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专业代码：080401   学制：四年   学位：工学学士) 

一、培养目标 

1.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能够在

石油石化、机械、汽车、船舶、海洋工程及相关行业从事金属腐蚀与防护、金属热处理、材料表面

改性与失效分析、材料制备与加工、材料结构分析与性能检测、新材料开发方面的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2. 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

公共道德观念。

3. 能够顺利使用中文完成本学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并具备使用中文从事本专业相关工

作的能力；毕业时中文能力应当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 

4. 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多个国家的实际环境中运用和发展本学科的知

识、技能和方法，并具备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初步能力。 

二、毕业要求及实现矩阵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 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材料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材料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程实

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具有宽广的知识面，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

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沟通：能够就材料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

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与实现矩阵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1．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解决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

问题。 

1.1 理解数学和自然科

学的基本概念，并具备将其

运用到工程基础和材料领

域专业知识的能力。 

高等数学 

大学物理 

大学化学 

物理化学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工程制图 

1.2 具备机械、材料的基础

知识，能够分析工程问题中

材料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机械设计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工程基础 

材料成型技术 

材料分析技术 

材料性能学 

工程材料学 

金工实习 

1.3 具备电子电工、计算机

的基本知识和针对工程问

题进行软硬件分析与设计

的能力。 

电子电工学 

电子电工学实验 

大学计算机 

程序设计 

1.4 能选择恰当的数学模

型，描述一个材料工程复杂

系统或者过程，对模型的正

确性进行严谨的推理，并能

正确求解。 

高等数学 

大学计算机 

程序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1.5 从数学、自然科学、工

程基础和材料工程专业知

识的角度对材料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

行分析，并尝试改进。 

工程材料学 

材料成型技术 

材料制备新技术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

究分析材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和判断材料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

参数。 

物理化学 

机械设计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工程基础 

材料性能学 

材料分析技术 



 

 

 

工程材料学 

2.2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

案可选择。 

材料成型技术 

现代材料学 

材料制备新技术 

2.3 能够通过文献研究，能

够寻找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能正确表达一个材料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 

工程材料学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2.4 能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结

合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

响因素，证实解决方案的合

理性。  

材料分析技术 

材料性能学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

设计针对材料领域中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

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

等因素。 

3.1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确

定设计目标。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3.2 能够在安全、环境、法

律等显示约束条件下，通过

技术经济评价对设计方案

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3.3 能够通过建模进行工

艺计算和设备设计计算。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3.4 能够集成单元过程进

行工艺流程设计，对流程设

计方案进行优选，体现创新

意识。 

现代材料学 

材料制备新技术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3.5 能够用图纸和设计报

告等形式，呈现设计效果。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

采用科学方法对材料领域中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

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4.1 能够对材料工程相关

的各类物理现象、材料及热

加工特性进行研究和实验

验证。 

物理化学 

材料工程基础 

工程材料学 

材料成型技术 

材料分析技术 



 

 

 

论。 材料专业实验 

4.2 能够基于专业理论，根

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

线，设计可行的实验方案。

材料工程基础 

金属腐蚀学 

材料专业实验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

用和搭建实验装置，采用科

学的实验方法，安全开展实

验。 

大学物理实验 

电工电子学实验 

材料专业实验 

4.4 能够正确采集、整理实

验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分

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

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大学物理实验 

电工电子学实验 

材料专业实验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材

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开

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

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 

5.1 掌握材料成型现代技

术，能够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

程工具。 

现代材料学 

材料成型技术 

材料制备新技术 

5.2 能够理解并掌握工程

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现

代工具，并理解其局限性。

工程制图 

程序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5.3，能够开发或选用恰当

的仿真工具，预测与模拟材

料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大学计算机 

程序设计 

材料成型技术 

材料制备新技术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

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

评价材料工程专业的工程实践

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

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 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

实践的经历。 

金工实习 

机械热加工实习 

专业认识实习 

专业生产实习 

6.2 熟悉与材料领域相关

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

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专业生产实习 

6.3 能够识别、分析和评价

材料领域的新产品、新技

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现代材料学 

材料制备新技术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专业认识实习 



 

 

 

及文化的影响。 专业生产实习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

解和评价针对材料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1 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熟悉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

法规，理解“责任关怀”理

念。 

创业基础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金工实习 

机械热加工实习 

7.2 能针对材料领域实际项

目，评价其资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处置方案和安全防

范措施，判断产品周期中可

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损害

的隐患。  

材料专业实验 

专业生产实习 

毕业设计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

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

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 尊重生命，关爱他人，

主张正义、诚信守则，具有

人文知识、思辨能力、处事

能力和科学精神。 

创业基础 

8.2 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

理念，了解材料领域工程师

的职业性质和责任，在工程

实践中能自觉遵守职业道

德和规范，具有法律意识。

新生研讨课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专业认识实习 

专业生产实习 

毕业设计 

9. 个人和团队：具有较强的团

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具有宽广

的知识面，能够在多学科背景

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

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能主动与其他学科的

成员合作开展工作。 

材料专业实验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9.2 能独立完成团队分配

的任务，能胜任团队成员的

角色和责任。 

材料专业实验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9.3 能倾听其他团队成员的

意见，能组织团队成员开展

工作。 

材料专业实验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毕业设计 

10. 沟通：能够就材料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10.1 能够撰写实验报告、

设计报告、总结报告等。 

大学物理实验 

电工电子学实验 

材料专业实验 



 

 

 

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

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

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10.2 能够就材料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交

流和反应，清楚地阐述工程

理念和专业观点，包括陈述

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

令。 

专业认识实习 

专业生产实习 

毕业设计 

10.3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阅读并理解外文科技

文献，较熟练地使用外语进

行沟通和交流。 

现代材料学（双语）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

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 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

与经济决策的一般知识。 

创业基础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11.2 在多学科工程项目实

施过程中，能够把工程管理

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进行

综合运用，具有运行、管理

和经济决策的能力。 

创业基础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毕业设计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

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2.1 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

习的必要性。 

新生研讨课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毕业设计 

12.2 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

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

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

途径。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工程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材料成型技术 

材料制备新技术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2.3 能针对个人或职业发

展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

法，自主学习，适应发展。

新生研讨课 

创业基础 

毕业设计 

三、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性能学、金属腐蚀学、工程材料学、材料

分析技术 

四、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现代材料学 

五、毕业要求 

1、本专业学生需通过培养方案中所有必修课程，并获得不少于 20 个选修课学分。 



 

 

 

2、通过 HSK 等级考试 5 级。  

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及指导性修读计划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04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6 1.0

07112 程序设计 3.0 48 48 (40) 3.0

2095799 高级汉语 3.0 48 48 3.0

2096099 中国概况 3.0 48 48 3.0

07113 大学计算机 1.0 16 16 (16) 1.0

04341 工程制图 4.0 64 64 64 4.0

09101 高等数学(2-1) 5.5 88 88 88 5.5

09101 高等数学(2-2) 5.0 80 80 80 5.0

09301 大学物理(2-1) 3.0 48 48 48 3.0

09401 大学物理实验(2-1) 1.0 24 24 24 1.0

09601 大学化学 2.5 40 32 8 40 2.5

20101 金工实习 3.0 3周 3周 3.0

05402 电工电子学 3.5 56 56 56 3.5

05483 电工电子学实验 1.0 24 24 1.0

06411 理论力学 3.0 48 48 48 3.0

09301 大学物理(2-2) 2.0 32 32 32 2.0

09401 大学物理实验(2-2) 1.0 24 24 1.0

09103 线性代数 2.0 32 32 32 2.0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 32 32 32 2.0

06412 材料力学 3.0 48 44 4 48 3.0

09608 物理化学 3.0 48 42 6 48 3.0

04285 工程伦理与项目管理 2.0 32 32 32 2.0

04201 材料科学基础 3.5 56 56 56 3.5

04931 机械热加工实习 2.0 2周 2周 2.0

04203 材料工程基础 2.5 40 40 40 2.5

04208 现代材料学(双语) 2.0 32 32 32 2.0

04236 材料性能学 2.5 40 40 40 2.5

04947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2.0 2周 2周 2.0

04353 机械设计基础 3.0 48 46 2 48 3.0

04204 材料分析技术 2.5 40 40 40 2.5

04225 材料成型技术 2.5 40 40 40 2.5

04801 材料专业实验(2-1) 1.0 24 24 1.0

04209 金属腐蚀学 2.5 40 40 40 2.5

04957 电化学过程综合实践 2.0 2周 2周 2.0

04996 专业生产实习 3.0 3周 3周 3.0

（一）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课程设置及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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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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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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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17 专业外语综合实践 1.0 1周 1周 1.0

04284 材料制备新技术 2.0 32 32 32 2.0

04801 材料专业实验(2-2) 1.0 24 24 1.0

04200 材料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16 1.0

04232 工程材料学 2.5 40 40 40 2.5

04915 材料专业综合设计 2.0 2周 2周 2.0

04999 毕业设计 16.0 16周 16周 16.0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复变函数 09105 2.0 32 32 32 2.0

计算方法 09234 2.0 32 32 32 2.0

实验应力分析 06403 2.0 32 32 32 2.0

弹性力学 06414 2.0 32 32 32 2.0

有限元法 06416 2.0 32 32 32 2.0

实验误差与数据处理 09402 2.0 32 32 32 2.0

断裂力学 06417 2.0 32 32 32 2.0

机械CAD基础 04346 2.0 32 32 (30) 32 2.0

机械优化设计 04355 2.0 32 32 32 2.0

机械可靠性设计 04358 2.0 32 32 32 2.0

机械创新设计 04359 2.0 32 32 32 2.0

程序设计实训 07939 2.0 16 16 (24) 16 2.0

硬件技术基础 07102 3.0 40 40 (24) 40 3.0

计算机仿真技术 04104 2.0 32 28 4 32 2.0

计算机信息检索 20301 1.0 16 16 16 1.0

石油工程概论 02118 2.0 32 32 32 2.0

石油加工概论 03106 2.0 32 32 32 2.0

油田化学 09610 2.0 32 32 32 2.0

石油装备概论 04261 2.0 32 32 32 2.0

材料加热设备 04283 2.0 32 32 32 2.0

摩擦与磨损 04248 2.0 32 28 4 32 2.0

材料失效分析 04202 2.0 32 28 4 32 2.0

金属焊接 04211 2.0 32 28 4 32 2.0

表面工程 04220 2.0 32 28 4 32 2.0

电化学保护原理及技术 04268 2.0 32 32 32 2.0

防腐蚀涂料及涂装技术 04269 2.0 32 32 32 2.0

海洋腐蚀与防护 04270 2.0 32 32 32 2.0

石油工业中的腐蚀与防护 04286 2.0 32 26 6 32 2.0

业

课

程

（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及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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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 04246 2.0 32 32 32 2.0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04242 2.0 32 32 32 2.0

功能材料 04244 2.0 32 32 32 2.0

石油石化用材概论 04245 2.0 32 32 32 2.0

专业外语 04004 2.0 32 32 32 2.0

纳米材料与技术概论 09534 2.0 32 32 32 2.0

粉末冶金 04239 2.0 32 30 2 32 2.0

无损检测技术 04218 2.0 32 30 2 32 2.0

非金属材料 04243 2.0 32 32 32 2.0

材料表面与界面 04271 2.0 32 32 32 2.0

说明：

选修课程要求修满20学分。

业

课

程

C：公

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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