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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车辆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207

执行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2018 年级适用 四 年制本科生

一﹑专业介绍

车辆工程专业拥有一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一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一个机械

基础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一个市级工程实验室，并与上海铁路局、

徐工集团、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余家行业内著名企业签署了“1+10”联合培养协议，与西南交

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车辆工程专业培养在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领域从事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设计、制造、检测、

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主要学习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动车组设备、列车总

体与转向架、列车牵引传动与制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使

学生既具有坚实的工程科学技术基础，又具有对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备进行

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该专业体现以学生为本原则，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着力于学生科研素养、工程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多年来，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就业形势好，并受到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设计、

制造、检修行业的外企、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可。

主干学科：

一级学科：力学、机械工程

二级学科：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

核心知识领域：机械设计及制造原理和技术(含形体设计原理与方法、机构运动与动力设计原理、

结构与强度设计原理与方法、精度设计原理与方法、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材料科学基础、机械制

造技术、现代制造技术)；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的原理、设计、制造和检测技术(含机车辆理论、车辆

设计、车辆构造、车辆实验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含计算机技术基础、计算机辅助技术)。

核心课程：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与电子技

术、机械控制工程基础、动车组设备、列车总体与转向架、列车牵引传动与制动。

主要实践环节：工程训练、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创新能力训练、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毕业

设计(论文）。

主要的专业实验：材料力学实验、机械原理实验、机械设计实验、液压与气压传动实验、工程

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列车总体与转向架虚拟拆装实验、列车牵引传动与制动实验、电子与电工技

术实验、列车运用与检修实验、动车组设备实验。

二、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及要求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文化素养、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

的心理素质，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和

实验技能，具备宽厚的机械设计制造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基础知识、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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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在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领域从事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

设计、制造、检测、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由 4 部分组成：

（1）能够运用工程技术原则及专业知识设计、制造和检修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

（2）在团队工作和交流中担任骨干或领导角色，并发挥有效作用；

（3）在与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设计、制造、检测领域具有就业竞争力，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

他终身学习渠道增加知识和提升能力；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2．培养规格

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领域、不同社会分工对本专业人才有着不同的需求，着重培养设计

制造创新型人才，工程实践型人才和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理论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专业理

论与工程技术，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应用所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强化实践，并与实践工作中

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

3．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协调发展、具有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方面知识和实

际工程能力的应用技术复合型专业人才。学生接受工程技术基础、科学研究等多方面综合能力的训

练，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设计和解决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设计、制造加工、检测维修等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具有对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备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

的初步能力。毕业生能够在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领域从事设计、制造、检测及管理工作。

学生培养以能力提升为核心，以优化的课程体系为支撑，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协调

发展，注重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凸显创新、实践、竞争与合作能力的培养。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机械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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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设计针对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的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单元（部件）及其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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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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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复杂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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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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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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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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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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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就高铁与城市轨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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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制、学位及学分

学制：准学制为四年制，在校学习年限三至六年。

学位：工学学士。

学分要求：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163 学分。

四、课程类型、结构与体系 （见附表 1）

五、课程开课顺序流程图（见附表 2）

六、开课计划表（见附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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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课程类型、结构与体系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备注
必修 选修 合计（实践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1 通识

课程

人文与科学素养课程 1 8

44（12） 27.1

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 17

军事体育类课程 7

外语类课程 7

计算机类课程 2

心理健康教育 2

2 基础

课程

大类培养基础课程 29 29(2) 17.9

不低于基础课

与专业课核心

课学分之和的
30%

专业基础课程 33.5 33.5(3) 20.7

3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11 11(1) 6.8

专业选修课程 0 11.5 11.5(1) 7.2

4 实践

课程

各类专业实习、课程设计等

集中实践环节
16 16(16) 9.8

毕业论文（设计） 15 15(15) 9.2

课程实验合计 (20) (20) (12.3)

5
创新创业

与科研训

练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 2 2（1） 1.2 学校统一

安排

科研训练课程 1 1 0.1 学院自主

安排

合计 143.5 19.5 163（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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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课程开课顺序流程

高等数学Ⅰ
（一）

高等数学Ⅰ
（二）

线性代数Ⅰ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复变函数与积
分变换

画法几何与机
械制图

大学物理Ⅰ
（一）

大学物理实验Ⅰ
（一）

大学物理Ⅰ
（二）

大学物理实验Ⅰ
（二）

电机与拖动

企业管理

理论力学计算机绘图

互换性与技术
测量

大学计算机
基础（理）

零部件测绘

工程训练 A

CAD 训练

C#语言程序设计

列车总体与转
向架

工程材料及机
械制造基础

机械原理

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课程设
计

机械设计

电工电子技术

流体力学 专业英语

液压与气压
传动

工程测试技术
基础

列车运用与检修
动车组设备

数值计算方法

列车牵引传动与制

动

计算机辅助设计

毕业设计

液压与气压传
动课程设计

机械设计课程
设计 列车总体与转

向架虚拟拆装
实习

生产实习

微机原理

高速铁路概论

列车运用与检
修实验与课程

设计

列车牵引传动
制动课程设计

热工基础

机械工程控制

基础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暑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暑期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暑期 第 7 学期 第 8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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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开课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理论

实 践 环 节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实验 实践 上机 设计 1 2 暑期 3 4 暑期 5 6 暑期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人文与科学

素养课程

18000001001 新生入学一百会与校本课

程
必修 1 18 18 1

1800000200X 公共选修（博雅）课程 选修 8 144 144 2

思想政治类

180000010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52 36 32 2

180000010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52 36 32 2

180000010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3 52 36 32 2

180000010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
必修 3 52 36 32 2

1800000100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二）
必修 3 52 36 32 2

18000001008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32 16 32 1

军事体育类

18000001009 军事技能 必修 1 16 0 32

18000001010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36 0 2

18000001011 体育 1 必修 1 16 0 32 2

18000001012 体育 2 必修 1 16 0 32 2

18000001013 体育 3 必修 1 16 0 32 2
18000001014 体育 4 必修 1 16 0 32 2

外语类

18000001015A 大学英语 1（Ⅰ级）
必修 3 56 56 018000001015B 大学英语 1（Ⅱ级）

18000001016A 大学英语 2（Ⅰ级）
必修 4 72 72 0 318000001016B 大学英语 2（Ⅱ级）

计算机类 18000001018 大学计算机基础Ⅱ级 必修 2 36 18 0 36 1+2
心理健康教

育类
18000001019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16 32 1

创新创业与

科研新练课

程

18000001020 创新创业教育 必修 1 32 32 0 2
18000001021 就业指导 必修 0.5 16 16 0 1
1800000102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0.5 18 18 0 1
18220201001 创新创业与科研训练 必修 1 18 18 0 1

小 计 47 850 640 384 36 13 11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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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理

论

实 践 环 节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实验 实践 上机 设计 1 2 暑期 3 4 暑期 5 6 暑期 7 8

大

类

与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大类

平台

课程

18090003002A 高等数学Ⅰ（一） 必修 4 72 72 4

18090003002B 高等数学Ⅰ（二） 必修 5 90 90 5

180900030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 54 54 3

18090003006 线性代数Ⅰ 必修 3 54 54 3

18090003007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必修 2 54 54 3

18100002001A 大学物理Ⅰ（一） 必修 3 54 54 3

18100002001AS 大学物理实验Ⅰ （一） 必修 1 16 0 32 2

18100002001B 大学物理Ⅰ（二） 必修 3 54 54 3

18100002001BS 大学物理实验Ⅰ（二） 必修 1 16 0 32 2

18060003006 英语阅读 必修 2 36 36 2

18060003008 英语写作 必修 2 36 36 2

小 计 29 536 504 64 4 13 10 5

18220204001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 必修 3.5 63 57 12 4

18220204002 计算机绘图 必修 1.5 27 21 12 2

18220204003 理论力学 必修 2.5 45 45 3

18220204004 材料力学 必修 2.5 45 42 6 3

18220204005 流体力学 必修 1.5 27 27 2

18220204006 电工与电子技术 必修 3 54 50 8 4

18220204007 C#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 2 36 32 8 2

18220204008 电机与拖动 必修 2 36 36 2

18220204009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必修 1.5 27 23 8 2

18220204010 机械原理 必修 2.5 45 42 6 4

18220204011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 必修 3 54 50 8 4

18220204012 机械设计 必修 2.5 45 41 8 4

18220204013 热工基础 必修 2 36 36 3

18220204014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必修 1.5 27 25 4 2

18220204015 液压与气压传动 必修 2 32 28 8 2

小 计 33.5 599 555 56 12 20 4 4 11 13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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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总

学

时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理论

实 践 环 节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实验 实践 上机 设计 1 2 暑期 3 4 暑期 5 6 暑期 7 8

专

业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18220205001 动车组设备 必修 2 36 33 6 4

18220205002 列车总体与转向架 必修 2 36 36 0 3

18220205003 高速铁路概论 必修 2 36 33 6 2

18220205004 列车牵引传动与制动 必修 2 36 33 6 3

18220205005 列车运用与检修 必修 1.5 27 26 2 2

18220205006 列车牵引计算 必修 1.5 27 26 2 2

小 计 11 198 187 22 2 7 7

专业

选修

课程

共有专业选修课程 选修 11.5 187 179 16 3 6 9
见附表 4

小 计 11.5 187 179 16 3 6 9

专业

实践

课程

18220208001 零部件测绘 必修 1 1周 1 周 √

18220208002 CAD 训练 必修 1 1周 1 周 √

18220208003 工程训练 A 必修 4 4周 4 周 √

18220208004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必修 1 1周 1周 √

18220208005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必修 2 2周 2周 √

18220208006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设计 必修 1 1周 1周 √

18220208007 列车牵引传动与制动课程

设计
必修 1 1周 1周 √

18220208008 列车总体与转向架虚拟拆

装实习
必修 1 1周 1周 √

18220208009 列车运用与检修实验与课

程设计

必修 1 1周 1周
√

18220208010 生产实习 必修 3 3周 3 周 √

18220208011 毕业设计 必修 15 15 周 15 周 √

小 计 31 31周
（310）

8 周
(80)

1 周
(10)

22 周
(220)

总学时、总学分 163 2680 2065 158 366 66 220 21 28 25 25 17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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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选修课开课计划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春/秋季）
备注

讲授 实践

18220206001 工程测试技术基础 限选 30 4 32 2 5

18220206002 企业管理 限选 32 32 2 5

共有专业

选修课程

（选修 11.5学分）

18220206003 高速铁路运营管理 选修 32 32 2 5

18220206004 列车结构可靠性 选修 32 32 2 5

18220206005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选修 29 6 32 2 5

18220206006 微机原理 限选 25 4 27 1.5 6

18220206007 专业英语 限选 32 32 2 6

18220206008 传感器技术 选修 30 4 32 2 6

18220206009 工业机器人 选修 32 32 2 6

18220206010 数值计算方法 限选 32 32 2 7

18220206011 计算机辅助设计 限选 28 8 32 2 7

1822020601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选修 29 6 32 2 7

18220206013 机械振动与噪声 选修 32 32 2 7

18220206014 智能化控制系统 选修 30 4 32 2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