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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车辆工程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内燃机原理 课程代码 06485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王孝鹏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大学物理、理论力学、工程数学、电工学、高等数学、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材料

力学、汽车构造、汽车设计、汽车理论、汽车实验学 

B 

课程描述 

汽车发动机原理是以发动机性能指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

课程，是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通过本门课

程的学习，要使学生通过汽车构造的学习知道“是什么”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为

什么”，并在学习中掌握汽车发动机工作过程各项性能指标的概念和内涵及其影响

因素，熟悉汽车发动机基本理论、一般工作过程和实际工作循环的特点，学习内燃

机的充量更换、燃料供给与调节、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以及污染物的生成与排放控

制等方面的工作原理及影响因素，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提高内燃机各种工作性能

指标、降低排放的技术措施和适用条件，了解当今国内外内燃机技术的新发展，同

时进一步掌握发动机方面的英文专业词汇。初步具有利用发动机的基本原理解决实

际问题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熟知汽车发动机原理的研究型或设计型人才。本

课程不仅为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后继课程的学习提供了

理论依据，而且为学生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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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1.能够独立地阅读当今国内外汽车发动机方面的教材、参考书和文献资料, 并

能理解其主要内容和观点。 

 2.掌握汽车发动机原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发动

机实际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性方法。 

 3.学会分析比较不同类型汽车发动机特点和用途，能够结合相关的知识灵活分

析、综合判断、评价发动机工作的基本问题，掌握提高发动机的一般性途径。 

4.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的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1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车

辆复杂系统或者过程以及建立相关

数学模型。 

课程目标2 

5.研究 

K5-2：掌握工程相关力学、电工学

领域测量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相

关实用技术。 

A5-1：具有进行科学和工程中基本

实验的能力。 

课程目标2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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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预测与

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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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

论 
实践  合计 

1.概论 2  2 

2.性能指标与影响因素 4  4 

3.发动机工作循环 4  4 

4.发动机的燃料特性 2  2 

5.换气过程 5  5 

6.混合气形成和燃烧 8  8 

7.燃料供给与调节 5  5 

8.发动机的使用特性与匹配 2  2 

    

合 计 3

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Matlab课堂演示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1）示功图表示方法与制

取；3）指示指标和有效

指标及机械损失概念及

个指标的计算方法； 

1 
发动机在工

业应用 

 

激发学生对

控制系统学

习兴趣、认识

到发动机在

工业、农业、

军事等部门

的重要作用 

 

PPT 

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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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提高发动机动力性能

与经济性能的主要途

径； 

1 
发动机在工

业应用 

激发学生对

控制系统学

习兴趣、认识

到发动机在

工业、农业、

军事等部门

的重要作用 

PPT 

讲授法 

3 

1）内燃机的理论循环、

实际循环及其差别各种

循环热效率分析2）循环

参数对发动机性能的影

响分析； 

2、3   
PPT 

讲授法 

4 
1）实际循环的各种损失

分析；2）热力学模型的

理论分析； 

2、3   
PPT 

讲授法 

5 

1）目前世界汽车能源状

况介绍；2）碳氢燃料分

类[3]，汽油与柴油燃料

的特性；3）汽油柴油燃

料特性对发动机的影

响； 

2、3 
发动机先进

技术 

通过学习内

燃机基础理

论，使同学们

了发动机先

进工业技术 

PPT 

讲授法 

6 

1）理论空气量和化学计

量空燃比计算；2）残余

废气系数的概念及影响

因素； 

2、3 
发动机先进

技术 

通过学习内

燃机基础理

论，使同学们

了发动机先

进工业技术 

PPT 

讲授法 

7 

1）四冲程内燃机换气过

程；2）换气损失、泵气

损失及其影响因素，充

量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2、3   

PPT 

讲授法 

MATALB 

8 

3）增压对发动机动力性

与经济性的影响，增压

的主要方式，增压技术

的优劣；4）涡轮增压器

与发动机的匹配； 

2、3   

PPT 

讲授法 

MATALB 

9 

5）二冲程发动机换气过

程；6）二冲程发动机实

际压缩比、几何压缩比

及冲程损失系数的概

念，换气方式的分类与

应用，换气质量评价； 

2、3   

PPT 

讲授法 

MATA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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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缸内的空气运动,涡

流、挤流、滚流和湍流；

2）切向气道、螺旋气道

及气道评价方法，湍流

及其尺寸，湍流影响因

素；3）火化塞点火过程，

燃烧机理； 

2、3   
PPT 

讲授法 

11 

4）扩散燃烧与预混燃烧

各自特点，着火条件及

其影响因素；5）点燃式

内燃机的正常燃烧各个

过程分析；6）火焰传播

速率，层流、湍流火焰

传播速度极影响因素； 

2、3   
PPT 

讲授法 

12 

7）不同工况下燃烧过程

的特点，点火提前角影

响因素分；8）点燃式内

燃机的非正常燃烧分

析；9）点燃式内燃机的

燃烧室；10）压燃式内

燃机的燃烧个过程分

析；11）压燃式内燃机

的燃烧室设计要求、主

要形式；燃烧室结构的

匹配； 

2、3   
PPT 

讲授法 

13 

1）燃料供给与调节要

求，系统的组成与工作

原理；2）柱塞泵燃料喷

射过程，几何供油规律

和喷油规律以及喷油规

律的分析；3）喷油泵、

喷油器结构与参数选

择；4）异常喷射—二次

喷射、穴蚀、不稳定喷

射； 

2、3   
PPT 

讲授法 

14 

5）速度特性与校正方

法、机械式调速器工作

特性；6）柴油机电控高

压喷射系统、原理、组

成和优缺点；7）点燃式

内燃机供给系统—原

理、组成。 

2、3   
PPT 

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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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发动机运行工况特

点；2）发动机速度特性、

负荷特性和万有特性分

析；3）万有特性曲线绘

制和应用；3）发动机功

率标定与大气修正方

法； 

2、3 
电控燃油喷

射系统 

阐述电控燃

油配送系统

有点，分析各

不同制造商

的特点，重点

阐述博世电

控燃油喷射

系统 

PPT 

讲授法 

16 

4）如何更好地发挥发动

机的动力性和经济性；

5）发动机与汽车之间的

合理匹配；6）发动机性

能参数的调整和优化； 

2、3 
电控燃油喷

射系统 

阐述电控燃

油配送系统

有点，分析各

不同制造商

的特点，重点

阐述博世电

控燃油喷射

系统 

PPT 

讲授法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40%） 考勤、作业 2、3 

期末（60%） 考试 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 

1. 《柴油机原理》主编：刘元诚、吴锦翔、崔可润  出版社：大连海运学院出

版社，1992 

参考资料 

1. 《内燃机原理》主编：刘永长  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2. 《内燃机原理》主编：蒋德明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3. 《内燃机的排气净化》主编：崔心存、金国栋  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

社，1991 

4. 《柴油机设计》主编：陈大荣  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 

5.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fundamentals》主编：John. B. Heywood出版社：

McGraw-Hill Company,1988 

6. 《汽车发动机原理》主编：陈培陵  人民交通出版社 

7. 《汽车拖拉机发动机》主编：董敬、庄志、常思勤（第三版）,机械工业出

版社；1999.3 

8. 《汽车发动机原理教程》主编：刘峥、王建昕（第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9 

9. 《火花点火发动机的燃烧》主编：蒋德明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10. 《内燃机燃烧与排放学》主编：蒋德明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11. 《汽车新能源技术》主编：边耀璋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12. 《内燃机习题集》主编：[日]竹内龙三主编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91 

13. 《汽车发动机原理课件》编制：徐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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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Matlab软件、ADAMS软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

经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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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汽车理论 课程代码 06410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王孝鹏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大学物理、理论力学、工程数学、电工学、高等数学、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汽车

构造、汽车设计、内燃机原理、汽车实验学 

 

B 

课程描述 

本门课程首先能够学会如何评价汽车的行驶性能，而且能够用最简单（易计算、

易测试）的指标来反映每个汽车行驶性能（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制动性、操纵稳

定性、平顺性、通过性等）；其次，要学会用最基本的方法，最有效的计算或测试

方法得到汽车性能的评价指标；最高要求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能够分析汽车的

结构参数对汽车性能的影响，即能够通过计算或试验手段分析如何改进汽车的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介绍汽车初等动力学的数学模型，使学生学会使用评价和

分析汽 车行驶性能的方法，从而掌握评价汽车性能的理论基础，例如：汽车动力

性、汽车燃油经 济性、汽车制动性、汽车操纵稳定性、汽车行驶平顺性、汽车通

过性。同时为汽车设计等 后续课程准备必备的基础。为以后的毕业设计和从事汽

车技术工作，能够正确设计汽车、 合理使用汽车、科学试验汽车打下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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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1、 培养学生从运动学和动力学角度分析汽车各种使用性能、评价方法以及汽

车结构参数、使用参数对汽车行驶性能的影响；  

2、 掌握评价汽车性能的理论基础，例如：汽车动力性、汽车燃油经 济性、汽

车制动性、汽车操纵稳定性、汽车行驶平顺性、汽车通过性。能够用相关软件（例

如Matlab）进行二自由度操纵模型、平顺性模型进行仿真，能够构建试验控制系统

进行分析研究，具有解决车辆工程设计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3、 在新工科教学理念下，采用ADAMS驱动汽车理论内容平行化，分层化教学，

采用ADAMS软件中悬架模型、转向模型、轮胎模型、路面模型、制动及整车模型对

汽车理论课程中的各个环节内容提供支撑，打通“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企业研发”3

个环节之间屏障，使学生能够快速运用所学知识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同时转换学生

思维中的传统车辆设计理念，改提升教学效果，质量。 

4、 明确以知识为载体进行能力训练和素质培养的观点，对课程教学中所传授

的学科（课程所属学科）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研究手段进行说明，要能够说明课程

教学中如何通过知识单元或若干个知识点的传授过程来达到何种素质的培养和何种

能力的训练，汽车理论课程在车辆工程课程群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坚作用，必须在

前叙课程汽车构造以后开课，同时是汽车设计、汽车拖拉机试验学以及课程设计等

后续课程的基础课。均通过文献阐明国内技术目前的状态，客观务实的说明现阶段

在机械控制工程中的问题，取得的进步，激发同学们对祖国汽车工业热爱，形成良

好的课堂氛围。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1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车

辆复杂系统或者过程以及建立相

关数学模型。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术求解复

课程目标2 



10 

 

杂车辆工程问题的能力。 

5.研究 

K5-2：掌握工程相关力学、电工学

领域测量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相

关实用技术。 

A5-1：具有进行科学和工程中基本

实验的能力。 

课程目标2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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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预

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2、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

论 
实践  合计 

1、汽车的动力性 4  4 

2、汽车的燃油经济性 2  2 

3、汽车动力装置参数的选定 2  2 

4、汽车的制动性 2  2 

5、汽车的操纵稳定性 8  8 

6、汽车的平顺性 6  6 

7、汽车的通过性 4  4 

8、Adams车辆设计仿真 4  4 

    

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Matlab课堂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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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

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1）汽车的性能指标

及评价；2）汽车的

驱动力与行驶阻力；

3）汽车的驱动力-行

驶阻力平衡图与动

力特性图； 

1 

汽车研发中

控制系统工

业应用 

激发学生对

控制系统学

习兴趣、认

识到控制工

程学科在工

业、农业、

军事等部门

的重要作用 

PPT 

讲授法 

2 

1）汽车行驶的附着

条件与汽车的附着

率；2）汽车的功率

平衡；3）影响汽车

燃油经济性的因素； 

1 
控制系统工

业应用 

激发学生对

控制系统学

习兴趣、认

识到控制工

程学科在工

业、农业、

军事等部门

的重要作用 

PPT 

讲授法 

3 

1）汽车燃油经济性

的评价指标；2）汽

车燃油经济性的计

算；3）影响汽车燃

油经济性的因素； 

2、3   
PPT 

讲授法 

4 

1）装有液力变矩器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

计算； 

2）电动汽车的研究； 

3）汽车动力性、燃

油经济性试验； 

2、3 主动悬架 

通过学习主

动悬架不同

数学模型，

使同学们了

解悬架在汽

车工业中的

应用 

PPT 

讲授法 

5 

1）发动机功率的选

择；2）最小传动比

的选择；3）最大传

动比的选择； 

2、3 主动悬架 

通过学习主

动悬架不同

数学模型，

使同学们了

解悬架在汽

车工业中的

应用 

PPT 

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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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传动系挡数与各

档传动比的选择；2）

利用燃油经济性-加

速时间曲线确定动

力装置参数 

2、3 主动悬架 

通过学习主

动悬架不同

数学模型，

使同学们了

解悬架在汽

车工业中的

应用 

PPT 

讲授法 

7 

1）制动性评价指标；

2）制动时车轮的受

力；3）汽车制动效

能及其恒定性 

2、3   

PPT 

讲授法 

MATALB 

8 

1）制动时汽车的方

向稳定性;2）前后制

动器制动力的比例

关系；3）汽车制动

性试验； 

2、3   

PPT 

讲授法 

MATALB 

9 

1）汽车操纵稳定性

概述 

；2）轮胎的侧偏特

性；3）线性二自由

度汽车模型对前轮

转角输入的响应； 

2、3   
PPT 

讲授法 

10 

1）汽车操纵稳定性

与悬架的关系;2)汽

车操纵稳定性与转

向系的关系；3）汽

车操纵稳定性与传

动系的关系； 

2、3   
PPT 

讲授法 

11 

1）提高操纵稳定性

的电子控制系统；2）

汽车的侧翻；3）汽

车操纵稳定性在路

上试验 

2、3   
PPT 

讲授法 

12 

1）人体对振动的反

应和平顺性的评价；

2）路面不平度的统

计特性；3）汽车振

动系统的简化——

单质量系统的振动； 

2、3   
PPT 

讲授法 

13 

1）车身与车轮双质

量系统的振动；2）

双轴汽车的振动；3）

人体-座椅系统的振

动；4）汽车平顺性

试验和数据处； 

2、3   
PPT 

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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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汽车通过性评价

指标及几何参数；2）

松软地面的物理性

质；3）车辆的挂钩

牵引力；4）牵引通

过性计算； 

2、3 PID算法 

阐述多种算

法在汽车主

动悬架中的

应用，以PID

算法演练为

主，使同学

们了解算法

在车辆工业

中的重要

性。 

PPT 

讲授法 

15 

1）间隙失效的障碍

条件；2）汽车越过

台阶、壕沟的能力；

3）汽车的通过性试

验 

2、3 PID算法 

阐述多种算

法在汽车主

动悬架中的

应用，以PID

算法演练为

主，使同学

们了解算法

在车辆工业

中的重要

性。 

PPT 

讲授法 

16 

Adams车辆设计仿

真:1)悬架；2)转向；

3)制动；4)操纵稳定

性；5）平顺性； 

2、3   
PPT 

讲授法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30%） 考勤、作业 2、3 

控制程序编写与演练（10%） 时频域程序编写与应用 2、3 

期末（60%） 考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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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 

1、余志生，《汽车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第六版，2018 ； 

学习资料（经典资料） 

1、耿彤，《德国汽车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第2版，2019； 

2、康拉德﹒莱夫主编，魏春源译，《BOSCH汽车工程手册》.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第4版，2019； 

3、陈欣，王国军，《军用汽车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第1版，2017； 

4、黄力平，陈嘉全，《汽车结构的耐久性理论与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2020； 

5、曼弗雷德·米奇克著 ，陈荫三，余强译，《汽车动力学》.清华大学出版

社，第5版，2019； 

6、格里斯比(Gillespie,T.D.) ,赵六奇,金达峰译，《车辆动力学基础》.清华大

学出版社，第5版，2006； 

7、史建鹏，《汽车仿真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第1版，2019； 

8、王孝鹏，《车辆系统动力学仿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9； 

9、王孝鹏，吴龙《车辆系统动力建模与仿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

版，2020； 

10、王孝鹏，刘建军，《机械建模与仿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版，

2021； 

11、王孝鹏，吴龙，《ADAMS车辆工程案例仿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1版，2021； 

国外资料（推荐使用） 

1、Richard C.Dorf，Robert H.Bishop 著，谢红卫，孙志强，宫二玲 等 译《现

代控制系统》，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2版； 

2、Katsuhiko Ogata 著，卢伯英，佟明安 译，《现代控制工程》，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7年第5版；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Matlab软件、ADAMS软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

经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5b%B5%C2%5d%C2%FC%B8%A5%C0%D7%B5%C2%A1%A4%C3%D7%C6%E6%BF%CB
https://book.jd.com/writer/Richard%20C.Dor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Robert%20H.Bishop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B0%A2%E7%BA%A2%E5%8D%AB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AD%99%E5%BF%97%E5%BC%B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AE%AB%E4%BA%8C%E7%8E%B2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Katsuhiko%20Ogat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D%A2%E4%BC%AF%E8%8B%B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4%BD%9F%E6%98%8E%E5%AE%89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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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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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

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4、5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车辆复杂系

统或者过程以及建立相关数学模型。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术求解复杂车辆工

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1～4 

5.研究 

K5-2：掌握工程相关力学、电工学领域测量

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相关实用技术。 

A5-1：具有进行科学和工程中基本实验的能

力。 

课程目标2、3、4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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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概论 2 0 2 

第二章    汽车发动机检测与诊断技术 8 3 4 

第三章    汽车底盘检测与诊断技术 10 3 14 

第四章    车身及附件检测与诊断技术 8 3 14 

第五章    汽车排放污染物和噪声的检测与诊断 8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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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汽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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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四章：车身的检

测与诊断，安全去

囊的故障诊断 

课程目标2、3、   
讲授 

实验操作 

9 

第四章：仪表、照

明、信号报警系统

的检测与诊断 

课程目标1、2、

3、4 
  讲授 

10 
第四章：空调系统

的检测与诊断 
课程目标2、3   

讲授 

实验操作 

 11 
第五章：汽车排放

污染物检测 
课程目标2、3   讲授 

12 
第五章：汽车噪声

检测 
课程目标2、3   讲授 

13 总复习    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20%） 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作业等 1～5 

实际操作（30%） 包括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等 4 

期末考试（50%） 期末考试成绩 1～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1]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赵英勋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学习资料 

[1] 《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王盛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3 

[2] 《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宋作军编著，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08 

J 

教学条件 

需求 

实验设备、检测工具 

K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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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

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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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课程代码 06506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邓志勇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汽车电工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毕业设计等。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车辆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概念性、

实践性、工程性很强。本课程的任务是解决汽车电器元件结构及工作原理，电子控

制技术的问题，使学生掌握汽车电器和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

方法，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汽车电器电子技术工程

人员的素质，为深入学习后续课程和从事有关技术的实际工作打下基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汽车电器电子技术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归纳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方法。 

（二）能力 

3.分析基本汽车电子元器件电路 

4.评价汽车电路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三）素养 

5.重视应用数学和工程科学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6.养成汽车电器电子技术终身学习的习惯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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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

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

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1.2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

于描述车辆复杂系统或

者过程以及建立相关数

学模型。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

术求解复杂车辆工程问

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1.2.3.4 

5.研究 

K5-2：掌握工程相关力

学、电工学领域测量的基

本原理、方法以及相关实

用技术。 

A5-1：具有进行科学和工

程中基本实验的能力。 

课程目标2.3.4.5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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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械

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3.4.6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汽车车载电源与充电系统 12  12 

第二章 起动系统 6  6 

第三章 点火系统 6  6 

第四章 照明与信号系统 6  6 

第五章 仪表及指示灯系统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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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汽车辅助电器 6  6 

第八章 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 6  6 

总复习 2  2 

合 计 48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2，

3，4 

第1章 汽车车载电源与

充电系统（1.1概述、1.2

蓄电池的构造、工作原

理和工作特性、1.3蓄电

池的容量及其影响因

素、1.4蓄电池的充电、

1.5蓄电池的使用、维护

与检查、1.6新型蓄电池）

1.7交流发电机的构造、

原理和工作特性、1.8交

流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 

1、2、3、

4、5 

在车载充电电

路分析过程中，

电池技术的发

展，例如我国宁

德时代磷酸铁

锂电池技术、比

亚迪在刀锋电

池技术的发展，

对世界新能源

汽车的贡献。 

引导学生坚持

“四个自信 ”努

力学习，为我国

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发展添砖

加瓦。 

讲授 

5，6 

第2章 起动系统（2.1 概

述、2.2 起动机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2.3 起动机的

工作特性、2.4 起动机控

制电路、2.7 起动系统的

设计） 

1、2、3、

5 

我国交流和直

流电动机技术

发展现状，和新

能源车辆电机

的使用，结合我

国宝钢和日本

制铁公司的专

利诉讼案例。 

引导学生认识

国情，培养学生

民族自豪感，坚

持四个自信，实

现民族复兴的

理想。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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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第3章 点火系统（3.1 概

述、3.2 传统点火系统的

组成及其工作原理、3.3 

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

3.4 微机控制点火系统、

3.5 无分电器点火系统 

1、2、3、

5 
  讲授 

9，10 

第4章 照明与信号系统

（4.1 照明与信号系统

的组成及其要求、4.2 前

照灯、4.3 灯光信号系

统、4.4 声响信号系统） 

1、2、3、

4、6 
  讲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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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项目评价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30%） 
日常表现：出勤、上课

表现、课后练习 

1、2、3、4、5、6 

期末笔试（70%） 卷面成绩 1、2、3、4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杨保成 焦洪宇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6

月第1版 

《汽车电子学》（第二版）王绍銧 李建秋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于京诺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系统》，麻友良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1.9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或智慧教室；良好的教具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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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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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课程代码 065069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邓志勇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8 其中实践学时 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汽车工程材料、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汽车电工

电子技术、汽车液压与气动、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和汽车构造等； 

后续课程：汽车试验学、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等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讲授轿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控制系统的组成与部件结构、工作

原理。以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和安全性的控制方案和设计为主线，使学生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的关键技术，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分析其它汽车控制系统设计的能

力；培养学生识读汽车电控系统设计

�Ë技术，�¸B,´�×�f+e�€��a�t0,́7-!�â¡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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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掌握驱动防滑系统的组成与工

作原理；了解典型汽车防滑控制系统。 

（二）能力目标 

4.认识《汽车电子控制系统》课程学习的一般过程，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通过理论教学和课外综合实践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5.认识《汽车电子控制系统》课程学习的基本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

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有关工程实际问题。 

6.养成踏实、严谨、进取的品质及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 

（三）素养目标 

7.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8.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培养学会上下求索和精益求精的探索

精神。 

9.

和

 

和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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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分析 

A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

判断复杂汽车工程设计问题的

关键环节和参数。 

A3-2：能够运用汽车电控基础理

论和方法来分析复杂汽车工程

问题。 

A3-4：具有汽车电控设计和计算

机辅助设计能力。 

课程目标3、4、5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K4-1：掌握汽车电控系统设计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 

A4-2：具有进行汽车电控及各子

系统结构设计的能力。 

A4-5：能够在安全、环境、法律

等现实约束条件下，通过技术经

济评价对电控设计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研究。 

课程目标1、6 

5.研究 
K5-3：了解汽车电控系统的设

计。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研究机构结构的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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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2 

第一章 概述（1.1

汽车电子技术的

发展背景；1.2汽

车电子控制系统

的一般组成；1.3

汽车电子控制技

术基础知识） 

1、7、8、9 

现代汽车电控原

理和技术的发展 

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

引导学生树

立远大的理

想和爱国主

义情怀，树

立正确的人

生观 

讲授 

3，4 

第二章  传感器 

（1.1传感器概

述；1.2空气流量

计；1.3压力传感

器；1.4节气门位

置传感器；1.5氧

传感器；1.6温度

传感器；1.7爆燃

传感器；1.8曲轴

位置传感器；1.9

转速传感器） 

2 

汽车电控系统严

谨的设计原理和

精确计算方法 

工匠精神：

汽车电控中

每个零件必

须严格计

算、设计、

加工制造、

装配，否则

可能酿成事

故，要求学

生培养严

谨、务实的

工匠精神。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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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第三章  电控汽

油喷射系统（3.1

汽油喷射系统概

述；3.4电控汽油

喷射系统） 

2、5   讲授、分组研讨 

7，8 

第四章  汽油机

点火控制系统 

（4.1电控点火系

统的组成和分类；

4.2点火提前角与

闭合角的控制；

4.3发动机爆燃的

控制） 

3、4、5、6 

点火系统的构

造、特性和设计

方法 

探索与创新

精神：不同

类型的点火

控制系统的

设计和优化

是工程师和

设计人员在

事件中不断

摸索而发明

的，教育学

生培养探索

与创新精

神。 

讲授 

 

9 

第七章 自动变速

器 

（7.1自动变速器

概述；7.2液力变

矩器；7.3变速齿

轮机构；7.5自动

变速器操纵机构；

7.6典型自动变速

器） 

3、5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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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第

第八章 汽车防滑

控制系统（8.1汽

车防滑控制系统

概述；8.2汽车防

抱死制动系统的

结构与工作原理；

8.3驱动防滑系统

的组成与工作原

理） 

2、5   讲授 

 
12，13 实验 1-9   讲授、实验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30%） 

平时考勤、上课表现和课后练

习作业等 

 

 

 

 

 

 

 

 

 

 

 

4、5、6 

实验（10%） 
实验考勤、实验和实验报告等 

 

 

 

 

 

 

 

 

 

 

 

4、5、6 

期末（60%）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2、3、4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 冯渊主编.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第 2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 凌永成 主编.《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第 1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或智慧教室；良好的教具 

K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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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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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课程目标1：了解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的基本概念、冲压工序种类，从系统出发认识板

料变形规律和力学分析； 

课程目标2：掌握汽车覆盖件常用冲压模具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应用范围；制造冲压模

具常用的工程材料；模具中主要零部件结构和功能； 

课程目标3：掌握覆盖件冲压工艺主要计算方法；理解典型冲压工艺设计方案。 

（二）能力目标 

课程目标4：应用现代技术软件分析模具结构或者板料成形过程，了解我国汽车覆盖件

以及汽车工程发展史。 

（三）素质目标 

课程目标5：理解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紧跟国家发展战略，

从而激发志趣与热情，热爱专业，明确个人奋斗目标。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

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4、5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车辆复杂系

统或者过程以及建立相关数学模型。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术求解复杂车辆工

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1～4 

5.研究 

K5-2：掌握工程相关力学、电工学领域测量

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相关实用技术。 

A5-1：具有进行科学和工程中基本实验的能

力。 

课程目标2、3、4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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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冷冲压模具基本介绍 3 0 3 

第二章    汽车覆盖件模具概述 4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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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汽车拉延模设计 6 8 14 

第四章    修边冲孔模 6 8 14 

第五章    翻边整形模 4 8 12 

第六章    模具制造及调试 1 0 1 

合 计 24 24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上机工程实例模拟分析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引言 冷冲压模具

基本介绍（摘选） 

§1.1基本工序及

模具；§1.2常用冲

压工序分类及简

图 

课程目标1、5 “工匠”精神 

培养学生敬业、

精益、专注、创

新等方面的“工

匠”精神，以及

认真负责、踏实

敬业的工作态

度和严谨求实、

一丝不苟的工

作作风 

讲授 

2 

结合网课+柳州生

产视频；第一章 

汽车覆盖件模具

概述（教材） 

课程目标1、2   讲授 

3 

第二章 拉深件工

艺分析（教材） 

§2.1 拉深覆盖件

模具基本定义；

§2.2 拉深件设计

及工艺设计 

课程目标2、3   讲授 

4 
结合网课+顶盖前

横梁工法设计 课程目标2、3   讲授 

5 

§2.3拉深质量问

题及分析 §2.4答

疑 

课程目标2、3、

4 

逻辑思维与辩

证思维能力 

鼓励学生解答

难题，克服畏难

情绪,培养学生

严以律己、知难

而进的意志和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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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及对技术

精益求精的良

好职业品质 

6 

网课+第3章 顶盖

前横梁模具结构 

第三章 汽车覆盖

件拉深模设计

§3.1 拉深模基础

知识 （教材） 

课程目标2、3、

4 
  讲授 

7 
§3.2 拉深件设计

结构分析（教材） 

课程目标1、2、

3、4 

科学的思维习

惯 

用发展的观点

及矛盾的观点

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 

讲授 

8 

网课+§3.3典型和

特殊拉延模结构

分析 

课程目标2、3、   讲授 

9 

第四章修边冲孔

模设计§4.1冲裁

原理及修边基本

知识（教材） 

课程目标1、2、

3、4 
  讲授 

10 

网课+第4章 顶盖

前横梁修边冲孔

模 §4.2修边冲孔

模结构认知 

课程目标2、3   讲授 

 

11 

§4.3冲裁典型模

具结构；网课

+§4.4修边冲孔模

标准件选用（教

材） 

课程目标2、3   讲授 

12 

网课+第5章翻边

整形模 ； 

第五章汽车覆盖

件翻边模设计

§5.1 概述；§5.2 

翻边模具典型结

构设计 

课程目标2、3   讲授 

13 

第1章初识

DYNAFORM软

件；第2章 2.1模

型建立；2.2网格

划分（上机教材） 

课程目标2、4 

良好的职业素

养及爱护公共

财物的优秀品

德 

要求学生严格

执行实验室的

管理规范，培养

良好的职业素

养及爱护公共

财物的优秀品

德 

讲授+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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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3 毛坯生成设

定与排样；2.4 工

具零件设定 

课程目标2、4   讲授 

15 

2.5 各种曲线设

定；2.6 冲压方向

调整；2.7分析设

置 

课程目标2、4   讲授 

16 
2.8计算求解；2.9

后处理 课程目标2、4   讲授 

17 

第3章 带凸缘低

盒形件拉深成形

过程分析 

课程目标2、4   讲授 

18 

第4章 筒形件二

次拉深成形过程

分析 

课程目标2、4   讲授 

19 

第5章 V形件弯

曲回弹过程分析

（实际案例）第8

章 家用轿车引擎

盖拉延成形过程

分析（实际案例） 

课程目标2、4   讲授 

20 总复习    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20%） 
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作业等 

 

 

 

1～5 

实际操作（30%） 包括上机操作、软件作业等 4 

期末考试（50%） 期末考试成绩 1～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1] 李芳华主编.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7 

[2] 王秀凤，杨春雷编.板料成形CAE设计及应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6.6 

学习资料 

[1] 向小汉等编.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4 

[2] 詹建新编.UG12.0冲压模具设计实例教程.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12 

[3] 刘建超编.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模具实用技术丛书编委会编.冲模设计应用实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5]《塑性成形工艺及设备》夏巨谌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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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教学条件 

需求 

计算机教室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

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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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汽车单片机与车载网络技术 课程代码 064549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毕继凯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8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电工学，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汽车电工技术基础 、 汽

车电子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车载网络系统检修、汽车电脑维修、汽车电路与电气综合实训 

B 

课程描述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具有体积小、功能强、可靠性高、面向控制和价

格低廉等一系列优点，不仅已成为工业测控领域普遍采用的智能化控制工具，而且

已渗入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力地推动了汽车 ECU 技术改造和产品的

更新换代，应用前景广阔。本课程是车辆工程专业选修课程，它的教学目的和任务

是：以 MCS-51 单片机 80C51 为主线，系统介绍单片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单片

机的程序设计、接口技术及各类应用，并配合实验使学生能初步地掌握单片机应用

系统的设计方法。了解车载网络的发展历史，以及有关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基础知识，

掌握 CAN 数据链路层的工作原理，CAN 应用层的工作原理，LIN, MOST,VAN等其他

车载网络技术。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 80C51 单片微机应用系统软件硬件的设计方法。 

2.归纳车辆有关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工作原理和技术。 

（二）能力 

3.分析 MCS-51 单片机系统内部结构，常用接口芯片与各类外部设备的接口方

法 

4.评价 CAN 数据链路层的工作原理和其他车载网络技术的工作原理。 

（三）素养 

5.重视单片机系统汇编语言设计控制程序开发的培养...... 

6.养成车辆通信深度学习的习惯 

7.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培养学会上

下求索和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养成科学精神、人文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

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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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社

情民情。 

课程目标5.6 

2.工程知识 

K2-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

程基础和汽车电控专业知识，能

够将其用于汽车电控的工程实

践中。 

K2-2：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

能够用于汽车机器零部件的设

计与校核中。 

K2-3：掌握力学、热工学、电工

学和电子学等相关知识，能够将

其运用于分析和优化汽车电控

系统的工程问题中。 

课程目标1、2、3 

3.问题分析 

A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

判断复杂汽车工程设计问题的

关键环节和参数。 

A3-2：能够运用汽车电控基础理

论和方法来分析复杂汽车工程

问题。 

A3-4：具有汽车电控设计和计算

机辅助设计能力。 

课程目标4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K4-1：掌握汽车电控系统设计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 

A4-2：具有进行汽车电控及各子

系统结构设计的能力。 

A4-5：能够在安全、环境、法律

等现实约束条件下，通过技术经

课程目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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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评价对电控设计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研究。 

5.研究 
K5-3：了解汽车电控系统的设

计。 

课程目标6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的概述 2   

MCS-51单片机内部结构和原理 4   

MCS-51单片机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 6 2 8 

MCS-51单片机中断、定时系统及串行数据通信 6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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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

次 

MCS-51单片机内

部结构和原理 
3，5 

80C51的系统概

述，基本结构和

应用模式、典型

产品资源与引

脚封装，内部结

构、存储器组

织、并行口结构

和操作。 

电器电路理解

思维的培养，具

有勇敢创新的

意识和不怕失

败的态度。 

理论 

第4-7

次 

MCS-51单片机指

令系统与程序设

计 

1，3，5 

学习80C51指令

格式及常用符

号、寻址方式、

指令集，程序编

制的方法和技

巧、源程序的编

辑和汇编、基本

程序结构、子程

序机器调用、简

单I/O设备的并

口直接驱动实

例。 

 

掌握多种寻址

方式，掌握数据

传送、算数运

算、逻辑操作、

控制转移类、位

操作类指令等。

了解汇编语言

的规范及汇编

语言程序设计

的步骤，掌握顺

序与循环程序

设计、分支程序

设计、查表程序

设计、子程序设

计和综合程序

设计。 

理论+实践 

第

8-11

次 

MCS-51单片机中

断、定时系统及串

行数据通信 

1，5 

80c51的中断系

统、中断处理过

程和定时器计

数器。 

理解中断盖尼

奥，掌握中断响

应，中断处理，

中断返回，中断

请求撤除和中

断响应时间，理

解定时器、计数

器的结构原理，

掌握其应用。 

理论+实践 



 44 

第

12-16

次 

MCS-51单片机接

口技术 
1，3 

存储器的扩展、

输入输出及其

控制方式，

81C55接口芯片

及其应用、LCD

接口及其扩展。 

掌握存储器和

并行口的扩展

方法，接口的设

计及其应用。 

理论+实践 

第17

次 

汽车单片机与电

子控制单元 
2，4，7 

汽车电子控制

单元，ECU的作

用，ECU的结

构。 

对多种车辆控

制电路进行故

障刨析，具有科

学精神，人文修

养，工程职业素

养，社会责任。 

理论 

第18

次 
车载网络概述 2，4，6，7 

车载网络的发

展历史，车载网

络产生的原因，

车载网络的发

展历程、分类及

其网络协议。 

介绍常用的车

载网络系统，网

络基础知道，网

络的概念、分

类，计算机网络

体系结构，局域

网，现场总线培

养多样化现代

化人才。 

理论 

第

19-22

次 

控制器局域网

（CAN） 
2，4，5，6 

CAN总线数据

链路层基本原

理，CAN传输数

据的方式。 

CAN节点的基

本工作过程中

断通用CAN收

发器方框图与

引脚排列，三种

工作模式，典型

应用电路。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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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24

次 

其他车载网络 2，6 

MOST总线的基

本结构与原理，

MOST总线的环

形结构。 

蓝牙技术，蓝牙

技术概述，车载

蓝牙系统的结

构与原理，拉亚

技术的应用与

故障诊断。 

理论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20%） 日常表现，出勤，上课表现 1，2，3，4，5，6，7 

作业 （30%）. 课后作业，编程实训 1，2，3，4，5，6，7 

期中（20%） 卷面成绩 1，3，5，7 

期末（30%） 卷面成绩 2，4，6，7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汽车单片机与车载网络技术》 李勇 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8 

[2]《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胡辉   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8 

[3]《汽车单片机及车载网络系统》  林为群  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5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或智慧教室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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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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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实习、综合实践、 

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见习 课程代码 06458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洪昊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周数 2周 总学时 32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工程材料、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机械原理 

B 

课程描述 

认识实习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一项特色鲜明的实践教学环节，它是培养

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二课堂,它是专业知识培养的摇篮，也是对过程工业生产

流程的直接认识。通过认识实习可以巩固所学基本理论、培养生产实际中研究、观

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认识实习期间，通过对典型汽车产品的加工工艺的

分析，以及加工过程中所用的机器设备的认识，从而可以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起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典型化工产品的生产工艺、所需设备以及某一化工机器、设备的制

造工艺流程，熟悉每一道工序的特点、作用以及工序之间的相互联系。 

2.归纳机械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初步建立现代制造工程的概念。了解新工

艺、新技术、新材料在现代机械制造中的应用 

（二）能力 

3.分析简单零件初步具有选择加工方式和进行工艺分析的能力，在主要工种

方面应能独立完成简单零件的加工制造和在规定工艺实验中的实践能力 

4.了解车辆专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激发学生热爱专业，为今后走向

工作岗位培养一定的实践工作能力。认识实习的任务是通过参观学习，对过

程工业，过程装置、过程设备的种类和结构、制作流程等有所了解，获取一

定的感性认识，为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基础。 

（三）素养 

5.重视结合生产实际及创新设计建立大工程意识，培养学生生产质量、经济

观念、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 

6.养成遵守安全技术操作、爱护公物、勇于实践等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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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

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5、6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

车辆复杂系统或者过程以及建

立相关数学模型。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术求解

复杂车辆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1、2、3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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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

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

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1、2、4 

7.工程与社会 
A7-1：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

的经历。 
课程目标1、2、3、4 

9.职业规范 

Q9-2：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集体主义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 

课程目标1、、3、4 

 

 

 

E 

教学内容 

实践项目及内容 实习地点 
周数/学时 

分配 

汽车制造基本知识、机器装备基本知识 永安中国重汽 3天 

汽车工程材料基本知识 永安中国重汽 1天 

汽车原理及设计基本知识、零件加工知识 永安中国重汽 3天 

汽车装配知识 永安中国重汽 1天 

先进制造技术知识 永安中国重汽 2天 

合 计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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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践名称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安全生产教育 1、2 大国重器 Q1-1 
问题导向学

习 

2 汽车基础认识 

 

2 大国工匠 Q1-2 讨论实操 

3 
汽车结构及工作

原理的认识 
3、4 大国重器 Q1-1 讨论实操 

4 
汽车自动化技术

的认识 
5 大国工匠 Q1-2 讨论实操 

5 课外学时 6、7   讨论实操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50%） 实习态度、出勤情况 课程目标1、2、3、4、5、6 

期末（50%） 实习报告 课程目标1、2、3、4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 《机械认识实践》 丁一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 《机械制造基础与实践》  刘舜尧、刘水华  中南大学出版社 

3.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张福润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 《机械制造工艺学》 张福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5. 《金属工艺学》  邓文英  高等教育出版社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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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操作考试：平时操作、期末考试 

(2)实作评价：实验报告、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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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实习、综合实践、 

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课程代码 06468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陈刚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8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2 实践学时 192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图学、机械设计基础、汽车工程材料、汽车理论、

汽车构造、汽车电器、汽车电控技术、有限元基础、车辆动力学等。 

后续：毕业设计（论文） 

B 

课程描述 

 

毕业实习是学生在完成教学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之后，即将进入毕业设计之

前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毕业实习，深入企业进行实践性课题项目和生产

实践，进一步开阔思路，获取更多车辆工程新知识，积累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和完善专业知识。 

2.理解所学专业理论，并充分与实践结合。 

二、能力 

3.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素养 

4.实习学习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5.养成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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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践名称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毕业实习要

求及注意事

项 

课程目标1、2、3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爱

国精神、大国

自信、工程伦

理 

讲授 

2 
分配实习任

务 
课程目标2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爱

国精神、大国

自信、工程伦

理 

讲授 

3 
实习过程管

理 
课程目标2 企业文化 

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正是

“工匠精神”

的体现 

实训 

4 
实习答辩与

考核 

 

 

课程目标2、3   实训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70%） 

1． 1.出勤率 20：基本分 18 分，缺课、

迟到、请假、聊天，每次各酌情扣

分 0.5 至 1 分。 

2． 2.实习过程中的态度 10：基本分 8

分，讨论评价、提出创意问题。每

次酌情加分 0.5 至 1 分。 

 

课程目标1、3 

答辩（30%） 

3． 1.实习总结（包括实习报告等）。 

4． 2.毕业实习汇报。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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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实习企业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操作考试：平时操作、期末考试 

(2)实作评价：实验报告、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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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车辆工程 专业课程论文、课程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6427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专业教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6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0 总学时 9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图学、机械设计基础、汽车工程材料等、汽车理

论、汽车构造、汽车电器、汽车电控技术、有限元基础、车辆动力学等。 

后续：无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观察和发现问题,确定选题, 整理

文献资料,分析、论证和解决法学理论以及各部门法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 培养学生

尊重学术规范的习惯。本课程将通过集中讲授观察和发现以及论文选题 的确定、文

献综述、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论文格式和体例、引证规范和要求, 通过学院和学

科的组织,以及教师和学生一对一的指导、分组答辩、合议评定成绩等,来完成教学

任务,实现教学目的。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学生综合运用车辆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掌握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 

（二）能力 

3.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 

4. 培养提出论点、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 

（三）素养 

5.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6.端正学习态度，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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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

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1、2 

2.工程知识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

车辆复杂系统或者过程以及建

立相关数学模型。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术求解

复杂车辆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2、3 

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车辆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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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

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

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2、3 

7.工程与社会 
A7-1：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

的经历。 课程目标2、3 

9.职业规范 

Q9-2：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集体主义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 
课程目标3 

E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学时分配 

介绍毕业设计的目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分配毕业设

计课题 
4 

文献资料收集 4 

开题答辩 8 

中期答辩 6 

课题设计、论文撰写 64 

毕业答辩 8 

提交毕业论文材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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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96 

 

F 

教学方式 

过程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教学环节与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

次） 
教学形式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介绍毕业设计的

目的、内容、步骤

和方法 

课程目标1、2、

3 

汽车设计发展

史 

培养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

与文化认同

感 

讲授 

2 
分配毕业设计课

题 
课程目标2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

爱国精神、

大国自信、

工程伦理 

讲授 

3 开题答辩 课程目标2、3   讲授 

4 中期答辩 课程目标2、3   自主设计 

5 设计过程指导 
课程目标1、2、

3 
 

整体与局部

关系；精益

求精、追求

完美正是

“工匠精神”

的体现 

答疑 

6 答辩 
课程目标1、2、

3 
  答辩讨论 

H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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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2 月 1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2 月 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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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明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电磁场理论 课程代码 06400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黎尧 

任雯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分析》、《工程数学》 

后续课程：《微波技术》、《天线原理与电波传播》 

 

 

B 

课程描述 

电磁场与电磁波是为工科无线电、电子工程和通信工程类等专业本科生开设的

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是在学习了电路基础等课程的基础上，深入学习无线通信领

域的重要科目，是一门理论与工程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是在已学过的数

学和物理基础上，对“电”现象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规律的较为本质的描述。主要介

绍有关电场、磁场以及电磁场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以及基本分析方法；理解和把

握场与波的内涵以及电磁波的空间行为；重点为时变电磁场。该课程为后续的通信

原理、微波技术、天线、电磁兼容、移动通信、以及其他高频电子设备课程打下坚

实的电磁理论基础，在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掌握电磁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 

2.理解电磁场与电磁波的传播特点与演变规律； 

（二）能力 

3.能够进行电磁场和电磁波的分析与计算； 

4.能够运用电磁场知识解决工程应用问题； 

（三）素养 

5.提升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锻炼终身学习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电子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

子类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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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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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电子信息

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跨

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5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矢量分析与场论 6  6 

第二章 静电场和恒定电场 6  6 

第三章 边值问题的解法 3  3 

第四章 恒定电流的磁场 6  3 

第五章 时变电磁场与电磁波 9  6 

第六章 平面电磁波 9  6 

第七章 传输线 6  6 

第十章 无线信道、电磁干扰与电磁兼容 3  6 

合 计 48 0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 1、2、5 

无线电及电

磁场理论的

发展 

强化“科技强国、创

新兴邦”的理念，鼓

励学生要勇于创新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2 矢量分析与场论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3 

电场强度、点位函

数、静电场基本方

程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4 

 电介质极化、介

质中的场方程、边

界条件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3 

5 边值问题的解法 1、2、3、5 边界问题 培养边界意识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6 
恒定磁场的基本

方程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7 

介质中的场方程、

恒定磁场的边界

条件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8 
麦克斯韦方程及

边界条件 
1、2、3、4、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9 
坡印廷定理与坡

印廷矢量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0 时谐电磁场 1、2、3、4、5 时变电磁场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1 
无耗媒质中的均

匀平面波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2 
电磁波的极化、色

散及群速度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3 

均匀平面波对平

面边界的垂直及

斜入射 

1、2、3、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4 
均匀传输线的分

析 
1、2、3、4、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5 
均匀传输线的等

效 
1、2、3、4、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6 
无线信道、电磁干

扰与电磁兼容 
1、2、4、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表现（30%） 
线上作业、课堂任务、讨

论等 
1、2、3、4、5 

期末（70%%

�Ã 1�Ã1�Ã1�Ã1�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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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电磁场与电磁波》 郭辉萍等 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



 5 

三明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可编程控制器 课程代码 064003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林春日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5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电路分析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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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素养 

7.提升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锻炼终身学习能力 

8.锻炼创新精神，加强团队精神及合作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电子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

子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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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课程目标 4、5、6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信

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 4、5 

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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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5、6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跨

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7、8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 1章 西门子 S7-200 PLC介绍 1 0.5 2.5 

第 2章 编程及仿真软件的使用 3 2.5 6.5 

第 3章 功能指令预备知识 2 1 4 

第 4章 基本指令系统 4 2 8 

第 5章 传送与比较指令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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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数值运算指令 3 1 5 

第 8章 数据处理指令 2 1 4 

第 9章 移位指令 3 1 5 

第 10章 高速计数指令 2 1 4 

第 11章 运动控制指令 2 1 5 

第 12章 通信指令及协议库 2 1 4 

第 13章 时钟及 PID指令 2 1 5 

第 14章 配方及数据记录 1 1 2 

合 计 32 16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概述，PLC介绍 1、2、7、8 

软件发展对

国力的重要

性 

强化“科技强国、创

新兴邦”的理念，鼓

励学生要勇于创新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2 
PLC工作模式工作

及过程 
1、2、7、8 

矩阵和数组

运算符的细

微区别 

树立严谨细致的工

作作风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3 

STEP7-Micro/WIN

的使用、编译、下

载 

1、2、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4 

S7-200仿真软件

简介、使用 编程

语言简介、使用 

1、3、7、8   

讲授、实作

学习、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 

5 

PLC梯形图编程、

语句表、功能图编

程使用 

1、3、7、8 
循环语句，

科学思维 

提升抽象思维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6 

PLC控制程序流的

常用指令，函数文

件和局部变量使

用、阶段小测1 

1、3、7、8 

函数结构化

的程序设计

和调用 

加强团队精神及合

作能力 

讲授、实作

学习、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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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LC直接寻址、间

接寻址、I/O寻址

使用方式 

1、3、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8 

数值运算指令、数

据处理指令 

、阶段小测2 

1、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9 

基本指令系统_计

数器、传送指令、

比较器指令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0 

PLC过程控制指令

_程序结构与流程 

、阶段小测3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1 
PLC过程控制指令

_中断服务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2 
PLC移位指令、高

速计数指令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3 
PLC运动控制指令 

、阶段小测4 
1、5、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4 
通信指令及协议

库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5 时钟及PID指令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6 
配方及数据记录、

阶段小测5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课堂表现（30%） 单元测验、阶段小测等 1、2、3、4、5、6、7、8 

课后学习（10%） 
课堂任务、课后习作、练

习等 
1、2、3、4、5、6、7、8 

实验实习（30%） 
实验练习施作、期末实务

测试 
1、2、3、4、5、6 

期末测试（30%） 纸本笔试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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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西门子s7-200  PLC编程实例精解、韩战涛 编着，电子工业出版社 

参考资料： 

[1]  SIMATIC S7-200 Sysytm Manual ， 

[2]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及应用案例精选，刘华坡 

[3]  S7-200编程及应用，廖常初 

[4]  西门子 S7-200 PLC 编程实例精解，王阿根 编着 

[5]  PLC 系统编程调试维护技术与技巧宝典—西门子 S7-200，张运刚 

J 

教学条件 

需求 

  学校公共机房、实验教室充足，能满足教学要求 

K 

注意事项 

  本课程因涉及电力系统配置，实验课程实施前必须进行“实验实施规范及相关安

全教育”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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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

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

化背景下进行沟通交流。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意识，有不断学习、适

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

的能力。 

课程目标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Unit 1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2  2 

Unit 2 Semiconductor Device 4  4 

Unit 3 Electronic System Components 6  6 

Unit 4 Electronic Circuits  8  8 

Unit 5 Microcomputer and Program Design 4  4 

Unit 6 Communication 4  4 

Unit 7 Electronic Instruments and Measurement 4  4 

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Unit 1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1、2、4 名人名言 
养成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2 

Lesson 3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esson 4 

Moore’s Law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3 

Lesson 5 Resistors, 

Capacitors and 

Inductors  Lesson 6 

Diode 

1、2、4 

挖掘电量单位

中隐含的科学

家事迹，如电感

的单位亨利 

位  

电感的单 

位 

珍惜现在的学习

时光，不负韶华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4 

Lesson 7 Transistor  

Lesson 8 Performance 

Parameter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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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sson 10 Op-amp 

Application  Lesson 

11 Buck-Boost Power 

Stage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6 

Lesson 12 Buck-Boost  

Lesson 13 Flyback 

Power Stage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7 

Lesson 14 

Oscilloscope  Lesson 

15 Function 

Generator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8 

Lesson 17 Ohm’s Law 

Lesson 18 

Kirchhoff’s Laws 

1、2、4 

搜集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

的背后故事 

 

严谨的科学态

度、 不怕困难的

科研精神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9 

Lesson 20 Digital 

Systems Lesson 21 

Logic Gate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0 
Lesson 22 Flip-Flop 

Lesson 23 Wafer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1 

Lesson 26 Universal 

Serial Bus Lesson 27 

MCS-51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2 

Lesson 32 Network 

Lesson 33 Third 

Generation Cellular 

System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3 

Lesson 36 DVD Lesson 

38 PC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4 

Lesson 40 System on PC 

Lesson 41 MATLAB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5 
科技论文写作 

1、3、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问题导向 

16 词汇翻译练习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课堂表现（10%） 口语、实作评价 1、2、3 

阶段小测（10%） 纸笔考试 1、2 

课外作业（10%） 实作评价 2、3 

小组实践（10%） 口语、实作评价 
1、2、3、4 

期末（60%） 纸笔考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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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 冯新宇编著，电子技术专业英语教程（第2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2]张宝玲，樊桂花，吴兰臻：图解电子学辞典（科学出版社） 

[3]爱词霸免费在线查词翻译http://www.iciba.com 

[4]有道免费在线查词翻译http://www.youdao.com 

J 

教学条件 

需求 

1.学校公共多媒体教室充足，能满足教学要求 

2.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通畅稳定，并有企业微信平台，具备开展网络教学条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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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论文、课程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6427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电子系毕设

指导老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6 

开课学期 第七、八学期 总周数 10 总学时 9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毕业设计为电子类专业核心课程，是教学过程极其重要的一个实践环节。电子

科学与技术毕业设计综合应用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以小组合作方式，就实际

电子系统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完成硬件或软件设计，实现相应的解决方案。在设

计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理解政策法规，了解最新的技术和工艺，

为未来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掌握电路、信号和电子系统专业基础知识； 

（二）能力 

2.能够将电子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工程问题； 

3.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并开发解决方案； 

（三）素养 

4.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重视小组沟通和团队合作，并培养创新意识及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子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电子类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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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统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1、2 

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发满足特定

需求的电子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1、3 

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信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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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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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电子系统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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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 课程目标4、5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适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4、5 

E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学时分配 

课题申报及选题 6 

开题答辩 6 

作品实现 56 

中期答辩 6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16 

毕业设计答辩 6 

合 计 96 

 

F 

教学方式 

过程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教学环节与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形式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课题申报及选题 1、2、3、4、5 选题案例 脚踏实地、学术

意思、创新意识 

问题导向学

习 

2 开题答辩 1、2、3、4、5 收集文献 科学精神、问题

意识 

讨论 

3 作品实现 1、2、3、4、5   问题导向学

习 

4 中期答辩 1、2、3、4、5   讨论 

5 撰写毕业设计论

文 

1、2、3、4、5 论文案例、论文

查重 

精益求精、严谨

态度 

问题导向学

习 

6 毕业设计答辩 1、2、3、4、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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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指导教师评定成绩

（40%） 

毕业设计过程中的表现及毕业

论文 
1、2、3、4、5 

论文或设计作品成绩

（20%） 
论文或设计成果 1、2、3、4、5 

答辩小组评定成绩

（40%） 
毕业答辩情况 1、2、3、4、5 

I 

学习参考 

文献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实作评价：论文设计作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2)档案评价：书面报告 

(3)口语评价：口头答辩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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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实习、综合实践、 

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课程代码 06468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电子系毕业

实习指导老

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8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2 总学时 128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通过毕业实习，进一步加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了解社会的需

求和发展，提高学生的理论应用水平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理解及应用专业伦理，

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点，培养沟通及团队合作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电子专业理论知识； 

（二）能力 

2.能够将电子专业工程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实践问题中； 

3.掌握电子专业实用技能； 

（三）素养 

4.重视社会责任，尊重多元观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养成团队合作的习惯，并培养创新意识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电子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电子系统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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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系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课程目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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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

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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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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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

责任。 

课程目标4、5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中承担

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课程目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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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4、5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

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4、5 

E 

教学内容 

实习（实践）项目 实习地点 周数分配 

（一）实习方式 

毕业实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若学生联系

不到合适的实习地点，由学院统一安排到对口企业实

习。 

（二）实习日记 

实习日记应详细记录当天的实习情况，也是学生知识

积累的一种方式。学生根据实习大纲的基本要求，每

天认真记录当天的实习情况，具体应做到： 

1．日记中应详细记录当天的实习内容、心得体会以及

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与看法； 

2．根据每天的实习情况，认真做好各种资料的积累、

整理工作，包括听讲座、情况介绍的笔记、有关资料

等。 

3．日记应做到字迹端正、语句通顺，简单明了。 

相关对口企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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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报告 

整个实习结束后，学生应根据毕业实习大纲的基本要

求，对实习全过程进行认真地总结回顾，并写出完整

的书面报告，实习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实习概况 

包括实习时间、地点、实习单位、参观学习的工程或

单位的基本情况。 

2．实习主要内容 

3．心得体会 

报告中应写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态度、实习表现和

主要体会与收获，写出认识与想法，对本次实习提出

意见，对今后实习提出建议。 

 

合 计 12 

F 

教学方式 

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习（实践）项目 
支撑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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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教学大纲 

 

 

 

 

开课单位：机电工程学院 

适用年级：2019、2020 

 

 

二○二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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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信息论与编码 课程代码 06458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武维疆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5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光纤通信原理》 

 

 

B 

课程描述 

《信息论与编码》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其任务是讨论信

息论与编码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一个通讯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将

携带着信息的讯号由传送端透过通信通道传至目的地。课程内容包括了数字通信系

统模型，信息熵，信道容量，信号源编码，信道编码等。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掌握信息熵，信道容量理论基础。 

2.掌握信号源编码技术； 

3.了解信道编码技术。 

（二）能力 

4.掌握MATLAB在信息论与编码领域仿真分析的基本编程技巧 

5.能够运用所学了解信息论与编码相关技术。 

6.能够应用所学分析并解决信息论与编码的问题 

（三）素养 

7.提升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锻炼终身学习能力 

8.锻炼创新精神，加强团队精神及合作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用

于解决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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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电子信息复

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4,5,6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信

课程目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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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

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

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 4,5,6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跨

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 7,8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1章 数字通信系统模型 2 0 4 

第2章 信息论与编码论概论与应用 6 2 10 

第3章 概率论 4 1 7 

第4章 信息熵 4 4 10 

第5章 信号源编码 4 3 9 

第6章 信道容量 4 4 10 

第7章 信道编码 8 2 14 

合 计 32 16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数字通信系统模

型 
1、2、7、8 

软件发展对

国力的重要

性 

强化“科技强国、创

新兴邦”的理念，鼓

励学生要勇于创新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2 
信息论与编码论

概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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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概率论 1、3、7、8  
提升抽象思维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6 
离散序列信道及

其容量 
1、3、7、8 

强化科学思

维 
 

讲授、实作

学习、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 

7 
信道编码(1) 线

性分组码 
1、3、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8 
信道编码(1) 线

性分组码 
1、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9 
纠错码的基本思

路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0 
信道编码与差错

控制系统 
1、4、7、8 

数字通信发

展对国力的

重要性 

加强团队精神及合

作能力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1 
信道编码(2) 重

复码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2 
信道编码(2) 重

复码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3 
信道编码(3) 循

环码 
1、5、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4 
信道编码(3) 循

环码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5 
信道编码(4) 卷

积码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6 
信道编码(4) 卷

积码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验报告成绩（15%） 
单元测验、线上作业、书

面报告等 
1、2、3、4、5、6、7、8 

课堂表现与课后作业

（25%） 
课堂任务、书面报告等 1、2、3、4、5、6、7、8 

期末与期中考（60%） 笔试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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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曹雪虹 张宗橙 编着,信息论与编码, 第3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 

[1]  Masoud Salehi and John G. Proaki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Systems 

using MATLAB,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2] Simon Haykin, Communication Systems, 4th edition, Wiley, 2004. 

[3] Bernard Sklar, Digital Communications, 2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1. 

[4] 武维疆编着, 讯号、系统、与通讯原理,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7/9 

J 

教学条件 

需求 
能满足教学要求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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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音处理技术 课程代码 06466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高忠坚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5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64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字信号处理》 

后续：《数字图像处理》 

B 

课程描述 

旨在引领学生掌握语音信号处理的基础知识（目的），通过语音信号数字建模、短时时频域

分析、同态处理、线性预测分析及矢量量化(历程)，掌握语音信号的短时时频域特征，并就

实际语音信号建立短时模型（结果）。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语音发声基本模型； 

2.理解语音信号处理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原理； 

3.理解语音信号的同态参数和线性预测原理； 

（二）能力 

4.能应用matlab软件分析语音信号的时、频域特征； 

5.评价语音信号分析结果； 

6.设计简单的数字系统模型合成语音； 

（三）素养 

7.重视人文关怀，团队协作，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 

8.养成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习惯，勇于质疑，学以致用，学术诚信； 

9.坚定社会主核心价值观。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

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科学精神、

人文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目标 7、8、9 

2.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子信息复杂

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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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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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课程目标 4、5、6 

 

5.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

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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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4、5、6 

13.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

学习、适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 7、8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语音信号处理概论 3  3 

第二章 语音信号数字模型 6  6 

第三章 语音信号短时时域分析 15 2 17 

第四章 语音信号短时频域分析 6 2 8 

第五章 语音信号的同态处理 3 3 6 

第六章 语音信号的线性预测分析 6 3 9 

第七章 语音信号的矢量量化 3 3 6 

第八章 语音编码和语音合成 3 3 6 

第九章 语音识别和说话人识别 3  3 

合 计 48 16 64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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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音信号短时平均能量、
平均幅度 

3、4、5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6 语音信号短时平均过零率 3、4、5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7 语音信号短时自相关 4、5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8 
语音信号端点检测、基音
周期 

3、4、5、7 人文关怀 

重视人文关怀，
团队协作，绿色
设计与可持续

发展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9 
语音信号短时傅立叶变换
及采样率 

4、5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0 
语音信号模型的广义叠
加、同态系统 

4、5、6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1 
语音信号的倒谱和复倒谱
原理 

4、5、6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2 线性预测原理 4、5、6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3 LPC方程和线性预测 4、5、6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4 矢量量化原理 4、5、6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5 语音合成原理 1、5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16 整门课程知识概述 
1、2、3、4、5、

6、8 
终身学习 

养成自主学习
与终身学习习
惯，勇于质疑，
学以致用，科研

诚信 

讲授、问题导向
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40%） 

考勤：基本分5分，迟到或
缺席1次扣1分，直至扣完；
书面作业，基本分10分，
缺1次扣3分，直至扣完；
上课问题回答，正确1次加
1分，最多为5分；平常小
测，按总平均后折为20分
计。 

1、2、3、4、5、6、7、8、9 

实验（20%） 

评量学生实验报告的撰写
能力，实验现象，数据分
析和处理能力，评量学生
对实验的体会总结，解答
问题的能力，按照等级给
出成绩。 

1、2、3、4、5、6、7、8、9 

期末（40%） 依试卷评分标准 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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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数字语音处理及MATLAB 仿真》，张雪英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 

参考书籍： 

1.《语音信号处理》，赵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2.《数字语音处理理论与应用》，Lawrence R. Rabiner，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安全的活动场地，投影机，数字信号处理实验台，配套的仪器仪表。 

K 

注意事项 
无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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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英语 课程代码 06421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王小燕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传感

器原理及应用》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B 

课程描述 

专业英语是电子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属于技能性课程，其性质与要求与

大学英语通用英语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专业词汇比较多，表达方式相对固定，比较

书面化。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阅读和翻译电子类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熟悉电

子类专业英语基本特点，能借助词典较准确地翻译中等难度的电子类专业英语文献

资料。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掌握常用电子专业词汇的翻译与使用 

（二）能力 

2.能借助词典较熟练地阅读和翻译电子专业中等难度的英文文献 

3.能较准确地完成论文英文摘要的撰写 

（三）素养 

4.提高批判思维能力，锻炼终身学习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电子专业知识

用于解决电子类复杂工程

问题。 

课程目标1 

沟通 

能够就电子信息复杂工程

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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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背景下进行沟通交流。 

课程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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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意识，有不断学习、适

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

的能力。 

课程目标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Unit 1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2  2 

Unit 2 Semiconductor Device 4  4 

Unit 3 Electronic System Components 6  6 

Unit 4 Electronic Circuits  8  8 

Unit 5 Microcomputer and Program Design 4  4 

Unit 6 Communication 4  4 

Unit 7 Electronic Instruments and Measurement 4  4 

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论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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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sson 12 Buck-Boost  

Lesson 13 Flyback 

Power Stage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7 

Lesson 14 

Oscilloscope  Lesson 

15 Function 

Generator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8 

Lesson 17 Ohm’s Law 

Lesson 18 

Kirchhoff’s Laws 

1、2、4 

搜集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

的背后故事 

 

严谨的科学态

度、 不怕困难的

科研精神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9 

Lesson 20 Digital 

Systems Lesson 21 

Logic Gate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0 
Lesson 22 Flip-Flop 

Lesson 23 Wafer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1 

Lesson 26 Universal 

Serial Bus Lesson 27 

MCS-51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2 

Lesson 32 Network 

Lesson 33 Third 

Generation Cellular 

System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3 

Lesson 36 DVD Lesson 

38 PC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4 

Lesson 40 System on PC 

Lesson 41 MATLAB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15 
科技论文写作 

1、3、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问题导向 

16 词汇翻译练习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课堂表现（10%） 口语、实作评价 1、2、3 

阶段小测（10%） 纸笔考试 1、2 

课外作业（10%） 实作评价 2、3 

小组实践（10%） 口语、实作评价 
1、2、3、4 

期末（60%） 纸笔考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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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 冯新宇编著，电子技术专业英语教程（第2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2]张宝玲，樊桂花，吴兰臻：图解电子学辞典（科学出版社） 

[3]爱词霸免费在线查词翻译http://www.iciba.com 

[4]有道免费在线查词翻译http://www.youdao.com 

J 

教学条件 

需求 

1.学校公共多媒体教室充足，能满足教学要求 

2.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通畅稳定，并有企业微信平台，具备开展网络教学条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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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论文、课程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6427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电子系毕设

指导老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6 

开课学期 第七、八学期 总周数 10 总学时 9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毕业设计为电子类专业核心课程，是教学过程极其重要的一个实践环节。电子

信息工程毕业设计综合应用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以小组合作方式，就实际电

子信息系统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完成硬件或软件设计，实现相应的解决方案。在

设计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理解政策法规，了解最新的技术和工

艺，为未来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掌握电路、信号和电子信息系统专业基础知识； 

（二）能力 

2.能够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工程问题； 

3.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并开发解决方案； 

（三）素养 

4.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重视小组沟通和团队合作，并培养创新意识及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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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1、2 

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发满足特定

需求的电子信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设

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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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信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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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1、3 

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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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 课程目标4、5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适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4、5 

E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学时分配 

课题申报及选题 6 

开题答辩 6 

作品实现 56 

中期答辩 6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16 

毕业设计答辩 6 

合 计 96 

 

F 

教学方式 

过程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教学环节与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形式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课题申报及选题 1、2、3、4、5 选题案例 
脚踏实地、学术

意思、创新意识 

问题导向学

习 

2 开题答辩 1、2、3、4、5 收集文献 
科学精神、问题

意识 
讨论 

3 作品实现 1、2、3、4、5   
问题导向学

习 

4 中期答辩 1、2、3、4、5   讨论 

5 
撰写毕业设计论

文 
1、2、3、4、5 

论文案例、论文

查重 

精益求精、严谨

态度 

问题导向学

习 

6 毕业设计答辩 1、2、3、4、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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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指导教师评定成绩

（40%） 

毕业设计过程中的表现及毕业

论文 
1、2、3、4、5 

论文或设计作品成绩

（20%） 
论文或设计成果 1、2、3、4、5 

答辩小组评定成绩

（40%） 
毕业答辩情况 1、2、3、4、5 

I 

学习参考 

文献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实作评价：论文设计作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2)档案评价：书面报告 

(3)口语评价：口头答辩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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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实习、综合实践、 

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课程代码 06468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电子系毕业

实习指导老

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8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2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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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

信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

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

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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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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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

责任。 

课程目标4、5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中承担

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课程目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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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4、5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

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4、5 

E 

教学内容 

实习（实践）项目 实习地点 周数分配 

（一）实习方式 

电子信息工程毕业实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

式，若学生联系不到合适的实习地点，由学院统一安

排到对口企业实习。 

（二）实习日记 

实习日记应详细记录当天的实习情况，也是学生知识

积累的一种方式。学生根据实习大纲的基本要求，每

天认真记录当天的实习情况，具体应做到： 

1．日记中应详细记录当天的实习内容、心得体会以及

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与看法； 

2．根据每天的实习情况，认真做好各种资料的积累、

整理工作，包括听讲座、情况介绍的笔记、有关资料

等。 

3．日记应做到字迹端正、语句通顺，简单明了。 

相关对口企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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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报告 

整个实习结束后，学生应根据毕业实习大纲的基本要

求，对实习全过程进行认真地总结回顾，并写出完整

的书面报告，实习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实习概况 

包括实习时间、地点、实习单位、参观学习的工程或

单位的基本情况。 

2．实习主要内容 

3．心得体会 

报告中应写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态度、实习表现和

主要体会与收获，写出认识与想法，对本次实习提出

意见，对今后实习提出建议。 

 

合 计 12 

 

F 

教学方式 

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习（实践）项目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实习动员 1、2、3、4、5 安全生产 纪律性、安全性 讲授 

2 企业现场实习 1、2、3、4、5 脚踏实地 
问题意识、严谨

态度 
实作学习 

3 实习总结 1、2、3、4、5 实习日记 学会总结 讨论座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习表现（20%） 
遵守相关纪律，服从实习导师

安排 
1、2、3、4、5 

实习日记（40%） 实习日记完成时间及质量 1、2、3、4、5 

实习报告（40%） 实习报告完成时间及质量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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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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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信息论与编码 课程代码 06507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武维疆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64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光纤通信原理》 

 

 

B 

课程描述 

《信息论与编码》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其任务是讨论信

息论与编码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一个通讯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将

携带着信息的讯号由传送端透过通信通道传至目的地。课程内容包括了数字通信系

统模型，信息熵，信道容量，信号源编码，信道编码等。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掌握信息熵，信道容量理论基础。 

2.掌握信号源编码技术； 

3.了解信道编码技术。 

（二）能力 

4.掌握MATLAB在信息论与编码领域仿真分析的基本编程技巧 

5.能够运用所学了解信息论与编码相关技术。 

6.能够应用所学分析并解决信息论与编码的问题 

（三）素养 

7.提升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锻炼终身学习能力 

8.锻炼创新精神，加强团队精神及合作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用

于解决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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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电子信息复

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4,5,6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信

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

课程目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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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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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4,5,6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跨

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 7,8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1章 数字通信系统模型 4 0 4 

第2章 信息论与编码论概论与应用 8 2 10 

第3章 概率论 6 1 7 

第4章 信息熵 6 4 10 

第5章 信号源编码 6 3 9 

第6章 信道容量 6 4 10 

第7章 信道编码 12 2 14 

合 计 48 16 64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数字通信系统模

型 
1、2、7、8 

软件发展对

国力的重要

性 

强化“科技强国、创

新兴邦”的理念，鼓

励学生要勇于创新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2 
信息论与编码论

概论与应用 
1、2、7、8 

强化科学思

维 

树立严谨细致的工

作作风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3 
离散无记忆信源

的序列熵 
1、2、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4 信息熵 1、3、7、8   

讲授、实作

学习、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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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概率论 1、3、7、8  
提升抽象思维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6 
离散序列信道及

其容量 
1、3、7、8 

强化科学思

维 
 

讲授、实作

学习、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 

7 
信道编码(1) 线

性分组码 
1、3、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8 
信道编码(1) 线

性分组码 
1、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9 
纠错码的基本思

路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0 
信道编码与差错

控制系统 
1、4、7、8 

数字通信发

展对国力的

重要性 

加强团队精神及合

作能力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1 
信道编码(2) 重

复码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2 
信道编码(2) 重

复码 
1、4、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3 
信道编码(3) 循

环码 
1、5、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4 
信道编码(3) 循

环码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5 
信道编码(4) 卷

积码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16 
信道编码(4) 卷

积码 
1、5、6、7、8   

讲授、实作

学习、问题

导向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验报告成绩（15%） 
单元测验、线上作业、书

面报告等 
1、2、3、4、5、6、7、8 

课堂表现与课后作业

（25%） 
课堂任务、书面报告等 1、2、3、4、5、6、7、8 

期末与期中考（60%） 笔试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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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曹雪虹 张宗橙 编着,信息论与编码, 第3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 

[1]  Masoud Salehi and John G. Proaki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Systems 

using MATLAB,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2] Simon Haykin, Communication Systems, 4th edition, Wiley, 2004. 

[3] Bernard Sklar, Digital Communications, 2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1. 

[4] 武维疆编着, 讯号、系统、与通讯原理,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7/9 

J 

教学条件 

需求 

能满足教学要求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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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音处理技术 课程代码 06507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高忠坚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64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字信号处理》 

后续：《数字图像处理》 

B 

课程描述 

旨在引领学生掌握语音信号处理的基础知识（目的），通过语音信号数字建模、

短时时频域分析、同态处理、线性预测分析及矢量量化(历程)，掌握语音信号的短时

时频域特征，并就实际语音信号建立短时模型（结果）。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语音发声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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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

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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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4、5、6 

13.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

学习、适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 7、8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语音信号处理概论 3  3 

第二章 语音信号数字模型 6  6 

第三章 语音信号短时时域分析 15 2 17 

第四章 语音信号短时频域分析 6 2 8 

第五章 语音信号的同态处理 3 3 6 

第六章 语音信号的线性预测分析 6 3 9 

第七章 语音信号的矢量量化 3 3 6 

第八章 语音编码和语音合成 3 3 6 

第九章 语音识别和说话人识别 3  3 

合 计 48 1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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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语音信号短时自相关 4、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8 
语音信号端点检测、基音
周期 

3、4、5、7 人文关怀 

重视人文关怀，
团队协作，绿色
设计与可持续

发展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9 
语音信号短时傅立叶变换
及采样率 

4、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0 
语音信号模型的广义叠
加、同态系统 

4、5、6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1 
语音信号的倒谱和复倒谱
原理 

4、5、6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2 线性预测原理 4、5、6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3 LPC方程和线性预测 4、5、6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4 矢量量化原理 4、5、6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5 语音合成原理 1、5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16 整门课程知识概述 
1、2、3、4、5、

6、8 
终身学习 

养成自主学习
与终身学习习
惯，勇于质疑，
学以致用，科研

诚信 

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40%） 

考勤：基本分5分，迟到或
缺席1次扣1分，直至扣完；
书面作业，基本分10分，
缺1次扣3分，直至扣完；
上课问题回答，正确1次加
1分，最多为5分；平常小
测，按总平均后折为20分
计。 

1、2、3、4、5、6、7、8、
9 

实验（20%） 

评量学生实验报告的撰写
能力，实验现象，数据分
析和处理能力，评量学生
对实验的体会总结，解答
问题的能力，按照等级给
出成绩。 

1、2、3、4、5、6、7、8、

9 

期末（40%） 依试卷评分标准 
1、2、3、4、5、6、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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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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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英语 课程代码 06421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王小燕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传感

器原理及应用》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B 

课程描述 

专业英语是电子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属于技能性课程，其性质与要求与

大学英语通用英语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专业词汇比较多，表达方式相对固定，比较

书面化。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阅读和翻译电子类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熟悉电

子类专业英语基本特点，能借助词典较准确地翻译中等难度的电子类专业英语文献

资料。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掌握常用电子专业词汇的翻译与使用 

（二）能力 

2.能借助词典较熟练地阅读和翻译电子专业中等难度的英文文献 

3.能较准确地完成论文英文摘要的撰写 

（三）素养 

4.提高批判思维能力，锻炼终身学习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电子专业知识

用于解决电子类复杂工程

问题。 

课程目标1 

沟通 

能够就电子信息复杂工程

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课程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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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

或回应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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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意识，有不断学习、适

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

的能力。 

课程目标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Unit 1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2  2 

Unit 2 Semiconductor Device 4  4 

Unit 3 Electronic System Components 6  6 

Unit 4 Electronic Circuits 8  8 

Unit 5 Microcomputer and Program Design 4  4 

Unit 6 Communication 4  4 

Unit 7 Electronic Instruments and Measurement 4  4 

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Unit 1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1、2、4 名人名言 
养成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2 

Lesson 3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esson 4 

Moore’s Law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3 

Lesson 5 Resistors, 

Capacitors and 

Inductors  Lesson 6 

Diode 

1、2、4 

挖掘电量单位

中隐含的科学

家事迹，如电感

的单位亨利 

位  

电感的单 

位 

珍惜现在的学习

时光，不负韶华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4 

Lesson 7 Transistor  

Lesson 8 Performance 

Parameters 

1、2、4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分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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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 冯新宇编著，电子技术专业英语教程（第2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2]张宝玲，樊桂花，吴兰臻：图解电子学辞典（科学出版社） 

[3]爱词霸免费在线查词翻译http://www.iciba.com 

[4]有道免费在线查词翻译http://www.youdao.com 

J 

教学条件 

需求 

1.学校公共多媒体教室充足，能满足教学要求 

2.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通畅稳定，并有企业微信平台，具备开展网络教学条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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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专业课程论文、课程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6427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电子系毕设

指导老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6 

开课学期 第七、八学期 总周数 10 总学时 9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毕业设计为电子类专业核心课程，是教学过程极其重要的一个实践环节。电子

信息工程毕业设计综合应用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以小组合作方式，就实际电

子信息系统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完成硬件或软件设计，实现相应的解决方案。在

设计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理解政策法规，了解最新的技术和工

艺，为未来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掌握电路、信号和电子信息系统专业基础知识； 

（二）能力 

2.能够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工程问题； 

3.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并开发解决方案； 

（三）素养 

4.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重视小组沟通和团队合作，并培养创新意识及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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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1、2 

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发满足特定

需求的电子信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够在设

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1、3 

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信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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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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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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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 课程目标4、5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适应发展和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4、5 

E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学时分配 

课题申报及选题 6 

开题答辩 6 

作品实现 56 

中期答辩 6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16 

毕业设计答辩 6 

合 计 96 

F 

教学方式 

过程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教学环节与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形式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课题申报及选题 1、2、3、4、5 选题案例 脚踏实地、学术

意思、创新意识 

问题导向学

习 

2 开题答辩 1、2、3、4、5 收集文献 科学精神、问题

意识 

讨论 

3 作品实现 1、2、3、4、5   问题导向学

习 

4 中期答辩 1、2、3、4、5   讨论 

5 撰写毕业设计论

文 

1、2、3、4、5 论文案例、论文

查重 

精益求精、严谨

态度 

问题导向学

习 

6 毕业设计答辩 1、2、3、4、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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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指导教师评定成绩

（40%） 

毕业设计过程中的表现及毕业

论文 
1、2、3、4、5 

论文或设计作品成绩

（20%） 
论文或设计成果 1、2、3、4、5 

答辩小组评定成绩

（40%） 
毕业答辩情况 1、2、3、4、5 

I 

学习参考 

文献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实作评价：论文设计作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2)档案评价：书面报告 

(3)口语评价：口头答辩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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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专业毕业实习、综合实践、 

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课程代码 06548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电子系毕业

实习指导老

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8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2 总学时 128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通过毕业实习，进一步加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了解社会的需

求和发展，提高学生的理论应用水平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理解及应用专业伦理，

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点，培养沟通及团队合作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理论知识； 

（二）能力 

2.能够将电子信息工程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实践问题中； 

3.掌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实用技能； 

（三）素养 

4.重视社会责任，尊重多元观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养成团队合作的习惯，并培养创新意识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

用于解决电子信息复杂工程问

题。 

课程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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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信息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课程目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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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

信息系统、组件和制程，并能

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工程创新意

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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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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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

责任。 

课程目标4、5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中承担

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课程目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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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4、5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和

跨学科拓展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4、5 

E 

教学内容 

实习（实践）项目 实习地点 周数分配 

（一）实习方式 

电子信息工程毕业实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

式，若学生联系不到合适的实习地点，由学院统一安

排到对口企业实习。 

（二）实习日记 

实习日记应详细记录当天的实习情况，也是学生知识

积累的一种方式。学生根据实习大纲的基本要求，每

天认真记录当天的实习情况，具体应做到： 

1．日记中应详细记录当天的实习内容、心得体会以及

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与看法； 

2．根据每天的实习情况，认真做好各种资料的积累、

整理工作，包括听讲座、情况介绍的笔记、有关资料

等。 

3．日记应做到字迹端正、语句通顺，简单明了。 

相关对口企业 12 



18 

 

（三）实习报告 

整个实习结束后，学生应根据毕业实习大纲的基本要

求，对实习全过程进行认真地总结回顾，并写出完整

的书面报告，实习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实习概况 

包括实习时间、地点、实习单位、参观学习的工程或

单位的基本情况。 

2．实习主要内容 

3．心得体会 

报告中应写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态度、实习表现和

主要体会与收获，写出认识与想法，对本次实习提出

意见，对今后实习提出建议。 

合 计 12 

 

F 

教学方式 

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习（实践）项目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实习动员 1、2、3、4、5 安全生产 纪律性、安全性 讲授 

2 企业现场实习 1、2、3、4、5 脚踏实地 
问题意识、严谨

态度 
实作学习 

3 实习总结 1、2、3、4、5 实习日记 学会总结 讨论座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习表现（20%） 
遵守相关纪律，服从实习导师

安排 
1、2、3、4、5 

实习日记（40%） 实习日记完成时间及质量 1、2、3、4、5 

实习报告（40%） 实习报告完成时间及质量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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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3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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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习、综合实践、 

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课程代码 06468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颜慧贤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8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2周 总学时 192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物理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设

计CAD、光电子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单片机原理

与应用、液晶与LED显示技术、光电探测与系统等。 

后续：毕业设计（论文） 

 

 

B 

课程描述 

 

毕业实习是学生在完成教学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之后，即将进入

毕业设计之前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毕业实习，深入企业进行

实践性课题项目和生产实践，进一步开阔思路，获取更多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新知识，积累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和完善专业知识。 

2.理解所学专业理论，并充分与实践结合。 

二、能力 

3.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素养 

4.实习学习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养成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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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2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分析和

解决光电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 

课程目标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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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2、3 

4 

能够设计针对光电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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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4、5 

6 

能够针对光电工程领域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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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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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3 

E 

教学内容 

实习（实践）项目 实习地点 周数/学时分配 

毕业实习要求及注意事项 校内 2 

企业实践 企业 184 

实习答辩与考核 企业 6 

合 计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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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习（实践）项目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毕业实习要求及

注意事项 

课程目标1、2、

3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爱

国精神、大国

自信、工程伦

理 

讲授 

2 分配实习任务 课程目标2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爱

国精神、大国

自信、工程伦

理 

讲授 

3 实习过程管理 课程目标2 企业文化 

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正是

“工匠精神”

的体现 

实训 

4 
实习答辩与考核 

 

 

课程目标2、3   实训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70%） 

1． 1.出勤率 20：基本分 18分，

缺课、迟到、请假、聊天，每

次各酌情扣分 0.5至 1分。 

2． 2.实习过程中的态度 10：基本

分 8分，讨论评价、提出创意

问题。每次酌情加分 0.5至 1

分。 

 

课程目标1、3、4、5 

答辩（30%） 

3． 1.实习总结（包括实习报告

等）。 

4． 2.毕业实习汇报。 

课程目标2、3、4、5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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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教学条件 

需求 

实习企业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6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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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专业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6427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专业教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6 

开课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0 总学时 160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物理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设

计CAD、光电子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单片机原理

与应用、液晶与LED显示技术、光电探测与系统等。 

后续：无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观察和发现问题,确定

选题, 整理文献资料,分析、论证和解决法学理论以及各部门法实际问题

的能力,以及 培养学生尊重学术规范的习惯。本课程将通过集中讲授观察

和发现以及论文选题 的确定、文献综述、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论文格

式和体例、引证规范和要求, 通过学院和学科的组织,以及教师和学生一

对一的指导、分组答辩、合议评定成绩等,来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学生综合运用光电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掌握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 

（二）能力 

3.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处理数据和信息

的能力。 

4. 培养提出论点、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 

（三）素养 

5.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6.端正学习态度，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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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2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分析和

解决光电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 

课程目标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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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2、3 

4 能够设计针对光电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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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 

6 能够针对光电工程领域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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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3、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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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3、5、6 

E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学时分配 

介绍毕业设计的目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分配毕业

设计课题 
4 

文献资料收集 4 

开题答辩 8 

中期答辩 6 

课题设计、论文撰写 64 

毕业答辩 8 

提交毕业论文材料 4 

合 计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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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过程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教学环节与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形式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介绍毕业设计的

目的、内容、步

骤和方法 

课程目标1、2、

3、4、5、6 
光电发展史 

培养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与文化认

同感 

讲授 

2 
分配毕业设计课

题 
课程目标2 

能力培养-

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爱国精

神、大国自信、工

程伦理 

讲授 

3 开题答辩 课程目标2、3   讲授 

4 中期答辩 课程目标2、3   自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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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学习参考 

文献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实作评价：论文设计作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2)档案评价：书面报告 

(3)口语评价：口头答辩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6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课程教学大纲 

开课单位：机电工程学院 

适用年级：2019、2020 

二○二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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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控制工程基础 课程代码 06405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罗文彬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1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工学》、《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后续课程：《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机床数控技术》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机械类、机电类、自动化、电子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它是一门跨控制论和机械电子工程学科的多科学性边缘学科，应用范围极其广泛。 

它为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机械系统的动力学分析、机器及仪器仪表等的精确

度和工作适应性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它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线性控制系

统理论的数学原理和分析方法，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控制工程基础的基本原理，能够将其用于机械工程问题的建模和求解过程。

K2-1 

（二）能力 

2.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识别和判断复杂机械工程

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参数。A3-1 

3.掌握工程相关力学、电工学领域测量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相关实用技术。K5-2 

（三）素养 

4．充分认识到机械工程领域的快速发展，养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以适

应实际工作中的各种任务。Q13-1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2工程知识 

K2-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能够将其用于机械工程问题的建模

和求解过程。 

课程目标



3 

 

3 
2.2拉普拉斯变换

及反变换 
1、2 

引入拉氏变换方

法 

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

作风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4 

2.2拉普拉斯变换

及反变换 

2.3传递函数及基

本环节的传递函

数 

1、2   

讲授、实作学

习、讨论、问

题导向学习 

5 
2.4框图及其简化 

2.4.3梅逊公式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6 

2.4.3梅逊公式 

3.1控制系统的时

间响应及性能指

标 

1、2   

讲授、实作学

习、讨论、问

题导向学习 

7 

3.2一阶系统的时

域分析 

3.3.1二阶系统的

数学模型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8 

3.3二阶系统的时

域分析 

3.4高阶系统的时

域分析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9 

3.5稳定性及其

劳斯稳定判据 

3.6稳态误差分

析与计算 

1、2、3 
分析系统的稳定

性分析 

树立工程设计中，系

统必须是稳定的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10 3.7根轨迹法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11 3.7根轨迹法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12 

4.1频率特性的基

本概念 

4.2频率特性图形

表示法-Nyquist

图 

1、2 

介绍通信及其频

率分析在一战、

二战、冷战中的

历史事件 

树立通信及其频率分

析在军事、民用的重

要性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13 
4.2频率特性图形

表示法-Bode图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14 
4.3几何稳定判据 

4.4相对稳定性 
1、2、3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4 

 

15 

4.5闭环频率特

性 

5.1控制系统的

综合与校正概述 

1、2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16 

5.2基本控制规律

及其PID参数整定 

5.3串联校正 

1、2、3、

4 

分析控制系统的

串联校正 

树立设计控制系统时

要有多次校正的理念 

讲授、实作学

习、问题导向

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学习通作业（15%） 线上作业 1、2、3、4 

考勤签到（5%） 考勤签到  

实验（20%） 验证、综合性实验 1、2、3、4 

期末（60%） 笔试 1、2、3、4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 

《控制工程基础（第4版）》孔祥东 姚成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9第4版 

参考资料： 

《自动控制原理（第二版）》薛安克、彭冬亮、陈雪亭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07年 9月第 2版 

《自动控制原理基础教程（第四版）》胡寿松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7.1第四版 

《自动控制理论》 翁思义 主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1年 4月 

《自动控制原理习题解析》胡寿松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7年 6月第一版 

J 

教学条件 

需求 

1.教室、个人电脑、MATLAB软件； 

2.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通畅稳定，并有企业微信平台，具备开展网络教学条件 

K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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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10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10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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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数学建模 课程代码 06489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梁明杰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修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后，开设此

课程。后续课程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与此有关专业课程。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数学建模》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大

学数学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以实际问题为载体，把数学知识、数学软件

和计算机应用有机结合，容知识性、启发性、实用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特别强调学

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师的引导下，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借助适当的数

学软件，建立数学模型，分析、解决一些经过简化的实际问题。 

本课程设置的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从实际问题出发，建立数学模型，借助计算机，通过学生亲自设计和动手，

体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数学建模中去探索、学习和发现数学规律，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该课程的基本任务是讲授数学建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讲授

一些最常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及软件实现，包括数值计算、优化方法等。以

实际问题为线索，从建立数学模型到借助数学软件求解。 

 

 

 

 

 

 

C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1.知识目标：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思想

和方法。掌握从实际问题出发，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数学知识和计算机软件解决

模型计算问题，从而解决实际问题。 

2.能力目标：掌握把实际问题进行合理假设，建立较好的数学模型的能力。 

3.素质目标： 

3.1 能够了解数学各种模型的趋势、动态以及与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联系；

3.2 能够对数学模型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解决产生研究兴趣； 

3.3 能够利用课程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科学研究问题和相关实际问题。 

3.4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了解数学广泛的应用领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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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A 专业知识 

A1 具备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及专业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1 

A2 具备终身学习、适应发展的

能力； 
课程目标3.1、3.2 

B 实务技能 

B1 具备执行机械工程实务所

需技术、技巧及使用现代工具的

能力； 
课程目标2、3.3 

C 应用创新 

C1 具备发掘、分析、应用研究

成果和解决机械工程技术问题

的能力； 
课程目标3.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数学建模简介 1 0 1 

第二章  MATLAB入门、MATLAB作图 1 1 2 

第三章  初等数学模型（一） 1 0 1 

第四章  初等数学模型（二） 1 0 1 

第五章  线性规划 1 1 2 

第六章  无约束规划 1 1 2 

第七章  非线性规划 1 1 2 

第八章  微分方程 2 1 3 

第九章  最短路问题 1 1 2 

第十章  行遍性问题 1 1 2 

第十一章  数据的统计描述与分析 2 1 3 

第十二章  回归分析 1 1 2 

第十三章  计算机模拟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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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插值 1 1 2 

第十五章  拟合 1 1 2 

第十六章  时间序列分析 2 1 3 

合 计 19 13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高等数学知识

回顾）数学建模

简介 

1、2、3 
行列式发生变化

但值不变 

理解形变

与质不变

的内涵 

结合多媒体讲授 

2 
MATLAB入门、

MATLAB作图 

1、2、3、

3 
  

交流、结合多媒

体讲授、实操 

3 
初等数学模型

（一） 
1、 2、3 

行列式与矩阵都

是由数表生成，

但本质不同 

认识现象

与本质联

系与区别 

交流、结合多媒

体讲授 

4 
初等数学模型

（二） 

1.1、2、

3.1、3.2 

可逆矩阵与不可

逆矩阵的对立关

系 

理解对立

与统一的

关系 

交流、结合多媒

体讲授 

5 线性规划 1、2、3 

《九章算术》中

的解方程组就采

用“直除法”与

现在的矩阵初等

行变换一致 

激发学生

民族自豪

感与责任

感 

结合多媒体讲

授、实操 

6 无约束规划 1、2、3 
矩阵的初等行变

换后秩不变 

理解形变

与质不变

的内涵 

交流、结合多媒

体讲授、实操 

7 非线性规划 1、2、3   
交流、结合多媒

体讲授、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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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学安排 

 

 

 

 

 

 

 

 

 

 

 

G 

教学安排 

 

8 微分方程 1、2、3   
结合多媒体讲

授、实操 

9 最短路问题 1、2、3   
结合多媒体讲

授、实操 

10 行遍性问题 1、2、3   
结合多媒体讲

授、实操 

11 
数据的统计描述

与分析 
1、2、3   

结合多媒体讲

授、实操 

12 回归分析 1、2、3 过程与结果 
相互关系

的绝对性 

交流、结合多媒

体讲授、实操 

13 计算机模拟 1、2 
实际推断原理(小

概率事件) 

勿以善而

不为，勿

恶小而为

之。帮助

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 

问题导向、结合

多媒体讲授、实

操 

14 插值 1、2、3 

  
问题导向、讲授、

实操 

15 拟合 1、2、3 变量之间的关系 

静态与动

态的观点

研究随机

现象，辩

证唯物主

义联系观 

探究式学习、讲

授、实操 

16 时间序列分析 1、2、3   
结 合 多 媒 体 讲

授、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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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作业（45%） 
布置关于现实或具有专业背景

问题的数学建模题目 
课程目标1、2、3 

课堂考勤(5%) 
缺勤一次扣1分，迟到一次扣

0.5分，本项最低为0分 
课程目标3 

期末（50%） 学生参加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1、2、3 

奖励分 

课堂提问或作业中能提出自己

独特观点，或能创造性地解答

同学问题给予奖励分，与除期

末卷面得分之外的分相加不超

过50分。 

课程目标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1] 赵静，但琦.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学习资料： 

[1] 李尚志等.数学建模竞赛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2] 叶其孝.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辅导教材（一、二、三、四），湖南教育出版

社，1998. 

[3] 杨学桢等.数学建模方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4] 袁震东，洪渊，林武忠.数学建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吴翊，吴孟达，成礼智.数学建模的理论与实践，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6] 韩中庚.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7] 吴孟达.数学建模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8] 姜启源等.数学模型，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11. 

[9] 谭忠.数学建模--问题、方法与案例分析（基础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J 

教学条件 

需求 

机房 

K 

注意事项 

本课程的教学主要以讲授案例为主，使学生在一个个案例中逐步掌握数学建模

的一些主要方法，而后对具体的问题，能根据客观事物的性质分析因果关系，在适

当的假设下，利用合适的数学工具得到描述其特征的数学模型，以提高学生应用数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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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2月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2月26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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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测试技术 课程代码 06507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王孝鹏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9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概率与数理统计，电工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

控制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自动化制造系

统，机电控制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B 

课程描述 

《测试技术》课程是一门专业技术基础课，研究对象是机械工程动态测试中常

用的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及记录仪器的工作原理及其静动态特性的评价方法和测

试信号的分析、处理。学生通过学习后具备检测技术工程师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能应

对生产和科研中遇到的测试系统设计以及传感器的选型、调试、数据处理等方面的

问题，初步形成解决科研、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测试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特性、基本类型、基本表述和线性时不变

系统时域分析法、变换域分析法的基础理论；形成较完整的课程知识体系。 

（二）能力 

2.熟练应用连续信号的卷积积分、连续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连续非周期

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以及离散信号的卷积和与 z 变换等计

算方法分析线性时不变系统特性。 

3.灵活应用有关系统的稳定性、频率响应、因果性等工程应用的一些重要结

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提出下一步改进的具体措施。 

（三）素养 

4.注重培养学生熟练的运算能力和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对

本课程基础理论与实践产生研究兴趣，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规范，拥

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

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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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A专业知能 
A1具备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及专业知识

的能力； 
课程目标1 

A专业知能 A2具备终身学习、适应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B实务技能 
B1具备执行机械工程实务所需技术、技巧及

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 
课程目标3 

C应用创新 
C1具备发掘、分析、应用研究成果和解决机械

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绪论 
1  1 

第二章  信号描述及分析 
9  9 

第三章  测试系统的基本特性 
10  10 

第四章  常用传感器 
6 3 9 

第五章  信号变换、调理与记录 
6 3 9 

第六章  现代测试技术 1  1 

第七章  机械振动测试 
5 3 8 

第八章  测试系统案例 
1  1 

合计 39 9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1）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1.0绪论 §2.0 信

号与信息的关系§

2.1 信号的分类与描

述§2.2周期信号与

离散频谱 

1,2 

黄大年重点攻关国家

急需的“地球深部探

测仪器”,这种设备

就 像一只“透视

眼”,它能探清深层

地下的矿产、海底的

隐伏目标, 对国土安

全具有重大价值。 

爱国情怀,甘于

奉献、敬业精

神 

课堂讲授

+实作学

习+问题

导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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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周期信号与离

散频谱§2.3瞬态信

号与连续频谱 

1,2，3 

  

课堂讲授

+实作学

习+问题

导向学习 

3  

§2.4离散傅里叶变

换§2.5随机信号的

基本概念§2.6幅值

域分析 

1,3 

  

4  

§2.7相关分析及其

应用§3.1系统的输

入/输出与系统特性

§3.2测试系统的静

态特性 

1,3 

(1)部分企业环保监

测数据造假,传感器

探头加滤纸或调低灵 

敏度,使监测数据达

标; (2)个别不法商

家通过调整灵敏度生

产七两或八两称,坑

害消费者。 

遵纪守

法、诚实

守信 

 

5  

§3.3系统动态特性

的数学描述及其物理

意义§3.4系统实现

动态测试不失真的频

率响应特性 

1,3 

  

6  

§3.5常见测试系统

的频率响应特性§

3.6测试系统动态特

性的测试 

1,3 

  

7  

§3.7组成测试系统

应考虑的因素§4.1

概述 §4.2电阻传感

器§4.3电容传感器

§4.4电感传感器 

1,3 

我国中高档传感器产

品几乎 100% 从国外

进口,传感器关键技 

术和产品被国外垄断

和禁运。 传感器已上

升至国家战略,传感 

器产业作为战略新兴

产业的重要方向。 

奋发图强,

努力赶超 

8  

§4.5磁电传感器§

4.6压电传感器 §

4.7磁敏传感器§4.8

光纤光栅传感器§

4.9传感器选用的原

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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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1电桥§5.2 信

号的调制解调 
1,3 

西方国家对华禁售高

端仪器。 我国芯片近 

90% 依靠进口,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 2019 

年 1 月华为正式发

布天罡芯片、巴龙 

5000 芯片等产品,展

示了助力 5G 大规模

快速部署的实力。  

强化“科技

强国、创新

兴邦”的理

念 

10  
§5.3 信号的滤波器

§5.4信号记录仪 
1,3 

2018 年年底我国北

斗卫星开始提供全球

服务,现在可以使用

北斗定位系统进行测

试。通过 GPS 授时

实现同时触发测量,

对分布在不同地域的

测试系 统进行同步

信号采集。  

 

增强民族

自豪,感激

发爱国热

情 

课堂讲授

+实作学

习+问题

导向学习 

11  

§6现代测试技术§

7.1概述§7.2振动的

基本知识§7.3振动

的激励§7.4测振传

感器 

1,3 

  

12  

§7.5振动信号分析

仪§7.6振动测试系

统及数据处理实例§

7.7机械结构的固有

频率和阻尼率估计 

1,3,4 

  

13  
§8.测试系统案例，

复习 
1,2,4   

 

 

 

 

 

 

 

 

G 

次别 实践名称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转速测试 1，3   
课 堂 示

范、分组

合作 

2 位移测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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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安排

（2） 

3 振动测试 1，3，4 

高铁的强度、振动、

烟雾等测试， 抽烟

逼停高铁实例。 

我国高铁

研发的锲

而不舍和

“工匠精

神”，文

明乘车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2%） 
作业、视频学习、小设计、单

元测验、阶段小测等 
1、2、3、4 

实验（20%） 实验操作以及实验报告 1、2、3、4 

期末（60%） 纸笔考试 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测试技术，王三武，丁毓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 

2.超星教学平台测试技术课程视频资料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设备、传感器实验台、超星网络教学平台通畅稳定，并有企业微信平

台，具备开展网络教学条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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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1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  1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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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机器人技术基础 课程代码 065073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邱丽梅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0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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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具有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

科学精神、人文修养、职

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

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 

Q1-3：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目标3 

2.工程知识：能够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机械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能够系统地掌握机械设

计、机械制造和自动化控

制的复杂工程应用。 

K2-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能够将其用于机械工程问题的建模

和求解过程。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述机

械复杂系统或者过程以及建立相关

数学模型。 

A2-1：能够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

本概念运用到工程问题（系统或过

程）表述中，进行正确的数学模型

建立，并用于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 

A2-3：具有应用计算机技术求解复

杂机械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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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A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

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

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参

数。 

A3-2：能够运用机械工程基础理论

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 

A3-3：具有对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

设计能力；具有机械传动装置和一

般机械结构的设计能力；具有机械

产品精度设计的能力。 

A3-4：具有机械制图及计算机辅助

设计能力。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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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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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1：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实验方

法和理论。 

K5-4：掌握机械工程领域零部件、

机床等性能的测试原理、测试数据

分析及处理方法。 

A5-1：具有进行科学和工程中基本

实验的能力。 

A5-2：具有制定实验方案、进行实

验、采集数据及结果分析的能力。 

课程目标1 

7.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相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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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1：熟悉和机械相关的技术标

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

规，了解企业管理体系。 

A7-1：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的

经历。 

A7-2：能够客观评价机械设计生产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

化的影响。 

课程目标2 

9.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

感，能够在机械工程领域

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履行责任。 

K9-2：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发展道路及个人责任。 

Q9-2：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集

体主义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课程目标3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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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1：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

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A10-2：能够和团队其他成员进行

有效沟通，并进行合理反应，具有

较好的人际交流能力。 

A10-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和技术交流沟通能力。 

课程目标3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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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1：训练学生通过自主查阅资

料，获取解决机械工程问题的知识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 

Q13-1：充分认识到机械工程领域

的快速发展以及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重要性，以适应实际工作中的

各种任务。 

Q13-2：健康的体质。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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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 1章  绪论 6 0 6 

第 2章  机器人本体基本结构 8 0 8 

第 3章  机器人运动学 10 0 10 

第 4章  机器人静力分析与动力分析 8 0 8 

第 5章  机器人轨迹规划 6 0 6 

第 6章  机器人控制系统 4 0 4 

第 7章  机器人语言与编程 4 0 4 

作业讲评、期末复习与答疑 2 0 2 

合 计 48 0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项目式学习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融入 思政目标 

1 课程要求；1.1概述 

课程目

标1、3 

通过典型的中

国机器人案

例，如三国的

木牛流马、海

宝机器人、

2022冬奥机器

人等为切入点 

激励学生积极融入

“中国制造 2025”

复兴中国梦的进程

中，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增强学生的专

业认同感和责任感。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2 
补充：机器人发展

史1.2机器人的分类 

课程目

标1、3 

以蒋新松院士

与我国机器人

的故事及我国

机器人的发展

为切入点 

激励学生爱岗敬业、

孜孜以求，投身制造

业强国建设，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荣

誉感，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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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机器人的组成；

1.4机器人的技术参

数 

课程目

标1、

2、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学

习、课堂讲

授、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探究式

学习 

4 

2.1概述；2.2.1机

身结构的基本形式

和特点 

课程目

标1、

2、3 

以机械系统的

认知学习为切

入点 

培养学生的系统思

维、辩证思维，以及

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科

学精神与匠人精神，

逐渐形成机电一体化

的设计理念。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5 
2.2.2臂部结构的基

本形式和特点 

课程目

标1、

2、3 

以我国谐波齿

轮和RV齿轮传

动均较落后于

发达国家为切

入点 

激励学生立志拼搏，

投身科研，敢于面对

挑战，勇于探索和创

新，助力“科技强国

中国梦”。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6 

2.3腕部与手部结

构；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项目式学习 

7 

2.4传动及行走机

构；  
课程目

标1、2 

  讲授、讨

论、问题导

向、探究式

学习 

8 

3.1-3.2齐次坐标与

位姿表示 
课程目

标1、

2、3 

以“为什么要

引入齐次坐标

表示”为切入

点 

引导学生要有“知其

然知其所以然”的钻

研精神。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学

习、课堂讲

授、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探究式

学习 

9 

3.3机器人的位姿分

析；  
课程目

标1、2 

以“DH坐标系

法则规定外的

X0轴和手部末

端坐标系的建

立”为切入点 

养成“善于挖掘、勤

于思考、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和终身学习能力等

综合素养。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学

习、课堂讲

授、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探究式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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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补充：机器人位姿

实例分析；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1 
3.4机器人正向运动

学；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2 
补充：机器人正向

运动学实例分析 

课程目

标1、2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学

习、课堂讲

授、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探究式

学习 

13 4.1机器人雅可比；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4 4.2机器人静力分析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5 
4.3机器人动力学方

程； 

课程目

标1、

2、3 

以动力学方程

繁琐的推导为

切入点 

培养学生“不畏麻

烦，耐心处事”的处

事能力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6 实例分析与训练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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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1 概述；  

课程目

标1、

2、3 

以谷歌的 

AlphaGo 为切

入，探讨机器

人真实世界问

题（非数学抽

象），以及未

来人工智能技

术的无限可能 

引发学生对未来机器

人技术发展的讨论，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 同时借机

器人的高层规划思想

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

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

生涯，乃至整个人生

的规划。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8 
5.2插补方式分类与

轨迹控制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19 
5.3 机器人轨迹插

值计算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20 6.1机器人传感器 

课程目

标1、2 

  课堂讲授、

讨论、问题

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21 
6.2驱动与运动控制

系统 

课程目

标1、

2、3 

以机器人控制

系统的实际设

计为切入点 

培养学生建立理论联

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思

维方法，进一步深化

机电一体化的设计理

念，以及团队协作的

能力。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项

目学习、课

堂讲授、讨

论、问题导

向学习、探

究式学习 

22 

7.1概述；7.2编程

语言类型；7.3编程

语言系统 

课程目

标1、2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学

习、课堂讲

授、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探究式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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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7.4常用的机器人编

程语言；7.5机器人

离线编程 

课程目

标1、2 

  专题学习、

分组合作学

习、课堂讲

授、讨论、

问题导向学

习、探究式

学习 

24 
作业讲评、期末复

习 

课程目

标1、

2、3 

  课堂讲授、

讨论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50%） 

课堂表现20%+课程大

作业15%+自主学习

PPT5%+专题小论文5%+

课本作业5% 

 

 

 

 

 

课程目标1、2、3 

期末（50%） 期末纸笔考试 课程目标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 刘极峰 主编. 机器人技术基础（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8 

2.（印度）S K SAHA .Introduction to Robotics.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8 

3.蔡自兴.机器人学基础（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12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1.本授课大纲F到J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2.请尊重知识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26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0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0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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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液压与气动技术 课程代码 06404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郑飞杰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学分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12学时 

混合式 

课程网址 
非必填，根据实际填写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工程制图、力学、数学、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等课程； 

后修机电系统化一体设计、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等课程。 

 

 

B 

课程描述 

《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专业的一门专业必

修课。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液压流体力学知识和相应的计算技能，掌

握各种液压元件的工作原理、性能及基本结构，熟练掌握液压基本回路，为后续课

程进一步分析、阅读、设计液压系统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 了解液压传动系统的介质性质和压力形成原理。 

2. 掌握元件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职能符号和应用。 

3. 读懂和掌握各种基本回路、液压系统图，为后续专业课和设计分析液压系

统打下基础。 

4. 能进行液压系统的设计与有关的计算。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及国情社情民情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归纳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及应用。 

（二）能力 

3.分析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国家发展、社会效益等是否

为最优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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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的影响。 

（三）素养 

5.重视科学家有国界的意识教育和工匠精神的传承。 

6.养成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履行责任的素养和自主及终身学习的意识习惯。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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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具有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

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

格，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具有科学精神、

人文修养、职业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

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

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

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

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目标（一）、课程目标

（三） 

2.工程知识：能够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能够系统地掌握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和

自动化控制的复杂工程

应用。 

2-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

识，能够将其用于机械工程问

题的建模和求解过程。 

2-2：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

能够用于机械工程问题的分析

与设计。 

 

课程目标（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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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机械工程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

有效结论。 

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

判断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关键

环节和参数。 

3-2：能够运用机械工程基础理

论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机械

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二） 

4.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能够设计针对机械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的机电液气一

体化系统、单元（部

件）或工艺流程，并能

够在机械系统设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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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具备进行机械系统的设计

开发、仿真、生产制造、自动

控制和试验检测的能力。 

4-5：能够在安全、环境、法律

等现实约束条件下，通过技术

经济评价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进行研究。 

课程目标（二）、课程目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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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能够基于科学

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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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实验

方法和理论。 

5-2：具有制定实验方案、进行

实验、采集数据及结果分析的

能力。 

课程目标（二） 

7.工程与社会：能够基

于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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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

的经历。 

7-2：能够客观评价机械设计生

产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以及文化的影响。 

课程目标（二） 

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机

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8-1：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8-2：能够针对实际机械工程项

目，评价其资源利用效率，判

断机械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类

和环境造成损害的隐患。 

课程目标（二） 

9.职业规范：具有人文

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

任感，能够在机械工程

领域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履

行责任。 

9-1：理解世界观、人生观的基

本意义及影响。 

9-2：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科

学发展道路及个人责任。 

9-3：了解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人

类文化及艺术具有一定的理

解。 

课程目标（二）、课程目标

（三）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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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充分认识到机械工程领

域的快速发展以及自主学习、

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以适应实

际工作中的各种任务。 

13-2：健康的体质。 

课程目标（三）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绪论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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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 6 0 3 

第三章 液压缸 3 0 6 

第四章 液压控制阀 5 4 9 

第五章 辅助元件 4 0 3 

第六章 液压基本回路 8 8 9 

第七章 液压传动系统分析 4 0 3 

第八章 液压系统的设计计算 2 0 2 

总复习 2 0 2 

合 计 36 12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实验教学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课程导论 1.1 液

压传动概述1.2 

液压油 
 

引入液压油对
环境和工作人
员的危害相关
信息 

提醒学生科技
发展是一把双
刃剑，作为未
来工程师要有
相应的社会责
任感和环保意
识 

课堂教学/
讲授 

2 
1.2液压油 1.3 流

体流动基本规律 
 

引入液压油对
环境和工作人
员的危害相关
信息 

提醒学生科技
发展是一把双
刃剑，作为未
来工程师要有
相应的社会责
任感和环保意
识 

课堂教学/
讲授 

3 

2.1 液压泵和液

压马达概述 

2.2 齿轮泵和齿

轮马达  

   课堂教学/
讲授 

4 

2.3 叶片泵和叶

片马达   2.4 柱

塞泵和柱塞马达 
   课堂教学/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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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 液压缸的分

类及计算   

3.2 液压缸的典

型结构及组成 

   课堂教学/
讲授 

6 

3.3 液压缸的设

计与计算 

4.1 液压控制阀

概述 

   课堂教学/
讲授 

7 
实验一 液压元件

认识实验 
   实验指导 

8 
4.2 压力控制阀

4.3 流量控制阀 
   

课堂教学/
讲授 

9 

4.3 流量控制阀

4.4 方向控制阀     

习题讲解 
   课堂教学/

讲授 

10 

5.1 过滤器   

5.2 蓄能器  

5.3 油箱 
 

引入不注重辅
助元件的作用
而引发的问题 

提醒学生在解
决复杂工程问
题是要注意细
节问题，培养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课堂教学/
讲授 

11 

5.4热交换器   

5.5油管和管接头   

5.6密封装置 

   
课堂教学/
讲授 

12 
6.1压力控制回路   

6.2速度控制回路    
课堂教学/
讲授 

13 
6.2速度控制回路  

6.3方向控制回路    
课堂教学/
讲授 

14 
实验二 节流阀的

换接回路    实验指导 

15 
6.4多执行元件控

制回路    
课堂教学/
讲授 

16 
7.1液压机液压系

统    
课堂教学/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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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实验三 节流调速

回路性能实验    实验指导 

18 
实验四 锁紧回路

实验 
   实验指导 

19 
7.2汽车ABS液压

系统 

7.3 Q2-8型汽车液

压起重机 

 
引入ABS的由

来、发展 

激发学生爱国

主义、积极创

新，提醒学生

科学技术需要

精益求精 

课堂教学/
讲授 

20 
8.1液压系统的设

计步骤 

8.2液压系统的安

装、调试和维护 

   

课堂教学/
讲授 

21 总复习  
  课堂教学/

讲授 

22 总复习    课堂教学/
讲授 

23 
期末考试准备 

   
课堂教学/
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30%） 
课程作业、日常表现、专题报

告等 

 

 

 

 

 

 

 

 

 

 

目标（三） 

实验（20%） 实验出勤、实验报告等 目标（二） 

期末（50%） 期末纸笔考试 目标（一）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建议教材：吴龙，陈志铿 主编，《液压传动技术与实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学习资料： 

[1]许福玲，《液压与气压传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 时彦林 主编，《液压传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3] 齐晓杰 主编，《汽车液压与气压传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机械加工设备（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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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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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可编程序控制器 课程代码 06408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李青虹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1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计算机语言、电工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课程 

后续课程：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器人技术等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为该专业学生学

习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后续课程及将来从事机电一体化工作奠定新技术基础。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在现代工业自动化控制中是最值得重视的先进控制技

术，是改造传统工业生产设备最理想的多功能化控制器，成为现代工业控制三大支

柱（PLC、NC、ROBOT）之一，也是我国开展机电一体化工作八个重点项目之

一。本课程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机电一体化人才需

要掌握的最新技术知识之一。 

学习本课程，主要是要求理解PLC的硬件结构组成，软件指令系统和控制功

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控制特性，应用和选择方法，软件编程技巧。通过理论教

学和应用实践，使学生真正掌握此项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完成机电相结合的毕

业设计课题以及将来用PLC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生产设备和开发研制机电一体化高

新技术产品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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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素质及价值观： 

课程目标1：使学生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结构、原理以及编程方法，为今后

从事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机器人技术、数控技术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目标2：获得科学观察和思维的能力：在掌握基本知识点的基础上，通过

观察、分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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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PLC的概念、发展

历史、特点和应用 

课程目标1、

2、3 

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 

激发科技强国

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 

讲授 

2 
PLC的基本结构 

和工作原理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3 

PLC的编程语言

及数据类型与寻

址方式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4 
PLC的位逻辑指

令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5 
PLC的定时器与

计数器指令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6 
梯形图的经验设

计法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7 
实验一、基本逻辑

指令实验 

课程目标1、

2、3、4 

  

讲授 

8 
梯形图的经验设

计法课题练习 

课程目标1、

2、3、4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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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验二、定时器、

计数器的编程应

用实验 

课程目标1、

2、3、4 
编程练习 

培养学生正确

的科学观念，

要崇尚科学、

尊重科学。 

实验 

10 
顺序控制设计法

与顺序功能图 

课程目标1、

2、3 
  实验 

11 

使用置位复位指

令的顺序控制设

计法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12 
使用SCR指令的

顺序控制设计法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13 

实验三、顺序控制

程序的编程应用

实验 

课程目标1、

2、3、4 编程应用 

养成知行合一

的品质和良好

的学风，提升自

身实践技能和

科研能力，运用

于实践，更好地

服务于社会。 

实验 

14 

S7-200的功能指

令概述  及  数据

处理指令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15 
数 学 运 算 指 令  

及程序控制指令 

课程目标1、

2、3 

 
 

讲授 

16 

实验四、移位与循

环移位指令应用

实验 

 

 

 

 

课程目标1、

2、3、4 

自己编程并实

现控制 

培养学生精益

求精的大国工

匠精神，激发

学生科技报国

的家国情怀和

使命担当。 

 

实验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20%） 课程作业、日常表现 课程目标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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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0%） 实验报告 课程目标1、2、3、4 

期末（60%） 期末纸笔考试 课程目标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廖常初.S7-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2.(普通高等教

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参考书： 

1. 王存旭 迟新利等.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PLC原理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 廖常初.S7-200 PLC编程及应用 (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3. 刘凤春.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4. 孙平.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3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5. 吴中俊 黄永红.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J 

教学条件 

需求 

1.学校公共多媒体教室充足，能满足教学要求 

2.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通畅稳定，并有企业微信平台，具备开展网络教学条件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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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月 18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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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机械制造工艺学 课程代码 06404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谢培庆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9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制

造基础； 

后续课程：智能制造技术基础，智能制造装备设计。 

 

 

B 

课程描述 

 

《机械制造工艺学》是机械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主要专业课。它授予学生掌握

机械加工工艺和装配工艺基本理论知识的能力以及灵活运用解决现场工艺实际问题

的能力；使学生掌握夹具设计的基本方法，并能设计简单的夹具；通过培养学生对

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影响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因素，并能初

步提出控制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工艺途径和方法。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并掌握制图、力学、工程材料、互换性、制造技术等基础知识，能

够将其用于机械制造工艺方面问题的解决过程。 

2.理解并掌握常用的机械加工方法、设备、夹具设计、精度控制与工艺规

划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将其用于解决机械制造工艺问题。 

（二）能力 

3. 具备机械产品制造工艺分析、设计及应用的能力。 

（三）素养 

4.课程学习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5.养成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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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

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

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

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课程目标4、5 

2.工程知识 

2-3掌握力学、热力学、电

工学和电子学等相关知识，

能够将其用于解决机械工程

问题。 

2-5掌握互换性、标准化概

念及机械零部件精度设计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用于解决

机械工程问题。 

2-6掌握材料科学基础知

识，了解工程常用材料的选

用和加工工艺基本知识，用

于解决机械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2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4-3具备机械产品制造工艺

分析、设计及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12 3 15 

第三章     机械加工精度及其控制 9 3 12 

第四章     机械加工表面质量及其控制 6  6 

第五章     机器装配工艺过程设计 10 3 13 

合 计 39 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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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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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3  工艺系统的受

力变形对加工精度的

影响 

3   课堂讲授 

11 4.4  工艺系统的热

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

响 

3   课堂讲授 

12 4.5  加工误差的统

计分析 

3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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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复习    课堂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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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1 月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1 月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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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模具设计 课程代码 06405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张璐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机械工程材料、机械设计、高级语言程序设计、高等数

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理论力学、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数值分析（MATLAB）; 

后续课程：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B 

课程描述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的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它既是工程制图、机械工程材料、公差配合与技

术测量等技术基础课的综合应用，又是学生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基础。本

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冲压加工塑性变形的基本理论以及冲压加工的工艺过

程，掌握冲压模具的设计计算和设计方法，使学生具有一般冲压件的冲压工艺制

定和冲压模具设计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了解冷冲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冲裁变形规律；熟悉影响冲裁件质量的主

要因素；熟悉冲裁模间隙对冲裁工艺的影响； 

2. 熟悉影响弯曲变形的因素和提高弯曲件弯曲质量的措施。 

3. 了解拉深变形过程和拉深变形区各部分应力与应变状态；熟悉各种用于拉深的

冲压设备，并能正确选用； 

（二）能力 

4. 掌握冷冲压的特点和应用，冷冲压基本工序的分类； 

5. 掌握冲裁模刃口尺寸计算方法和排样设计；掌握冲裁工艺性分析、工艺设计和

工艺计算；掌握冲裁模分类及典型结构的特点；掌握冲裁模及主要零部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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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计与标准选用。 

6. 掌握弯曲中性层和最小弯曲半径的概念；能正确地分析弯曲件的工艺性、计算

弯曲件展开尺寸、合理地安排弯曲工序；掌握各种典型的弯曲模结构；能根据

产品的生产纲领和技术指标设计弯曲模； 

7. 掌握各种不同形状拉深件拉深成形时的变形特点；能正确确定拉深次数、各次

拉深的变形程度；掌握拉深工序毛坯尺寸计算；掌握防止拉深变形起皱和开裂

的措施； 

8. 掌握首次和后续各种拉深模具的典型结构和拉深模具设计的要点，并能根据产

品的生产纲要、技术指标和工艺设计的内容，设计拉深模具； 

（三）素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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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知识：能够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能够系统地掌握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和

自动化控制的复杂工程

应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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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机械工程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

有效结论。 

K2-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

识，能够将其用于机械工程问

题的建模和求解过程。 

K2-2：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

识，能够用于机械工程问题的

分析与设计。 

A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和判断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关

键环节和参数。 

课程目标 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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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机械工程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

有效结论。 

A2-2：能够运用数学和其他相

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

和解决机械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6、7 

5.研究：能够基于科学

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机械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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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2：具有制定实验方案、进

行实验、采集数据及结果分析

的能力。 

课程目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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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现代工具：能够

针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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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1：能够针对复杂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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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 2、3、8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 1 章 绪论 

 

2  2 

第 2 章 冲裁工艺与冲裁模设计 10  10 

第 3 章 弯曲工艺与弯曲模具设计 10  10 

第 4 章 拉深工艺与拉深模具设计 

 

10  10 

    

    

    

    

    

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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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1章 绪论 1 课

程介绍及冲压加

工的基本概念；2 

冲压工艺的分

类；3 模具及其

应用；4 冲压工

艺简介 

1、4、9 回顾对比国内

外冲压加工发

展历程，国外

对我们的种种

技术壁垒。 

分析中外科技

的对比，科技

强国与科技报

国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

习、问题导

向学习 

2 

第2章 冲裁工艺

与冲裁模设计1 

冲裁工艺简介；2 

冲裁变形过程及

变形区应力分

析；3 冲裁件断

面质量分析； 

1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3 

4 冲裁模具间隙

及间隙对冲裁工

艺的影响；5 冲

裁模凸模与凹模

刃口尺寸的计算 

1、5、10 通过讲解冲裁

间隙的概念，

让让同学知道

间隙的一点点

变化就会对冲

裁质量有较大

影响、冲裁间

隙既不能过大

也不能过小。 

树立严谨细致

的工作作风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4 

6 冲裁力、压力

中心的计算与压

力机的选择；7 

冲裁件在材料上

的排样设计；8 

冲裁工艺设计； 

 5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5 

9 冲裁单工序模

设计；10 复合冲

裁模与级进冲裁

模； 

 5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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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冲裁模主要成

形零件设计；12

冲裁模结构零件

的设计； 

 5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7 

第3章 弯曲工艺

与弯曲模具设计 

1 弯曲变形过程

分析；2 弯曲变

形区的应力和应

变 

 2、6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8 

3 弯曲卸载后弯

曲件的回弹；4 

回弹值的确定 

 6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9 

5 最小弯曲半

径；6 弯曲成形

工艺设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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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 直壁旋转体零

件拉深工艺计

算；6 轴对称曲

面旋转体零件拉

伸 

 7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15 

7 盒形件零件拉

深；8 拉深工艺

设计 

 7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16 

9 拉深成形模具

设计；10 拉深模

主要工作零件的

结构和尺寸确

定；总复习 

 3、8   课堂讲授、

探究式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10%） 

考勤：基本分7分，旷课扣2分/

次，迟到、早退、睡觉、玩手机

等扣0.5分/次，全勤酌情加2分。 

1、2、3 

实践成绩（20%） 
课堂表现20分：课堂讨论、回答

问题、提出问题。 
4、5、6、7、8 

期末（70%） 纸笔测验，考察相关知识点 2、3、4、5、6、7、8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成虹．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1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学习资料： 

1.王秀凤等．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 (第4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6  

2.柯旭贵，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3.王莺等．模具设计与制造简明教程:冲压模具．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 

K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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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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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课程论文、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机械制造工艺学课程设计 课程代码 06406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谢培庆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总学时 1周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制

造基础,机械制造工艺学； 

后续课程：智能制造技术基础，智能制造装备设计。 

 

 

B 

课程描述 

机械制造工艺课程设计是在学完了《机械制造工艺学》之后的一个教学环节，

是机械类专业重要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本课程设计一方面使学生获得综合运用学过

的知识进行工艺设计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能巩固与扩大学生的工艺知识、结构设

计知识，为综合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做准备，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今后从事科学研

究、工程技术工作打下较坚实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理论教学所学的知识，了解常用箱体类零件加工和回转类零件加工的具

体步骤和方法，为今后从事机械加工工艺设计打下基础、也为从事机械设计提供必

要的工艺知识。 

2.初步掌握几种典型刀具的设计计算方法，学会绘制刀具工作图，标注必要的

技术条件.能熟练运用机械制造工艺学课程中的基本理论以及在实习中学到的实践

知识，正确地解决零件在在加工中的定位、夹紧以及工艺路线安排、工艺尺寸确定

等问题，保证零件的加工质量。学会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

资料。 

3.熟悉零件图的尺寸、形位公差、设计基准、使用基准、加工过程中热处理要

求的分析；熟悉工件定位装夹、刀具、热处理、切削参数的选择方法；熟悉量检具

的选用和检查方法；熟悉工艺文件编制的格式与要求。 

（二）能力 

4. 综合运用已学过的理论知识，结合生产实际，具备编制机械零件机械加工

工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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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三）素养 

5.课程学习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6.养成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

的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

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

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课程目标5、6 

2.工程知识 

2-3掌握力学、热力学、电

工学和电子学等相关知识，

能够将其用于解决机械工程

问题。 

2-5掌握互换性、标准化概

念及机械零部件精度设计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用于解决

机械工程问题。 

2-6掌握材料科学基础知

识，了解工程常用材料的选

用和加工工艺基本知识，用

于解决机械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2、3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4-3具备机械产品制造工艺

分析、设计及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4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熟悉题目、分析零件图的尺寸、形位公差，确定设

计基准、使用基准，热处理的分析；绘图填表。 
1天  1天 

装夹方法的确定，刀、夹、量具选择；绘图填表。  1天 1天 

制定加工工艺，填表  2.5天 2.5天 

编写机械制造工艺课程设计说明书  1天 1天 

机动（答疑等） 0.5天  0.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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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  1天 1天 

合    计 1.5天 5.5天 7天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第1天    熟悉题目、分析

零件图的尺寸、形位

公差，确定设计基

准、使用基准，热处

理的分析；绘图填

表。 

1、2、3、

4、5、6 

结合我国在

机械制造领域取

得的巨大成就进

行讲解，激发学

生爱国热情和学

习激情。 

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热爱

祖国，热爱人

民，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

导。 

实践指导 

第2天 
装夹方法的确定，

刀、夹、量具选择；

绘图填表 

2、3、4   实践指导 

第3天 
制定加工工艺，填表 

1、2、3、

4 

  实践指导 

第4天 
制定加工工艺，填表 

1、2、3、

4 

  实践指导 

第5天 
制定加工工艺，填

表；编写机械制造工

艺课程设计说明书；

答辩 

1、2、3、

4、5、6 

  实践指导 

第6天 编写机械制造工艺课

程设计说明书 

1、2、3、

4、5、6 

  实践指导 

第7天 
调整、修定工艺文件 

1、2、3、

4、5、6 

  实践指导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30%） 
出勤、课堂提问、答辩

等，占30％。 

 

 

 

 

2、 2、 3、 4、 5 

论文或设计作品（70%） 
工艺文件、图纸、设计计

算说明书 
2、 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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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实习、 

综合实践、毕业（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课程代码 06468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系专业

教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8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总周数 12 总学时 192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原理、工程热力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制造基础、控制工程基础、机器人技术基础、测试技术、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等。 

后续：毕业设计（论文） 

 

 

B 

课程描述 

毕业实习是学生在完成教学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之后，即将进入毕业设计之

前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毕业实习，深入企业进行实践性课题项目和生产

实践，进一步开阔思路，获取更多机械工程新知识，积累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和完善专业知识。 

2.理解所学专业理论，并充分与实践结合。 

二、能力 

3.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素养 

4.实习学习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5.养成科学精神、人文修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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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3.问题分析 A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和判断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关

键环节和参数。 

A3-2：能够运用机械工程基础

理论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机

械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1-3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A4-4：具备进行机械系统的设

计开发、仿真、生产制造、自

动控制和试验检测的能力。 

A4-5：能够在安全、环境、法

律等现实约束条件下，通过技

术经济评价对设计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研究。 

A4-6：能够用图纸、报告或实

物等形式，呈现设计成果。 

课程目标1-3 

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K8-1：熟悉与机械工程相关的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A8-1：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A8-2：能够针对实际机械工程

项目，评价其资源利用效率，

判断机械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

类和环境造成损害的隐患。 

课程目标1-3 

9.职业规范 K9-1：理解世界观、人生观的

基本意义及影响。 

K9-2：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发展道路及个人责任。 

K9-3：了解一定的人文社会科

学知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

人类文化及艺术具有一定的理

解。 

Q9-1：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

学素养。 

Q9-2：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

感、集体主义观念和良好的职

课程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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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 

13.终身学习 A13-1：训练学生通过自主查阅

资料，获取解决机械工程问题

的知识和方法，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 

Q13-1：充分认识到机械工程领

域的快速发展以及自主学习、

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以适应实

际工作中的各种任务。 

课程目标1-5 

E 

教学内容 

实习（实践）项目 实习地点 周数/学时分配 

毕业实习要求及注意事项 企业 1 

机械数控加工工艺实习 企业 3 

机械制造工艺实习 企业 3 

铸造工艺及设备实习 企业 3 

了解企业生产管理模型，学习先进

管理方法 

企业 2 

合 计 12 

F 

教学方式 

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习（实践）项

目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毕业实习要求及

注意事项 

课程目标1、

2、3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爱

国精神、大国

自信、工程伦

理 

讲授 

2 

分配实习任务 课程目标2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爱

国精神、大国

自信、工程伦

理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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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习过程管理 课程目标2 

企业文化 

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正是

“工匠精神”

的体现 

实训 

5 实习答辩与考核 

 

 

课程目标2、3   实训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70%） 

1． 1.出勤率 20：基本分 18分，

缺课、迟到、请假、聊天，每

次各酌情扣分 0.5至 1分。 

2． 2.实习过程中的态度 10：基

本分 8分，讨论评价、提出创

意问题。每次酌情加分 0.5至

1分。 

 

课程目标1、3 

答辩（30%） 

3． 1.实习总结（包括实习报告

等）。 

4． 2.毕业实习汇报。 

课程目标2-5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实习企业 

K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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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 2月10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2月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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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课程论文、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6427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专业教师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6 

开课学期 第七、八学期 总周数 10 总学时 9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原理、工程热力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制造基础、控制工程基础、机器人技术基础、测试技术、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等。 

后续：无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观察和发现问题,确定选题, 整理

文献资料,分析、论证和解决法学理论以及各部门法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 培养学

生尊重学术规范的习惯。本课程将通过集中讲授观察和发现以及论文选题 的确

定、文献综述、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论文格式和体例、引证规范和要求, 通过学

院和学科的组织,以及教师和学生一对一的指导、分组答辩、合议评定成绩等,来完

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巩固学生综合运用机械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掌握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 

（二）能力 

3.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 

4. 培养提出论点、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 

（三）素养 

5.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6.端正学习态度，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 

【注】课程思政元素一定要在课程目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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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Q1-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

人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Q1-2：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

养、工程职业素养、社会责任

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课程目标5、6 

2.工程知识 

K2-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

识，能够将其用于机械工程问

题的建模和求解过程。 

K2-7：掌握专业知识，用于描

述机械复杂系统或者过程以及

建立相关数学模型。 

A2-1：能够将数学与自然科学

的基本概念运用到工程问题

（系统或过程）表述中，进行

正确的数学模型建立，并用于

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2、3 

3.问题分析 A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和判断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关

键环节和参数。 

A3-2：能够运用机械工程基础

理论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机

械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2、3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A4-4：具备进行机械系统的设

计开发、仿真、生产制造、自

动控制和试验检测的能力。 

A4-5：能够在安全、环境、法

律等现实约束条件下，通过技

术经济评价对设计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研究。 

A4-6：能够用图纸、报告或实

物等形式，呈现设计成果。 

课程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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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现代工具  A6-1：能够针对复杂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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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3 

13.终身学习 A13-1：训练学生通过自主查阅

资料，获取解决机械工程问题

的知识和方法，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 

Q13-1：充分认识到机械工程领

域的快速发展以及自主学习、

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以适应实

际工作中的各种任务。 

课程目标1-6 

E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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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毕业设计的

目的、内容、步

骤和方法 

课程目标1、

2、3 
机械发展史 

培养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

与文化认同

感 

讲授 

2 
分配毕业设计课

题 
课程目标2 

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 

职业素养—

爱国精神、

大国自信、

工程伦理 

讲授 

3 开题答辩 课程目标2、3   讲授 

4 中期答辩 课程目标2、3   自主设计 

5 设计过程指导 
课程目标1、

2、3 
 

整体与局部

关系；精益

求精、追求

完美正是

“工匠精

神”的体现 

答疑 

6 答辩 
课程目标1、

2、3 
  答辩讨论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20%） 

5． 1.开展课题设计过程中的态度

10：基本分 8分，讨论评价、

提出创意问题。每次酌情加分

0.5至 1分。 

2.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情况 

 

 

 

 

 

 

 

 

课程目标1、3 

答辩（80%） 

6． 1.毕业设计（包括论文，零件

图纸，装配图纸，技术文件

等）。 

7． 2.工作量、创新性等。 

8． 3.设计答辩 PPT汇报。 

课程目标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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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学习参考 

文献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9． 绘图工具，AutoCAD，Solidworks/Proe/Catia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实作评价：论文设计作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2)档案评价：书面报告 

(3)口语评价：口头答辩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年2月10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年2月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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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机电工程学院 

适用年级：2020级 

 

 

二○二三年二月 



 

 



 

 

目  录 

一、学科专业基础课 

二、专业核心课程 

1.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 1 

三、专业方向课程 

1.中学物理教学论 .................................................................................................................... 9 

2.物理教学技能训练 .............................................................................................................. 18 

四、专业选修课程 

1.Matlab语言 .......................................................................................................................... 27 

2.普物实验研究 ...................................................................................................................... 35 

3.视频接口技术 ...................................................................................................................... 43 

4.中学物理竞赛 ...................................................................................................................... 53 

五、实践性教学环节 

1.热学实验 .............................................................................................................................. 64 

2.近代物理实验 ...................................................................................................................... 7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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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中学物理教学论》课程教学大纲 

 Ҳ  
 

ש  
064418 

 
 ḷ  ḷ Ҙҟ ḷ  

Ҙҟ ḷ  ḷ  ḷ 

 ῏  ⅎ 2 ָ  

 36  36  0 

ᾨḷ ғ

 

ᾨḷ Еʃ ʄʃ ʄʃ ש ʄʃ ʄ

ʃ ʄʃ ʄʃҲ ‼ғ ʄ ɼ 

Еʃ ғ ʄʃ ʄʃ ӥʄʃ

ӥʄ 

Ҙҟ Ѓ ЄҘҟ 

A 

 

Ӧɻ   Ӏ Їʃ ʄЃ 2 ЄЇ ₴ Ї2009

ɼ ɻ Ӏ ЇʃҲ ʄЃ 3 ЄЇ

₴ Ї2009 ɼ ɻ Ӏ ЇʃҲ ʄЃ 4 ЄЇ

₴ Ї2019 ɼ 

B 

Ӏ ӫ

 

[1] −ɻ Ḫ Ӏ ʃ ʄЇ ҡ ₴ Ї2006

ɼ 

[2] ʃ ‼ʄЇ ₴ Ї2001 ɼ 

C 

ҏ ӥ

 

ԋ ɻ Ї ɼ

ᶳ ɻ ῳ Ӏ ӥ

ӥɼ 

D 

  

( ɻ

ᵣ ᴑꜙ) 

ʃҲ ʄ Ѓ Є Ҙҟ ḷ

Ї ԓҘҟ ɼ ҅ Ї

װ ҿᶳ Їװ Ӏӎҿ Ї ɻ

ɻ ɻ Ї Ҳ

ɼ Ғ׃ ῠ ꞈⱵ ӥ

Ҙҟ ɻ Ї ҙ ῠ Ί

ᴑ Ї Ⱶ ԓΆ Ԑҟ ” ɼ 

E 

ӥ

Ὶғ

ҟ

ῗ  

ӥЇ Ί Ґ ɻ Ⱶ ᴍẅ Е 

1Е ӥҲ Їԋ

√ɻ Ҳ Ї ‼Жԋ Ҳ ӥ

Ї ӥ Жԋ Ὺ

Їשׂ ғ ∑ɼЃ ҟ B1Є 

2Еԋ Ҳ ῠ Ⱶ Ж ῝

ɻ ɻ ɻ ӥɻ ӥ ғ

Ж ⅎ ғ Ї ᴰ ɼЃ ҟ B2Є 

3Е ꜠Ї

Ї Ї Ї√

ɼ ῠ ӥװ Ҳש ᴰӀӎ ҿ ЇῊ Ά

Ї Ї ָ ᴑꜙ ɼЃ

ҟ C2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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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Е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Ί ⅎ

” ⱵЇΊ ≡ ⱵɼЃ ҟ D1Є 

 ҟ ⅎ  ҟ  

1 

B1-1 ῠЕΊ

ɻῪ ԝῗ

‟ ⱵЖΊ ⅎ ɻ

ЖΊ ЇΊ ⅎ

ⱵЖ

ᴑ ɼ ῠЃB1Є 

B1-2 ⱵЕ ғ

ɻ Ї

ⅎ Ḫ Ї

Ї Ї ₴ ” Ї

∕ ” ɼ 

2 

B2-1 ⱵЕ ӎꜙ

Ҳ ‼ Ї   

ה

ɻ ⸗ ɻ ɻ Ḫ

꜡ ɼ 

ⱵЃB2Є 

 

B2-2 ⱵЕ ╦

ⅎ Ж   

Ҳ Ầ└ ₴Ї Ї

ᾥⅎ ꜠ ӥ Їװ ҿӀᵩЇ

ῗ ӥ Ї ғ

ᴍЇ

ɼ  

3 

C2-1 ָ Е ғָ Ὴ

ῗ Ї Ҳ ЇΊ  

ᵫ ɻ ɻ ֢ Ҳ

װ ָ ɼ 

ָЃC2Є 

C2-2 ָҘҟ ᵩ ЕῊ

Ҳ ɻ ɻ ש

Ї Ί

ָ ָҘҟ

ᵩ ɼ 

C2-3 Ὺ ָ ⱵЕ

ԓ Ҏ Ї

Ҳ ᴍẅ ָ

ғ Ї ғ ӐҲЇ ԓ

ɻ ᵲ Ԑ Ԑ

יִ Ї ɼ ῠ

ָ Ї ҿŅ ɻ

ɻ ņ ש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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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1-1 ⱵЕ

ӥҲЇ ה └

Ї ₴ ӥҲ

└ ” Ї

ғ ɼ 

ᴰ ЃD1Є 

D1-2 Ⱶ: ҅

꜠ ɼ Ї

ɼ ԝ꜠Ї Ӏᵩ

Ї Ї Ї

₴Ґ҅ Ίᵩ ɼ 

D1-3 ᴍ Ⱶ: ָל

ӥ ‟Ї ῗҘҟ

ᴍғⅎ Ї ₴

ɼ 

F 

ӥῪ

 

ӥῪ ғ ӥ Ѓ*ҿ ḷῪ Є 
 

 

 

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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ᴰЕ ∑ Ὺ Ж

Ж ‼ Ї Ί

ɼ 

Еᴰ ᶡЖ  ₴

Ѓ Єɼ 

 

5   

Е ɼ 

ᴰЕ Ж

ɼ 

Еᴰ   Ї √

ɼ 

ⅎ Еᴰⅎ ᶡɼ 

ᴍЕᴰ ᴍ ᶡɼ 

1ɻ2 

 

4 

6    

Е ɼ 

ᴰЕ Ж

ɼ 

Еᴰ   Ї √

ɼ 

ⅎ Еᴰⅎ ᶡɼ 

ᴍЕᴰ ᴍ ᶡɼ 

1ɻ2 

 

4 

7   ӥЃ ”Є  

Е ӥ ᵲ ɼ 

ᴰЕ ӥ ɻ ӥ Ж

ⅎ Ж

ɼ 

Еᴰ   ӥ Ї √ ӥ

ɼ 

ⅎ Еᴰⅎ ӥ ᶡɼ 

ᴍЕᴰ ᴍӥ ᶡɼ 

1ɻ2 

 

4 

8   ӥ  

Е ӥ ӎ ӥ ɼ 

ᴰЕ ӥᵲ Ж ӥ

Ж ӥ ɼ 

Еᴰ   ӥ Ї √

ӥ ɼ 

ⅎ Еᴰⅎ ӥ ᶡɼ 

ᴍЕᴰ ᴍ ӥ ᶡɼ 

1ɻ2 

 

4 

9   

Е ӎ ɼ 

ᴰЕ Ж

ɼ 

Еᴰ   Ї √

ɼ 

ⅎ Еᴰⅎ ᶡɼ 

ᴍЕᴰ ᴍ ᶡɼ 

1ɻ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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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ᴍ 

Е Ҳ ᴍ ɼ 

ᴰЕ ᴍ ҟ

ᴍɼ 

1ɻ2ɻ4 

 

0 

11   

Е ғ ╦ ⌡ɼ 

ᴰЕ Ὺ Ж ɼ 

Еᴰ   Ї ᴰ ɼ 

1ɻ2ɻ4 

 

4 

 32 

G 

Ѓ Є

Ὺ  

ɻӀ Ὺ  
 

 

  

ⅎ  

                        

                        

  

H 

Ὺ

Ѓ

ӥɻ ӥɻ

ӥЇҘҟ

ӥɻ ҟ

ҟ

Є 

Ӏ Ὺ  
 

 

 

ⅎ  

  0 

I 

ғ

 

1. Ὴ ᵩ Ї ᵩ ᴌ Їװ

ҿӀЇ ҅װ ᶡЇ ⱵЇ ӥῘ Ї

ɼ 

2. Ї └ғ ɻ֢ ɼ

Ҳ ЇḌ ӥɻӀ꜠ ӥЇꜘ

ԝ꜠ ɼ 
3. ғ ɼ ɻ ɻ

Їװ ӥ Ӏ꜠ Ї ῠ √ ᴰ

ɼ  

4.Ӏ Е 

    ӥ         

 ⅎ ᵲ ӥ  Ҙ ӥ   ᵲ ӥ   ӥ   

 ӥ     Ὶ Е        ( ) 

J 

ᴌ 

 

Ѓ ɻ ғŅ҅ ņ Є 

1. ῎ΐ ᵩ ᾥ Ї ɼ 

2. Ї ᴗҟ Ḫ ЇΊ

ᴌɼ 

3.ᾥⅎ⌐ ɻ Ї ɼ ᶳ

ɻ ῳ Ӏ ӥ

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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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Ὶ Ὺ

ɻ

ⅎ

 

ⅎ

 

Ὺ  

 

ⅎ

 

ⅎ

(5%) 

ᵲҟ

ⅎ

(10%) 

ⅎ

(25%) 

ⅎ

(60%) 

1

Ѓ30%Є 

1-1 ӥ

Ҳ Їԋ

√ɻ Ҳ Ж

‼ɼ 

1-2ԋ Ҳ ӥ

Ж

ӥ ɼ 

1-3ԋ Ὺ

Жשׂ

ғ ∑ɼЃ

ҟ B1Є 

1 3  26 - 

2

Ѓ50%Є 

2-1 ԋ Ҳ ῠ

Ⱶ ɼ 

2-2 ῝

ɻ ɻ ɻ

ӥɻ ӥ

ғ ɼ 

2-3 ⅎ

ғ Ї ᴰ ɼЃ

ҟ B2Є 

1 3 25 21 - 

3

Ѓ10%Є 

3-1

꜠Ї

Ї Ї

Ї√

ɼ ῠ װ

ӥ Ҳש ᴰ

Ӏӎ ҿ ЇῊ Ά

Ї

Ї ָ ᴑꜙ

ɼЃ ҟ C2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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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ӥ  

1. Ӏ ӥɼ ӥ ɻ Ї ӥᴑꜙЇ

ɻ ӫ Ӏ Ҳ ӥῪ ӥ Ї ↔

ӥ ↔Їᾥⅎ ӥӀ ꜠ ɼ 

2. ӥɼ יִ Ὺ Ї

ᶡ Ҙ ӥЇ ᴰ , Ⱶ

Ї ∕ ∕ Ⱶɼ 

M 

ⅎ  
ʃҲ  ʄ ⅎ ɼ 

 AŀM Їᴑ Ғ ɼ 

 

 

ḷ ָ

Е    

 

 
                                                   

2023  2   5    

 

Ӏᴑ Е 

 

 

      

Ӏᴑ Е   

 

202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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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教学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ⅎ  

 ᴮЃXƐ90Є Ѓ80ƏXЗ90Є ҲЃ70ƏXЗ80Є Ѓ60ƏXЗ70Є Ғ ЃЗ60Є 

1. 

 

ӥҲ

Їԋ

√ɻ Ҳ

Ї

‼Жԋ Ҳ ӥ

Ї

ӥ Жԋ

Ὺ

Їשׂ

ғ

∑ɼ 

ӥҲ

Ї√ɻ Ҳ

Ї

‼Ж

Ҳ ӥ

Ї

ӥ

Ж

ғ ∑ɼ 

 

 

ӥҲ

Ї√ɻ

Ҳ Ї

‼Ж

Ҳ ӥ

Ї ӥ

Ж

ғ

∑ɼ 

 

ӥҲ

Ї√ɻ Ҳ

Ї

‼Ж

Ҳ ӥ

Ї

ӥ

Ж

ғ ∑ɼ 
 

ӥҲ

Ї

√ɻ Ҳ

Ї

‼Ж Ҳ

ӥ

Ї

ӥ Ж

ғ

∑ɼ 
 

ӥҲ

Ї

√ɻ Ҳ

Ї

‼Ж Ҳ

ӥ

Ї

ӥ

Ж

ғ ∑ɼ 
 

2. 

ԋ Ҳ

ῠ Ⱶ

Ж ῝

ɻ ɻ

ɻ ӥɻ

῝

ɻ ɻ

ɻ ӥɻ

ӥ

ғ Ж

῝

ɻ

ɻ ɻ

ӥɻ ӥ

ғ Ж

ⅎ

῝

ɻ ɻ

ɻ ӥɻ

ӥ

ғ Ж

῝

ɻ

ɻ ɻ

ӥɻ ӥ

ғ

Ж

῝

ɻ

ɻ ɻ

ӥɻ ӥ

ғ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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ӥ

ғ Ж

ⅎ ғ

Ї ᴰ ɼ 

ⅎ

ғ Ї ᴰ

ɼ 

ғ Ї ᴰ

ɼ 

ⅎ

ғ Ї ᴰ

ɼ 

ⅎ ғ

Ї ᴰ ɼ 

ⅎ

ғ Ї ᴰ

ɼ 

3. 

꜠Ї

Ї Ї

Ї√

ɼ 

꜠Ї

Ї

Ї

ЇΊ

ɼ 

꜠Ї

Ї

Ї

ЇΊ

ɼ 

꜠Ї

Ї

Ї

Ї Ί

ɼ 

꜠Ї

Ї

Ї

Ї Ί

ɼ 

꜠Ї

Ї

Ї

Ї Ί

ɼ 

4.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Ί ⅎ

”

ⱵЇΊ ≡

Ⱶɼ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

Ί ⅎ

” ⱵЇ

Ί ≡

Ⱶɼ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Ί ⅎ

”

ⱵЇΊ ≡

Ⱶɼ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

Ί ⅎ

” ⱵЇ

Ί ≡

Ⱶɼ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

Ί ⅎ ”

ⱵЇ Ί

≡

Ⱶɼ 

ӥЃ

ӥЄҲ └

Ї

ɻ ₴

ɼ

ӥҲ Ί

ⅎ ”

ⱵЇ Ί

≡

Ⱶ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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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物理教学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ש  
065076 

 
 ḷ  ḷ Ҙҟ ḷ  

Ҙҟ ḷ  ḷ  ḷ 

 ῏  ⅎ 1 ָ  

 16 
 

2  14 

ᾨḷ ғ

 

ᾨḷ Е Ї ЇҲ ‼ғ ЇҲ

ЇҲ ғ Ї Ї ӫ   

Е ӥЇ ӥ 

Ҙҟ  

A 

 
∏ ,ᴈ .Ҳ Ҙҟ . ₴ ,2004 

B 

Ӏ ӫ

 

[1] , . [M]. ֪: ₴

,2017. 

[2] .Ҳ ғ . ₴ ῎

, 2011. 

[3] , .Ҳ Ѓ 4 Є[M]. ֪: ₴

, 2019. 

[4] , . Ҳ ғ [M]. ֪: ֪

₴ ,2006. 

[5]√ Ҳ ӫ 

C 

ҏ ӥ

 

Ї ᴂᶳ ᶱ ғ

Ї ɻ ↔ɻ ɻ PPTɻ

ɼ 

D 

  

( ɻ

ᵣ ᴑꜙ) 

ҟ Ї ЇӤ

Ҙҟ Ὺ ɼ 

ӥʃҲ ʄ Ї

҅ ḷ Ї ҅

ɼ 

ᾨ ᵩ ɻ ғ ҿ

҅ Ї ᶕ ῇ ɻ ɻ

ɻ ɻ Ї Ҳ

Ї ᴶ ש ᵩ

Їה ҅ Ҙҟ Ї ᴂל ҟ ɼ 

E 

ӥ

Ὶғ

ҟ

ῗ  

ӥЇ Ί Ґ ɻ Ⱶ ᴍẅ Е 

1Е ꜗ Ї

҅ү ɼЃ ҟ 2Є 

2Е ҅ Ї ҅֙

ɼЃ ҟ 3Є 

3Е Ҳ Їҿ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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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 Ґ ɼЃ ҟ 4ɻ6Є 

4Е ᵊ ӥ ꜠ҲЇ

ῗ ᴍғⅎ Ї ₴ ɼЃ ҟ

7Є 

 ҟ ⅎ  ҟ  

1 

A2-3 ҟḪ Е

Ḧ Ԑҟ ЇҒ

Ḍ Ҙҟ ғҘҟ ɼ 

ЃA2Є 

2 

B1-2 ⱵЕΊ ҅

ⱵЇ ғ

ɻ Ї ⅎ

Ḫ Ї Ї Ї

₴ ” Ї∕ ”

ɼ 

ῠЃB1Є 

 

3 

B2-1 ⱵЕ ӎꜙ

Ҳ ‼ Ї

ῇɻ ɻ ɻ ɻ ᵩ

ɻ ɻ ɼ 

B2-2 ⱵЕ

꜠Ї ῇɻ

ɻ ɻ ɻ

꜠Жװ ҿӀᵩЇῗ

ӥ Ї

ɼ 

C2-1 ָ Е Ҳ

ЇΊ Ҳ װ

ָ ɼ 

ⱵЃB2Є 

ָЃC2Є 
 

 4 

D1-1 ⱵЕ ӥ ꜠ҲЇ

ה ᵊ Ҳ └

Ї ₴ Ҳ

Ї ₴Ґ҅ Ίᵩ ɼ 

D1-3 ᴍ ⱵЕ Ὶָל

꜠ҲЇ

ῗ ᴍғⅎ Ї

₴ ɼ 

ᴰ ЃD1Є 

F 

ӥῪ

 

ӥῪ ғ ӥ  
 

 

 

ⅎ  

  

ӥῪ Е 

1  

2 ⅎ  

3  

Е 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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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ᴍɼ 

ᴑꜙЕ 

҅Ὺ Ї

Ї ᶳ Ὺ

꜠ɼ 

ᾣ ⅓ῇ Е 

ᴰ֢ ᵲЇ ᴰ ɼ 

3Е  

Ὺ Е 

1. ғ  

2.  

3.  

ЕҒ Ὶᵲ  

Е ᾭ  

Е 

1. ɻ ғ

ɼ 

2. Ὺ Ї

√ ɼ 

3. ᴍ ‼Ї ל

ָ ᴍɼ 

ᴑꜙЕ 

҅Ὺ Ї

ᵩ Ї ᶳ Ὺ

꜠ɼ 

ᾣ ⅓ῇ Е 

Їῠ ҅

ЇꞈⱵ ɼ  

1ɻ2ɻ

3ɻ4 

2 

4Е  

Ὺ Е 

1.  

2.  

ЕẦ   

Е ᵲ  

Е 

1. ҅ ғ Ї

ᵲ ɼ 

2. Ὺ Ї√

ɼ 

3. 

ᴑꜙ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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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5Е ᵩ  

Ὺ Е 

1. ӫ  

2.  

3. ᵩ Ҳ  

Е ӫ  

Е ᵫᾥⅎ ᵩ ꜡ ᵲ  

Е 

1. ӫ Ї

Ї ᵩ ᴌ ∑ғ ɼ 

2. Ὺ ӫɻ ᵩ ᴌ

Ї√ ᵩ ɼ 

3. ӫ ᵩ ᴌ ᴍ ‼Ї

ָל ӫ ᵩ ᴌ ᴍɼ 

ᴑꜙЕ 

҅ Ї Ї ӫɻ

┼ᵲ ᵩ ᴌЇ Ṩ꜡

꜠ɼ 

ᾣ ⅓ῇ Е 

Їῠ ҅

ЇꞈⱵ ɼ 

1ɻ2ɻ

3ɻ4 

2 

6Е  

Ὺ Е 

1. ғ  

2.  

Е  

Е  

Е 

1. ɻ

ɼ 

2. ԓ

ҲЇ√ ɼ 

3. ᴍ ‼Ї ל

ָ ᴍɼ 

ᴑꜙЕ 

҅Ὺ Ї Ї Ὺ

Ὺ ꜠ɼ 

ᾣ ⅓ῇ Е 

ᴰ֢ ᵲЇ ᴰ ɼ 

1ɻ2ɻ

3ɻ4 

2 

7Е  

Ὺ Е 

1. Ὺ ғ  

2.  

Е Ӏ Ὺ  

1ɻ2ɻ

3ɻ4 

2 



 23 

Е ғ ῗ  

Е 

1. Ὺ ғ ᵲ ɻ ɼ 

2. ԓ

ҲЇ Ὺ ɼ 

3. ᴍ ‼Ї ָל

ᴍɼ 

ᴑꜙЕ 

҅Ὺ Ї Ї Ὺ

Ὺ ꜠ɼ 

ᾣ ⅓ῇ Е 

ᴰ ҟ ӎɻᴍẅɻᶕ ЇΊ

ҟ ҟ ɼ 

 14 

H 

Ὺ Ѓ

ӥɻ

ӥɻ ӥЇҘ

ҟ ӥɻ ҟ

ҟ

Є 

Ӏ Ὺ

 

 

 

 

ⅎ  

  0 

I 

ғ

 

4. ⅎ ᵩ Ї ᵩ ᴌЇװ ҿӀЇ

҅װ ᶡЇ ⱵЇ ӥῘ Ї

ɼ 

2.  Ї └ғ ɻ֢ ɼ

ᴑꜙ ɻ ꜠ ᴍ ‼ ЇḌ

╦ɻ Ҳɻ Ӏ꜠ ғ ӥЇꜘ ԝ꜠ Ї

ӥ ᴰ ₴Ґ҅ Ίᵩ ɼ 

3.  Ӏ Е 

    ӥ         

 ⅎ ᵲ ӥ   Ҙ ӥ   ᵲ ӥ   ӥ   

 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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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Ѓ30%Є 

҅

ɻ ᵲ ɼ 
10 30 0.75 

3Ѓ50%Є 

1.

Ҳ Ж 

2. Ҳ װ

ָ ɼ 

10 40 0.75 

4Ѓ10%Є 

ῗ

Ї ᴍғⅎ Ὶל ῗԓ

꜠ɼ 

- - 0.75 

ⅎ 20 80 100 

L 

ӥ  

1. Ӏ ӥЕ ӥ Ї ɻ ӫ Ӏ Ҳ

ӥ Ї ↔ ӥ ↔Їᾥⅎ ӥ

꜠ ɼ 

2. ӥЕ יִ Ὺ Ї ғ ⅓

Ї ᴮ Ҳ ῗ ἥ

ἥЇ ῗԓ Ầ Їⅎ Ὶ

ғ װ └ ɼ 

M 

ⅎ  
ʃ ʄ ⅎ ɼ 

 AŀM Їᴑ Ғ ɼ 

 

 

ḷ ָ

Е    

 

                           
 

                                                   

2023 2 5   

 

Ӏᴑ Е 

 

 

Ӏᴑ Е     

 

202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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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技能训练》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ⅎ  

 ᴮЃXƐ90Є Ѓ80ƏXЗ90Є ҲЃ70ƏXЗ80Є Ѓ60ƏXЗ70Є Ғ ЃЗ60Є 

1 

 

ꜗ Ї

҅ү

 

Ὺ Ї Ὶ

ꜗ ɼ 
  

Ὺ Ї Ὶ ꜗ

ɼ 
 

Ὺ Ї Ὶ

ꜗ ɼ 
 

√

Ὺ Ї Ὶ

ꜗ ɼ 
 

Ὺ

Ғ└ᵣɼ 

2 

҅

Ї

҅֙   

ⅎ ҅

ɻ ᵲ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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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Matlab语言》课程教学大纲 

 

 Matlab  



 28 

E 

ӥ

Ὶғ

ҟ

ῗ  

ӥЇ Ί Ґ ɻ Ⱶ ᴍẅ Е 

1Еԋ Жԋ ғ ɻ

⌡ Жԋ ╦ ɻ ╦ Ὶ ש

ᵲ ɼЃ ҟ A1ɻB1ɻC2Є 

2Е  MATLAB ɻ Жԋ

ғ ẅ Жԋ ⅎ Ї ẅ ⅎɻ ⅎɻ

ẅɻ ɻ ɻ ẅ ɼ ῠ

ⅎ ⱵɼЃ ҟ B1Є 

3Е ⅎ ɻẘ ⅎ Ї⌐

ⅎ ẅ ɼ ꜡ қ ɼЃ

ҟ B1Є 

4Е ⌐ MATLAB ῗ Ί Ї ꜠

Ї̔ ɻ ғ ɻ ᴶ Ї ⅎ Ж

ῠ ⌐ ” ⱵɼЃ ҟ B1Є 

5Е ῠ ∕ ῠ ᵲ Їּדԓ ╦ ֢

ғ Їҿא ᵲ └ ᵲ ɼЃ ҟ A2ɻB2ɻ

D1ɻD2Є 

 ҟ ⅎ  ҟ  

1 

 

A1-1 ᴰӀӎ ᴍẅ ғ ɻ

ⱵЕ ᴰӀӎ

ᴍẅ Ї ԓ

ɻ ꜠Ҳᴶ Ҳ ᴮ

ғ Ї

Ї ῇ Ҳ

ᾣ Ї ᴰӀӎ

ᴍẅ ɼ 

B1-1 ῠЕ ɻ

ɻ ɻ ғ ᴑɼ

῝ ЖΊ Ԑ



 29 

3 

B1-1 ῠЕ ɻ

ɻ ɻ ғ ᴑɼ

῝ ЖΊ Ԑ

ɻῪ ԝῗ ‟

ⱵЖΊ ⅎ ɻ Ж

Ί ЇΊ ⅎ ⱵЖ

ᴑ ɼ 

ῠЃB1Є 

4 

B1-1 ῠЕ ɻ

ɻ ɻ ғ ᴑɼ

῝ ЖΊ Ԑ

ɻῪ ԝῗ ‟

ⱵЖΊ ⅎ ɻ Ж

Ί ЇΊ ⅎ ⱵЖ

ᴑ ɼ 

ῠЃB1Є 

5 

D1-3 ᴍ Ⱶ: ָל ӥ ‟Ї

ῗҘҟ

ᴍғⅎ Ї ₴ ɼ 

D2-2 ᵲ ӥ Ⱶ: ᴶ

ӥҲɻ ғ ԝ꜠ɻ ғ ᵊ

ԝ꜠Ї ӥΐ ᵩЇ ԝ꜡ ӥ

Ҳ ӕ ɼ 

ᴰ ЃD1Є 

 

 

ᵲЃD2Є 

F 

ӥῪ

 

ӥῪ ғ ӥ  
 

 

 

ⅎ  

҅ɻ ᾣ ⅓ῇ  

Ѓ1Є ָԐ . 

ԑɻ Ὺ  

Ѓ1Є  

Е Ж Ὺ Їғ

ɻ ⌡ Ї ₴ ש

Ї ɻ Ὶ ɼ 

Ѓ2Є ҅  MATLAB  ב

Е ᵲ ɻ ת Ҳ ᶕ , ɻ Ỵғ

Ж ꜗ ɻ ғᵲ Їԋ

ғ ẅ ɼ 

ᴰЕ ɻ ᴮׂשɼ 

Е MATLAB Жԑ ɻҎ ɻ ᵲ Ж

Logistic ɼ 

1ɻ2ɻ

5 

2 

҅ɻ ᾣ ⅓ῇ  

Ѓ1Єⅎ ᴍẅ. 

ԑɻ Ὺ  

Ѓ1Є ԑ ғⅎש   

Еԋ ⅎ Ї  MATLAB ⱵЇ

ғⅎש Їⅎ ЇSierpinskiҎ ,

, L Ж ⃰ ЇJuliaש ,Mandelbrot ɼ 

ᴰЕⅎ ɼ 

Е ⅎ ₴Ὶⅎ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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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语言》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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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普物实验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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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普物实验研究》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ⅎ  

 ᴮЃXƐ90Є Ѓ80ƏXЗ90Є ҲЃ70ƏXЗ80Є Ѓ60ƏXЗ70Є Ғ ЃЗ60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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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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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 Ж Ғ

ɻּד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Ί Ԑה

ɼ

ɻ ῠ

Ԑ ᵲ Ї

Ҫ ᵲ

Ж Ғ ɻּד

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ҒΊ Ԑה

ɼҒ

ɻ

Ԑ ᵲ Ї

Ҫ ᵲ

Ж ԓ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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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视频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ש  
065078 

 
 ḷ  ḷ Ҙҟ ḷ  

 Ҙҟ ḷ  ḷ  ḷ 

 ῏  ⅎ 2.5 ָ  

 48  32  16 

ᾨḷ ғ

 

ᾨḷ Еʃᾩ ʄʃ ʄʃ ʄ 

ЕʃḪ ʄʃ ҟ ʄʃ ӥʄ 

Ҙҟ Ѓ ЄҘҟ 

A 

 

Їʃ ʄЇ ₴ ῎ Ї2019 ɼ ɻ

Їʃ ʄЇ Ҳ ₴ Ї2011 Ї ԑ ɼ 

B 

Ӏ ӫ

 

[1] Їʃ דּ ʄЇ ₴ Ї2013 Ї

҅ ɼ 

[2] Їʃ ʄЇ ₴ ῎ Ї2019 ɼ 

[3] Їʃ ʄЇқ ӫ₴ ῎ Ї2013 ɼ 

[4] דּ Їʃ ʄЇ ₴ Ї2006 Ї

ԑ ɼ 

[5] ɻ ɻ ֘ ɻ ⌐ Їʃᾩ ʄЇ ₴

Ї2010 Ї ҅ ɼ 

C 

ҏ ӥ

 

Ї ᶳװ ғ

Ņ ӥ ņ Ӏ ӥЇ Ґ ɻ ↔ɻ

ɻ PPTɻᵲҟɻ ɼ 

D 

  

( ɻ

ᵣ ᴑꜙ) 

Ḫש Ҳ ᵣ Ї ∆ҿ Ḫ

῎ ֒ ᴌӐ҅ Ḫ ЇῚ Ὺ ɼ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Ї Ὺ ɻᾩ Ḫ ғ

ɻ ғḪ Ҙҟ ӥΊ ӎɼ 

ᵲҿ Ѓ ЄҘҟ ҅ ḷ Ї

Ї Ҙҟ ῠ Ї Ѓ Є

Ҙҟ ꜘ Ⱶ ῠɼ Ї Ӏ Ὺ Ņ

ņғŅ ņҩ ⅎ Ї ꜘ ᴶ ғ

Їꜘ Ņ ņɻŅ Ḫ

ᵲ ņɻŅ Ḫ ᵲ ņɻŅ Ḫ

ᵲ ņɻŅ ņ Ї ῠ

꜠ Ⱶ ” ⱵЇ ∕

Ⱶ ῠ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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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ӥ

Ὶғ

ҟ

ῗ  

ӥЇ Ґ ɻ Ⱶ Е 

－ 1Е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ɼЃ ҟ B1-1Є 

Ⱶ － 2Е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Ї ῠ ꜠

Ⱶ ” ⱵЇ ∕ Ⱶ ῠɼЃ ҟ

B1-2Є 

－ 3ЕΊ ᴰ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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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ῠ └ ŅΊᵩ Ίᵩⅎ ņ

ɼ 

1  ָ ғ ἥ  

ᴰЕָ Ї ᾩ

ᾩ Жָ ғ ἥⅎ Ӑ ῗ Ї

ἥⅎ Їװ ἥ ғ Ӑ

ῗ Жָ ғ ἥ Ӑ ῗ Ї ҹ

Їװ ἥ ҩ ŀ

Їװ ἥ ғ ꜠ Ӑ

ῗ Жָ ғᵓ Ӑ ῗ Ї ָ

֬ Ї ἥ ᵣ ғ ἥ

Ӑ ῗ Їװ ἥ

Ж ἥ ŀἥ ɻ

ғ ɼ 

ᾣ ⅓ῇ Е 

Ѓ1Є ָ ғ ἥ ἥῗ Ї

Ї ῇŅҎ Ҏ ņ ָ ɼ 

Ѓ2Є ָ ֬ Їꜘ ғ

Ї Ԑ ɼ 

 

 

1 

 

 

4 

2  色彩科学 

Еᾩ Ї ᾩᾩ ᾩᾩ

ⅎ ‟Їװ ᵩ Ї

‼ᾩ ӎ ɼ 

ᴰЕ Ҏ Ї ɻ ɼ

ᵩҎ Ҏ Ж Ҏ

ғ Ӑ ῗ Ї RGB ┼ XYZ ┼Ї

װ Ж Ҏ

ἥ Ї ἥ Ї

װ PAL┼ NTSC┼ Ҳ RGB ɼ 

   ᾣ ⅓ῇ Е 

   RGB ┼ XYZ ┼ Ї ῠ Ί

ɼ 

1 
4 

3  ᾩᾣᴌ 

Е ἥ ᵲ Ї ᾩ ɼ 

ᴰЕ CCD ᵲ Ї CCD ἥ

Їװ CCD COMS

₉ү Ж 3CCD ἥ ⅎᾩ

Їװ ∆

ɼ 

ᾣ ⅓ῇ Е 

   CCD ᵲ Ї ғ

Їꜘ ᾫ Ӏӎ ɼ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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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ғ  

ᴰЕ ἥ Ї

Їװ ғ ꜠ ἥῴ

ɼ ἥ Ї Ї

ἥ ᵣҒ ἥ ɼ

Ḫ Ї ɻ “

ɻ Ḫ ᵲ ɼ 

ᾣ ⅓ῇ Е 

ἥ Ї

ῗ └ ∕ ∕ ꜠ҲЇ

∕ ∕ ɼ 

1 
4 

5  模拟与数字 

Е Їװ ғ

ᴮׂש Жԋ

⌐ ố ɼ 

ᴰЕ Їװ

ғ Ӑ ῗ Ї

ғ ᵣ Ж

Їװ ἥ Ḫ

Ї ɼ 

ⅎ ɻ ᴍЕ

ɼ 

ᾣ ⅓ῇ Е 

    Ї ῠ

∕ ɼ 

1 

 

3 

6  ᴶ  

ᴰЕ Ḫ ᴶ Ї Ḫ

┼ɻ Їװ ‼

↔ⅎ Ж Ḫ ᴶ Ї

Ḫ ┼ Їװ Ḫ

ҷ ᴶ ɼ 

Е Ḫ ᴶ Ї

Ḫ ҷ ᴶ ɼ 

ᾣ ⅓ῇ Е 

Ḫ ᴶ Ḫ ᴶ

Ї ῠ Ӏӎ Ӏӎ ɼ 

1 
3 

 

7   

ɻ ᴰЕ ᴶ Їװ

Ҳ ɼ

ɻⅎ ЃS-VideoЄɻ ἥ ∆

(VGA)ɻ ЃDVIЄ

ᵩ ЃHDMIЄ ɼ 

1ɻ2ɻ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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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ⅎ ɻ ᴍЕ ᴶ

Їװ Ҳ ɼ

ɻⅎ ЃS-VideoЄɻ

ἥ ∆ (VGA)ɻ ЃDVIЄ

ᵩ ЃHDMIЄ ɼ 

ᾣ ⅓ῇ Е 

    Ї

ῠ ∕ ∕ ɼ 

8   

ᴰЕ ЇDLPɻLEDɻPDP

Ҏ Їװ Ҏ

Ӏ ⌡ɼ 

Е Ҳ ɼ 

ᾣ ⅓ῇ Е 

    Ї ῠ

ɼ 

1ɻ2ɻ3 
3 

9  视频监控技术 

ᴰЕ Ѓ Є Ї

װ ꜗ Їװ

Ҳ ᴮׂשɼ 

Е Ҳ ɼ 

ᾣ ⅓ῇ Е 

    Ї ῠ Ҫ ᵲ

ҟ ᵲ ɼ 

1ɻ2ɻ3 
2 

＊ 10  ‼ғ  

Е ғ ᴰЃSMPTEЄɻ Ḫ

ЃITUЄɻ꜠ ἥҘ ЃMPEGЄ Ṫ

ЃDCIЄ┼ ῗ ‼ Ὺ ɼ 

ᴰЕ ἥӀ ₉ Ὺ Ї

Ḫ ӎ ‼Ї Rec.601ɻRec.70Ж

ἥӀ ₉ Ὺ Ї

Digital BetcamɻDVɻDVCPRO(D7)Ж 

Е ᴌ Ӏ ₉ Ӏ Ї

ἥ ᵩ ɼ 

1ɻ2 
 

  32 

G 

Ѓ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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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3)ԋ

ɼ 

ԑ Ḫ ᵲЃ ẦЄ 

Е(1)ԋ ꜗ ᵲ Ж 

(2) Ḫ Ӑ Ж(3)

Ḫ Ж(4) ᴰ Ḫ

ᵲ ɼ 

ᴑꜙЕ(1) ᴰ Ḫ ᵲ Ж

(2) Ḫ ԝ ᵲ ɼ 

2ɻ3 
4 

Ҏ Ḫ ᵲЃ ẦЄ 

Е(1)ԋ Ḫ ꜙ

ꜗ ᵲ Ж(2) Ḫ ꜙ Ḫ

Ӑ ЖЃ3Є ᴰ Ḫ

ᵲ ɼ 

ᴑꜙЕЃ1Є Ḫ ꜙ ⅓ Ӏ

ԓ ɻ ᵩᴰ ɻ

ɻ ɻ ┼Ҳ ⅎ

⅓ ꜗ ЖЃ2Є Ḫ

ᵲ ɼ 

2ɻ3 
3 

 Ḫ ᵲЃ ẦЄ 

ЕЃ1Є H.264 ᵲ Ї

H.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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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ғ

 

1. Ὴ ᵩ Ї ᵩ ᴌ Їװ

ҿӀЇ ҅װ ᶡЇ ӥ ⱵЇ ӥ

Ῐ Ї ɼ 

2. Ї └ғ ɻ֢ ɼ

Ҳ ЇḌ Ӏ ӥɻӀ꜠ ӥЇꜘ

ԝ꜠ ɼ 

3. ₴ 16 Ѓ4-5ү ЄЇ ῠ ꜠

ⱵЇḌ ӥҲ ɻ Ņ ɻ ɻẦņ ҿ҅ᵩɼ 

4.Ӏ Е 

    ӥ         

ⅎ ᵲ ӥ  Ҙ ӥ   ᵲ ӥ   ӥ   

 ӥ     Ὶ Е        ( ) 

J 

ᴌ 

 

Ѓ ɻ ғŅ҅ ņ Є 

1. ῎ΐ ᵩ ᾥ Ї ɼ 

2. Ї⌐ ᴗҟ Ḫ ֢

ԝ ꜠ЇΊ ᴌɼ 

3. Ї ⅎ

Ї ḷ ɼ 

K 

Ὶ Ὺ ɻ

ⅎ  

ⅎ

 

Ὺ  

 

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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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ӥ  

1. Ӏ ӥɼ ӥ Ὺ Ї ӥᴑꜙЇ

ɻ ӫ Ӏ Ҳ ӥῪ ӥ Ї ↔

ӥ ↔Їᾥⅎ ӥӀ ꜠ ɼ 

2. ӥɼ יִ Ὺ Ї

ᶡ Ҙ ӥЇ Ӏ ᵲῪ , ꜠

ⱵЇ ӥ ∕ ∕ Ⱶɼ 

M 

ⅎ  
ʃ ʄ ⅎ ɼ 

 AŀM Їᴑ Ғ ɼ 

 

 

ḷ ָ

Е    

 

                        

 
                                                   

2023   2   5   

 

Ӏᴑ Е 

 

 

 

Ӏᴑ Е  

 

202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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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接口技术》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ⅎ  

 ᴮЃXƐ90Є Ѓ80ƏXЗ90Є ҲЃ70ƏXЗ80Є Ѓ60ƏXЗ70Є Ғ ЃЗ60Є 

1.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Ї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ɼ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Ї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ɼ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Ї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ɼ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Ї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ɼ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Ї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ɼ 

ɻ

Ї ָ

ғ ἥ ɻ

ɻ ᾩᾣᴌɻ

ғ Ḫ ɻ 

ᴶ

Ї

ᵩ Ж

Ї

Ḫ ɻ

Ї ᴰ

ɻ ɻ

ἥ ғ ἥ

Ḫɻ Ҳ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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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Ί ᴰ

Ї

ӥɻ

ӥ

ᵲҲΊ

ָ ֢ Ⱶ

Ӏ ӥ ⱵЇ

ғ֢ ɻ

Ж ғ

ᵲ ԝ꜡

ᵲ ӥЇ

Ҳ

Ї ᵊ

ӥΐ ᵩ

ה ӥΐ ᵩҲ

└ ӕ ɼ 

Ί

ᴰ

Ї

ӥɻ

ӥ

ᵲҲΊ

ָ ֢ Ⱶ Ӏ

ӥ ⱵЇ

ғ֢ ɻ

Ж ғ

ᵲ

ԝ꜡ ᵲ ӥЇ

Ҳ

Ї

ᵊ ӥΐ

ᵩ ה ӥΐ ᵩ

Ҳ └ ӕ ɼ 

Ί

ᴰ

Ї

ӥɻ

ӥ

ᵲҲΊ

ָ ֢ Ⱶ Ӏ

ӥ ⱵЇ

ғ֢ ɻ

Ж ғ

ᵲ

ԝ꜡ ᵲ ӥЇ

Ҳ

Ї

ᵊ ӥΐ

ᵩ ה ӥΐ ᵩ

Ҳ └ ӕ ɼ 

Ί

ᴰ

Ї

ӥɻ

ӥ

ᵲҲΊ

ָ ֢ Ⱶ

Ӏ ӥ ⱵЇ

ғ֢ ɻ

Ж ғ

ᵲ ԝ꜡ ᵲ

ӥЇ

Ҳ Ї

ᵊ

ӥΐ ᵩ ה ӥ

ΐ ᵩҲ └ ӕ

ɼ 

Ί

ᴰ

Ї

ӥɻ

ӥ

ᵲҲΊ

ָ ֢ Ⱶ

Ӏ ӥ ⱵЇ

ғ֢ ɻ

Ж ғ

ᵲ ԝ꜡ ᵲ

ӥЇ

Ҳ Ї

ᵊ

ӥΐ ᵩ ה ӥ

ΐ ᵩҲ └ ӕ

ɼ 

Ί

ᴰ

Ї

ӥɻ

ӥ

ᵲҲΊ

ָ ֢

Ⱶ Ӏ ӥ

ⱵЇ ғ

֢ ɻ Ж

ғ

ᵲ ԝ

꜡ ᵲ ӥЇ

Ҳ

Ї

ᵊ ӥΐ

ᵩ ה ӥΐ

ᵩҲ └ ӕ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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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中学物理竞赛》课程教学大纲 

 

 Ҳ  
 

ש  
 065080 

 
 ḷ  ḷ Ҙҟ ḷ  

 Ҙҟ ḷ  ḷ  ḷ 

 ῏  ⅎ 2 ָ ɻ  

 32  32  0 

ᾨḷ ғ

 

ᾨḷ ЕʃҲ ‼ғ ʄɻʃҲ ʄ 

Е  

Ҙҟ Ѓ ЄҘҟ 

A 

 

Ӏ ʃ Ҳ Ѓ Єʄ, ₴ Ї2017

9 ɼ 

B 

Ӏ ӫ

 

[1] Ӏ ʃҲ ᾫ ʄЃ 2 Є,Ҳ

₴ Ї2017 9 ɼ 

[2] Ӏ ʃҲ Е Ҙ ʄ,Ҳ

₴ Ї2013 6 ɼ 

[3] Ӏ ʃҲ Е ʄЇҲ

₴ Ї2014 3 ɼ 

Ӏת [4] ʃ Ҳ ᾫ ‼ ʄЃ 2 ЄЇҲ

₴ Ї2018 12 ɼ 

C 

ҏ ӥ

 

Ї ᴂᶳ ᶱ ғ

Ї ɻ ↔ɻ ɻ PPTɻ

ɻᵲҟɻ ɼ 

D 

  

( ɻ

ᵣ ᴑꜙ) 

Ѓ ЄҘҟ ḷ Ї ҅ Ҳ

ғ ɼ ӥЇᶕ

ҵ ғ ꜠ Ҳ ӥ ᶡ Ї ӥ Ῐ Ї

ꜘ Ї Ї ᵥ Ї ⅎ

” ⱵЇ ῠ ῠЇ ԓ

ҟꜙ Ί ⅎ ӎɼ 

E 

ӥ

Ὶғ

ҟ

ῗ  

ӥЇ Ί Ґ ɻ Ⱶ ᴍẅ Е 

1Е ғ Ҳ ɻ

ғ Ї ᵩ ɼЃ ҟ 3.1Є 

2Е ғⅎ ⅎῪ ῝ ᶡғ Ї

װ ҿ Ї ғ ῝ Ї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Ї Ҙ Ї үָ Ⱶғ ῠЇῊ

ҟꜙ ɼЃ ҟ 3.2Є 

3Е Ї Ҳ ῗῪ ɻ

ɻῘ ꜠ ɼЃ ҟ 4.2Є 

4Е ᴰ ָ ɼ Ї 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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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 ᾣ Ї Ӏӎ ɻ ᴰӀӎ

ᴍẅ ɻҲ ᴮ ғ ῇ

ЇᶕҘҟ ғ Ї ņɼЃ

ҟ 1.1Єɼ 

5Е ᴰ ҟ ӎɻᴍẅɻᶕ ɼ Ї

Ί ה Ї ғ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Ѓ ҟ 2.1Є 

6Е⌐ ӥ ᵲҟ ӥЇḌ

ӥɻӀ꜠ ӥɻ ᴰ Їῠ ӥӥ

Ї ₴Ґ҅ Ίᵩ ɼЃ ҟ 7.2Є 

 ҟ ⅎ  ҟ  

1 

3.1 ɻ

Ї ᵩ

Ї Ὶ ɼ 

ῠЃ3Є 

2 

3.2 Ί ҅ Ҙҟ

ⱵЇ Ί ҅

Ⱶ ∕ Ⱶɼ 

ῠЃ3Є 

3 

4.2 Ί

ⱵЇ Ҳ Ї

ῗῪ ɻ ɻῘ

꜠ ɼ 

ⱵЃ4Є 

4 

1.1 ᴰ ָ Ї

Ї Ї ᴰӀӎ

ᴍẅ Ї ḪЇ

Ὴ Ά ɼ 

Ѓ1Є 

5 

2.1 ЇΊ ה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Ѓ2Є 

6 

7.2 ɻ Ї

Ї Ї Ї ₴Ґ

҅ Ίᵩ ɼ 

ᴰ Ѓ7Є 

F 

ӥῪ

 

ӥῪ ғ ӥ  
 

 

 

ⅎ  

҅  ꜠  

Е Ж ɻ

Ї ɻ Ї Ж

ᵣ ɻᵣ ɻ ꜘ ү Ж

ᵓ⌐ ɼ 

ᴰЕ ᴮ Ж ү

Ґ ɼ 

Е ꜠ ꜘ ɼ 

ⅎ ЕҒ ҐЇ ү ᴮ ɼ 

ᴍЕ Ίᵩ ‟Ї ⅎ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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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ᵓ⌐ Ґ Ⱶ

Ầ₴ ᴍɼ 

ᾣ ⅓ῇ Е 

(1) ӥ Ї ɻ ḪЇŅ

ņ ɼ 

(2) ᵩ ꜠Ї ᾨ ᵩ

Ҳ ᵣ Ї ╦ ᵣ ɻ ꜙ Ї Ӏ

Ї א ῇ└ԋῊ

ꜙ ɼŅש Ӏ∕ ɻ ɻҌᴭ҅ ɻ ņ

ש Ғᵜ ֽҌָ ΐ Ҳ

Ї יִ דּ ɻ Ⱶ ɼ 

ԑ  ꜠ ¥ ꜠ ¥꜠  

Е Ҏ Ὺ Ὶ ᴌЇ꜠ ɻ“

Ї ɻ Їᵓ⌐

Ї ῪⱵɻ Ⱶ ɼ 

ᴰЕ ꜠ ғ ᵩ Ⱶ ῗ Ї꜠ ӎɼ 

Е ꜠ ” ꜠ Ж

꜠ ҅ Ж꜠

Ж ᵣ ɼ 

ⅎ Е ᵩ Ⱶⅎ Їⅎ Ⱶ ‟Ї

ῪⱵ ꜠ Ж꜠

ᴌЖ ꜠꜠Ⱶ ɼ 

ᴍЕ ꜠ ”Ⱶ Ї≡

Ⱶ Ḧ ⱵЇ≡ ꜠ ɼ 

ᾣ ⅓ῇ Е 

(1) ҅ ᵩ ԋŅқ Ї ꜠ Ї 

ҙ ꜠ װ ņ Ӏӎ ɼ Ҳ

Ғ Ⱶ ᵩ ҩүЕ ꜠Ї

ԋ Ї ᾫ Ӏӎ ₴

Ņ ꜠ Ї ꜠ғ ⅎҒ Їװ Ї

꜠ ņ ҅ ɼ 

(2) −ᵩ ꜠ Їװ

ҿᶡЇ ⅎ ғ ‚Ҳ ꜠ Їב

ҟ Ї ᵩᴰ└לᴂ ꜗғ

╔ ⅎҒ Ї Ї

ᾫ ЇꞈⱵ ╦ɼ יִ ӥҲЇ

Ӥ ӥלᴂ ЇꞈⱵ ӥЇҒ Ї

ᶕש Їҿ ҅ᴓ

Ⱶ ɼ 

1-6 
6 

Ҏ  ꜠ ғׂש  

Е꜠ ɻׂש ɻ Ὶ ԝ ЇḦ

Ⱶғ Ḧ Ⱶ ῚẦꜗ Ж ⅎ ɼ 

ᴰЕẦꜗғ Ӑ ῗ Ї Ὺ

ᴌЇ ҅ ɼ 

Е Ḧ Ⱶ שׂ Ї שׂ Ḧ ⱵЇ

ɻ ꜠ Ж ꜠ ɻ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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ꜗ ɻ ” ɼ 

ⅎ Е ῪⱵ ꜠ ЇḦ Ⱶ

Ж שׂ ⅎ ᵩ Ⱶ ‟ɼ 

ᴍЕ≡ ɼ 

ᾣ ⅓ῇ Е 

꜠ ԋⱵ ҏ ЃꜗЄᴰ

Ѓ꜠ Є Ї ҅ ɼ

Ӑ҅ЇῚ ₴

ᴑᵫԐ ‼ Ї ҅ Ї Ғ

Ԑ Ї Ғ ꜠Ԑ ɼ ָӤ

҅ Їɟ ʃ ¥ⱷ ʄҲ Ņ

Ғ Ї װ ЇҒ Ї װ ņɼ Ầ

Ԑ Ї Ầ ‼ ᵲЇ ɻ Ї Ầ

ү Ї └ ɼ 

 ꜠ғ  

Е ꜠ Ї ꜠ ꜠Ⱶ

Ж Ὶ ꜠ ɼ 

ᴰЕ ꜠ Ї ꜠ ғⅎ Ж

꜠ғ ⌡ғ Ж ᴶ ғ ᴶ

ᵣ ᴶ Ӑ ῗ ɼ 

Е ꜠ ғⅎ Ж ꜘɻ ɻ Ж

ɻ Ж סּ  

ⅎ Е ꜠ Ж ֥ ᴶ ᴌЇ

ᴌɼ 

ᴍЕ≡ ҅ү ꜠ ꜠Ж≡ ҩ∆

Ї Ї ꜠

֥ סּ ҅ Ж≡

ɼ 

1-6 
3 

֒  Ⱶ  

Е ғҒ ɻ Ⱶ ҅

Ὶ ᵩ ɻ ғ ‡ ‡

ᵲ Ї ‡ ‡ Ж Ⱶ ԑ

Ї Ї Ⱶ Ї Ї ꜘ Ї

Ⱶ ԑ ɼ 

ᴰЕῪ ⃰ Ж ᵩ ɻ ɻ

ӎ ӎЖ ᵩ ᵩɻ ɻ ɻ

Ж Ⱶ ԑ ɻ ɻ

ꜘ ɼ 

Е Ⱶ ҅ ᵩ ᵩɻ ɻ

ɻ Ж Ⱶ ԑ

ᾫַײḷ ҩ Ї⌐

Ғ ≡⌡ ғҒ ɼ 

ᾣ ⅓ῇ Е 

(1) ᵲ Ї ҏ ᴵ Ҏ

ҟ ԓ Ї ῠ ӥ

Ῐ Ї Ї ᴂ ҿָ Ầ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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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2) Ầꜗɻ ᵩῪ Їᵜ

Їᶕ Ԑ Ӑ Ὺ ҅ ɼ 

῏   

Е ҅ Ї

Ὶ Ж ח

ᴌЖ ɻ Ж ɻ

ӎ Ж ғשׂ שׂ Ї

Ⱶᵲꜗғ שׂ ῗ ɼ 

ᴰЕ ╔ ӎЖ ӎ Ж

שׂ ӎ ɼ 

Е ɼ 

ᾣ ⅓ῇ Е 

Ί ᵩ ֥ , ᵣ

װ ᵩ ֥ ɼ

ӥ Ї ɻ ḪЇŅ ņ

ɼ 

1-6 
3 

҈   

Е ɻ ӎ

ᴌЖ ɻ ɻ ꜗ

ɼ 

ᴰЕ ῝ Ж שׂ ɼ 

Е Ж⌐

Ѓ

ЄЖ שׂ꜠ ɼ 

ᾣ ⅓ῇ Е 

Ї

ɼ Ӏӎ ҅ Ї

Ņ ņ Ḫ ɼ 

1-6 
3 

῍   

Е Ж ꜠ ɻ

ᵲ Ж ɼ 

ᴰЕ B ӎ ӎЖ

ӎ Ж Ⱶ῞ח

Ї Ҳ ꜠Ж ꜘ

ɼ 

Е ɼ 

ᾣ ⅓ῇ Е 

҅ ғ ɼ 

1-6 
3 

Ӣ  ᾩ  

Еᾩ ɻ ɻ ЖῊ Жᾩ Ж

ᾩ Жᾩ Ж 

ᴰЕ ғᾩ ῗ Ж ἥЖ

ἥ῎ ᵲ Ж ἥ῎ ᵲ Жᾩ

Ж Ж ԑ ɼ 

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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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Е ɻ ɻ ғ Жᾩ

ᾩ ⅎ ɼ 

ᾣ ⅓ῇ Е 

(1) ᾩ ғ ᴶ ῗ Ὺ Ї ҅ ғ

ɼ 

(2) סּ ɻᵓ⌐ Ὺ ҏЇ

ב Ҳ Ņ ņ ֿҡᾨ Ї Ņ ɻ ҟɻ

Ḫɻ ņ ɼ 

 32 

G 

Ѓ Є

Ὺ  

ɻӀ Ὺ  
 

 

  

ⅎ  

  0 

 0 

H 

Ὺ Ѓ

ӥɻ

ӥɻ ӥЇҘ

ҟ ӥɻ ҟ

ҟ

Є 

Ӏ Ὺ  
 

 

 

ⅎ  

  0 

I 

ғ

 

(1) Ὴ ᵩ Ї ᵩ ᴌ Їװ

ҿӀЇ ҅װ ᶡЇ ⱵЇ ӥῘ

Ї ɼ 

(2) Ї └ғ ɻ֢ ɼ

Ҳ ЇḌ ӥɻӀ꜠

ӥЇꜘ ԝ꜠ Ї ӥ ᴰ

₴Ґ҅ Ίᵩ ɼ 

(3)Ӏ Е 

    ӥ         

 ⅎ ᵲ ӥ  Ҙ ӥ   ᵲ ӥ   ӥ   

 ӥ     Ὶ Е        ( ) 

J 

ᴌ 

 

Ѓ ɻ ғŅ҅ ņ Є 

(1) ῎ΐ ᵩ ᾥ Ї ɼ 

(2) Ї ᴗҟ Ḫ ЇΊ

ᴌɼ 

K 

Ὶ Ὺ ɻ

ⅎ  

ⅎ

 

Ὺ  

 

ⅎ

 

ⅎ 

(10%) 

ᵲҟ

ⅎ

(10%) 
(20%) 

Ҳ

ⅎ

 

(%) 

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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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ŀM Їᴑ Ғ ɼ 

 

 

ḷ ָ

Е    

 

      
 

 

                                                   

2023  2   5    

 

Ӏᴑ Е 

 

   

Ӏᴑ Е  

 

202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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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竞赛》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ⅎ  

 ᴮЃXƐ90Є Ѓ80ƏXЗ90Є ҲЃ70ƏXЗ80Є Ѓ60ƏXЗ70Є Ғ ЃЗ60Є 

1Е 

Ҳ

ɻ

ғ Ї

ᵩ ɼ 

 

Ҳ

ɻ

ғ ɼ 

 

Ҳ

ɻ

ғ ɼ 

 

Ҳ

ɻ

ғ ɼ 

 

Ҳ

ɻ

ғ ɼ 

 

Ҳ

ɻ

ғ ɼ 

2Е 

ғ

ⅎ ⅎ

Ὺ ῝ ᶡ

ғ Ї װ

ҿ Ї

ғ ῝

Ї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ɼ 

 

װ

ҿ Ї ғ

῝

ЇΊ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Ⱶɼ 

 

װ

ҿ Ї ғ

῝

ЇΊ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Ⱶɼ 

 

װ

ҿ Ї ғ

῝

ЇΊ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Ⱶɼ 

 

װ

ҿ Ї ғ

῝

ЇΊ ҅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Ⱶɼ 

 

װ ҿ

Ї ғ

῝

ЇӤҒΊ

ɻ ᾣɻ ɻ

ɻ ɻ ꜘɻ

ἥɻ

Ї

ⅎ ғ

Ⱶ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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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Е 

Ї

ⅎ ῗῪ

ɻ ɻῘ

꜠ ɼ 

 

Ї

ῗῪ

ɻ

ꜘ ɻῘ

꜠ɼ 

 

Ї

ῗῪ

ɻ

ꜘ ɻ

Ῐ

꜠ɼ 

 

Ї

ῗῪ

ɻ

ꜘ ɻ

Ῐ

꜠ɼ 

 

Ї

ῗῪ

ɻ

ꜘ ɻ

Ῐ

꜠ɼ 

 

Ї

ῗῪ

ɻ

ꜘ ɻ

Ῐ

꜠ɼ 

4Е 

ᴰ

ָ ɼ

Ї

Ж

Ӏӎ

ɻ ᴰ

Ӏӎ ᴍẅ ɼ 

 

╔ ᴰ

ָ ЇҪ

Ї

Ж

Ӏӎ ɻ ᴰӀӎ

ᴍẅ ɼ 

 

ᴰ

ָ Ї

Ї Ж

Ӏ

ӎ ɻ ᴰӀӎ

ᴍẅ ɼ 

 

Ї Ж

Ӏӎ

ɻ ᴰӀӎ

ᴍẅ ɼ 

 

Ї Ж

Ӏӎ

ɻ ᴰӀӎ

ᴍẅ ɼ 

 

Ї Ж

Ӏ

ӎ ɻ ᴰӀӎ

ᴍẅ ɼ 

5Е 

ЇΊ

ה Ї

ғ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Ί ה

Ї

ғ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Ί ה

Ї

ғ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ғ ֥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ғ Ῐ ҅

Ї Ί

ҟ ҟ

ɻ Ԑ ᵲ

Ҫ ꜙ

ɼ 

 

ᴰ

ָ Ї

ғ

Ῐ

Ῐ Ї ҟ

ҟ ɻ Ԑ

ᵲ Ҫ ꜙ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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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Е 

⌐

ӥ

ᵲҟ ӥЇḌ

ӥɻ

Ӏ꜠ ӥɻ

ᴰ

Їῠ

ӥӥ Ї

₴Ґ҅

Ίᵩ ɼ 

 

ꜘ

ɻ ɻ

Ї

Ї Ӏ꜠

ɻ Ї

Ї ₴

Ґ҅ Ίᵩ

ɼ 

 

ꜘ

ɻ ɻ

Ї

ЇӀ꜠

ɻ Ї

Ї ₴Ґ҅

Ίᵩ ɼ 

 

ꜘ ɻ

ɻ

Ї

Ҳ Ї

ɻ Ї

Ї

₴҅

ɼ 

 

ꜘ ɻ

ɻ

Ї

҅ Ї ɻ

Ї

Ґ҅

҅ ɼ 

 

ꜘ ɻ

ɻ

Ї

Ї

ɻ Ї

ᴰ

₴Ґ҅

҅ ɼ 

 

 

 

 

 

 

 

 



 64 

 

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热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ʃ ʄ 
 

ש  
061236 

 
 ḷ  ḷ  Ҙҟ ḷ  

Ҙҟ ḷ  ḷ  ḷ 

  ⅎ 1 ָ  

 32  0  32 

ᾨḷ ғ

 

ᾨḷ ЕʃⱵ ʄʃ ʄ 

Еʃᾩ ʄʃ ש ʄ 

Ҙҟ Ѓ ЄҘҟ 

A 

 
Ӏ ʃ ʄЃ ⅎЄЇ ₴ ɼ 

B 

Ӏ ӫ

 

[1] Ӏ ʃ ʄ ₴ 2002 5 3 ɼ 

[2]     ╪ Ӏ ʃ ʄЇ ₴ 2001

6 ɼ 

[3]Ҍ    Ҍ ʃ ʄ ֪ ₴ 2000

Ҏ ɼ 

[4] ‖   Ӏ ʃ ʄҲ ₴ 2002 8

2 ɼ 

[5     Ӏ ʃ ʄ ₴ 2000

9 ɼ 

[6]   ῎   ᵿ Ӏ  ʃ ʄ ₴ 1987

7 1  

[7]∏  ʃ ʄⱵ ɻ ⅎ ⅎῳ 

₴ 2001 4 ɼ 

C 

ҏ ӥ

 

 

D 

  

( ɻ

ᵣ ᴑꜙ) 

ʃ ʄ Ѓ ЄҘҟ ḷ Ї

Ҙҟ ҅ Ї Ҙҟ Ҙҟ ɼ

ɻ ɻ ɻ Ὶ

ҿӀ Ὺ ɼғⱵ Ї Ί ЇῚ

Ӏ ɼ ҲЇ

Ӏ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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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ӥ

Ὶғ

ҟ

ῗ  

ӥЇ Ί Ґ ɻ Ⱶ ᴍẅ Е 

1Еꜘ ꜠ Ⱶ ῠЇ Ҳ₴

ⱵЇ ⅎ Ї ғ ⅎ ֥

ɼЃ ҟ 1Є 

2Е Їᶕ ꜘ

Ж ɻ ɻ ɻ Ї ⅎ

Ї ɻ Їᶕ ԋ ɻ

ɼЃ ҟ 2Є 

3Е ᴰ ָ Ї ғ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Ѓ ҟ 3Є 

 ҟ ⅎ  ҟ  

1 

Ί ҅ Ҙҟ

ⱵЇ Ї

Ї Ї

ғ ɻ Ї

ⅎ ” ɼ 

ῠЃ1Є 

2 

ɻ

Ї

ᵩ ɻ ῠɼ 

ⱵЃ2Є 

3 

ɻΊ ה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ῗ

Ὺ ɻ

ꜘ ɻῘ ꜠ɼ 

ָЃ3Є 

F 

ӥῪ

 

   

G 

Ѓ Є

Ὺ  

ɻӀ Ὺ  
 

 

  

ⅎ  

҅ɻ ᵩ  

Е - Ї ӥ

Ї ḷ ɼ ӥ Ҳ

ḷ ɼ 

Ὺ Е Ї ị

ḷ ɼ 

Ӏ ᴀ Е ɻ (0.0-50.0℃ 0-100℃

҅ )ɻ ɻꜘ  

ᾣ Е 

ḷ Ίᵩ Ίᵩⅎ

Їꞈ Ⱶ ɼ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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ԑɻ‚ Ѓ Є 

Е ‚ ɼ 

Ὺ Е ‚ Ї ᵲ ḷ ɼ 

Ӏ ᴀ Е ɻ ɻ ɻẨ ɻ

‚ɻ ɻ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3 

ҎɻҒ ᵩ  

Е ӥ Ғ ᵩ

Їᶕ Ể Ї⌐ ᵩ

ɼ 

Ὺ Е ᴀЇ Ї

Ғ ᵩ ɼ 

Ӏ ᴀ Е ᴀɻ Ể ( ҅

) ɻ ɻ ɻ

ɻ ɼ 

ᾣ Е 

ש װ

‖ ‡Ї Ї

ԑ ɼḦ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4 

ɻ  

Е Ї

ᴰ ⅎ ɼ 

Ὺ Е Ғ Ґ Ї

ẅɼ 

Ӏ ᴀ ЕFB712A ᴀɼ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3 

֒ɻ ᵩ  

Е ᵩ ɼ 

Ὺ Е ᵩ ᴀ ҅

Ї ᵩ Ї Ї

ɼ 

Ӏ ᴀ Е ᵩ ᴀɻ ɻ

ɻ ɻ (ΐ )ɼ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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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Ể  

Еԋ Ї Ể

ɼ 

Ὺ Е Ể ₴Їᵲשׂ꜠

Ể ғשׂ꜠ Ӑ ῗ Ї

₴ Ể ɼ 

Ӏ ᴀ Е Ểɻ ɻḦ ɼ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4 

҈ɻ ꜗ  

Е ӥ ꜗ Ї

ᶕ ɼ 

Ὺ Е ꜗ Їⅎ

Ӏ ɼ 

Ӏ ᴀ Е ᴀɻ ɻ ɻ

ɻ ɼ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3 

῍ɻ ‡  

Е ӥ

Ї ᾩ ɼ 

Ὺ Е ԑ  

Ӏ ᴀ Е ᴀɻᾩ ɻ ɻ

ɻ  ɻ ɻ ɻ

ɻ ( ɻ ҅)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4 

Ӣɻ  

Е Ї

֢ ɼ 

Ὺ Е Ж 

ғ ֢ Ї Їⅎ ɼ 

Ӏ ᴀ Е ɻ ɻ

ɻ ɻ ɼ 

ᾣ Е 

Ҳ ῠ Ҫ ɻ

Ԑ Ї ῠ ∕ ӥ

ⱵЇ ɼ 

1ɻ2ɻ
3 

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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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Ὺ

Ѓ

ӥɻ ӥɻ

ӥЇҘҟ

ӥɻ ҟ

ҟ

Є 

Ӏ Ὺ  
 

 

 

ⅎ  

  0 

I 

ғ

 

 ₴ 15 Ѓ5ү ЄЇ ῠ ꜠ ⱵЇḌ

ӥҲ ɻ “ ɻ ɻẦ” ҿ҅ᵩɼ 

4.Ӏ Е 

    ӥ         

 ⅎ ᵲ ӥ  Ҙ ӥ   ᵲ ӥ   ӥ   

 ӥ     Ὶ Е  ( ) 

J 

ᴌ 

 

Ѓ ɻ ғ“҅ ” Є 

12 Ї ɼ 

K 

Ὶ Ὺ

ɻ

ⅎ

 

ⅎ

 

Ὺ  

 ⅎ

 ӥ
(20%) ᵲ(50%) (30%) 

1Ѓ30%Є 

ⱵЇ

Ї Ї

Ї ғ

ɻ Їⅎ

” └ ɼ 

6 15 9 - 

2Ѓ60%Є 

Їᶕ ꜘ

Ж ɻ ɻ

ɻ Ї

ɻ Ї

ᶕ ԋ ɻ

ɼ 

12 30 18 - 

3Ѓ10%Є 

ᴰ ָ

Ї ғ

֥ Ῐ Ї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2 5 3 - 

ⅎ 20 50 30 - 

L 

ӥ  

1. Ӏ ӥɼ ӥ ɻ ӥ Ї ɻ ӫ

Ӏ Ҳ ӥ Ї ↔ ӥ ↔Їᾥⅎ

ӥ ꜠ ɼ 

2. ӥɼ יִ Ὺ Ї ᶡҘ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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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 ⅎ ” ⱵЇ

∕ ∕ ɼ 

M 

ⅎ  
ʃ ʄ ⅎ ɼ 

 A—M Їᴑ Ғ ɼ 

 

 

ḷ ָ

Е    

 
                                                   

2023  2    5   

 

Ӏᴑ Е 

  
 

Ӏᴑ Е  

 

202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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ᴰ ָ

Ї

ғ ֥ Ῐ Ї

Ί ҟ

ҟ Ї Ԑ

ᵲ Ҫ ꜙ

ɼ 

Ί Ԑה

ɼ

ɻῠ

Ԑ

ᵲ Ї Ҫ

ᵲ Ж Ғ

ɻּד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Ί Ԑ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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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物理学专业（师范类） 

《近代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ʃ ש ʄ 
 

ש  
064970 

 
 ḷ  ḷ  Ҙҟ ḷ  

Ҙҟ ḷ  ḷ  ḷ 

 
֒  

῏  
ⅎ 2 ָ  

 64  14  50 

ᾨḷ ғ

 
ᾨḷ ЕʃⱵ ʄɻʃ ʄɻʃᾩ ʄɻʃ ʄ 

Ҙҟ Ѓ ЄҘҟ 

A 

 
Ḧ Ӏ ʃ ש ʄ( ԑ )Ї ₴ Ї2017 6 ɼ 

B 

Ӏ ӫ

 

Ӏ ʃ ש ʄЇ ₴ Ї2012 1 ɼ 

Ӏ ʃ ש ʄЇ ₴ Ї2004 1 ɼ 

∏ ᾩӀ ʃ ש ʄЇ ₴ Ї2021 8  

C 

ҏ ӥ

 

Ї ᴂᶳ ᶱ ғ

Ї ῗ Ὺ ɻ ɻ ᵲɻ Ԑ

ɼ 

D 

  

( ɻ

ᵣ ᴑꜙ) 

ʃ ש ʄ ҅ ɻ Ї

ɼ ש ҵװ Ї ῠלᴂ

Ⱶ ⅎ ⱵЇ ᴂԋל ֥ ɻ

Ҳ ᵲ Ї ӥ ש Ҳ ҅֙ ɻ ɻᴀ

Ї ҅ ῠ ӥ װ Ҫ ᵲ ɼᶕ

҅ Ԑה Ⱶɼ 

E 

ӥ

Ὶғ

ҟ

ῗ  

ӥЇ Ί Ґ ɻ Ⱶ ᴍẅ Е 

1Е ᶕ ש ᴀ Ї

Ї ῠғ Ԑה ⱵЖЃ ҟ

B1Є 

2Е ӥ ש Ї ӥ ɻ

ⅎ ש Ї ש

Їꜘ ש ɼЃ ҟ B1Є 

3Е ӥ ᵆ Їԋ ᴍ

Ї ЖЃ ҟ B1Є 

4Е ᴰ√ Ⱶɼ

Ї ┼ Їⅎ Ї   ɻ Ж

Ѓ ҟ B1ɻD1Є 

5Е ῠ Ԑה ɼ ɻ

Ԑ ᵲ ЇҪ ᵲ ЖҒ ɻּד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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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ЖЃ

ҟ D2Є 

 ҟ ⅎ  ҟ  

1 

B1-1 ש ɻ

Ї

ᵩ ɻ ῠɼ 

ῠЃB1Є 

2 

B1-2 Ί ҅ Ҙҟ

ⱵЇ Ї

Ї Ї ғ

ɻ Їⅎ ” ɼ 

ῠЃB1Є 

3 

B1-2 Їה

ҩ ɻ ₴

ЖΊ ᶕ ᵆ

ⱵЖ 

ῠЃB1Є 

4 

B1-2 ⱵЕ Ⱶɻ

Ⱶɻ Ⱶɻ Ⱶɻ

ɻ∕ ɼ 

D1-4 ⱵЕ

Ίᵩ Ї ғ

ᵲɼ 

ῠЃB1Є 

ᴰ ЃD1Є 

5 

Ί ᴰ ЇΊ ָ

֢ Ⱶ ᵲ Ї

ԝ꜡ ᵲ ӥЇ ᵊ ӥΐ

ᵩ ה ӥΐ ᵩҲ └ ӕ ɼ 

ᵲЃD2Є 

F 

ӥῪ

 

ӥῪ ғ ӥ  
 

 

 

ⅎ  

ש  

ᴰЕ ⅎ  

Е 

ש Ὺ ғ ש ᴀ  
ᾣ ⅓ῇ Е 

ב Ņ ש ņҲ Ὺ

῝ , ֙

,ᵜ ֙ ӐҲ,ӤҒӔҲ

, Ҳ ԓדּ ɼ ש

ԓ ,ᵜ ,Ҳ ҅ ᵲ

ᾫ , ῊⱵ , ԋ Ғ

ɼ ש Ҳ ָ , ֙

Ҳ ᾣ ῇ , ῠ Ҳ

ԋ Ї יִ װ ҿ ᴑЇҿ Ӏ ֥

ӥɼ 

1ɻ2ɻ

3ɻ4ɻ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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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Ѓ Є

Ὺ  

ɻӀ Ὺ  
 

 

  

ⅎ  

҅Е  

Е 

(1)⌐ CCD ᴀ ɼ 

(2)ԋ CCD ᴶ ғ Ї ӥ

ɼ 

ᴑꜙЕ 

(1) Ņ ņɻŅ ņɻŅҐ ņɻŅ

ņ ᵲЇװḈ ┼ ɼ 

(2) Ї Ґ Ї

ẅɼ 

(3) Їῴ ₴

eɼ 
ᾣ ⅓ῇ Е 

װ ӎҿ⅓ῇ Ї

Ї Ї ҏΊ ӎЇ

ԋ 1923 ɼ Ї

Ї Ҳ ғ

ⱵЇ ҅ ⱵЇ ῠ Ҫ

Ғ ɼ 

1ɻ2ɻ

3ɻ4ɻ5 

5 

ԑЕ ᾫ  

Е 

(1)ԋ ᾩ ɼ 

(2) ₴ ᾫ ɼ 

(3) ᾩ Ї ₴Ғ Ґ

ɼ 

ᴑꜙЕ 

(1) ᾩ ᴥ  

(2) ᾩ ᵣ

ẅɼ 

(3) ᵣ ẅЇ ҅ᾣ

ᾫ ɻ ₴ꜗ ẅɼ 
ᾣ ⅓ῇ Е 

(1) ᾫ Ї ₴ ש

ָӐ҅ŀŀ ᴗ ɼ1921 ᴗ ғ

ᵲ,⌐ X ғꜘ ῗ Ї ᾫ

Ї ᶉ Ї ԋ 16 Ӑӊɼ

Ї ᴗ ᾨ ҅ᵣᴵ Ά ,

,҅ Ⱶԓ ָ ῠЇ ɻ Ҏ ɻ

ᴵ ɻ ɻ Ӣ ҅ ҩ ҅ Ҙ

ל ɼ ב ש ҏ Ї

ғ ɼ 

(2) ῞ ꜡ סּ Ї └ᾩ

Ї └

הꜗ Ғ ҅ Ї Ғ ꞈⱵЇ

ₐ ᵣҲӤ װ ᵲҿЇ יִ ɻꞈⱵ

ɼ 

1ɻ2ɻ

3ɻ4ɻ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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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Е ῒᾫ- ῞  

Е 

(1) ӥ ῒᾫ ῞ Ὺ

ɼ שׂ

ɼ 

(2) ҅ הЇשׂ

ɼ 

ᴑꜙЕ 

(1) ᴌЇ Ip ꜘ

Ua ‟ɼ 

(2) Ņ ꜠ ņ Ї Ip-Ua Ї

┼ ɼ 

(3) Ņ ꜠꜠ ņ Ї Ip-Ua

ɼ 
ᾣ ⅓ῇ Е 

ῒᾫŀ ῞ Ҳ ẅ

└ , ₴ Ӥ Ғ

ɼ Ҳ ₴ Ғἥ ẅ ᶳ

, Ể Ґ , Ґ ,ᵜ

ẅɼ ⌐ ┼ ɻ Ґ װ,

יִ Ҳ ԓ ɻ ɼ 

1ɻ2ɻ

3ɻ4ɻ5 

5 

Е  

Е 

(1) ɼ 

(2) 546.1nm ⅎ װ ᴂ

ẘ ɼ 

(3) ɼ 

ᴑꜙЕ 

(1) ᾩ ,ᶕᾩ ᾩ װ ᾩῇ

F-P ‼ΊЇ₴ ᾩ ᴰ ἥԓ CCDᾩ ɼ 

(2) F-P ‼Ί ᶕҩ ɼ 

(3) ҏⅎ  ᾩ  ᾩ

‟ɼ 

(4) ɼ ₴ BЇ

⌐ ₴ ẅЇ ɼ 
ᾣ ⅓ῇ Е 

ԓᴶ Ӑ

ҙ ἥ ᵤЇ ⅎ◙Їװ

‼ ᵣ ᵣ Ї ɼ Ї

ἥ ғ Ї⌐ MATLAB

ᴌ ἥ Ї ԋ Ї

ԋ Ї ⌐ ꜠ ᵣ

₴ Їה Ї Ḉ ᵲ

ɼ ῇ ἥ Ї

ᶡЇ ҲЇ Ṩ꜡ ש

ғ ἥ Ї Їּדԓ Ҳ

ғ∕ Ї Їҿא ӥ ᵲ

ɼ 

1ɻ2ɻ

3ɻ4ɻ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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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Е 

(1) ӥ ᾣ ᴥ ɼ 

(2) ӥ LC ֥ ғ

RC Ὶ ɼ 

(3) LC ֥ ⅎ

Ї ҅√ ɼ 

ᴑꜙЕ 

(1) LC ֥ RC

ɼ 

(2) ҏ ҩү

( )ɼ 

(3) RC Ҳ R ẅЇ

Ї Ṗ ⅎ Ї Ї ( )

( ) Їⅎ ֥ ɼ 

(4) (ᾣᴌ) ᴥ ɼ 
ᾣ ⅓ῇ Е 

Ҳ Ņ ņ ₴Ņ ņ Їב

Ғ׃ ԓ Ҳ, ɻ ɻ ɻ ɻ

┼ɻ Ҳ ᴰ₴ ,

ԋ҅ Ї ᴶ ֥ ԋ ɼ ב

ɻ Ї Ї

╦ ῇ Ї Ї

Ὶ Ї Ҙҟ ғ ɼ 

1ɻ2ɻ

3ɻ4ɻ5 

5 

῏Еᾩ ᾩ  

Е 

(1) ᾩ ᾩ ɼ 

(2) ᾩ ᾩ ɼ 

ᴑꜙЕ 

(1) ᾩ Ї Ҳ ₴ ᾩ

ɼ 

(2) ᾩ Ї └ ᾩ ᾩ

ҩү Ї ꜠ ꜠ ֢ ᵣ װ

ᾩ ᾩ Ї ԑᾩ Ḫ Ї ҩ ᾩ

ᾩ ԓ ɼ 

(3) ᾩ Ї ғ῎ ẅ Ї ₴

Ї ⅎ ɼ 
ᾣ ⅓ῇ Е 

(1) ב ᾩ ҲЇ ᾩ

Ғ ҅ Ӑ ɻ҅ Ї ש҅ ΐש҅

ꞈⱵ Ї ╦ָ ҏҒ Ї

Ҳ ҿ Ї ҅ Ņ  

ָ ҏ װ ņɼ ӥῘ

꜠ⱵЇ ῠ װ ɼ 

(2) ҲЇ ₴ҩ ᴮ Ї יִ

ᴀ ҏ ҅ ᴮ ɼ ᴮ ҲЇ ᾫ

ԋ Ҳ Ї ԋ ⱵЇ

ԋҘҟ Ї ԋ ᵫ

Ї үָ ῠ └ԋ ᵲ ɼ 

1ɻ2ɻ

3ɻ4ɻ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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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 CCD ἥ Ҏ ⅎ  

Е 

(1) ԋ Windows ἥ ᴌ Ж 

(2) ⅎ ‼ CCD ἥ Ҏ

ɼ 

ᴑꜙЕ 

(1)┼ᵲ ɻ ɻ Ї ɻҲ ɻ Ї ɻ

Ҳ ɻ Ї ɻҲ ɻ ΐ 12 ‼ ɼ 

(2) 12 ‼ ԓ CCD ἥ ҐЇ

Ї ἥɼ 

(3)⌐ MATLAB ᴌ ┼ ‼ BMP

( 4*3 ἥ)Ї ẦҎ ⅎ

Ї ₴ⅎ ɼ 
ᾣ ⅓ῇ Е 

ἥ ғ EXCEL ῇ└ ҲЇ

ҲЇּדԓ ғ∕ Ї Ḫש

ғ ἥ Ї ғ Ї үָ

ῠɼ 

1ɻ2ɻ

3ɻ4ɻ5 

5 

῍ЕCCD ᴀ  

Е 

(1)ԋ ᴀ CCD ᾩ

ᵲ ɼ 

(2)⌐ ҩ ‼ Ї

Ὶל ɼ 

ᴑꜙЕ 

(1) Ї CCD ᾩ ҐЇ

ҏ └֒ Ғ Їῴ

ҏ ɼ 

(2) CCDshot ᴌЇ Ҳ

ҿ 5000Ї ҿ 0.5 ἥ ԓŅԑ ņЇ

ԓŅ ņЇ ₵Ņ ņ

Ї ҏ ᾩ ⅎ ɼ 

(3) ₵Ņ / ņЇ ₴ҩ ‼ Ї 

₵Ņ ņЇ ₴

ɼ 
ᾣ ⅓ῇ Е 

ҲЇ ₴ Ҳ Е ccd

ᴀ ᾩ Ї Ὺ ᵒ ,

ɼ ҏЇ Ὶ Їᶕ

ғ Ї

ɼ ᴀ ɻ ẇ

Ї ᶉ Ї origin ᵲ

Ї ɻ װ Ї

ⅎ Ї ẅ

҅ ḷ ɼ ҏ ғῚ

ᵣ Ї ԋ ɼ Ї

ԋүָ Ҙҟ ῠЇ ῠԋҪ

ɼ 

1ɻ2ɻ

3ɻ4ɻ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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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Е ΐ  

Е 

(1)ԋ ΐ ɼ 

(2) g ɼ 

ᴑꜙЕ 

(1) 1H ( ) ΐ Ḫ ɼ 

(2) 1H  g ɼ 

(3) 19F  g ɼ 

(4) Ҳ ᵣ Ї ₴ ᵣ

B 0ɼ 

ᾣ ⅓ῇ Е 

ΐ ҲЇ ᾨ ΐ ҅֙

ғ Їה ₴ ΐ ֥ ᴌЕ ᾨ

Ғҿ Ї ꜘ

ᵲ ҙҩ ҅ ᴌ

Ї ╔ ΐ ᴌЇהҲ

ᵲ ɼ 

1ɻ2ɻ

3ɻ4ɻ5 

5 

ЕῊ  

Е 

(1)ԋ Ὴ ɼ 

(2) ӥ Ὴ ɼ 

(3)ԋ ῴ Ὴ ɼ 

ᴑꜙЕ 

(1)Ὴ ἥ ɼ 

(2)Ὴ ἥ ῴ ғ ɼ 

1ɻ2ɻ

3ɻ4ɻ5 

5 

 50 

H 

Ὺ Ѓ

ӥɻ

ӥɻ ӥЇҘ

ҟ ӥɻ ҟ

ҟ

Є 

Ӏ Ὺ  
 

 

 

ⅎ  

  0 

I 

ғ

 

(1) ╦ ӥ+ ᵲ+ + ɼ 

(2) ᵲ╦Ї +ᴀ ב ғ + Ԑ ɼ 

(3) + + ɼ 

(4)Ӏ Е 

    ӥ         

 ⅎ ᵲ ӥ  Ҙ ӥ   ᵲ ӥ   ӥ   

 ӥ     Ὶ Е  ( ) 

J 

ᴌ 

 

Ѓ ɻ ғŅ҅ ņ Є 

(1) ש ᾥ Ї ɼ 

(2) Ї └ ӥ ɼ Ї

Ҳ ⅎ ᶱ ӥɼ 

(3) ש ⅎ ᾥ Ї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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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Ὶ Ὺ ɻ

ⅎ  

ⅎ

 

Ὺ  

 

ⅎ

 

实验

预习

评分

占比

（20

%） 

实验

操作

评分

占比

（50

%） 

实验

报告

评分

占比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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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ⅎ  

 ᴮЃXƐ90Є Ѓ80ƏXЗ90Є ҲЃ70ƏXЗ80Є Ѓ60ƏXЗ70Є Ғ ЃЗ60Є 

1Е  

ᶕ ש ᴀ

Ї

Ї

ῠғ Ԑה

Ⱶɼ 

 

ᶕ

ש ᴀ Ї

ɻ

Ԑה

Ⱶɼ 

 

ᶕ

ש ᴀ Ї

ɻ

Ԑה

Ⱶɼ 

 

ᶕ

ᴀ

Ї

ɻ

Ԑה

Ⱶɼ 

 

ᶕ

ᴀ

Ї

ɻ

Ԑה

Ⱶɼ 

 

Ғ ᶕ

ש ᴀ ЇҒ

ɻ ЇҒΊ

Ԑה

Ⱶɼ 

2Е 

ӥ

Ї

ӥ ɻ

ⅎ

Ї

Їꜘ

ɼ 

 

Ї ᴰ

ɻⅎ

Ї

ɼ  

 

Ї ᴰ

ɻⅎ

Їᴰ

ɼ 

 

Ї ᴰ

ɻⅎ

Ї ᴰ

ɼ 

 

ЇD ɻ

ⅎ

Ї ᴰ

ɼ 

 

Ғ

ЇҒᴰ

ɻⅎ

ЇҒ

ɼ 

3Е 

ӥ

ᵆ Їԋ

ᴍ

Ї

ɼ 

 

ᵆ Ї

ᴍ

Ї

ɼ 

 

ᵆ Ї

ᴍ

Ї

ɼ 

 

ᵆ Ї

ᴍ

Ї

ɼ 

 

ᵆ Ї

ᴍ

Ї

ɼ 

 

Ғ

ᵆ ЇҒ

ᴍ

ЇҒ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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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ᴰ√

Ⱶɼ

Ї ┼ Їⅎ

Ї   ɻ

Ж 

 

√

Ⱶɼ

Ї ┼ Їⅎ

Ї  

ɻ

ɼ 

 

√

Ⱶɼ

Ї ┼ Їⅎ

Ї  

ɻ

ɼ 

 

√

Ⱶɼ

Ї ┼ Ї

ⅎ Ї

  ɻ

ɼ 

 

√

Ⱶɼ

Ї ┼ Ї

ⅎ Ї

  ɻ

ɼ 

 

Ғ √

ⱵɼҒ

Ї ┼ Ї

Ғᴰⅎ Ї

Ғ   ɻ

ɼ 

5. 

ῠ Ԑה

ɼ

ɻ Ԑ

ᵲ ЇҪ

ᵲ Ж

Ғ ɻּד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Ж 

 

Ί Ԑה

ɼ

ɻ

ῠ Ԑ

ᵲ Ї Ҫ

ᵲ Ж Ғ

ɻּד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Ί Ԑה

ɼ

ɻῠ Ԑ

ᵲ Ї Ҫ

ᵲ Ж

Ғ ɻּדԓ

∕ Ж

ɻ ῎

ᴮ Ж ᵲɻ

ΐ ᵲ ɼ 

 

Ί Ԑה

ɼ

ɻ

ῠ Ԑ

ᵲ Ї Ҫ

ᵲ Ж Ғ

ɻּד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Ί Ԑה

ɼ

ɻ ῠ

Ԑ ᵲ Ї

Ҫ ᵲ

Ж Ғ ɻּד

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ҒΊ Ԑה

ɼҒ

ɻ

Ԑ ᵲ Ї

Ҫ ᵲ

Ж ԓדּ

∕ Ж

ɻ ῎

ᴮ Ж

ᵲɻΐ ᵲ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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