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西，面向全国，服务社会，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中学化学教育情怀，具备

良好的人文科学和信息素养，具有扎实的化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现代教育思想、理

念和教学技能，具有创新能力、自我学习和不断发展能力，适应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能够在中学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本专业对所培养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的预期目标是：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师教育发展战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具有坚定的教师职业信念和高尚的师德修养，富有中学教育情怀，能将化学教育新理念

有机融入到教学中。

2.掌握化学学科教育、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相应实践方法，具备优良的教学技

能和较强的教育管理能力，能进行全方位育人活动。

3.掌握化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方法和实验探究技能，掌握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计算机

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能够综合运用这些知识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中学化学教学。

4.具有较强的学习、交流、协调、管理、竞争及合作能力，掌握班级管理技能，了解教

学管理的基本特点与决策方法，能够胜任中学班主任以及中学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

5.具有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熟练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能够通过继

续教育或其他学习渠道不断地自我更新知识结构，更新教育理念，拥有自主的、终生的学习

习惯和能力，实现教学能力与水平的持续提升。

二、毕业要求

（一）践行师德

1.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正面教育来引导、激励、塑造学生；

以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准绳，具有依法执教的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师德规范】

2.具有积极投身中学化学教学的热情和意愿，理解并高度认同中学化学教师工作的重要

性和专业性，把教育当成自己的终身信仰；了解当地的化学资源优势与环境现状，能够因地

制宜的开展爱国、爱家教育；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中学生的独立人格，重视中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富有爱心和责任心，成为中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国的引路人。【教育情怀】

（二）学会教学

3.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基

本知识，了解化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学科素养】

4.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及化学教学论等教师教育类课程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能够结合学科教学知识与现代教育技术，科学地设计课程教学方案，有效实施教

学计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展教学测量与评价；具备依据化学课程标准以及中学生的认知

特点，开展中学化学教育教学的能力。【教学能力】

（三）学会育人

5.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工作的原理与方法，具备班集体的组织、建设、

管理的能力；具有与家长进行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能够组织开展德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班级指导】

6.拥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意识；理解化学核心

素养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掌握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能够在化学教学和其他教育实践活

动中有意识地将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与品德养成、环境保护、安全常识相结合，对学生进行

有效的教育和引导，具有组织与开展安全环保教育、科学教育主题活动的能力。

【综合育人】

（四）学会发展

7.了解化学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初步掌握反思的方法和技能，并能通过教学反思促进教学改进和专业发展；具

有问题意识、研究意识和创新意识，学会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能够结合就业

愿景，制订自身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学会反思】

8.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理解并发挥学习共同体的作用，掌握沟通和合作的技能；具有较

强的英语阅读、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了解国内外化学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和前沿动态，能

积极尝试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开展化学教育的实践。【交流合作】

三、学时与学分

毕业学分最低要求：159学分；

毕业学时最低要求：2392学时。

四、学制与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理学学士。

五、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教育学

核心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教育学与职业道德、教育心理

学、化学教学论、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六、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关系矩阵

1.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师德规范 H

教育情怀 H

学科素养 H H L M

教学能力 H H

班级指导 M H

综合育人 M M L H L

学会反思 H H M

交流合作 M H

注：根据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毕

业要求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交流

合作

通识

教育

平台

思政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信息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 √

语言类 大学外语（1-4） √

体育类 大学体育（1-4） √

安康类

安全教育 √ √

心理健康教育 √ √ √

军事理论 √ √ √ √

学科

基础

教育

平台

教师教育

教育学与职业道德 √ √ √ √

教育心理学 √ √

化学教学论 √ √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 √

现代教育技术 √ √

信息类 C语言程序设计 √ √

数学类 高等数学（1-2） √

物理类 大学物理 √

专业

教育

平台

必修课

化学专业导论 √ √

无机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 √

有机化学实验 √

分析化学 √

分析化学实验 √

物理化学 √

物理化学实验 √

结构化学 √

化工原理 √

化工原理实验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交流

合作

实践

教学

环节

公共基础

思政综合实践 √ √

军事技能 √ √

劳动教育 √

教师技能

三笔技能 √ √ √ √

教师口语 √ √ √ √ √ √

课堂组织 √ √ √ √ √ √

班级管理 √ √ √ √ √

实习实训
微课设计 √ √

教育见习 √ √ √ √ √ √ √ √

综合训练
教育实习 √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注：根据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用 “√”标识。



七、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一）各平台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课程大类 课程子类 学分数 学时数 学分比例 学时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课 23.5 400 14.78% 16.72%

选修课 8 128 5.03% 5.35%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课 20 320 12.58% 13.38%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课 34 544 21.38% 22.74%

选修课 18 288 11.32% 12.04%

实践教学环节 55.5 712 34.91% ——

合计 159 2392 100.00% ——

说明
其中，课内实践学时学分计入实践教学环节，合计学时、学分数中含课内实

践 712学时、28.5学分。

（二）学期理论课（含课内实践）周平均节次

学年 学期

周平均节次

备注
通识

教育平台课程

学科基础/专业

教育平台课程

一

1 11 12

2 8 21

二

3 9 14

4 10 19

三

5 2 21

6 教育实习

四

7 2 12

8 毕业论文



八、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思政类

191618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32 2 16 16 1

191618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16 16 2

1916181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32 16 3 是

1916181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48 16 4 是

19161811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2-5

信息类 1917182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48 3 16 32 1 是

语言类

1910183101 大学英语 1 4 64 4 48 16 1 是

1910183102 大学英语 2 4 64 4 48 16 2 是

1910183103 大学英语 3 2 32 2 32 3 是

1910183104 大学英语 4 2 32 2 32 4

体育类

1909184101 大学体育 1 1 32 2 8 24 1 是

1909184102 大学体育 2 1 32 2 8 24 2 是

1909184103 大学体育 3 1 32 2 8 24 3 是

1909184104 大学体育 4 1 32 2 8 24 4 是

安康类

1921186101 安全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2 心理健康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3 军事理论 2 32 32 1

小 计 通识教育必修课 36 672 400 272

小 计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28 2 128 3-6

合 计 44 800 528 272

说明

教学任务：思政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信息类课程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大学

英语 1-4”由外国语学院承担；体育类课程由体育学院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由教育科学与技术学

院承担。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8学分，不能选修与本专业课程相近的课程，其中至少选修 2学分艺术与审

美类课程、2学分创业与创新类课程。



（二）学科基础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教师教育

1901202101 教育学与职业道德 3 48 3 40 8 2 是

1901202102 教育心理学 4 64 3 56 8 3 是

1901202103 现代教育技术 2 32 2 16 16 4
1901202104 化学教学论 2 32 2 32 5 是

1901202105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1 32 32 5 是

信息类 1901202106 C语言程序设计 2 32 2 8 24 2

数学类
1901202107 高等数学 1 3.5 56 4 56 1 是

1901202108 高等数学 2 4 64 4 64 2 是

物理类 1901202109 大学物理 4 64 4 48 16 2 是

合计 25.5 424 320 104

说明

教学任务：教育学与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由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承担；信

息类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数学类由数学与统计学院承担；物理类由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承担。

（三）专业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1.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02101 化学专业导论 1 16 1 16 1
1901302102 无机化学Ⅰ 4 64 5 64 1 是

1901302103 无机化学实验Ⅰ 1 32 32 1 是

1901302104 无机化学Ⅱ 3 48 3 48 2 是

1901302105 无机化学实验Ⅱ 1.5 48 48 2 是

1901302106 分析化学Ⅰ 3 48 3 48 3 是

1901302107 分析化学实验Ⅰ 1.5 48 48 3 是

1901302108 有机化学Ⅰ 4 64 4 64 3 是

1901302109 有机化学实验Ⅰ 1 32 32 3 是

1901302110 分析化学Ⅱ 3 48 3 48 4 是

1901302111 分析化学实验Ⅱ 1 32 32 4 是

1901302112 有机化学Ⅱ 3 48 3 48 4 是

1901302113 有机化学实验Ⅱ 1.5 48 48 4 是

1901302114 物理化学Ⅰ 4 64 4 64 4 是

1901302115 物理化学实验Ⅰ 1 32 32 4 是

1901302116 物理化学Ⅱ 3 48 3 48 5 是

1901302117 物理化学实验Ⅱ 1 32 32 5 是

1901302118 结构化学 3 48 3 48 5 是

1901302119 化工原理 3 48 3 48 5 是

1901302120 化工原理实验 1 32 32 5 是

合计 44.5 880 544 336
说明



2.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备注

1901302301 化工安全与环保 1 16 1 16 2

1901302302 配位化学 2 32 2 32 2

1901302303 波谱分析 2 32 2 32 5

1901302304 晶体化学 2 32 2 32 5

1901302305 统计热力学 2 32 2 32 5

1901302306 化学专业英语 2 32 2 32 7

1901302307 中级无机化学 2 32 2 32 7

1901302308 高等有机化学 2 32 2 32 7

1901302309 分析化学选论 2 32 2 32 7

1901302310 物理化学选论 2 32 2 32 7

1901302311 高分子化学 2 32 2 32 7

1901302312
文献检索与科技

论文写作
2 32 2 32 7

1901302313 生物化学 2 32 2 32 7

1901302314 环境保护概论 2 32 2 32 7

1901302315 材料化学 2 32 2 32 7

1901302316 绿色化学 2 32 2 32 7

1901302317 化学前沿专题 1 16 1 16 7

1901302318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16 1 16 2

1901302319 中学化学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2 32 2 32 5

1901302320 中学化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2 32 2 32 5

1901302321 中学化学试题命题研究 1 16 1 16 5

1901302322 教育测量与评价 1 16 1 16 5

190130232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1 16 1 16 5

1901302324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2 32 2 16 16 5

1901302325 化学发展史 1 16 1 16 2

1901302326 中学化学教学改革动态 1 16 1 16 5

合计 18 288

说明
要求：至少选修 18学分，其中从学科素养类课程（1901302301至 1901302317）中至少选

修 14学分，从教师教育类课程（1901302318至 1901302326）中至少选修 4学分。



（四）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计划表

1.公共基础实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学期 备注

1916400101 思政综合实践 3 1-5

1921400101 军事技能 1

1921400102 劳动教育 1 3或 4

合计 4

2.实习实训与毕业综合训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

学期

开设

周数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402101

教师技能

三笔技能 1 2-5 1

1901402102 教师口语 1 2-5 1

1901402103 课堂组织 1 2-5 1

1901402104 班级管理 1 2-5 1

1901402105
实习实训

微课设计 2 5 2

1901402106 教育见习 1 2-5 1

1901402107
综合训练

教育实习 8 6 18

1901402108 毕业论文（设计） 6 8 是

合计 21

说明
教学任务：三笔技能由美术学院承担，教师口语由语委办承担，课堂组织和班级

管理由教科院承担。

3.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备注

1921400301 创新创业实践

1921400302 社会实践

合计 2

说明

要求：至少选修 2学分。学分认定依据《山西大同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

法》。学生在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化创客空间等各类实践平

台学习所获得学分，纳入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分体系。



应用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西省经济发展需求，面向全国，按照国家通用标准基本要求、行业专业标

准，培养学生爱党、爱国、诚信、敬业情怀，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坚

定的政治信仰、健康的身心素质以及深厚的人文、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化学、化学工程学、

环境监测与评价/化学材料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突出的认知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研发能力，具有创新能力、自我学习和不断发展能力，适应山西省转型和改

革发展的要求，能够在化学、化学工程、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及其相关科技领域从事科学研究、

产品研发、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对所培养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的预期目标是：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守行业标准和规范。

2.能够综合运用所学化学、应用化学、环境科学/化学材料基础知识、方法和各类工具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

3.能够就专业的复杂问题与国内外同行、客户及同事进行有效交流与沟通，包括撰写报

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等。

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技术创新与应用意识，能够了解应用化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不

断学习以保持自身素质持续提升，提高职业竞争力。

二、毕业要求

1.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爱国、诚信、友善、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团结互助、乐于奉献。

2.掌握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制图、

环境监测与评价/化学材料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同时掌握环境科学/化学

材料的基本知识，具有较为扎实的应用化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掌握

英语，能够对应用化学专业的英文文献进行阅读和翻译。

4.具有科学思维方法、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意

识和工程技术素养；了解应用化学领域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

5.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军事基本知识，掌握体育运动的一般方法和基本知识，

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的合格标准。



6.掌握化学和应用化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受到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基本训练，

并具有将其应用到环境/材料及其他领域的能力；能够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取信息的基本方法；具备发现问题、提出、分析和解决化学及相关学科问题的能力。

7.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并且有终身学习的意识，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自我发展

能力；能不断学习并及时了解应用化学、化学材料/环境监测行业的发展动态，具有适应行业

发展的能力。

8.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同时具有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三、学时与学分

毕业学分最低要求：164学分；

毕业学时最低要求：2400学时。

四、学制与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理学学士。

五、主干学科

主干学科：化学、应用化学。

核心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制

图与 CAD、化工机械基础。

环境检测与评价方向核心课程：环境学导论、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评价。

材料方向核心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化学、高分子化学、精细化学品化学。



六、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关系矩阵

1.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 H M M M

毕业要求 2 M H H H

毕业要求 3 M H H H

毕业要求 4 L H H H

毕业要求 5 L M M L

毕业要求 6 L H H H

毕业要求 7 L H H H

毕业要求 8 L M H H

注：根据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毕

业要求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通识

教育

平台

思政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信息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 √ √

语言类 大学外语（1-4） √ √

体育类 大学体育（1-4） √

安康类

安全教育 √

心理健康教育 √

军事理论 √ √

学科

基础
数学类

高等数学（1-2） √

线性代数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教育

平台

物理类 大学物理 √

信息类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 √ √

化学类

无机化学 √

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 √

物理化学（1-2） √

无机化学实验 √ √ √

有机化学实验 √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物理化学实验 √ √ √

专业

教育

平台

必修课

应用化学导论 √ √ √

仪器分析 √ √

化工制图与 CAD √ √

化工原理 √ √

化工机械基础 √

化学反应工程 √

仪器分析实验 √ √ √

化工原理实验 √ √

化学反应工程实验 √ √

实践

教学

环节

公共

基础

思政综合实践 √ √

军事技能 √ √

劳动教育 √ √

认识实习
专业见习 √ √

金工实习 √ √

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

生产实习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 √ √

生产实习 √ √ √ √ √ √ √ √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 √ √

注：根据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用“√”标识。



七、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一）各平台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课程大类 课程子类 学分数 学时数 学分比例 学时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课 23.5 400 14.33% 16.67%

选修课 8 128 4.88% 5.33%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课 36 576 21.95% 24.00%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课 16 256 9.76% 10.67%

方向课 9 144 5.49% 6.00%

选修课 18 288 10.98% 12.00%

实践教学环节 53.5 608 32.62% ——

合计 164 2400 100% ——

说明
其中，课内实践学时学分计入实践教学环节，合计学时、学分数中含课内实

践 608学时、25.5学分。

（二）学期理论课（含课内实践）周平均节次

学年 学期

周平均节次

备注通识

教育平台课程

学科基础/专业

教育平台课程

一

1 13 13

2 8 19 专业见习 1周

二

3 9 13

4 10 18 金工实习 1周

三

5 2 18 生产实习 3周

6 2 16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 1周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周

四

7 0 6

8 0 0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毕业实习 8周



八、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思政类

191618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32 2 16 16 1

191618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16 16 2

1916181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32 16 3 是

1916181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48 16 4 是

19161811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2-5

信息类 1917182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48 3 16 32 1 是

语言类

1910183101 大学英语 1 4 64 4 48 16 1 是

1910183102 大学英语 2 4 64 4 48 16 2 是

1910183103 大学英语 3 2 32 2 32 3 是

1910183104 大学英语 4 2 32 2 32 4

体育类

1909184101 大学体育 1 1 32 2 8 24 1 是

1909184102 大学体育 2 1 32 2 8 24 2 是

1909184103 大学体育 3 1 32 2 8 24 3 是

1909184104 大学体育 4 1 32 2 8 24 4 是

安康类

1921186101 安全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2 心理健康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3 军事理论 2 32 32 1

小 计 通识教育必修课 36 672 400 272

小 计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28 2 128 3-6

合 计 44 800 528 272

说明

教学任务：思政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信息类课程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大
学英语 1-4”由外国语学院承担；体育类课程由体育学院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由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承担。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8 学分，不能选修与本专业课程相近课程，其中至少选修 2 学分艺术与

审美类课程、2学分创业与创新类课程。



（二）学科基础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数学类

1908204101 高等数学 1 5 80 5 80 1 是

1908204102 高等数学 2 4 64 4 64 2 是

1908204103 线性代数 3 48 3 48 3 是

物理类 1912204101 大学物理 4 64 4 48 16 2 是

信息类 1917204101 Java语言程序设计 3 48 3 16 32 2

化学类

1901204101 无机化学 5 80 5 80 1 是

1901204102 有机化学 5 80 5 80 2 是

1901204103 分析化学 3 48 3 48 3 是

1901204104 物理化学 1 4 64 4 64 3 是

1901204105 物理化学 2 3 48 3 48 4 是

1901204106 无机化学实验 1 32 2 32 1 是

1901204107 有机化学实验 1.5 48 3 48 2 是

1901204108 分析化学实验 1.5 48 3 48 3 是

1901204109 物理化学实验 1.5 48 4 48 4 是

合计 44.5 800 576 224

说明
教学任务：数学类由数学与统计学院承担；物理类由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承担；信息技术

类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化学类由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承担。



（三）专业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1.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学

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04101 应用化学导论 1 16 1 16 1

1901304102 仪器分析 3 48 3 48 4 是

1901304103 化工制图与 CAD 3 48 3 32 16 4 是

1901304104 化工原理 4 64 4 64 5 是

1901304105 化工机械基础 3 48 3 48 5 是

1901304106 化学反应工程 3 48 3 48 6 是

1901304107 仪器分析实验 1 32 3 32 4 是

1901304108 化工原理实验 1 32 3 32 5 是

1901304109 化学反应工程实验 0.5 16 4 16 6 是

合计 19.5 352 256 96

说明

2.方向课

方向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环境

监测与评价

1901304201 环境学导论 2 32 2 32 4 是

1901304202 环境化学 3 48 3 48 5 是

1901304203 环境监测 3 48 3 32 16 5 是

1901304204 环境评价 2 32 2 32 5 是

化学

材料

1901304205 材料科学基础 3 48 3 48 4 是

1901304206 高分子化学 3 48 3 32 16 5 是

1901304207 材料化学 2 32 2 32 5 是

1901304208 精细化学品化学 2 32 2 32 5 是

合计 10 160 144 16

说明 选修要求：学生至少选修其中一个模块。



3.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学

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备注

1901304301 化工热力学 2 32 2 32 6

1901304302 电工与电子技术 3 48 3 32 16 6

1901304303 结构化学 2 32 2 32 6

1901304304 波谱分析 2 32 2 32 6

1901304305 现代分离技术 2 32 2 32 6

1901304306 应用化学专业英语 2 32 2 32 6

1901304307 工业催化 2 32 2 32 6

1901304308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 2 32 2 32 6

190130430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2 32 2 32 6

1901304310 化工安全与环保 2 32 2 32 6

1901304311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2 32 2 32 6

1901304312 环境法规 2 32 2 32 7

1901304313 环境管理学 2 32 2 32 7

1901304314 环境生物学 2 32 2 32 7

1901304315 环境污染与防治 2 32 2 32 7

1901304316 环境规划学 2 32 2 32 7

1901304317 复合材料导论 2 32 2 32 7

1901304318 材料加工技术 2 32 2 32 7

1901304319 功能材料 2 32 2 32 7

1901304320 纳米材料 2 32 2 32 7

1901304321 新能源材料应用 2 32 2 32 7

1901304322 精细化学品分析与检验 2 32 2 32 7

1901304323 新型炭材料 2 32 2 32 7

1901304324 多孔材料 2 32 2 32 7

1901304325 环境保护概论 2 32 2 32 7

1901304326 水污染及治理 2 32 2 32 7

1901304327 大气环境化学 2 32 2 32 7

合计 18 288

说明

选修要求：学生至少选修 18学分。其中第 6学期至少选修 12学分；第 7学期和第 5
学期的方向课要一致，至少选修 6学分。课程编号 1901304311~16，1901304325~27为
环境监测与评价方向，1920415217~24为化学材料方向。



（四）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计划表

1.公共基础实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学期 备注

1916400101 思政综合实践 3 1-5

1921400101 军事技能 1

1921400102 劳动教育 1 3或 4

合计 4

2.实习实训与毕业综合训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

学期

开设

周数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404201 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6 2

1901404202
认知实习

专业见习 1 2 1

1901404203 金工实习 1 4 1

1901404204
生产实习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 1 6 1

1901404205 生产实习 3 5 3

1901404206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8 8 8

1901404207 毕业论文（设计） 6 6-8 是

合计 22

说明

3.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备注

1921400301 创新创业实践

1921400302 社会实践

合计 2

说明

要求：至少选修 2学分。学分认定依据《山西大同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

法》。学生在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化创客空间等各类实践平

台学习所获得学分，纳入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分体系。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西，面向全国，按照国家通用标准基本要求以及行业专业标准，培养学生

爱党、爱国、诚信、敬业情怀，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坚定的政治信仰、

健康的身心素质以及深厚的人文、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煤化工/催

化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突出的认知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具有创新能力、自我学

习和不断发展能力，适应山西省转型和改革发展的要求，能够在化工、煤化工/催化及其他相

关领域从事科研、开发、设计、生产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专门人才。

本专业对所培养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的预期目标是：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规范；

2.能成功地开展化工，特别是煤化工/催化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为地方化工及相关行

业服务，同时能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

3.能够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理解和解决化工，特别是煤化工/催化及相关专业领域中的

具体问题；

4.具备持续学习能力、职业发展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具备研究文献知识的能力，能

够熟悉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在化工、煤化工/催化等相关领域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二、毕业要求

1.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爱国、诚信、友善、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团结互助、乐于奉献；

2.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掌握体育运动的一般方法和基本知识，

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卫生习惯，具有调节自身心理状况的基本能力；

3.具有本专业所需的化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掌握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及煤化工/催化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相关的工程基础知识，并

掌握典型化工过程与单元设备的操作、设计、模拟及优化的基本方法；

4.能够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化学、数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煤化工/催化的知识与

基本原理，对相关问题进行识别、表达、分析，获得解决方案；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化

工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

5.具备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进行研究与开发的基本能力，能够综合运用

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煤化工/催化的基本理论和思想，针对相关专业领域的问题进行设计



和/或开发解决方案，并能体现创新思维和设计能力，同时能兼顾健康、安全、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行业标准、社会文化以及人文素养，体现综合能力；

6.能够针对化工、煤化工/催化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新型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资料查询与检索，同时能预测、模拟和

分析问题；

7.能够基于行业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行业相关实施方案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了解化工生产事故的预测、预防和紧急处

理预案等，具有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

8.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能够在研发、研究、生

产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标准，履行责任和义务；

9.具有团队协作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10.能够就具体问题与业界同行、专家和社会公众通过书面报告、陈述发言等形式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对行业现状和前景应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及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须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11.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能力，能不断学习获取新知识并及时了解相关行业

的发展动态，具有适应行业发展的能力。

三、学时与学分

毕业学分最低要求：168学分；

毕业学时最低要求：2400学时。

四、学制与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工学学士。

五、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核心课程：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工程制图与 Auto CAD、化工机械基础、化学反应工程、

化工热力学、化工设计基础、化学工艺学。

煤化工方向核心课程：煤化学、煤化工工艺学、煤基化学品合成。

催化方向核心课程：工业催化基础、催化作用原理、结晶化学。



六、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关系矩阵

1.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 H M L M

毕业要求 2 M L L M

毕业要求 3 H H H

毕业要求 4 H H H

毕业要求 5 H H H

毕业要求 6 L H H M

毕业要求 7 H M M M

毕业要求 8 H M M M

毕业要求 9 H M H L

毕业要求 10 H H H

毕业要求 11 M L H

注：根据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毕

业要求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

要求

11

通识

教育

平台

思政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信息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 √ √

语言类 大学外语（1-4） √ √ √

体育类 大学体育（1-4） √

安康类

安全教育 √ √ √

心理健康教育 √ √ √ √ √

军事理论 √ √

学科

基础

教育

平台

数学类

高等数学 √ √ √ √

线性代数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 √

信息类 Java语言程序设计 √ √

物理类
大学物理 √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

化学类
无机化学 √ √ √

有机化学 √ √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

要求

11
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 √ √ √

物理化学 √ √ √

无机化学实验 √ √ √ √ √

有机化学实验 √ √ √ √ √

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实

验
√ √ √ √ √

物理化学实验 √ √ √ √ √

专业

教育

平台

必修课

化工导论 √ √ √

工程制图与 Auto CAD √ √ √ √

化工原理 √ √ √

化工机械基础 √ √ √

化学反应工程 √ √ √

化工热力学 √ √ √

化工工艺学 √ √ √

化工设计基础 √ √ √ √ √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 √ √

化工安全与环保 √ √ √ √ √

化工原理实验 √ √ √ √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 √ √ √ √

实践

教学
公共基础

思政综合实践 √

军事技能 √ √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

要求

11
环节 劳动教育 √ √ √ √

认识实习
专业见习 √ √ √

金工实习 √ √ √ √

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

化工工艺综合设计 √ √ √ √ √ √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 √ √ √ √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 √ √ √ √ √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 √ √ √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 √ √ √ √ √

注：根据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用“√”标识。



七、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一）各平台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课程大类 课程子类 学分数 学时数 学分比例 学时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课 23.5 400 13.99% 16.67%

选修课 8 128 4.76% 5.33%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课 37 592 22.02% 24.67%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课 24.5 392 14.58% 16.33%

方向课 8 128 4.76% 5.33%

选修课 10 160 5.95% 6.67%

实践教学环节 57 600 33.93% ——

合计 168 2400 100.00% ——

说明
其中，课内实践学时学分计入实践教学环节，合计学时、学分数中含课

内实践 600学时、25学分。

（二）学期理论课（含课内实践）周平均节次

学年 学期

周平均节次

备注
通识

教育平台课程

学科基础/专业

教育平台课程

一

1 13 12

2 8 17 专业见习 1周

二

3 9 18 金工实习 1周

4 10 16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周

三

5 2 21 生产实习 3周

6 2 21
化工工艺综合设计 4周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 1周

四

7 0 6

8 0 0
毕业实习 8周
毕业论文（设计）



八、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思政类

191618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32 2 16 16 1

191618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16 16 2

1916181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32 16 3 是

1916181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48 16 4 是

19161811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2-5

信息类 1917182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48 3 16 32 1 是

语言类

1910183101 大学英语 1 4 64 4 48 16 1 是

1910183102 大学英语 2 4 64 4 48 16 2 是

1910183103 大学英语 3 2 32 2 32 3 是

1910183104 大学英语 4 2 32 2 32 4

体育类

1909184101 大学体育 1 1 32 2 8 24 1 是

1909184102 大学体育 2 1 32 2 8 24 2 是

1909184103 大学体育 3 1 32 2 8 24 3 是

1909184104 大学体育 4 1 32 2 8 24 4 是

安康类

1921186101 安全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2 心理健康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3 军事理论 2 32 2 32 1

小 计 通识教育必修课 36 672 400 272

小 计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28 128 3-6

合 计 44 800 528 272

说明

教学任务：思政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信息类课程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大
学英语 1-4”由外国语学院承担；体育类课程由体育学院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由教育科学与技术

学院承担。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8学分，不能选修与本专业课程相近课程，其中至少选修 2学分艺术与审美

类课程、2学分创业与创新类课程。



（二）学科基础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数学类

1908203101 高等数学 1 5 80 5 80 1 是

1908203102 高等数学 2 4 64 4 64 2 是

1908203103 线性代数 2 32 2 32 3 是

190820310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 32 2 32 3 是

物理类
1912203101 大学物理 4 64 4 48 16 2 是

1912203102 电工与电子技术 2 32 2 24 8 3 是

信息类 1917203101 Java语言程序设计 2 32 2 8 24 2

化学类

1901203101 无机化学 4 64 4 64 1 是

1901203102 有机化学 5 80 5 80 2 是

1901203103
分析化学（含仪器分

析）
4 64 4 64 3 是

1901203104 物理化学 1 3 48 3 48 3 是

1901203105 物理化学 2 3 48 3 48 4 是

1901203106 无机化学实验 1 32 2 32 1 是

1901203107 有机化学实验 1 32 2 32 2 是

1901203108
分析化学（含仪器分

析）实验
1 32 2 32 3 是

1901203109 物理化学实验 1.5 48 4 48 4 是

合计 44.5 784 592 192

说明
教学任务：数学类由数学与统计学院承担；物理类由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承担；信息技术类

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化学类由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承担。



（三）专业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1.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03101 化工导论 1 16 4 16 1 是

1901303102 工程制图与 Auto CAD 3 48 3 32 16 3 是

1901303103 化工原理 6 96 6 96 4 是

1901303104 化工机械基础 2 32 2 32 5 是

1901303105 化学反应工程 3 48 3 48 5 是

1901303106 化工热力学 3 48 3 48 5 是

1901303107 化工工艺学 2 32 2 32 5 是

1901303108 化工设计基础 2 32 2 32 6 是

1901303109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2 32 2 24 8 6 是

1901303110 化工安全与环保 2 32 2 32 6 是

1901303111 化工原理实验 1.5 48 3 48 4 是

1901303112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 1 1 32 4 32 5 是

1901303113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 2 1 32 4 32 6 是

合计 29.5 528 392 136

说明

2.方向课

方向

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煤化工

1901303201 煤化学 2 32 2 32 5 是

1901303202 煤化工工艺学 3 48 3 48 6 是

1901303203 煤基化学品合成 3 48 3 48 6 是

催化

1901303204 结晶化学 2 32 2 32 5 是

1901303205 工业催化 3 48 3 48 6 是

1901303206 催化作用原理 3 48 3 48 6 是

合计 8 128 128

说明 选修要求：学生至少选修其中一个模块，每个模块 8学分。



3.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备注

1901303301 化工数学 2 32 2 32 5

1901303302 化工专业英语 2 32 2 32 5

1901303303 现代分离技术 2 32 2 32 5

1901303304 现代能源化工与技术 1.5 24 3 24 5

1901303305 波谱分析 1.5 24 3 24 5

1901303306 化工节能原理技术 1.5 24 3 24 5

1901303307 化工设计软件应用基础 2 32 2 32 6

1901303308 化工数据与图形处理 1.5 24 3 24 6

1901303309 化工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1.5 24 3 24 6

1901303310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2 32 2 32 6

1901303311 化工技术经济 1 16 2 16 6

1901303312 化工科技动态 1.5 24 3 24 6

1901303313 洁净煤技术 1.5 24 3 24 7

1901303314 煤与化工产品分析 1.5 24 3 24 7

1901303315 新能源材料科学与应用 1.5 24 3 24 7

1901303316 生物质转化工程 1.5 24 3 24 7

1901303317 碳一化学 1.5 24 3 24 7

1901303318 新型炭材料 1.5 24 3 24 7

1901303319 催化剂制备工程 1.5 24 3 24 7

1901303320 工业催化设计原理 1.5 24 3 24 7

1901303321 催化反应工程 1.5 24 3 24 7

1901303322 多孔材料化学 1.5 24 3 24 7

1901303323 固体催化剂的失活与再生 1.5 24 3 24 7

合计 10 160

说明

选修要求：第 5学期至少选修 3.5学分，第 6学期至少选修 3.5学分，第 7学期至少选

修 3学分，选修总学分不应少于 10（含 10）学分，其中至少 1门课程与所选方向课一

致。



（四）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计划表

1.公共基础实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学期 备注

1916400101 思政综合实践 3 1-5

1921400101 军事技能 1

1921400102 劳动教育 1 3或 4

合计 4

2.实习实训与毕业综合训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

学期

开设

周数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403201
认知实习

专业见习 1 2 1

1901403202 金工实习 1 3 1

1901403203
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4 2

1901403204 化工工艺综合设计 4 6 4

1901403205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 3 5 3

1901403206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 1 6 1

1901403207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8 8 8

1901403208 毕业论文（设计） 6 6-8 是

合计 26

说明

3.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备注

1921400301 创新创业实践

1921400302 社会实践

合 计 2

说明

要求：至少选修 2学分。学分认定依据《山西大同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

学生在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化创客空间等各类实践平台学习所获

得学分，纳入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分体系。



制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和制药行业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面向山西转型发

展需求，结合大同市医药行业发展迅速的形势与本校特色、办学理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有扎实

的制药工程专业知识、研究方法和专业技能，突出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自学能

力，适应国家制药工业及其相关领域经济建设改革发展要求，能够在化学制药、生物制药、

中药制药、药物制剂等领域从事生产工作，同时能兼顾科研和管理等相关工作，具有创新精

神、法制观念、环保意识、经济观念、团队精神。

本专业对所培养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的预期目标是：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规范。

2.能在制药工业领域、学术科研领域开展与专业相关的工作，适应独立或团队工作环境。

3.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大背景下理解和解决制药工程实践相关问题。

4.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能通过自学适应职业发展，在制药领域具有职场竞

争力。

二、毕业要求

1.掌握数学、化学、药学、工程学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够运用其原理和方法解决制药及

相关专业领域中的工程问题。

2.能够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之上，学会在工程实践活动中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制药工程

专业知识与基本原理，对制药过程中的工程问题进行认识、表达和分析，以获得有效结论。

3.能够运用工程设计方法和制药工程基本原理，针对药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工艺、质量

控制、设备等复杂工程问题，基于“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并能体现

创新意识和综合考虑法律法规、环境及安全、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的能力。

4.能够综合运用自然科学、药学和制药工程学原理和方法，针对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等

过程中的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信息综合，以获得合理有效的结论。

5.能够针对制药过程的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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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能够基于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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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能理解和评价针对制药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能遵守制药行业规范，履行社

会责任。

9.具有团队协作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10.能够就制药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通过书面报告、陈述发言等形式进行有效

沟通和交流。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对制药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具备一定

的跨文化背景沟通和交流能力。

11.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制药工程及其相关的多学科环境中

应用。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不断学习并及时了解制药行业的发展动态，具有

适应行业发展的能力。

三、学时与学分

毕业学分最低要求：165学分；

毕业学时最低要求：2368学时。

四、学制与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工学学士。

五、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药学、制药工程与技术。

核心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制药工艺

学、制药设备、制药工程车间设计、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六、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关系矩阵

1.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 L H H M

毕业要求 2 L H H H

毕业要求 3 L H H L

毕业要求 4 L H H H

毕业要求 5 L L H H

毕业要求 6 H H H M

毕业要求 7 M M H L

毕业要求 8 H M L L

毕业要求 9 H H L H

毕业要求 10 L M L H

毕业要求 11 L H H L

毕业要求 12 L L L H

注：根据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毕

业要求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通识

教育

平台

思政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信息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

语言类 大学英语（1-4） √

体育类 大学体育（1-4） √ √

安康类

安全教育 √

心理健康教育 √

军事理论 √

学科

基础

教育

平台

数学类
高等数学（1-2） √

线性代数 √ √

物理类
大学物理 √

电子与电工技术 √

信息类 Java语言程序设计 √

化学类
无机化学及实验 √ √ √

分析化学及实验 √ √ √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有机化学 √

有机化学实验 √ √ √

物理化学及实验 √ √ √

化工类

化工原理 √ √ √ √

化工原理实验 √ √ √ √

工程制图 √ √

生物类
生物化学 √

微生物学及实验 √ √ √

专业

教育

平台
必修课

制药工程导论 √ √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 √ √ √ √ √

药物合成反应 √ √ √ √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 √

制药分离工程及实验 √ √ √ √ √ √

药物化学 √ √ √

制药设备 √ √

药物化学和药物合成反应实验 √ √ √ √

药剂学 √ √ √

制药工艺学 √ √ √ √ √ √

药物分析 √ √ √ √

制药工程车间设计 √ √ √ √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药剂学与药物分析实验 √ √ √ √

实践

教学

环节

公共基础

思政综合实践 √

军事技能 √

劳动教育 √

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制药工程车间设计课程设计 √ √ √ √ √ √ √

制药工程综合实验设计 √ √ √ √ √

认识实习 药厂认知实习 √ √ √ √

生产实习
金工实习 √ √ √

制药工程虚拟仿真实习 √ √ √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 √ √ √ √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 √ √ √

注：根据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用“√”标识。



七、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一）各平台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课程大类 课程子类 学分数 学时数 学分比例 学时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课 23.5 400 14.24% 16.89%

选修课 8 128 4.85% 5.41%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课 44 704 26.67% 29.73%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课 22 352 13.33% 14.86%

选修课 10.5 168 6.36% 7.09%

实践教学环节 57 616 34.55% ——

合计 165 2368 100.00% ——

说明
其中，课内实践学时学分计入实践教学环节，合计学时、学分数中含课内实践 616
学时、27学分。

（二）学期理论课（含课内实践）周平均节次

学年 学期

周平均节次

备注
通识

教育平台课程

学科基础/专业

教育平台课程

一

1 12 16

2 8 22 药厂认知实习一周

二

3 9 18

4 10 20 金工实习一周

三

5 2 21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两周

6 2 18
制药工程虚拟仿真见习两周，

制药工程车间课程设计三周

四

7 - 6 制药工程综合实验设计一周

8 - - 毕业实习八周



八、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思政类

191618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32 2 16 16 1

191618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16 16 2

1916181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32 16 3 是

1916181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48 16 4 是

19161811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2-5

信息类 1917182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48 3 16 32 1 是

语言类

1910183101 大学英语 1 4 64 4 48 16 1 是

1910183102 大学英语 2 4 64 4 48 16 2 是

1910183103 大学英语 3 2 32 2 32 3 是

1910183104 大学英语 4 2 32 2 32 4

体育类

1909184101 大学体育 1 1 32 2 8 24 1 是

1909184102 大学体育 2 1 32 2 8 24 2 是

1909184103 大学体育 3 1 32 2 8 24 3 是

1909184104 大学体育 4 1 32 2 8 24 4 是

安康类

1921186101 安全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2 心理健康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3 军事理论 2 32 32 1

小计 通识教育必修课 36 672 400 272

小计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28 2 128 3-6

合计 44 800 528 272

说明

教学任务：思政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信息类课程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大
学英语 1-4”由外国语学院承担；体育类课程由体育学院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由教育科学与技术

学院承担。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8学分，不能选修与本专业课程相近课程，其中至少选修 2学分艺术与审美

类课程、2学分创业与创新类课程。



（二）学科基础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数学类

1908205101 高等数学 1 5 80 6 80 1 是

1908205102 高等数学 2 4 64 4 64 2 是

1908205103 线性代数 3 48 3 48 3 是

物理类
1912205104 大学物理 4 64 4 48 16 2 是

1912205105 电子与电工技术 2 32 2 32 0 3

信息类 1917205106 Java语言程序设计 2 32 2 8 24 2

化学类

1901205107 无机化学及实验 4 64 4 48 16 1 是

1901205108 分析化学 3 48 3 48 2 是

1901205109 分析化学实验 1 32 3 32 2 是

1901205110 有机化学 4.5 72 5 72 2 是

1901205111 有机化学实验 1 32 3 32 2 是

1901205112 物理化学 4 64 4 64 3 是

1901205113 物理化学实验 1 32 3 32 3 是

化工类

1901205114 工程制图 3 48 3 32 16 1 是

1901205115 化工原理 4.5 72 5 72 4 是

1901205116 化工原理实验 1 32 3 32 4 是

生物类
1901205117 生物化学 3.5 56 4 56 3 是

1901205118 微生物学及实验 3 48 2 32 16 4 是

合计 53.5 920 704 216

说明
教学任务：数学类由数学与统计学院承担；物理类由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承担；信息类由计

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生物类中微生物学及实验的实验课由生命科学学院承担。



（三）专业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1.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05101 制药工程导论 0.5 8 2 8 1 是

1901305102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1.5 24 4 24 3 是

1901305103 药物合成反应 3 48 3 48 4 是

1901305104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1 16 2 16 4 是

1901305105 制药分离工程及实验 3 48 3 32 16 5 是

1901305106 药物化学 3 48 3 48 5 是

1901305107 制药设备 1.5 24 2 16 8 5 是

1901305108 药剂学 3 48 4 48 6 是

1901305109 药物化学和药物合成反应实验 1.5 48 8 48 5 是

1901305110 制药工艺学 3 48 4 48 6 是

1901305111 药物分析 3 48 4 48 6 是

1901305112 制药工程车间设计 1.5 24 2 16 8 6 是

1901305113 药剂学与药物分析实验 1.5 48 4 48 6 是

合计 27 480 352 128

说明



2.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05301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1 16 2 16 4

1901305302 药理学 2.5 40 3 40 4

1901305303 发酵工程 1.5 24 2 24 4

1901305304 细胞工程 1.5 24 3 24 4

1901305305 生理学 1.5 24 3 24 4

1901305306 信息检索 1 16 2 8 8 5

1901305307 过程模拟实训-Aspen Plus使用 1.5 24 2 16 8 5

1901305308 药用高分子材料 1 16 2 16 5

1901305309 中药制药工程 1.5 24 3 24 5

1901305310 药品市场营销学 1 16 2 16 5

1901305311 生物药剂学 1 16 2 16 7

1901305312 天然药物化学 1.5 24 3 24 7

1901305313 新药设计与开发 1 16 2 16 7

1901305314 工业药剂学 1.5 24 3 24 7

1901305315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1.5 24 3 24 7

1901305316 药物动力学 1.5 24 3 24 7

1901305317 毒理学 1.5 24 3 24 7

合计 10.5 168

说明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10.5学分。



（三）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计划表

1.公共基础实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学期 备注

1916400101 思政综合实践 3 1-5

1921400102 军事技能 1

1921400103 劳动教育 1 3或 4

合计 4

2.实习实训与毕业综合训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
学期

开设
周数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405201

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 4 2

1901405202 制药工程车间设计课程设计 3 6 3

1901405203 制药工程综合实验设计 1 7 1

1901405401 认识实习 药厂认知实习 1 2 1

1901405402
生产实习

金工实习 1 5 1

1901405403 制药工程虚拟仿真实习 2 6 2

1901405404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8 8 8

1901405405 毕业设计（论文） 6 8 是

合计 24

说明

3.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备注

1921400301 创新创业训练

1921400302 社会实践

合计 2

说明

要求：至少选修 2学分。学分认定依据《山西大同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

学生在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化创客空间等各类实践平台学习所

获得学分，纳入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分体系。



功能材料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大同市能源革命和山西省转型发展需要，面向全国新能源领域重大需求，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具备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材料科学、化学、新能源及相

关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具有创新能力和自我学习不断发展能力，

适应国家新能源领域和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要求，能够在新能源领域从事与材料相关的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工作，并具有一定工程意识、国际视野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对所培养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的预期目标是：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规范。

2.能在工业界、学术界成功地开展与功能材料相关的工作。

3.能够在新能源领域转型发展背景下解决功能材料实践的相关问题。

4.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能通过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展，在新能源相关的功能材料

领域具有职场竞争力。

二、毕业要求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诚信。

2.培养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的标准，具有健康

的体魄，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3.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基础知识，能够应用其方法和原理解决功能材料专业

的复杂理论和工程问题。

4.系统掌握材料学科领域较为完备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材料合成与制备方法、

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

5.掌握功能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分析手段、实验设计方法和生产工艺，具备独立进行实验

设计和研究的能力，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6.了解功能材料专业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及发展动态，具备设计材料、开发

新材料、根据工程应用选择材料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7.了解与本专业相关行业的生产、设计、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具有高度的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8.具有终身学习意识，能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新知识、新技术，能够适应行业发展。



9.具有一定的外语应用能力，能够阅读相关的外文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

文化交流、竞争和合作能力，能够与业界同行、专家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10.具有系统的实践学习经历，了解有关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的方法，具备一定的组织管

理能力。

三、学时与学分

毕业学分最低要求：161学分；

毕业学时最低要求：2320学时。

四、学制与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工学学士。

五、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核心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分析

测试方法，电工与电子技术，功能材料导论。



六、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关系矩阵

1.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 H M L M

毕业要求 2 M M M M

毕业要求 3 L H H M

毕业要求 4 L H H H

毕业要求 5 L H H H

毕业要求 6 L H H H

毕业要求 7 H M M M

毕业要求 8 L M H H

毕业要求 9 L M M H

毕业要求 10 L H H M

注：根据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毕

业要求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通识

教育

平台

思政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

信息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

语言类 大学外语（1-4） √ √

体育类 大学体育（1-4） √

安康类

安全教育 √

心理健康教育 √ √

军事理论 √ √

学科

基础

教育

平台

数学类
高等数学（1-2） √

线性代数 √

物理类
大学物理 √

电工与电子技术及实验 √

信息类 Java语言程序设计 √

化学类

无机化学 √

有机化学 √

物理化学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无机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实验 √

物理化学实验 √

专业

教育

平台

必修课

工程制图与 CAD √

固体物理 √

材料力学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材料科学基础 √

材料化学 √ √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 √ √

能源电化学 √

材料工程基础 √

功能材料导论 √ √

新能源材料科学与应用技术 √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

材料化学实验 √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实验 √ √

功能材料制备与表征实验 √ √ √

实践

教学

环节

公共基础

思政综合实践 √

军事技能 √ √

劳动教育 √ √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认知实习 专业见习 √ √ √

实习实训

金工实习 √ √ √

功能材料专业课程设计 √ √ √ √

功能材料专业综合实验 √ √ √ √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 √ √ √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 √ √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注：根据主干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用“√”标识。



七、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一）各平台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课程大类 课程子类 学分数 学时数 学分比例 学时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课 23.5 400 14.60% 17.24%

选修课 8 128 4.97% 5.52%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必修课 28.5 456 17.70% 19.66%

专业教育平台

必修课 34 544 21.12% 23.45%

选修课 14 224 8.70% 9.66％

实践教学环节 53 568 32.92% ——

合计 161 2320 100% ——

说明
其中，课内实践学时学分计入实践教学环节，合计学时、学分数中含课内实

践 568学时、24学分。

（二）学期理论课（含课内实践）周平均节次

学年 学期

周平均节次

备注
通识

教育平台课程

学科基础/专业

教育平台课程

一

1 12 11

2 11 16 专业见习 1周

二

3 12 16

4 13 16 金工实习 1周

三

5 0 22

6 0 22
生产实习 3周

功能材料专业课程设计 2周

四

7 0 12 功能材料专业综合实验 2周

8 0 0 毕业实习 8周



八、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思政类

191618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32 2 16 16 1

191618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16 16 2

1916181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32 16 3 是

1916181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48 16 4 是

19161811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2-5

信息类 1917182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48 3 16 32 1 是

语言类

1910183101 大学英语 1 4 64 4 48 16 1 是

1910183102 大学英语 2 4 64 4 48 16 2 是

1910183103 大学英语 3 2 32 2 32 3 是

1910183104 大学英语 4 2 32 2 32 4

体育类

1909184101 大学体育 1 1 32 2 8 24 1 是

1909184102 大学体育 2 1 32 2 8 24 2 是

1909184103 大学体育 3 1 32 2 8 24 3 是

1909184104 大学体育 4 1 32 2 8 24 4 是

安康类

1921186101 安全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2 心理健康教育 1 32 8 24 1-8

1921186103 军事理论 2 32 32 1

小 计 通识教育选修课 36 672 400 272

小 计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28 2 3-6

合 计 44 800 528 272

说明

教学任务：思政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信息类课程由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大
学英语 1-4”由外国语学院承担；体育类课程由体育学院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由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承担。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8学分，不能选修与本专业课程相近课程，其中至少选修 2学分艺术与

审美类课程、2学分创业与创新类课程。



（二）学科基础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数学类

1908268101 高等数学 1 5 80 5 80 1 是

1908268102 高等数学 2 4 64 4 64 2 是

1908268103 线性代数 2 32 2 32 3 是

物理类
1912268101 大学物理 4 64 4 48 16 2 是

1912268102 电工与电子技术及实验 3 48 3 32 16 3 是

信息类 1917268101 Java语言程序设计 2 32 2 8 24 2

化学类

1901268101 无机化学 4 64 4 64 1 是

1901268102 有机化学 4 64 4 64 2 是

1901268103 物理化学 4 64 4 64 3 是

1901268104 无机化学实验 1 32 2 32 1 是

1901268105 有机化学实验 1 32 2 32 2 是

1901268106 物理化学实验 1 32 2 32 4 是

合计 35 608 456 152

说明
教学任务：数学类由数学与统计学院承担；物理类由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承担；信息类由计

算机与网络工程学院承担。

（三）专业教育平台教学计划表

1.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68101 工程制图与 CAD 3 48 2 32 16 3 是

1901368102 固体物理 4 64 4 64 3 是

1901368103 材料力学 4 64 4 64 4 是

190136810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4 64 4 64 4 是

1901368105 材料科学基础 4 64 4 64 4 是

1901368106 材料化学 4 64 4 64 5 是

1901368107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 3 48 3 48 5 是

1901368108 能源电化学 2 32 2 32 5 是

1901368109 材料工程基础 2 32 2 32 6 是

1901368110 功能材料导论 2 32 2 32 6 是

1901368111 新能源材料科学与应用技术 3 48 3 48 6 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368112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1 32 4 32 4 是

1901368113 材料化学实验 1 32 2 32 5 是

1901368114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实验 1 32 2 32 5 是

1901368115 功能材料制备与表征实验 1 32 2 32 6 是

合计 39 688 544 144

说明

2.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设

学期
备注

1901368301 专业英语 2 32 2 32 5

1901368302 文献检索与写作 2 32 2 32 5

1901368303 储能原理与技术 2 32 2 32 5

1901368304 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 2 32 2 32 5

1901368305 纳米材料与技术 2 32 2 32 5

1901368306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2 32 2 32 5

1901368307 光电功能材料 2 32 2 32 6

1901368308 材料成型原理 2 32 2 32 6

1901368309 燃料电池 2 32 2 32 6

1901368310 太阳能电池基础 2 32 2 32 6

1901368311 功能高分子材料 2 32 2 32 6

1901368312 多孔材料 2 32 2 32 6

1901368313 储氢材料与氢能 2 32 2 32 6

1901368314 超级电容器及应用 2 32 2 32 6

1901368315 锂离子电池原理与技术 2 32 2 32 6

1901368316 电解质溶液概论 2 32 2 32 7

1901368317 无机非金属材料 2 32 2 32 7

1901368318 新型炭材料 2 32 2 32 7

1901368319 碳纤维复合材料 2 32 2 32 7

1901368320 工业催化 2 32 2 32 7

1901368321 波谱分析 2 32 2 32 7

合计 14 224 224

说明
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14学分，其中第 5学期至少选修 4学分，第 6学期至少选修 6学分，

第 7学期至少选修 4学分。



（四）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计划表

1.公共基础实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学期 备注

1916400101 思政综合实践 3 1-5

1921400101 军事技能训练 1

1921400102 劳动教育 1 3或 4

合计 4

2.实习实训与毕业综合训练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开设

学期

开设

周数

学位

课程
备注

1901468201 认知实习 专业见习 1 2 1

1901468202

实习实训

金工实习 1 4 1

1901468203 功能材料专业课程设计 2 6 2

1901468204 功能材料专业综合实验 2 7 2

1901468205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 3 6 3

1901468206
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8 8 8

1901468207 毕业论文（设计） 6 6-8 是

合计 23

说明

3.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学分 备注

1921400301 创新创业实践

1921400302 社会实践

合计 2

说明

要求：至少选修 2学分。学分认定依据《山西大同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

法》。学生在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化创客空间等各类实践平

台学习所获得学分，纳入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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