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大学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本科培养方案（2014） 

（专业代码：080405） 

一、专业介绍 

简介：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与工程素质、掌握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理论和技术知识、掌握金属材料成分、组织结构、生产工艺（如热处理、冶炼铸造、塑性成

形、焊接、粉末冶金等）、环境与性能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并掌握金属表面防护的基

本知识和常用方法。通过综合的合金成分设计和工艺设计，提高材料的性能、质量和寿命，

开发新的材料和新的制备工艺。能在涉及金属材料的开发、制备、成形、先进材料保护、改

性与应用等领域的科研机构、公司及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工艺和设备设计、生产及经营管理

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办学定位：金属材料工程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柱，在航空航天、能源化工、国防军工、

冶金机电等各行业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常州大学“大工程观”办学特色，遵循“卓

越工程师”的教育理念，培养适应国内外，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建设需求的金属材料工程

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有一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计算机基础和外

语能力，掌握较宽厚系统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知识，受到较强工程技术和研究技能训练，

能在冶金、材料结构研究与分析、金属材料制备、金属材料成形等技术领域从事技术开发、

工艺和设备设计、工程设计与技术改造、生产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和材料质

量检测与分析、零件失效的综合分析、表面工程与防护技术的高级工程应用人才。 

2．毕业要求 

要求 1：具备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包括思想道德素

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 

要求 2：具有较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和管理

科学知识。 

要求 3：系统地掌握较宽的本专业领域技术基础理论，具有本专业领域 1-2个专业方向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相近专业基本知识。 

要求 4：获得较好的工程实践训练，具有本专业必需的制图、设计、计算、测试、调研、

实验和基本工艺操作等基本技能，具有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要求 5：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掌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领

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金属材料领域的技术开发、加工成型、工艺、检测等方面的

必备知识，具有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能力。设计过

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要求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

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要求 7：掌握金属材料成分、组织结构、生产工艺（如热处理、冶炼铸造、塑性成形、

焊接、粉末冶金等）、环境与性能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并掌握金属表面防护的基本知

识和常用方法，通过综合的合金成分设计和工艺设计，提高材料的性能、质量和寿命。 

要求 8：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

能力。 

要求 9：具有一定的机械、电工与电子技术、信息及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要求 10：具有较强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技术文献，及时了解世

界科技发展动态，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 

 

三、课程体系 

（一）通识课程 

1．通识课程必修课（应修 62.5 学分） 

7241006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7233006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0） 

7236012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6.0） 

72500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 

72451021 形势与政策（2.0） 

53021-2# 高等数学（二）（7.5） 

50030041 线性代数（2.0） 

5101005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2.5） 

53051-2# 大学物理（6.0） 

53061-2# 大学物理实验（2.5） 

40171-2# 大学计算机基础及 VB 程序

设计（5.0） 

76021-4# 大学英语（12.0） 

99011-4# 体育（4.0） 

99021-6# 课外体育锻炼（3.0） 

99511-2# 军事理论（2.0） 

2．通识课程选修课（应修 6.0 学分） 

7243004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必

选） 

公共选修课（任选 4.0学分） 

（二）专业基础课 

1．专业基础必修课（应修 44.0分） 

20021-2# 工程制图（4.0） 

45150063 电工与电子技术（3.0） 

20320051 理论力学（2.5） 

20300073 材料力学（3.5） 

20710063 机械设计基础（3.0） 

10020051 普通化学（2.5） 

10210061 物理化学（3.0） 

32060101 材料科学基础（5.0） 

32050051 金属固态相变（2.5） 

32260041 热处理工艺（2.0） 

32020061 材料测试技术（3.0） 

32080061 材料力学性能（3.0） 

32040061 材料工程基础（3.0） 

32180081 金属材料学（双语）（4.0） 

2．专业基础选修课（应修 10.0 学分） 

20040043AutoCAD（2.0） 

32050041 表面工程导论（2.0） 

32420041 金属材料专业英语（2.0） 

31040041 复合材料（2.0） 

32090041 材料物理性能（2.0） 

32140041 功能材料（2.0） 

33170041 纳米材料（2.0） 

（三）专业课 

1．专业必修课（应修 15.0 学分） 



 

32200061 金属腐蚀与防护（3.0） 

32300041 失效分析（2.0） 

32320041 无损检测（2.0） 

32120041 粉末冶金基础( 2.0) 

32070031 材料科学进展(2.0) 

32250041 铸造技术(2.0) 

32260041 金属塑性加工技术(2.0) 

2．专业选修课（应修 5.0学分） 

32310043 文献检索及计算机在材料科

学中的应用(2.0) 

32340041 焊接技术(2.0) 

32270021 金属材料研究专题(1.0) 

32230041 模具材料与技术(2.0) 

32240041 摩擦学(2.0) 

（四）实践环节（应修 37.5学分） 

军训(2.5) 

石油化工认识实习(0.5) 

金工实习(3.0) 

课程设计：机械设计基础(2.0) 

32520047金属材料专业生产实习(2.0) 

32510047金属材料专业毕业实习(2.0) 

32500327金属材料专业毕业环节（毕业

设计（论文））(18.0) 

32401027 金属材料专业实验(1)（1.0） 

32402047 金属材料专业实验(2)（2.5） 

32403037 金属材料专业实验(3)（1.0） 

创新与社会实践(3.0) 



 

 

（五）课程与学生知识、能力、素养达成情况关系矩阵（包括全部课程与环节） 

课程名称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要求

8 

要求

9 

要求

10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思想品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                    

形势与政策 √                    

高 等 数 学

（二）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                  

大学物理   ★                  

大学物理实

验 
   √                 

大学计算机

基础及 VB

程序设计 

                √ √   

大学英语                   ★  

体育 √ √                   

课外体育锻

炼 
 √                   

军事理论 √ √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                    

公共选修课 √              √      

工程制图       ★          ★    

电工与电子

技术 
                ★    

理论力学     √  ★              

材料力学     √  ★              

机械设计基

础 
      ★          √    



 

课程名称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要求

8 

要求

9 

要求

10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普通化学   ★                  

物理化学   √                  

材料科学基

础 
    ★    ★    ★        

金属固态相

变 
    ★    ★    ★        

热处理工艺     ★    ★    ★        

材料测试技

术 
        ★            

材料力学性

能 
      ★              

材料工程基

础 
    ★    ★    ★        

金属材料学

（双语） 
    ★    ★    ★        

AutoCAD                     

表面工程导

论 
    ★    ★    ★        

金属材料专

业英语 
                  ★  

复合材料     √    √    √        

材料物理性

能 
    √    √            

功能材料     √    √    √        

纳米材料     √    √    √        

金属腐蚀与

防护 
    ★    ★    ★        

失效分析     √    √            

无损检测     √    √    ★        

粉末冶金基础     √    √    √        

材料科学进展     √    √    √        

铸造技术     √    √    √        

金属塑性加工

技术 
    √    √    √        

文献检索及

计算机在材

料科学中的

应用 

          √          

焊接技术     √    √    √        

金属材料研     √    √    √        



 

课程名称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要求

8 

要求

9 

要求

10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究专题 

模具材料与

技术 
    √    √    √        

摩擦学     √    √    √        

军训  √              √     

石油化工认

识实习 
         √        √   

金工实习        √    √      √   

课程设计：

机械设计基

础 

       ★          √   

金属材料专

业生产实习 
       √  √           

金属材料专

业毕业实习 
       √  √           

金属材料专

业毕业环节

毕 业 设 计

（论文） 

     √  ★  √  √  √  √    ★ 

金属材料专

业试验（1、

2、3） 

       ★  √    √       

创新与社会

实践 
         √      √    √ 

说明：（1）T：理论基础、P：应用；（2）若某课程或实践环节支撑某个目标的达成，则在相

应的空格处打“★”或“√”，“★”表示对达成此要求非常重要；“√”表示有帮助，但不

起主要作用。 



 

四、专业核心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金属固态相变、热处理工艺、材料测试技术、材料工程基础、金属材料

学（双语）、金属腐蚀与防护。 

 

五、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毕业总学分要求为 180 学分。学分与学时分配比例见下表 

类别 学分数 学时数 
学分比

（%） 

学时比

（%） 

理 
论 
教 
学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62.5 1102 34.7 46.3 

选修 6.0 96 3.3 4.0 

学科（专业）基础 
课程 

必修 44.0 704 24.4 29.6 

选修 10.0 160 5.6 6.7 

专业课程 
必修 15.0 240 8.3 10.1 

选修 5.0 80 2.8 3.4 

小计 142.5 2382 79.1 100.0 

实践环节小计 37.5  20.8  

合计 180.0  100.0 100.0 

 

六、就业与发展 

就业领域：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金属材料的设计制造、材料表面改性以及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功

能材料等在机械与化工、能源与环境、电子与信息、冶金与矿山、电力与动力和国防建设等

领域，以及汽车、石油化工、半导体等行业中的应用，能从事材料生产组织、技术管理和材

料的检测、失效分析等技术监督工作。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阶段可从事材料表面工程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新材料基础理论、设计、制造与分析测试等研究

工作。 具体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1、在钢铁、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成型工厂及粉末冶金厂

等企业，从事工艺编制、工装设计，新产品研制开发、产品质量的检验与控制，以及生产技

术、质量管理工作。 2、在交通机械、矿山机械、工程机械、车辆、船舶等制造厂或修理厂，

以及轴承、阀门、弹簧等零部件、标准件制造厂，从事金属零件的铸造、锻造、压力加工、

焊接、热处理等热加工工序的工艺编制、工装设计，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零件内在

质量的检验与控制，及车间、工段的现场技术服务工作。 3、在建筑、矿山、化工、交通运

输等行业，从事该行业生产用金属材料（如罗纹钢筋、盘条、钢板等）的选用和材料质量的

检验；从事相应机械设备的维修件、备用件材质的选用、改进及其质量检验；从事各相应机

械设备修理的热加工工序（焊接、热处理）的工艺编制及现场技术服务。 

4、在有关材料研究院、所，如冶金研究院，钢铁研究院、有色金属研究院、铸造研究

所、焊接研究所等，从事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开发研究工作；在高等院校、中等专业

学校的材料系从事金属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5、在有关院校的机械系从事金属工艺学的



 

教学工作。 研究生阶段研修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 

职业发展预期： 

该专业涉及范围广，包括钢铁、有色金属、金属间化合物及金属基复合材料。同时金

属材料工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专业，通过对金属材料成分、组织、工艺、性能及应用的研

究，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工业、民生及国防建设。 

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金属材料及相关领域企业单位的生产、研发、质检部门经理、技

术骨干；高校、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 

 

七、学制、学位 四年制，工学学士。 

 



 

附件 1：课程参考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课程 

1．通识教育必修课程（A1 类课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数 

实
践
与
实
验
学
时
数 

学 

分 

数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72410061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48  3.0 3       

7233006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3.0      3*  

72360121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96  6.0     4*   

72500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0    3    

72451021 形势与政策 32  2.0 每学期安排 16 学时 

53021-2# 高等数学（二） 120  7.5 
4*/56 

3.5 

4*/64 

4.0 
     

50030041 线性代数 32  2.0  2      

5101005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0  2.5   3     

53051-2# 大学物理 96  6.0  
3*/48 

3.0 

4*/48 

3.0 
    

53061-2# 大学物理实验  50   2.5  2  2      

40171-2# 
大学计算机基础

及 VB 程序设计 
80  5.0 4 4*      

76021-4# 大学英语 192  12.0 
4*/48 

3.0 

每学期必修 3 学分，模

块可选 
   

99011-4# 体育 144  4.0 
2 /36 

1.0 

2 /36 

1.0 

2 /36 

1.0 

2 /36 

1.0 
   

99021-6#  课外体育锻炼  60  60  3.0  第 1-6 学期，每学期 0.5 学分   

99511-2# 军事理论 32  2.0  
2/32 

2.0 
     

A1 应修小计 
110

2 
 62.5        

 

2．通识教育选修课程（A2 类课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数 

实
践
与
实
验
学
时
数 

学 

分 

数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72430043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32 8 2.0  2      

A2 公共选修课 64  4.0        

A 应修合计 1198  68.5        

说明：（1）周学时后有“*”的课程为考试课程；（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含

课程实践和网上学习 48 学时；（3）体育健康标准辅导测试第 5-8 学期，每学期 8 学时，共 32 学时；（4）

第七学期开设 16 学时的就业指导课；（5）公共选修课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必选课；讲座类公选课需

修满 1.0 学分（每次 0.2 学分）。 

 

 



 

 

（二）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1．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程（B1 类课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数 

实
践
与
实
验
学
时
数 

学 

分 

数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20021-2# 工程制图 64  4.0 
4*/48 

3.0 

4/16 

1.0 
     

45150063 
电工与电子技

术 
48 6 3.0    4    

20320051 理论力学 40  2.5   4     

20300073 材料力学 56 4 3.5    4*    

20710063 机械设计基础 48  3.0    4    

10020051  普通化学  40   2.5  4        

10210061 物理化学 48  3.0   4     

32060101 材料科学基础 80  5.0    6*    

32050051 金属固态相变 40  2.5     
4(1-10

周) * 
  

32260041 热处理工艺 32  2.0     

4(11-

18

周)* 

  

32020061 材料测试技术 48  3.0      4*  

32080061 材料力学性能 48  3.0       4 

32040061 材料工程基础 48  3.0     4*   

32180081 
金 属 材 料 学

（双语） 
64  4.0       4* 

B1 应修小计 704  44        

 

2．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程（B2 类课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数 

实
践
与
实
验
学
时
数 

学 

分 

数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20040043  AutoCAD  32  16  2.0   4       

32050041 表面工程导论 32  2.0     4   

32420041 
金属材料专业

英语 
32  2.0      2  

31040041 复合材料 32  2.0     4   

32090041 材料物理性能 32  2.0     4   

            

32140041 功能材料 32  2.0      4  

33170041 纳米材料 32  2.0      4  



 

B2 
小计/ 

应修小计 

224/ 

160 
 14.0/ 

10.0 
       

B 应修合计 864  54        

（三）专业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C1 类课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时数 

实
践
与
实
验
学
时
数 

学 

分 

数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32200061 
金属腐蚀与防

护 
48  3.0      4  

32300041 失效分析（双

语） 
32  2.0       4* 

32320041 无损检测 32  2.0       4 

32120041 粉末冶金基础 32  2.0      4  

32070031 材料科学进展 32  2.0       4 

32250041 铸造技术 32  2.0     4   

32260041 
金属塑性加工

技术 
32  2.0      4  

C1 应修小计 240  15        

 

2．专业选修课程（C2 类课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数 

实
践
与
实
验
学
时
数 

学 

分 

数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32310043 

文献检索及计

算机在材料科

学中的应用 

32 16 2.0       2 

32340041 焊接技术 32  2.0      4  

32270021 
金属材料研究

专题 
16  1.0       2 

32230041 
模具材料与技

术 
32  2.0       4 

32240041 摩擦学 32  2.0       4 

C2 
小计/ 

应修小计 

144/ 

80 
 

9.0/ 

5.0 
       

C 应修合计 320.0  20        

  



 

附件 2：实践性教学环节参考计划表 

实践性环节名称 周数 学分数 学期 起止周数 

军训 2.5 2.5 1 2-4 

石油化工认识实习 8 学时 0.5 1  

金工实习 3 3.0 4 1-3 

课程设计：机械设计基础 2 2.0 4 18-19 

金属材料专业生产实习 2 2.0 6 9-10 

金属材料专业毕业实习 2 2.0 8 14-15 

金属材料专业毕业环节（毕业
设计（论文）） 

18 18.0 7、8 18-19、1-18 

金属材料专业实验（1） 20 学时 1.0 5  

金属材料专业实验（2） 50 学时 2.5 6  

金属材料专业实验（3） 20 学时 1.0 7  

创新与社会实践◆  3.0  课外 

总计  37.5   

说明：◆创新与社会实践含 2 学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附件3：课程简述  

 

课程编号：20021-2# 课程名称：工程制图  

学时数：64 学分数：4  

先修课程：无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工科类专业的重要技术基础课，是一门用图样确切表示机械的结构形状、尺寸

大小、工作原理和技术要求的学科。该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制图标准，了解正投影基础理论，

学习组合体的视图及尺寸标注，学习轴测图的绘制，机件的各种表达方法，熟悉常见标准件

和常用件，培养学生空间思维和想象能力，掌握基本的机械绘图和识图能力。学生学完本课

程后，能够熟练掌握用正投影法表达空间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绘制和看懂中等难度

的零件图和装配图。  

 

课程编号：45150063 课程名称：电工与电子技术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53051-2#大学物理、53021-2#高等数学  

课程描述：  

电工与电子技术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程。学生通过本大纲所规定的全 

部教学内容的学习，可以获得电工和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后续课程

和专业课打好基础，也为今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课程的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程观点和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编号：20320051 课程名称：理论力学  

学时数：40 学分数：2.5  

先修课程：53051-3#大学物理、53021-3#高等数学  

课程描述：  

理论力学是机械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该课程的内容由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三部

分组成。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能对简单物体（质

点、质点系、刚体、刚体系）进行受力分析，运动分析以及建立平衡方程与动力学方程。培

养学生从力学现象和工程实际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在建立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根据

定律和公理，利用数学的分析方法建立力学和数学模型，得到有关的基本公式和定理的能力

以及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为学习有关后继课程打好必要的基础。  

 



 

课程编号：20300073 课程名称：材料力学  

学时数：56 学分数：3.5  

先修课程：53021-3#高等数学、20320051理论力学  

课程描述：  

材料力学是机械类、土木类等各专业的一门主要技术基础课，又是一门密切联系工程实

际的学科。该课程的内容包含了杆件的基本变形、应力状态分析、组合变形、动载荷、压杆

稳定及能量法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杆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具有明

确的概念、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一定的分析能力和实验能力，它的

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也为学习后继课

程和进一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

础。  

 

课程编号：20710063 课程名称：机械设计基础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20021-2#工程制图、20300073材料力学  

课程描述：  

机械设计基础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是一门以一般机械中常用机构和通用零

部件的设计为核心的设计性课程。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机构的结构原理，运动 

特性和机械动力学的基础知识。具有初步分析和设计机构的能力，并对机械运动方案的

确定有所了解；掌握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特点、选用和设计计算的基本知识，并初步具

有设计通用零部件、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能力；基本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等有关资

料的能力，能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使学生对机械设计的新发展

有所了解。  

 

课程编号：10020051 课程名称：普通化学  

学时数：40 学分数：2.5  

先修课程：53021-2#高等数学  

课程描述：  

普通化学阐述了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密切联系工业和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体现了

化学与工程技术间的桥梁作用，是培养合格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工程技术人员知识结构和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物质结构理论基础、化学热力学、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与工程实

际密切有关的重要元素和化合物、新技术、新材料等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化学实验，使学生

了解近代化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必要的基本知识和一定的基本技能，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

供必要的化学基础，能在工程技术中以化学的观点观察物质变化的现象，对一些涉及化学有



 

关的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有初步分析的能力。  

 

课程编号：10210061 课程名称：物理化学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53021-2#高等数学、10020051普通化学、53051-2#大学物理  

课程描述：  

物理化学是环境与安全工程类各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它不仅要为后修课程化工原理、

水污染控制工程、工业给水处理、设备腐蚀与防护、化工安全工程学等课程打基础，还要培

养学生能够利用物理化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环境与安全工程类各专业中可能

遇到的特殊问题。  

 

课程编号：32060101 课程名称：材料科学基础  

学时数：80 学分数：5  

先修课程：53021-2#高等数学、10210061物理化学、10020051普通化学  

课程描述：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是该专业学生学习和研

究工程材料及其工程技术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其为进行进一步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理论和

实验基础。本课程主要研究工程材料的结构、组织及其与性能的关系，使学生掌握研究材料

微观的方法，建立微观组织与宏观特性和性能间的联系与对应关系并通过实验掌握 

基本的金相实验方法。本课程是金属材料工业专业学生学习《金属固态相变》、《热处理

工艺》、《材料测试技术》、《金属材料学》、《材料工程基础》、《金属腐蚀与防护》等的先修课

程。  

 

课程编号：32050051 课程名称：金属固态相变  

学时数：40 学分数：2.5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10210061物理化学  

课程描述：  

本课程为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主干课程，其开设目的为：（1）通过对固态相变以及相变动

力学的介绍，使学生将相变的理论运用到钢的固态相变中，从而掌握钢在加热时的转变、掌

握过冷奥氏体转变、以及掌握钢的热处理工艺；（2）能够运用到材料研究中，达到掌握改善

材料性能的目的。  

 

课程编号：32260041 课程名称：热处理工艺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  

课程描述：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金属加热、退火、正火、淬火、回火、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及热处

理工艺设计等有关金属热处理的工艺原理。结合金属热处理及化学热处理近年来的成就，着

重在工艺原理上进行了阐述，并对热处理及化学热处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介

绍了真空热处理，可控气氛热处理，形变热处理，激光、电子束表面淬火，真空渗碳，等离

子化学热处理及复合热处理等新工艺；最后阐述了热处理工艺与设计及其他加工工艺间的关

系，并结合实例介绍了热处理工艺设计的基本方法及最优化工艺设计的概念。  

 

课程编号：32020061 课程名称：材料测试技术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32260041热处理工艺  

课程描述：  

本课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应用基础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熟练应用学习过的材料科

学知识，掌握材料的微区成分、显微组织和结构的分析方法。课程介绍了 X 射线衍射和电

子显微技术分析材料微观组织结构的原理、设备及试验方法。内容包括：X 射线衍射方向和

强度、多晶体分析方法及 X 射线衍射仪、物相分析、宏观应力测定、透射电镜结构域 

原理、电子衍射、衍衬成像、扫描电镜结构域原理、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等。同时，简要

介绍了俄歇电子能谱仪、扫描隧道与原子力显微镜等显微分析方法。课程中研究和测试的材

料以金属材料为主，也包括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金属间化合物、复合材料等。  

 

课程编号：32080061 课程名称：材料力学性能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20320051理论力学、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260042热处理工艺  

课程描述：  

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使得学应了解工程材料在静载荷、冲击载荷、交变载荷、环境介质

作用下的力学性能以及材料的断裂韧性与耐磨性能等的表征方法。理解材料力学性能的基本

参数的物理意义及其本质。掌握宏观规律与微观规律的结合，加强学生对力学性能指标物理

意义与工程应用的了解，为材料设计与选择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编号：32040061 课程名称：材料工程基础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材料科学基础”的后继课程。主要任

务是阐明材料的制备、加工、强化的基本工艺原理、方法、质量控制，使学生了解材料领域

内主要材料的制备方法、成形加工的基本知识。主要内容是在材料制备方面以钢铁材料为基

础，着重介绍其熔炼的基本原理、常用方法、应用范围、冶金质量控制；在材料的成形加工

方面，侧重在液态成形（即铸造）和塑性加工两方面，介绍铸造和塑性加工的基本原理、常

用方法、工艺流程、质量控制、应用范围等方面知识。  

 

课程编号：32180081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学（双语）  

学时数：64 学分数：4  

先修课程：32060102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  

课程描述：  

本课程采用理论教学方式。金属材料学是金属材料专业必修的专业课，是研究金属材料

的成分、工艺、组织与性能之间关系的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它对生产、使用和发展金属

材料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金属及合金中的化学成分、组织

结构、生产过程、环境对金属材料的各种性能影响的基本规律，并用来分析各种金属材料的

化学成分设计、生产、热处理和使用中的问题，正确选择金属材料与相应的工艺，并对合金

的开发与设计有一定的认识。应把培养学生综合归纳所学知识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

为能力培养的重点。  

 

课程编号：20040043 课程名称：AutoCAD  

学时数：40 学分数：2.5  

先修课程：20021-2#工程制图、20710063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工程类本科各专业为培养高级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而开设的必修课程。它主要

解决使用 AutoCAD 软件绘制工程图样的方法、技巧，以及掌握该软件的安装、调试等技术。

该课程使学生掌握 AutoCAD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掌握 AutoCAD 常用的绘图和编辑命

令；掌握尺寸标注、文字、表格等样式设置以及操作命令，重点培养学生利用 AutoCAD 软

件绘制工程图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学习学生能熟练使用 AutoCAD 绘制各种工程图，且图面

规范。  

 

课程编号：32050041 课程名称：表面工程导论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3材料科学基础、10020051普通化学、10210061物理化学  

课程描述：  



 

本课程为学科基础选修课程，其开设目的为：（1）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表面工

程的基本概念、表面技术的门类及其基本原理、技术及其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作用。（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了解各种现代材料改性技术，改性机理，应用领域和其它表面改性技

术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基本科学原理进行深入探讨的欲望。（3）从现代表面技术不断改进、

发展过程中，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的精神。  

 

课程编号：32420041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英语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76021-4#大学英语、32060103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  

课程描述：  

金属材料专业英语内容包括了金属学、热处理、现代材料分析测试技术、晶体缺陷、扩

散相变、金属材料成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英语。本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在普

通英语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专业英语的特点，掌握借助工具阅读金属材料专业文章的方法，

掌握专业英语的翻译技巧，为更好地从事本专业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课程编号：31040041 课程名称：复合材料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32260041热处理工艺  

课程描述：  

复合材料是供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生选修的一门专业课，课程的目的是：介

绍复合材料的基本组成、复合原理以及聚合物基复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

料、水泥基复合材料和碳/碳复合材料这几类常见的复合材料，使学生了解复合材料领域的

基本知识。  

 

课程编号：32090041 课程名称：材料物理性能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53051-2#大学物理、10210061物理化学、45150063电工与电子技术  

课程描述：  

材料物理性能涉及了大学物理、物理化学、晶体学、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

子材料等多学科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提高认识、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研究和开发新材料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使学生掌握材料物理性能的

基本参数的物理意义及其本质；熟练掌握材料物理参数与成分、结构的关系及影响因素，为

设计新材料和材料改性打下一定基础；熟练掌握材料物理性能的测量方法及其分析方法，培

养科学实验的能力(方案拟定、仪器选择、误差分析、综合对比分析、合理选用)；并培养学



 

生自学、讲解、协作的综合能力。  

 

课程编号：32140041 课程名称：功能材料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20061材料测试技术  

课程描述：  

本科程是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功能材料是利用物质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能发展起来的新

型材料，在电子、红外、激光、能源、通讯等许多领域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主要介绍功能材

料的基本理论基础，包括晶体学基础及材料性能；金属功能材料，包括超导材料、储氢材料、

形状记忆合金、非晶态合金、磁性材料；无机非金属功能材料，包括半导体、光学材料、精

细功能陶瓷、功能转换材料；低维功能材料，包括功能薄膜材料、新型功能材料。通过本课

程使学生掌握当代功能材料领域的新概念，新知识、新理论和技术与工艺，掌握功能材料领

域的基本知识、概念和方法。  

 

课程编号：33170041 课程名称：纳米材料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纳米材料的

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和物理特性，了解纳米粒子、纳米薄膜材料、纳米固体材料以及纳米复

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课程编号：32200061 课程名称：金属腐蚀与防护  

学时数：48 学分数：3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10020051普通化学、32050041表面工程导论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其开设目的为：（1）讨论化学腐

蚀理论，电化学腐蚀理论，（2）金属在大气中、土壤、流水中的腐蚀及电化学保护、覆盖层

保护，使学生掌握金属腐蚀的基本原理，（3）了解金属在各种条件下的腐蚀及防止金属腐蚀

的各种方法。  

 

课程编号：32300041 课程名称：失效分析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80061材料力学性能、32260041热处理工艺、32200061金属腐蚀与防护  



 

课程描述：  

失效分析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主要通过对各种损坏构件的故障进行分析，论述如何

提高金属构件的质量和设备的安全可靠性。应用失效分析技术，可以指导各类产品的设计、

选材、加工、寿命评估、质量检测与管理等工作。其主要任务旨在使学生掌握各种失效特征

和原因、影响产品质量的各种因素、解决构件早期失效的各种措施，了解失效分析经常使用

的设备、方法、标准，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具有一定的构件的故障分析和排除能力。  

 

课程编号：32320041 课程名称：无损检测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53051-2#大学物理、45150063电工与电子技术、32040061材料工程基础  

课程描述：  

本课程为专业选修课程，其开设目的为：（1）供学生了解每种检测方法的工作原理、检

测特点及应用场所；（2）初步学会正确选用无损检测手段检查评价工程构件质量和保障设备

的安全运行。  

 

课程编号：32120041 课程名称：粉末冶金基础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描述：  

粉末冶金基础是一种制取金属粉末以及采用成形和烧结工艺将金属粉末（或金属分末与

非金属粉末混合物）制成制品的工艺技术。粉末冶金材料和制品的应用十分广泛，本课程主

要目的是较全面而系统地向学生介绍粉末冶金的概貌，为学生今后从事粉末冶金生产或研究

打下基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粉末的制取、粉末的性能及其测定、压坯成形、压坯烧

结、烧结体的性能、粉末冶金材料和制品的应用等。本课程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

课，通过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粉末冶金技术的原理、粉末的制备以及粉末冶金的工艺方法和粉

末冶金制品的性能特点及其应用。  

 

课程编号：32070031 课程名称：材料科学进展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2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1材料工程基础、32020061材料测试技术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之一。通过系统地介绍材料及材料科学发展的历

史、现状和未来，帮助材料专业高年级学生了解、熟悉材料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

地位，认识学习材料科学与工程的重要性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前沿性问题，给学生展



 

示材料及材料科学的魅力，达到激发学生自觉学习材料科学与工程的积极性的目的。  

 

课程编号：32250041 课程名称：铸造技术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3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2材料工程基础  

课程描述：  

本课程采用理论教学方式，讲授内容包括：铸造概论、合金的铸造性能及典型的铸造合

金、砂型铸造、金属型铸造、熔模铸造、压力铸造、离心铸造、挤压铸造和反重力铸造等铸

造成型工艺技术。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系统获得常用铸造合金材料及其铸造性能方面的

基本知识，初步掌握金属材料的各种铸造成型加工方法，使学生能针对不同的铸造合金材料

和铸件性能要求选用适当的铸造成型方法。  

 

课程编号：32260041 课程名称：金属塑性加工技术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2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1材料工程基础、32180081金属材料学（双

语）  

课程描述：  

《金属塑性加工》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目的与任务是：系统讲述

金属塑性加工主要方法（轧制、挤压、拉拔、锻造、冲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介绍相

应的变形流动规律，力能参数计算方法，及组织性能、质量控制的相关知识；对其他塑性加

工方法亦作适当介绍，使学生对金属塑性加工有较全面的了解，为从事金属材料加工与研究

有坚实的基础。  

 

课程编号：32310043 课程名称：文献检索及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53021-2#高等数学、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1材料工程基础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能够让学生了解计算

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应用状况，学会利用计算机进行文献资料的查询，初步学会利

用计算机对试验方案的优化以及试验结果与数据的处理，大致了解国内、外材料领域中实用

的工具软件；初步认识计算建模的思想，了解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尺度下借助计算机进行组织

特征的模拟方法与理论，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应用计算机的能力。  

 

课程编号：32340041 课程名称：焊接技术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描述：  

主要内容覆盖了现代材料连接加工中各种典型的连接方法，着重讨论了熔化焊、压力焊、

钎焊、扩散焊及胶接、机械连接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连接工艺与材料的合理选择、连

接接头质量控制与影响因素，为探索提高金属材料以及陶瓷、复合材料连接质量的新途径提

供理论依据。本课程以连接方法为主线，以连接方法的基本原理、连接工艺和连接质量控制

为重点，并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出发点，突出基本概念，注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增大信息量。  

 

课程编号：32270021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研究专题  

学时数：16 学分数：1  

先修课程：32060102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1材料工程基础、32180081金属材料学（双

语）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选修课之一。通过老师讲解自己科研成果及内容，使学生了

解老师的研究方向，增加知识面，了解金属材料研究前沿内容。使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能

更好地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课程编号：32230041 课程名称：模具材料与技术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3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2材料工程基础、32180082 金属材料学（双

语）  

课程描述：  

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模具材料的种类及其性能、典型模具的选材和热处理工艺

以及模具的制造工艺方法，并阐述了它们对模具寿命的影响。全书的主要内容有：模具失效

与使用寿命、模具材料与热处理工艺基础知识、常用模具材料及其典型模具的选材和热处理

工艺、模具制造技术基础、模具的机械加工技术、模具的特种加工技术、模具的无屑加工制

造技术、模具的现代加工制造技术、典型模具零件的制造以及模具失效分析实例。通过学习

本课程使学生具有正确选择模具材料、热处理方法的能力，材料失效后会正确分析和判断原

因并给出恰当的措施，提高模具质量和使用寿命的能力。  

 

课程编号：32240041 课程名称：摩擦学  

学时数：32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32080061材料力学性能  

课程描述：  

摩擦学是一门研究摩擦、磨损和润滑的技术科学。它既是一门与机械工业等多种行业有

关的学科，又是一门涉及很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1）了

解固体表面特性和固体的表面接触；（2）熟习摩擦的概念、摩擦理论及其发展；（3）熟习磨

损的几种主要形式、磨损的理论，掌握影响磨损的因素与减少磨损的途径；（4）熟习边界润

滑、流体动压润滑、弹性流体动压润滑的理论及其应用；（5）了解摩擦学的研究方法。课程

的目的在于培养金属材料专业学生掌握摩擦、磨损和润滑的基本理论，并能运用这些理论初

步分析、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课程设计：机械设计基础  

学时数：2周 学分数：  

先修课程：20710063机械设计基础、20021-2#工程制图、20300073材料力学  

课程描述：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是机械设计课程的重要实践性环节，是学生在校期间第一次较全面的

设计能力训练，在实现学生总体培养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课程设计的教学目的是： 

通过课程设计实践，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培养综合运用机械设计课程和其他先修课程

的理论与生产实际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机械设计问题的能力；学习机械设计的一般方法、步骤，

掌握机械设计的一般规律；进行机械设计基本技能的训练：例如计算、绘图、查阅资料和手

册、运用标准和规范，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绘图的训练。  

 

课程编号：32520047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生产实习  

学时数：2周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32260041热处理工艺  

课程描述：  

实习主要内容：（1）机器零件和工具的整体热处理。了解典型零件和工具的各种预先热

处理工艺；了解所用设备，质量控制标准、防止氧化脱碳、变形开裂的措施等。（2）表面强

化（改性）处理包括渗碳、氮化、表面淬火（3）热处理设备及热处理辅助材料。了解工厂

中各种常用热处理炉（箱式炉、井式炉、盐浴炉、连续作业炉、多用炉等）的结构、性能特

点及应用。（4）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方法。了解工程中金属材料的主要塑性变形工艺流程、

设备。（5）了解其它热加工工艺（铸造、焊接、锻造及粉末冶金工艺等）。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编号：32510047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毕业实习  



 

学时数：2周 学分数：2  

先修课程：32060101材料科学基础、32050051金属固态相变、32260041热处理工艺  

课程描述：  

主要内容：1.了解相关论文（设计）课题的背景及其在实际生产中的状况，收集现场资

料，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了解进行相关论文（设计）课题研究所需基本研究

方法、生产设备的原理、使用方法；3.了解企业与研究单位的生产组织、新品开发、销售和

管理等方面的情况；目的是使学生结合所研究毕业论文（设计）课题，了解和掌握金属材料

研究、分析、生产及管理等方面的实际知识，验证并巩固大学前三年半里所学过的基础知识

和专业知识，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衔接，培养学生在生产实际与科研活动中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和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毕业论文（设计）的顺利开展增加感性认识，学会全

方位地思考问题。  

 

课程编号：32500327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毕业环节（毕业设计（论文）  

学时数：18周 学分数：18  

先修课程：32060102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描述：  

学生要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实验，取得足够的实验数据，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研究内容

要有探索性、创新性，要能够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实验动手能力。要完成一万五千字以上论

文，论文应包括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结果与讨论及结论等内容。通过毕业环节：1.培养学

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课、专业课，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2.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及独立工作能力。3.使学生受到高级技术人员能力的综合训练。。4.促进参与社会生产和学校

科研工作、实验室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意识。5.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合作精

神，树立良好的学术思想和工作作风。  

 

课程编号：32401027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实验(1)  

学时数：20 学分数：1  

先修课程：32060102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1材料工程基础、32020061材料测试技术  

课程描述：  

这门实验课程是包含有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固态相变原理、材料测试技

术、材料力学性能、电化学基础和表面工程导论七门课程相应开出的实验。这门实验课程是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任务是通过学生实施实验，正确理解课堂

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建立抽象的立体思维能力，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会分析材料显微

结构和操作测量材料显微结构常用仪器；通过学生动手实验，让学生了解现代最先进的测试

材料性能的仪器，这对学生消化对应的理论课上学到的抽象理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均有极大的帮助。该实验课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32402047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实验(2)  

学时数：50 学分数：2.5  

先修课程：32060103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2材料工程基础、32020062材料测试技术  

课程描述：  

这门实验课程是包含有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固态相变原理、材料测试技

术、材料力学性能、电化学基础和表面工程导论七门课程相应开出的实验。这门实验课程是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任务是通过学生实施实验，正确理解课堂

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建立抽象的立体思维能力，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会分析材料显微

结构和操作测量材料显微结构常用仪器；通过学生动手实验，让学生了解现代最先进的测试

材料性能的仪器，这对学生消化对应的理论课上学到的抽象理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均有极大的帮助。该实验课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32403037 课程名称：金属材料专业实验(3)  

学时数：20 学分数：1  

先修课程：32060104材料科学基础、32040063材料工程基础、32020063材料测试技术  

课程描述：  

这门实验课程是包含有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材料固态相变原理、材料测试技

术、材料力学性能、电化学基础和表面工程导论七门课程相应开出的实验。这门实验课程是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任务是通过学生实施实验，正确理解课堂

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建立抽象的立体思维能力，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会分析材料显微

结构和操作测量材料显微结构常用仪器；通过学生动手实验，让学生了解现代最先进的测试

材料性能的仪器，这对学生消化对应的理论课上学到的抽象理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均有极大的帮助。该实验课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