类是所有学生的必选科目，理工农科类学生不少于4学分；自然科学类为

文科（哲、经、法、文、管）类学生必选科目，每个学生不少于4学分；纯网络课程修读不超过总修读课程的50%；《创业基础》为每生必修）；

备注：

各学期课程学分总计

集中

实践

选修
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