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E H# + fI A t+€ tlLift E H iHt

ti# 6?:

#fx&ft (#+) 
'

+ini€slt il 
'

* \!_4 4fr ,

€rll'ftr4,

fh R+Ni1* fr-t\L*,
- +In1r*.f il4'

16\L+FF..,

FiFrllil 
'

+\Lhfi L,

rx^ H,ifr ,

r $/-| 'z-

lz

WE

20 18-07-16

F &.Xft

05 12-68781 707

dLilfr+

AH+FfiI



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苏州科技大学 学校代码 10332

邮政编码 215009 校园网址 http://www.usts.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985 □211

现有本科专业数 5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专业

招生总人数
3851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专业毕业总人数
3803 学校所在省市区 江苏省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175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

及以上职称教师数
648

学校主管部门 江苏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198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

份
1981年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

等学校计划
□支援高校 □受援高校 □√无此项任务

曾用名 苏州科技学院

是否为中西部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参与

学校
□是 □√否

是否为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

实力工作参与学校
□是 □√否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字)

苏州科技大学地处苏州市，由原建设部直属高校苏州城建环保

学院与原铁道部直属高校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于 2001年 9月合并组建

而成，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江苏省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

学校拥有十大学科门类，形成了工、理、文、管、艺等多学科协调

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格局。200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017年，我校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

位。

学校拥有 16 个硕士一级学科、59 个本科专业，其中城乡规划

等 3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现有包括国家级工程实验室、省级

重点实验室等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13个，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市级科研

平台 17个。现有教职工 1750余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648人。

申报备案专业数据

专业代码 080203 专业名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学位 工学学士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机械类 专业类代码 0802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机械工程学院

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学校定位、人才需求、专业筹建等情况的内容）

学校定位：

学校坚持“立足江苏、服务行业、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服务面向定位；坚持“以工为主、

文理工管艺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定位；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大力发展研究

生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有特色、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坚持“建

设有特色、有活力、有品位、国内外知名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定位。

专业简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属于机械类专业，是材料科学与机械工程、自动控制技术的综合与交叉，

主要培养具有材料成型加工基础理论和应用能力，从事材料制备、加工工艺及设备的设计制造、

科学研究、生产管理等方面工作工程技术人才。本专业是先进制造业和智能制造技术的核心专业，

是国家“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的重要发展内容。

一、增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主要理由

1．是服务地方经济，加快江苏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升级的需要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行动纲

领《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将“增材制造、智能制造”列入五大工程之一。在重点发展的十大领

域中也提出加快 “凝固成型、型材加工” 等成形制造产业的升级。而这些国家密集出台政策大

力支持的“增材制造、凝固成型、型材加工、智能制造”等方向均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

教育、研究内容。作为制造强省，江苏省是模具制造、装备制造、汽车工业、精密电子等先进制

造业的基地。此外，我校所处的苏南城市群是《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因此从地方经

济发展需求来说，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需求量很大。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6 年度重点产

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中也特别提到了对该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

近十几年来，随着成型技术、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净成形、快速原型制造、精密连接、

微连接与微成形等方向的快速发展，其部分加工精度已达到或超过切削加工精度，能够部分替代

切削加工。同时，控制、信息、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已经将机械、成型、电子等行业紧密结合在一

起，如机器人、在线监控、自动化等在成型中的应用。因此，作为助力于智能制造产业快速发展

的重要途径，必须加强、加快机械、材料成型、电子复合人才的教育培养。

目前，在苏州市仅有苏州大学和常熟理工学院两所院校设有该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数量根本不能

满足苏州市及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发展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增材制造、成形制造、模具设

计与制造方面的专业人才非常匮乏。构建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是服务地方经济，加快江苏制

造转型升级的需要。

2.是调整学科布局，优化我校机械专业人才培养结构的需要

建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能够调整机械学科布局，优化机械专业结构，加快我校制造业学科

的发展。目前，我校已经建成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特色学科专业，主要集中在城建、土木、化工、

环境工程、物理等领域，但是国家重点鼓励支持的机械制造业，我校发展明显不足。



机械工程学科是工科类学科的主要基础支撑学科，其中机械制造包括去除材料、成型制造、增材

制造三类。然而，目前机械工程学院的现有专业主要以去除材料制造为主，仍缺少包含成型制造、

增材制造方向的材料成型及控制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缺少阻碍了各个机械制造专业

间方向的互补、协调发展。

依托机械工程一级硕士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校级重点建设学科，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的建设能够有效聚集我校已有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环境设备工程等专

业中材料成型、新材料等方向的力量，形成学科专业群。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的建立不仅能够将

机械类相关专业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且能够进一步增强硕士一级学科的发展动力。增设该专业与

学校的发展目标及定位相吻合，能够进一步提升我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增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筹建情况

机械工程学院已在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的学科支撑体系、师资队伍、实验条件等方面做

了周全的准备工作，完成了该专业建立的规划布局。由全国高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指导分

委员会建议开设的 12 门主干课程中，8 门已在我校开设。此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

已经开设了《模具技术》、《机械工程材料与成型技术》等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类的相关课程。这

些前期工作为在我校开办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学院已经完全具备

了建立该专业，并使之发展为优势学科的能力。

1.高水平的专业化师资队伍

机械工程学院已拥有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教师 10 余名，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2名。

学院从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引进了多名高水平人才，形成了一支学科新，实力强

的教学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为学校开办此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

中卢金斌教授、齐芳娟教授，致力于增材制造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熟悉掌握增材制造方面的最新

前沿与发展动态，科技成果处于世界尖端水平；李华教授从事模具设计与制造方面的教学、科研

工作，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先后主持完成了多项课题的研

究工作，获省部级、厅级科技进步奖多项；获中国机械工业青年科技专家、优秀科技青年，省优

秀教师等称号，熟悉掌握模具设计与制造方面的最新前沿与发展动态。

2.高配置的专业示范性实验、实训、实习基地

自有实验、实训基地方面：学院现已累计 1000 多万元，建成有高配置的金相实验教学中心、

模具设计与制造实验室、增材制造实验室、机械工程材料实验室、机械精度检测实验室等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实验室。此外，还有材料高温成形实验室、精密焊接实验室正在建设之中（计

划投入 800 万元），这批实验室将于 2019、2020 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校企共建实习基地方面：目前，学院与企业共建的多个实习基地中，包括：苏州市振元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苏州申龙电梯有限公司、苏州鼎坚模具公司、爱克（苏州）机械有限公司、昆山三原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洛阳拖拉机厂、洛阳重型机器厂、洛阳铜压力加工厂等基地，其中多个基地



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业直接相关，这些实习基地完全可以满足该专业的实践教学需求。

3.高质量的科研与教改成果

近年来，教学科研队伍发表材料成型与控制方面的 SCI、EI 收录论文 60 余篇，其中多篇文

章被材料类重点 SCI 期刊《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B》、《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actory Metals and Har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收录。已经完成省部级教

学科研项目 10 余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二、三

等奖 8 项。

4.丰富的图书资料

我校图书馆面积 5 万平方米，馆藏纸质图书 179.4 万册，订购中文期刊 1400 种，外文期刊

100 种，拥有中文知网、万方及英文 Elsevier、Springer 大型数据库，其中机械、电气、电子、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各类书刊近 60 万册，完全满足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教学、科研的需要。

机械工程学院建设有图书资料室，拥有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相关的各类图书、期刊 500 余册。

订购了《机械工程学报》、《中国机械工程》、《铸造技术》、《焊接学报》、《塑性工程学报》、《金属

学报》、《锻压技术》、《材料热处理学报》等学科专业期刊，这为该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

学术氛围和必备的文献资料。

此外，我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管理队伍以及整套的教学管理文件，具有丰富的规范化教学

管理经验，能够确保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成功开办。

综上，增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完全可行的。我校一定能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办出特色、形成优势，增强对社会的服务能力，为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出紧缺的优秀人才。

三、专业发展规划

1. 学院现状

目前, 机械工程学院已拥有机械工程一级硕士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机械电子工程

两个本科专业。2013 年开始培养光学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先进光学制造技术方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获批校级重点专业，实现中外合作办学。5年来先后获中央与地方财政

共建等经费资助项目 1000 多万，用于教学、科研与实验室建设。拥有江苏省实验教学与实践教

育中心－机械工程综合训练中心 1 个，苏州市精密与高效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1 个。

长期以来，学院坚持立足江苏、面向长三角与全国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问题，坚持服务于装

备制造业，并与我校的主干优势特色学科相结合；坚持以工程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面向相关专业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等岗位，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截止 2017 年，已培养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 2200 余人，光学工程硕士研究生 2 人。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主要服

务于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环保装备、自动化装备等行业，人才质量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2.发展规划



（1）专业建设的总体目标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主动适应“长三角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转型”战略，满足国家及区域经

济发展对材料成型制造专业人才的需求；以教学和生产相结合、学习与创新相结合为特色，整合

和优化教学资源，利用学院内外的设备和人才优势，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实践应用

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为省市制造业的高效发展和尽快实现“制造强省”的战略

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2）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设置旨在培养具备机械科学、材料科学、自动化及计算机基础知识和

应用能力，能够在增材制造、成形制造、工艺装备设计及控制工程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设计制造、生产组织管理，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科学研究类型或工程技术和管理类型的高

级人才。

（3）业务规格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掌握材料工程、

机械工程、电工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现代制造技术的基本知识，接受模具设计制造、装

备故障检测与维修、机电设备系统设计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工艺设计、技术开发、设备操作

和维护、分析和解决一般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专业发展规模

本专业计划每年招生 50~60 人，五年内发展为在校生 200~240 人的规模。

（5）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凝聚了一批业务技术精、工作作风正、爱岗敬业的师资队伍。现有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

的专任教师 10 余名，包括教授 2 名、副教授 2 名，师资结构合理。此外，学院目前正大力从国

内外引进学术成果突出的卓越科学家，补充增强材料成型学科的师资队伍。

（6）实验室建设

学院已在现有部分模具教具、液压机等、电火花加工、数控加工设备等，建立了模具实验室。

在现有焊接、3D 打印设备基础上，建立了 3D 打印实验室。

四、人才需求预测分析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人才具有就业领域宽、前景好的优势，可以在机械制造、材料加

工、模具设计制造、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制造等领域任职。此类人才社会需求量非常大。

国家《制造 2025》战略在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关于人才需求的预测中指出，到 2020 年制

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在1900万以上，到2025年此缺口量会剧增至3000万人。若按1/100

计算为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类人才的缺口，可知，到 2025 年国家层面对为材料成型与控制

工程相关专业人才的缺口为 30 万左右。我国目前约有 220 所普通本科高校在培养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人才，每年可向社会输送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方向的人才仅为 2万人。可见目前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的总体培养规模上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苏州市地处长三角核心位置，是制造强市，积聚了大量实力强劲的材料成型制造企业。据统

计，苏州市有模具设计制造企业 100 多家，精密焊接企业 50 多家，精密冲压企业 60 多家，3D

打印企业 20 多家，注塑成型企业 20 多家。按每家企业每年需求 5 人计算，仅苏州市对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是 1000 多人，这还不包括汽车制造及科研院所的人才需求量。而

苏州市目前培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类的人才有限，每年输出的本科专业人才不超过200人。

可见，苏州市所培养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专业人才远远不能满足苏州当地制造业发展的需

求。

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我校建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尽快培养高质量的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类人才，满足苏州及长三角地区，乃至国家制造业持续发展的需求。

本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注：应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素质要求、能力要求、知识结构要求）、修业年限、授予

学位、主干学科、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

一、专业（类）介绍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以数学、物理、力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以

材料成型、机械设计与制造为基础，融入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的交叉学科，

运用先进设计制造技术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解决现代工程领域中的复杂技术问题，以实现

产品智能化的设计与制造。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服务江苏省地方、行业经济发展，满足于长三角、苏南地区建设需要，

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具有扎实的材料成型及控制专业基础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具

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和科学研究意识，且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本专业毕业生

预期在毕业五年左右，能达到以下目标：

1.具有良好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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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材料成型、检测与控制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分析和

解决与专业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

3.具有交流沟通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融入所在专业团队，并发挥有效作用；

4.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能够通过继续深造、自主学习更新知识，实现

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1、运用工程知识：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材料及成型技术学科、机

械学科、控制学科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解决材料成型-检测-控制-应用全周期

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分析工程问题：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等基本原理，在材料成型及产

品研发、设计及制备阶段，应用工程系统思维方法，通过文献研究、试验研发、工程推理、

数学建模、工程经验提炼等方法，识别、表达、分析与材料-成型加工-检测-应用全周期中所

面临的相关复杂工程问题，识别和判断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参数，提炼出有效的工程问题、模

型、解决方法等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设

计与开发满足目标客户需求与技术指标的系统（装置）、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

在材料成型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提出科学、实用、优化的解决方案。

4、研究工程问题：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等科学方法，对机

械产品设计与制造、检测与控制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制定实验方案，进行实验、

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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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材料类工程相关背景评价方法的理论知识，能够合理分析工程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作出评价，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材料类成型工程问题的实践及解决方式对环境

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明确所应承担的责任，并对工程实践及解决方案作出调整。

8、职业规范：具有关爱他人、正义诚信、创新思辨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为社会进步

贡献力量的责任感，理解并履行材料成型工程实践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自觉遵守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

9、个人和团队：在个人项目中，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项

目团队中，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理解团队成员及负责人角色含义，实现团队整体目标。

10、沟通与交流：能够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大众通过撰写报告、陈述发言等方式清晰表达

材料成型及控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交

流。

11、项目管理：能够在机械产品项目管理中，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并应用于材料与成型工艺设计，生产工艺与设备选择等项目的工程实践中。

12、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理解与实践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行动，不断学习，

具备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能力。

四、课程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见附件 4。

五、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1.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力学；材料科学基础；控制工程

2.专业核心课程：

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热工学基础、电工电子技术、材料科学基础、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加工工艺与设备、材料成型测试技术、材料成型控

制工程基础等课程。

六、课程体系设置与修读要求

课程体系设置为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集中实践课程以及素质

拓展五大模块，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38学分，占 23.03%；学科基础课程 38学分，占 23.03%；

专业教育课程 51学分，占 30.91%；集中实践课程 29学分，占 17.58%；素质拓展 9学分，

占 5.45%。

课程设置情况详见表一：《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学时和学分情况详见表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各类课程(环节）的学时和学分统

计表》。

培养方案监测数据信息情况详见表三：《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监测数据信

息统计表》。



七、授予学位与学制

本专业学制 4年，修学年限 3～6年。学生必须修满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

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经申请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八、就业导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国家有关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高新技术公司等从事各

种机械产品及成型工艺及其设备的研究、设计、制造，如复杂零件、高性能产品、生物医疗、

文化创新等高新技术产品与系统的设计、制造、开发、试验与研究工作。

九、必要的说明

有条件的学生在按要求修满规定学分的前提下可提前毕业，但最低修业年限不得少于 3
年；对不能在 4年内按要求修完规定学分的学生，经学校批准后可以延期毕业，但修业年限

最高不得超过 6年。

表一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号
课程名称 英文课程名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内学时分

配 课

外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建

议

修

读

学

期

要

求

说

明

理

论

学

时

上

机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思想道德

修养和法

律基础

Cultivation of Ethics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2.5 40 40 试 1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2.5 40 40 试 2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2.5 40 40 试 3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Outline of
Mao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i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5 72 72 试 4

形势与政

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64 64 查 1-8

大学英语

(一)
College English (I) 4 64 64 试 1

大学英语

(二)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64 试 2

体育(一)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32 试 1

体育(二)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I)

1 32 32 试 2

小 计 24 448 448



通

识

教

育

限

选

课

大学英语

(三)
College English (III) 2 32 32 查 3

大学英语

(四)
College English (IV) 2 32 32 查 4

体育(三)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32 查 3

体育(四)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32 查 4

小 计 6 128 128

通

识

教

育

任

选

课

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选修

≥2

学分

至
少
选
修8

学
分

艺术鉴赏

与审美体

验

Arts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选修

≥2

学分

科技进步

与科技精

神

Technology
progressing and
spirits

选
修
≥4
学
分

文化传承

与国际视

野

Culture heritage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哲学智慧

与思维训

练

Training of
philosophy wisdom
and thinking

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小 计 8 128 128

合 计 38 704 704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必

修

课

高等数学

B(一)
Advanced
Mathematics B(1)

4 64 64 试 1

机械制图

(一)
Mechanical Drawing
(1)

3 48 48 试 1

材料成型

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forming

1 16 16 查 1

高等数学

B(二)
Advanced
Mathematics B(2)

4 64 64 试 2

大学物理

B(一) College Physics B(1) 3 48 48 试 2

机械制图

(二)
Mechanical Drawing
(2)

3.5 60 48 12 查 2

程序设计

语言
C/C++/C#

Programming
Language C/C++/C#

3.5 68 32 36 试 2

工程化学
Engineering
Chemistry

2 32 32 查 2

大学物理

B(二) College Physics B(2) 2 32 32 试 3

线性代数
B Linear Algebra B 2 32 32 试 3

物理实验
B

Physics Experiment
B

1 24 24 查 3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B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B

3 48 48 试 4

数值计算

方法

Numerical
Calculation Method

2 40 16 24 查 5

经济管理

基础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2 32 32 查 6



Management
小 计 36 608 512 72 24

学

科

基

础

选

修

课

高级数据

处理

Advanced Data
Processing

2 40 16 24 查 3

工程经济

学

Engineering
Economy

2 32 32 查 5

小 计 2 72 48 24

合 计 38 680 560 96 24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理论力学
C

Theoretical
Mechanics C

4 64 64 试 3

材料力学
C

Material Mechanics
C

4 64 58 6 试 4

电工电子技

术C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

3 48 42 6 查 4

材料科学

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3 48 44 4 查 3

材料成型

质量检测

Material forming
quality testing

2 32 28 4 查 3

热工学基

础

Foundations of
Thermodynamics

2 32 32 查 4

机械原理
Mechanical
Principle

3 48 42 6 试 4

机械设计 Mechanical Design 3 48 42 6 试 5

材料成型

加工工艺

与设备

Material Forming
Process and
Equipment

3 48 42 6 查 5

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

Foundation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48 42 6 试 5

材料成型

控制工程

基础

Material Forming
Control Engineering
Foundation

2.5 40 36 4 试 5

材料成型

原理

Material Forming
Principle

2.5 40 36 4 试 6

互换性技

术

Interchangeability
technique

2.5 40 36 4 查 7

小 计 37.5 600 544 56

专

业

教

育

限

选

课

1模具设计与制造
Mold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模 具
CAD/CAM
技术

Technology of Mold
CAD/CAM

2 40 16 24 查 5

冲压模具

设计

Stamping Mold
Design

2 32 32 查 6

塑料模具

设计
Plastic Mold Design 2.5 40 36 4 试 6

模具制造

工艺

Mold Manufacturing
Process

2.5 40 36 4 试 7

小 计 9 152 120 24 8

2 3D打印 3D Printing



增材制造

技术原理

及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 40 16 24 查 5

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2 32 32 查 6

先进材料

的连接
Connec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

2.5 40 36 4 试 6

无损检测

技术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2.5 40 36 4 试 7

小计 9 152 120 24 8

专

业

教

育

任

选

课

机械工程

材料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1.5 24 24 查 6

材料现代

分析方法

Material Modern
Analysis Method

1.5 24 24 查 6

Pro/E模具

设计
Pro/E Mold Design 1.5 24 24 查 7

特种焊接

技术

Special Welding
Technology

1.5 24 24 查 7

焊接结构 Welded Structure 1.5 24 24 查 7

现代制造

技术

Moder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5 24 24 查 6

微连接技

术
Micro Connection 1.5 24 24 查 7

复合材料

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posite Materials

1.5 24 24 查 7

小 计 4.5 72 72

合 计 51 824 736 24 64

集

中

实

践

课

程

集

中

实

践

必

修

课

思想政治

理论课综

合 实 践

(一)

Comprehensive
Social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

0.5 查 1

思想政治

理论课综

合 实 践

(二)

Comprehensive
Social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I)

0.5 查 2

思想政治

理论课综

合 实 践

(三)

Comprehensive
Social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II)

0.5 查 3

思想政治

理论课综

合 实 践

(四)

Comprehensive
Social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V)

0.5 查 4

工程制图

实践

Engineering
Drawing Practice

1 查
一

短

金工实习
Metalworking
Practice

2 查
一

短

认识实习
Understanding
Practice

1 查
二

短

金工实习

(机械加工

基础)

Metalworking
Practice(Foundations
of mechanical

2 查
二

短



manufacturing)

机械设计

综合实践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Mechanical Design

2 查 5

材料成型

工艺综合

实践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Material forming
process

1 查 6

机电控制

综合实践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Mechatronics
Controlling

1 查 7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2 查
三

短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15 试 8

小 计 29

合 计 29

素

质

拓

展

素

质

拓

展

必

修

课

军事理论

和军事技

能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Military Skill
Training

3 查 1

职业生涯

规划
Career Planning 1 查 2

就业指导

与创业教

育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1 查 7

入学教育 Entrance Education

毕业教育
Graduation
Education

小计 5

素

质

拓

展

选

修

课

学科竞赛

与专业技

能等级证

书

Academic
Competitions and
Skill Certifications

选修

≥2

学分

创业竞赛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科技活动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社会实践 Society Practices

选修

≥2

学分

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校园文化

活动

Campus Culture
Activities

体育竞赛

与群体活

动

Sport Competitions
and GroupActivities

小 计 4

合 计 9



表二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各类课程(环节）的学时和学分统计表

课 程 模 块 课内学时
必修课程学

分

限选课程学

分

任选课程学

分

合 计

学分数 百分比

通识教育课程 704 24 6 8 38 23.03

学科基础课程 680 36 / 2 38 23.03

专业教育课程 824 39.5 7 4.5 51 30.91

集中实践课程 ／ 29 ／ ／ 29 17.58

素质拓展 ／ 5 ／ 4 9 5.45

合 计

学时（分）数 2208 133.5 13 18.5 165 100

百分比 / 80.91 7.88 11.21 ／ ／

表三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培养方案监测数据信息统计表

统计项目 统计口径 1 统计口径 2

总学时数

必修课学时数 1656 课内教学学时数 2000

选修课学时数 552 实验教学学时数 208

总学分数

必修课学分数 133.5
课内教学学分数 119

实验教学学分数 8

选修课学分数 31.5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数 34

课外科技活动学分数 4

创新创业教育

学分数
6



授课教师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拟任课程 专职/兼职
专业技术职

务
最后学历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毕业学

位
研究领域

卢金斌 男 48

材料力学、材

料成型加工工

艺与设备

专职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钎焊、高能束表

面处理、材料加

工数值模拟

齐芳娟 女 47 材料成型原理 专职 教授 天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先进材料的连

接技术及其可

靠性评价

齐文春 男 57 电子电工技术 专职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机械制造 硕士 特种加工技术

黄莺 女 56 机械原理 专职 高级工程师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 机械制造 学士 机械产品设计

杨勇 男 32 机械制图 专职 讲师 同济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机床结构动力

学

张元晶 女 32 机械制图 专职 讲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博士
精密与超精密

加工

彭漩 男 29
理论力学、热

工学基础
专职 讲师 卡迪夫大学 计算力学 博士

固体力学有限

元分析

马振武 女 29 材料科学基础 专职 讲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博士
微塑性成形技

术

张西方 女 29 机械设计 专职 讲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精密微细电解

加工

吴永忠 男 31
材料成型测试

技术
专职 讲师

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光学工程 博士

超短脉冲激光

加工

沈晔湖 男 36
材料成型控制

工程基础
专职 讲师 浙江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机器人视觉导

航、模式识别和

图像处理技术



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机械制图 48 3 张元晶、杨勇 1,2

理论力学 64 4 彭漩 4

材料力学 64 4 卢金斌 4

热工学基础 32 2 彭漩 4

电工电子技术 48 3 齐文春 4

材料科学基础 48 3 马振武 3

机械原理 48 3 黄莺 4

机械设计 48 3 张西方 5

材料成型原理 40 3 齐芳娟 6

材料成型加工

工艺与设备
48 3 卢金斌 5

材料成型测试

技术
32 2 吴永忠 3

材料成型控制

工程基础
40 3 沈晔湖 5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卢金斌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

授

行政职

务
无

拟承担课

程

材料成型加工工艺与设

备
现在所在单位 机械工程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博士研究生、200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

主要研究方向 钎焊、高能束表面处理、材料加工数值模拟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2012 年、2014 年 2 次获得河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

教师；

2013 年中原工学院师德标兵；

2011 年《材料科学基础》省级精品课程（排名第五）；2016

获得中原工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 4）；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2011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2003 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2015 年获许昌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

2012 年获教育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1项；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

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校基金“烧结-钎焊金属基金刚石工具的开发”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0 万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

课（理论教学）学

时数

每年 410 学时，3

年共 1240 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016-2018每年 12
人，共 36人次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齐芳娟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材料成型原理

现在所在单

位
苏州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2 年 6 月毕业于天津大学材料学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研

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材料连接及其界面行为，焊接力学及结构完整性评价；微电

子结构可靠性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

况

2005 年石家庄铁道学院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009 年石家庄铁道学院优秀硕士生指导教

2010 年石家庄铁道大学校优秀教师

2012 年石家庄铁道大学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015 年苏州科技学院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

况

优秀论文奖，机械工程学会，2011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

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万

元）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8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教

学）学时数

39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4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齐文春
性

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

课程
电子电工技术

现在所在单

位
机械工程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5.3 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特种加工技术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体系与方式的研究，2006 年度宁波

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7 年 11 月，排名：

1/2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1.年糕产业化生产的关键工序装备自动化研发，宁波市江

北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5 年 11 月，排名：4/7

2.可逆单向走丝线切割加工技术及装备开发，苏州市吴中

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5 年 2 月，排名：2/5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基于稀疏流形学习的机械复合故障特征提取与诊断方法，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

目），排名：3/5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万

元）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万元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理

论教学）学时

数

1373 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6人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

上职称 (在岗 )人
数

4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0

可用于该专

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

（千元以上）

4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

学设备总价值（万

元）

300

主要设备

学校名称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苏州科技大学 交流弧焊机 BX1-250 10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高频感应焊机 Gyhj30-6 1 2016.7

苏州科技大学 3D打印机 MakerBot Z18 1 2015.8

苏州科技大学 100吨液压机 YQ-32 1 2016.6

苏州科技大学 高频疲劳试验机 GPK5085 1 2016.7

苏州科技大学 数控铣床 XKA714 1 2009.09

苏州科技大学 数控车床 CAK5085di 1 2009.06

苏州科技大学 三坐标测量机 Spectrum 776 1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万能材料试验机 SANASI 1 2018.04

苏州科技大学 三维表面粗糙度 SEF3500K 1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西门子数控系统 802C/S 1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教学机器人 宝龙教学机器人 2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PLC S7-300 2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三菱伺服电机 HC-KFS23 2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金相抛光机 P-2 1 2012.10

苏州科技大学 金相显微镜 4XB-Z 10 2008.01

苏州科技大学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DK7732M+3/W3

A 1 2009.05

苏州科技大学 教学模具 5 2016.6

苏州科技大学 维氏硬度计 JMHVS-1000AT 1 2017.05

苏州科技大学 维氏测量系统 JMHVS-1000-XY 1 2017.05

苏州科技大学 布洛维硬度计 HBRVU-187.5 3 2013.12

苏州科技大学 硬度计 HR-150A 1 2009.03



苏州科技大学 程控高频疲劳试验机 GPS200 1 2015.12

苏州科技大学 微束等离子焊机 LHM8-16 1 2018.03

苏州科技大学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C/WJS-010L 1 2014.08

苏州科技大学 热处理炉 GR3-40 1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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