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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机械、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多元结构的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能创造性地从事机械电子工程领域的设计制造、控制开发、

应用研究、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能适应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法治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领军型人才。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工作中认真负

责、有担当、有团队精神。 

培养目标 2：具备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培养目标 3：熟悉机械科学技术，系统地掌握机械电子工程领域所必须的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培养目标 4：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具备解决机械电子工程

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机械电子工程及相关领域胜任设计、制造、研究开

发、生产组织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培养标准及要求 

根据我校的办学定位和指导思想，本专业毕业生将主要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制

造业相关方面的研究、开发、制造、安装、管理和营销等工作。尤其适合在企业

从事机械电子产品的设计、制造、产品研发及技术管理工作。从本科学生的就业

方向出发，在行业专业标准的指导下，本专业应从以下具体方面来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夯实专业基础知识、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增强毕业生的择业竞争力和对工

作的适应能力，实现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根据本专业的培养标准，培养出的毕业生要求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具

体如下： 



A．知识方面，学生应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必要的自然科学领域知识

积累，系统掌握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基础知识、技术知识等知识储备 

  A1 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的基本知识； 

A2 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 

A3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领域内系统的核心知识； 

A4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技术知识； 

A5 学科前沿知识。 

B．能力方面，学生应当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交流合作能

力 

B1 清晰思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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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作沟通的能力； 

B5 至少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 

B6 信息获取和职业发展的学习能力； 

B7 项目组织管理能力； 

B8 创新意识和开发设计能力； 

B9 新技术跟踪的能力； 

B10 应对危机及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C．素质方面，学生应当具有崇高价值观念、正确的法律意识、良好的职业

道德及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C1 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博采众长，善于钻研、

努力创新； 

C2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正确的法律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 

C3 具有对职业、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感； 

C4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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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专业，教学中针对的主要的对象为数字控制的自

动化装备，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及自动化生产线等，主要是为广西的两大支柱产

业机械、汽车行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在办学过程中坚持产学研合作，与广西

机械工程研究院、玉柴机器股份公司、广陆机器股份公司、五菱桂花股份有限公

司、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等行业企业单位共建校内外大学生实习实践基

地，开展科技攻关合作。以行业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工程应用为背景，以工程技

术为主线，校企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标准与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工程设计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同时，本科生的培养从入学开始实行导师制，使

学生提前进入导师的研究课题，接触和了解本专业的前沿知识和发展动态，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特色课程 

1.导师制课 

此类课程重在引导学生了解专业前沿理论和发展的新动向，部分课程由国内

外著名专家学者授课。 

2.实验独立设课 

如：《机电液系统分析与测控实验技术》、《机械 CAD/CAM 与数控技术》、

《机械电子实验技术》 

此类课程为实验独立设课，是将专业领域课程的实验从理论课中分离出来，

通过对实验内容的整合、重组和创新形成的独立实验课程。实验独立设课紧密结

合实际，多种知识、技术相综合，以新技术、新成果引入实验并实现科研成果向

实验转化、移植。 

3.校内外合授课程 

如：专业方向课程设计或机械工程概论。 

4.双语课程 



如：控制工程、先进制造技术等 

四、学制、毕业基本要求及学位授予 

1.本专业基本学制 4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最长修业年限 6年； 

2.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数为 170 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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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专业

选修 

集中实践

必修 

集中实

践选修 

合

计 

学分数 33 8 25.5 27 18 2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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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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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学分。 

选修课：总共 22 学分，其中本专业选修课应不少于 20 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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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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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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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116105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4 必修 

101916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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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级英语（一） 2 必修 

1250041 大学英语(四)或高级英语（二） 2 必修 



1140011 体育(一) 1 必修 

1140021 体育 (二) 1 必修 

1140031 体育 (三) 1 必修 

1140041 体育 (四) 1 必修 

 创新创业基础知识 2  必选 

 领军人才素质教育 1‐2  必选 

 中国、东盟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 1‐2  选修 

 海洋知识与可持续发展 1‐2  必选 

 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发展 1‐2  必选 

（二）学门核心课程（25.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10037 高等数学 A（上） 5 必修 

110038 高等数学 A（下） 5 必修 

1110042 线性代数 2.5 必修 

111006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必修 

120011 大学物理 I(上) 4 必修 

120021 大学物理 I(下) 2 必修 

1120031 大学物理实验 2 必修 

1040024 普通化学 2 必修 

（三）学类核心课程（27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21827 电工电子学 4 必修 

1012461 机械制图（一） 3.5 必修 

1012462 机械制图（二） 2 必修 

1010046  计算机绘图   1 必修 



1030115 理论力学 4 必修 

1012402 材料力学 4 必修 

1011013 机械原理 3.5 必修 

1013472 机械设计 3.5 必修 

1012432 金属工艺学 1.5 必修 

（四）专业核心课程（18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11131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4 必修 

1019077 机械工程材料 2 必修 

1019219 控制工程（双语） 2 必修 

1011071 测试技术 2 必修 

1011381 传热学和流体力学 2 必修 

1019086 液压传动 2 必修 

1011081 数控技术 2 必修 

1012671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 2 必修 

（五）专业选修课程（22 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应选 20 分，跨专业选修课应

选 2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14402 ※机械工程概论 1 专业选修 

1070030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2 专业选修 

1011151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专业选修 

1011121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专业选修 

111163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3 专业选修 

1010105 ※农业机械概论 1.0  专业选修 

1011791 数据库管理系统 2 专业选修 

1011051 现代设计方法 2 专业选修 

1011331 专业英语 1.5 专业选修 



1420008 文献检索 1 专业选修 

1019148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2 专业选修 

10133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专业选修 

1013511 机械振动学 2 专业选修 

1011322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ＣＡＤ／Ｃ

ＡＭ 
2.5 专业选修 

1013021 工业机器人 2 专业选修 

1011323 计算机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 2 专业选修 

1013351 机械电子控制 2 专业选修 

1013571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1.5 专业选修 

1018907 变流技术与交流调速 2 专业选修 

1017681 电液控制工程 1.5 专业选修 

1019141 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 2 专业选修 

1013182 机械产品造型设计 2 专业选修 

1013011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2 专业选修 

1013561 EDA 技术 2 方向选修 

1011135 全球生产物料管理运作规范与物流

评估 
2 

跨专业选修 

1011136 生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 跨专业选修 

1011137 生产运作管理 2 跨专业选修 

1011138 生产企业物流实施 2 跨专业选修 

1011139 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0 生产物流技术与自动化系统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1 ERP 与物流信息系统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2 智能工厂规划与设计 2 跨专业选修 

1011221 人机工程学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3 创新设计方法与实践 2 跨专业选修 

1011191 先进制造技术（双语）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4 农业机械学（一）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5 农业机械学（二）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6 汽车构造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7 汽车理论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8 内燃机构造 2 跨专业选修 

1011149 内燃机原理 2 跨专业选修 

1010180 数值分析（研） 3  跨专业选修 

1010181  数理统计（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82  机械动力学与动态分析（研） 3  跨专业选修 

1010183  测试技术与机械故障诊断（研） 3  跨专业选修 

1010184  实验设计与工程应用（研） 3  跨专业选修 

1010185  现代控制理论（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86  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嵌入式设计（研） 3  跨专业选修 

1010187  有限元法（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88  车辆系统仿真与优化（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89  现代制造理论与技术（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90  虚拟样机工程技术（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91  液压控制系统（研） 2  跨专业选修 

1010192  有限元在固体力学中的应用（研） 2  跨专业选修 

（六）集中实践（36.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00044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0 必修 

1219018 普通话测试  0  必修 

1000013 劳动  0.5  必修 

1210027 中文写作实训 0.5 必修 

1451888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训练 1 必修 

1019005 毕业设计(论文) 12 必修 

1010180 创新创业实践 4 必修 

1019019 金工实习 3.5 必修 

1019010 生产实习 2 必修 



1011014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1 必修 

1011015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2 必修 

1011133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计 3 必修 

1011020 机电系统课程设计 2 必修 

1011021 导师制特色课程 2 必修 

1017802 机电液分析与测控实验技术 1 必修 

1010171 机械电子实验技术 1 必修 

1017992 机械 CAD/CAM 与数控技术 1 必修 

六、辅修专业课程计划表 

 

七、课程责任教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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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振峰  教授  本科/学士  机械电控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专业核

心）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专业

选修） 

2  林义忠  教授  研究生/博士  工业机器

人控制 

工业机器人（专业选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专业

选修） 

数控技术（专业核心） 

3  毛汉领  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制造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专业核

心） 

4  蒙艳梅  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测试技术（学类核心） 

控制工程（学类核心） 

5  潘海鸿  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单片机原理（专业选修） 

机械电子控制（专业选修） 

6  陈琳  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专业

选修）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专业

选修） 

7  朱江新  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机械 CAD/CAM（专业选修）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专业

选修） 

8  马俊艳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专业英语（专业选修） 

控制工程（学门核心） 

测试技术（学门核心） 



9  李欣欣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专业

选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专业

选修） 

变流技术与交流调速（专业

选修） 
EDA 技术（专业选修） 

10  韦进文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专业

选修） 

计算机控制系统分析与设

计（专业选修） 

11  董海涛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专业

选修） 

机械产品造型设计（专业选

修） 

12  黄江  讲师  研究生/硕士  机械控制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专业

选修） 

控制工程（学类核心） 

13  吴振勇  讲师  研究生/博士  机械控制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专业

选修） 

微机原理（专业选修）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选

修） 

 

八、专业责任教授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学位 专业特长 承担授课课程 

1  黄振峰  教授  本科/学士  机电检测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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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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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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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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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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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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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6

B10

C2

心理素质与生涯发展 2 32+38 18+38 14 70 √
招就

学工
1 0.25 0.25 0.25 0.25 A1

B4

B6
C1

大学计算机基础（B) 3 80 32 16 48 32 √ 计电 3 A2 B6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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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C4

小计（学分、学时） 33 710 542 40 582 12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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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院

小计（学分、学时） 8 128 128 128 8 4 2 2

高等数学A（上） 5 96 80 16 96 √ 数信 5 A2
B2

B6

C1

C2

高等数学A（下） 5 96 80 16 96 √ 数信 5 A2
B2

B6

C1

C2

线性代数 2.5 48 40 8 48 √ 数信 2.5 A2
B2

B6

C1

C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 3 60 48 12  60 √ 数信 3 A2
B2

B6

C1

C2

大学物理I(上) 4 64 64 64 √ 物理 4 A2
B2

B6

C1

C2

大学物理I(下) 2 32 32 32 √ 物理 2 A2
B2

B6

C1

C2

大学物理实验 2 64 4 60 64 √ 物理 2 A2
B2

B6

C1

C2

普通化学 2 32 32 32 √ 化学 2 A3
B2

B6

C1

C2

小计（学分、学时） 25.5 492 380 0 52 60 0 492 25.5 5 15.5 5 0 0 0 0 0

电工电子学 4 64 54 10 64 √ 电气 4 重修 A2
B2

B6

C1

C2

机械制图（一） 3.5 84 56 28 84 √ 机械 3.5 A2
B2

B6

C1

C2

机械制图（二） 2 64 32 32 64 √ 机械 2 A2
B2

B6

C1

C2

计算机绘图 1.0 16 16 16 √ 机械 1 A2
B2

B6

C1

C2

理论力学 4 64 56 8 64 √ 机械 4 重新 A2
B2

B6

C1

C2

材料力学 4 64 56 8 64 √ 机械 4 重修 A2
B2

B6

C1

C2

机械原理 3.5 62 56 6 62 √ 机械 3.5 重新 A2
B2

B6

C1

C2

机械设计 3.5 62 56 6 62 √ 机械 重修 3.5 A2
B2

B6

C1

C2

金属工艺学 1.5 28 24 4 28 √ 机械 1.5 A2
B2

B6

C1

C2

小计（学分、学时） 27 508 406 0 64 38 0 508 27 3.5 3.0 4.0 13.0 3.5 0.0 0.0 0.0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4 76 70  6 76 √ 机械 4
A3
A4

B2

B6

C2
C3

机械工程材料 2 40 36 4 40 √ 机械 2 A2
B2

B6

C2
C3

控制工程 2 36 32 4 36 √ 机械 重修 2
A2
A3

B2

B6

C2
C3

测试技术 2 32 32 32 √ 机械 2
A3
A4

B2

B6

C2
C3

传热学和流体力学 2 36 32 4 36 √ 机械 2
A2
A3

B2

B6

C2
C3

液压传动 2 32 32 32 √ 机械 2
A3
A4

B2

B6

C2
C3

数控技术 2 32 32  32 √ 机械 2
A3
A4

B2

B6

C2
C3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 2 32 32 32 √ 机械 2
A3
A4

B2

B6

C2
C3

小计（学分、学时） 18 316 298 0 10 8 0 316 18 0 0 2 0 8 8 0 0

※机械工程概论 1 16 16 16 √ 机械 1
A2
A5

B3
B8

C3

开课

单位

广西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2017版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学时 开课学期

课内学时数
考

试 知

识

能

力

考

查

学类

核心

课27

学门

核心

课

25.5

实验

上机

通识

选修

8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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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

必修

33

课外

总学

时数
小班

讨论

课程

设计

习

题

课

课内

总学

时数

素

质7

总学

时数
大班授

课

类别 学分

1

专业

核心

课18

8 9 10 11 122 3 4 5 6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夏开课

单位

广西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2017版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学时 开课学期

课内学时数
考

试 知

识

能

力

考

查
实验

上机

课程名称 课外

总学

时数
小班

讨论

课程

设计

习

题

课

课内

总学

时数

素

质7

总学

时数
大班授

课

类别 学分

1 8 9 10 11 122 3 4 5 6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2 40 32 8 40 √ 计电 2 A2
B6
B9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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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38 32 6 38 √ 机械 2 A4 B3 C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3 60 48 12 60 √ 数信 3 A2
B2

B6
C5

※农业机械概论 1.0 16 16 16 √ 机械 1 A4
B6
B9

C3

数据库管理系统 2 32 16 16 32 √ 机械 2 A5
B1
B2

C2
C3

现代设计方法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A6

B1
B2

C2
C3

专业英语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3
A5

B7
C2
C3

文献检索 1 16 16 16 图书馆 1 B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2 32 32 32 √ 机械 2 A1 B8
C2
C3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48 32 16 48 √ 机械 2 A5
B2
B9

C1

机械振动学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1
B3

C3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CAD/CAM

2.5 40 40 40 √ 机械 2.5 A3
B2
B8

C1

工业机器人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B8

C1

计算机控制系统分析与设

计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B8

C1

机械电子控制 2 32 32 32 √ 机械 2
A5
A6

B6
B7

C2
C3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4
B2
B8

C1

变流技术与交流调速 2 32 32 32 √ 机械 2
A5
A6

B3
B8

C2
C3

电液控制工程 1.5 24 24 24 √ 机械 1.5 A4
B2
B8

C1

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B8

C1

机械产品造型设计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B8

C1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8

C1

EDA技术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B2
B8

C1

小计（学分、学时） 20 350 320 12 18 350 20 1 2 3 2 6 6

全球生产物料管理运作规

范与物流评估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7

C2
C3

生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7

C2
C3

生产运作管理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7

C2
C3

生产企业物流实施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7

C2
C3

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 2.0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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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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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B7

C2
C3

智能工厂规划与设计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7

C2
C3

人机工程学 2 32 32 32 √ 机械 2 A5
B3
B6

C2
C3

创新设计方法与实践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6

B7
B8
B9

C2
C3

先进制造技术 （双语） 2 32 32 32 √ 机械 2
A4
A5

B2
B6

C2
C3

农业机械学（一）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3
A4

B2
B6

C1

农业机械学（二）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3
A4

B2
B6

C1

汽车构造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汽车理论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内燃机构造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内燃机原理 2 32 32 32 √ 机械 2 2
A4
A5

B2
B6

C2
C3

数值分析（研） 3.0 60 60 60 √ 数信 2 A2
B8
B9

C3

数理统计（研） 2.0 40 40 40 √ 数信 2 A2
B8
B9

C3

机械动力学与动态分析

（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2

B8
B9

C3

模

块

1

/

专

业

选

修

课

2

0

专

业

选

修

课

2

2

模

块

2

/

跨

专

业

选

修

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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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广西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2017版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学时 开课学期

课内学时数
考

试 知

识

能

力

考

查
实验

上机

课程名称 课外

总学

时数
小班

讨论

课程

设计

习

题

课

课内

总学

时数

素

质7

总学

时数
大班授

课

类别 学分

1 8 9 10 11 122 3 4 5 6

测试技术与机械故障诊断

（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4

B8
B9

C3

实验设计与工程应用

（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4

B8
B9

 
C3

现代控制理论（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A5

B8
B9

C2
C3

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嵌入式

设计（研）
3.0 60 60 60 √ 机械 2

A4
A5

B8
B9

C2
C3

有限元法（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A5

B8
B9

C2
C3

车辆系统仿真与优化

（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A5

B8
B9

C2
C3

现代制造理论与技术

（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8
B9

C3

虚拟样机工程技术（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8
B9

C3

液压控制系统（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8
B9

C3

有限元在固体力学中的应

用（研）
2.0 40 40 40 √ 机械 2 A4

B8
B9

C3

小计（学分、学时） 2 32 32 32 2 2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0 88 2周 √ 64 24 √ 学工 A1
B7

B10
C4

普通话测试 0 文学 0 A1 B1
C2

C3

劳动 0.5 16 √ 1周 √ 后勤 0.5 A1 B1
C3

C4

中文写作实训 0.5 32 16 16 32 √ 文学 0.5 A1
B1

B10

C3

C4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训练 1 32 32 32 √ 马院 1 A1 B3
C3

C4

毕业设计(论文) 12 768 12周 384 384 √ 机械 6 6
A3

A4

B1

B2

B4

B6

B8

B9

C1

C2

C3

C4

创新创业实践 4 128 128 学校 4
A2

A3

B2

B8

C1

C4

金工实习（一） 3.5 128 4周 128 √ 机械 3.5
A2

A3

B2

B4

C2

C3

生产实习 2 64 2周 64 √ 机械 2 A3
B2

B6

C2

C3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1 64 1周 32 32 √ 机械 1 A3

B2

B4

B6

C2

C3

C4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2 128 2周 64 64 √ 机械 2 A3

B2

B4

B6

C2

C3

C4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

计
3 192 3周 96 96 √ 机械 3 A3

B2

B4

B6

C2

C3

C4

机电系统课程设计 2 128 2周 64 64 √ 机械 2
A4

A5

B2

B4

B8

C2

C3

C4

导师制特色课程 2 64 64 √ 机械 2
A4

A5

B2

B4

B8

C2

C3

C4

机电液分析与测控实验技

术
1 32 32 32 √ 机械 1 A5

B3
B7

C2
C3

机械电子实验技术 1 32 32 32 √ 机械 1
A4
A5

B2
B8

C1
C3

机械CAD/CAM与数控技术 1 32 32 32 √ 机械 1
A4
A5

B2
B8

C1
C3

小计（学分、学时） 36.5 1928 112 0 0 112 832 1056 872 36.5 0 0 0 5 0 1 4.5 3 3 14 6

170.0 4464 2218 0 138 276 832 3464 1000

各学期

学分合

计

23.00 26.25 0.00 25.50 23.75 1.00 22.00 17.25 3.00 20.25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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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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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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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1.通识选修课五大模块中模块1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模块、模块2领军人才素质教育模块至少应各修1门课程，模块3中国、东盟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模块、模块4海洋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模块、模块5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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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课程学分、学时合计

集中

实践

必修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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