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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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主要带头人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课程 所在单位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92 11

主要研究方向
3D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等）

1.

2.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 2002 1 20
2. 1996-2007 3
18

3.
2012B011300068 100

4.
2012B091000175 120

5.
2013Z21001 1000

6.
2016B090918014 100

7. HDR
2012Z31017

695
8.

50
9.
2019FSZ403 20
10. 40 12
11. 1998
12. 2009 -2022

13. 2016 -2022
14. 2002 -2012

15. 2013 -2022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

（万元）
1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究

经费（万元）
8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

及学时数

1. 48

2. 64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业

设计（人次）
6

注：填写3-5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课程 所在单位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2 3

主要研究方向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等）

1. “ ” 2019

19YB251 2018.12-2020.12
2. SPOC

JXJG-18-25-3 2018.10-2020.12

3. “ ” 2020
20YB220

2019.12-2021.12
4.

— JXJG-19-25-7
2019.01-2020.12
5.

2020 40 1
6. SPOC

2020 7 1
7.

2020 8 1
8.

2020 8 1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 GJJ212101

2022.01-2023.12
2. 2020

2020-NCZDSY-0052020 1
3. 2009

14
4. 2010

7
5. 2005

8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

（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究

经费（万元）
2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

及学时数

1.
32 2.
32 3.

48 4.
48 5.

48 6.
64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业

设计（人次）
24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等）

1.
— JXJG-19-25-7 2019

2
2. +

, 2020 12 2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 2020
2020-NCZDSY-0052020 6

2.
2021 6

3. “ ”
2020 9 。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1. 32
2.

48
3.

64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7

注：填写3-5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五、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机械制图 80 5 于赢水、邹小莲 1

电工技术 32 2 张铜、张洋 3

工业物联网基础 64 4 李柯、吴仁芳 5

机械制造基础 64 4 范彦斌、程艳艳 1

机械设计基础 48 3 黄健康、厉劲风 5

智能制造概论 48 3 范彦斌、赵容 5

电气与PLC技术 80 5 黄捷、鞠恒 6

大数据技术基础 32 2 李柯、杜辉 4

人工智能基础 48 3 周丹、张洋 6

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32 2 朱正礼、张举中 6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48 3 周丹、杨胜兵 5

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48 3 张铜、程准 5



六、教学条件情况

开办经费及来源 +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元） 1000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9

七、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VE2
1 2020.12 480

1 2022.10 390

TDNC-MTD3 1 2016.12 980

4.0 1 2017.12 670

3D 1 2017.12 169

1 2017.12 180

2 2016.09 44

X6132 1 2016.09 72

1 2016.09 12.5

1 2016.09 5.2

XH715 1 2016.09 276

XKN715 1 2016.09 224

CK6150/FANUC 2 2016.09 85

DK7745 2 2016.09 30

360 1 2016.12 179.5

1 2016.12 50

1 2016.12 101

1 2016.12 98

1 2016.12 104

1 2016.12 210

VMC9560 1 2016.09 202

1 2016.09 173.5



1 2016.09 79

1 2016.12 5

1 2016.12 232.5

2 2016.12 110

3D 1 2012.09 4.499

1 2004.11 33.9

1 2012.07 30

1 2004.11 33.9

1 2004.11 39.6

1 2012.06 20

2 2012.06 112

1 2004.07 345

6 2004.08 180

1 2003.04 82

1 2003.04 135.8

5 2012.09 115.8

5 2012.09 72

1 2012.09 345

1 2016.07 136

1 2016.07 120

2 2005.11 98

2 2005.11 75

2 2005.11 89

1 2005.11 120

1 2005.11 69

2 2005.11 87



1 2005.11 67

1 2005.11 56.5

10 2012.06 2

10 2012.06 2

20MHZ 10 2011.09 1.58

1 2017.12 11

1 2017.12 27.8

3 2017.12 55.6

10 2017.12 11.1

1 2017.12 58.9

RFID 1 2017.12 16.7

1 2017.12 16.7

1 2017.12 5.6

/ 1 2017.12 111

1 2017.12 11.1

1 2017.12 5.6

1 2017.12 8.9

1 2017.12 16.3

1 2017.12 26.4

10 2017.12 0.6

1 2017.12 2.2

1 2017.12 62

PLC 25 2004.03 4.6



PLC 27 2004.03 3.9

PLC 730 40 2004.03 3.35

8 2012.06 7

20MHZ 8 2012.06 1.58

CAD/CAM 47 + 48 47 2012.07 3.76

CAD/CAM 65 2012.07 4.5

\ 46 2004.03 4.6

\ 46 2004.03 2.2

31 2004.11 1.9

24 2004.11 1.2

40 2004.11 1.5

40 2004.11 1.2

1 2004.07 79

1 2004.07 59

4 2004.07 31

18C 5 2004.07 33.5

2 2004.11 2.3

1 2004.11 33

10 2016.11 4.45

2 2003.04 54.9

2 2002.04 30

1 2002.07 63

4 2003.07 45

2 2015.09 2.795

2 2015.09 3.874



ZKX-B 6 2012.09 4.6

3D 1 2017.12 169

2 2017.12 114

1 2017.12 180

1 2017.12 70

八、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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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至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PLC

4 3 6

188

“H M L ”

“H” 80% “M” 50% “L”

30%

表 2.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教学环节 学分 课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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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5 通识

必修课
L M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通识

必修课
L H H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通识

必修课
H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通识

必修课
L M L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通识

必修课
L M

军事理论与安全教育 2 通识

必修课
L M

大学英语 1-4 14 通识

必修课
L L H M

大学体育1-4 4 通识

必修课
M H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通识

必修课
M L

形势与政策 2 通识

必修课
H M L

信息技术基础 3 通识

必修课
M L

文献检索与利用 1 通识

必修课
L M

大学美育 2 通识

必修课
H L L M

劳动教育 2 通识

必修课
L M L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
2 通识

必修课
M H



创新创业教育 2 通识

必修课
H L L

高等数学 1-2 8 学科

基础课
H H M M

工程数学（含线性代数、

概率论、复变函数）
4 学科

基础课
L H

工程物理 5 学科

基础课
H L L

机械制图 5 专业

基础课
M H M H

计算机绘图 2 专业

基础课
M H

理论力学 3 专业

基础课
H L H

材料力学 3 专业

基础课
H L M

电工技术 2 专业

基础课
H M

电子技术 2 专业

基础课
H M

C 语言程序设计 3 专业

基础课
M L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专业

基础课
M L

液压与气压传动 3 专业

基础课
H M L

机械工程英语 2 专业

基础课
M H L

机械 CAD/CAM 2 专业

基础课
L H M

工业物联网基础 4 专业

基础课
M L

机械制造基础 4 专业

基础课
M H

机械设计基础 3 专业

基础课
M L H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3
专业

主干课
M H

机械制造技术 6
专业

主干课
H M L

人工智能基础 3 专业

主干课
M L

嵌入式系统 3 专业

主干课
M H L

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3 专业

主干课
L H M

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

用
2

专业

主干课
L M

智能制造概论 3
专业

主干课
M L

电气与 PLC 技术 5
专业

主干课
H L M

大数据技术基础 2 专业

主干课
H M

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 3 职业

方向课
H M L

数控技术与编程 2 职业

方向课
M H

机器人控制与编程 2 职业

方向课
L M H





工程系统研究与验证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针对机械工程系统中的各类物理现象、

材料特性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制定实验方案并进行实验的能

力。

专业综

合能力

智能制造系统方案设计

具备运用基础和专业知识，结合创新方法与工具，对智能制造系统进行方案

设计的能力；

能针对智能制造系统设计与集成过程相关的技术标准，对机电系统设计与集

成和传动与控制系统设计的能力。

智能制造装备与产品设计
熟练运用现代绘图软件，表达智能制造产品、装备及智能工厂的设计问题的

能力。

创新创业

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为实现工作任务和目标，进行资源分配，控制、激励和协调群体活动的

能力。

管理与决策能力
具备收集有效信息和数据，运用有效方法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

调，采取行动来识别、应对问题和机遇的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具备团队工作中发挥团队精神、责任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

率的能力

职业发展与

社会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

的能力，并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

职业发展能力 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

社会认知能力
运用已有知识经验，能正确地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

和判断的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

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能力。

2.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注：专业实习安排周数应参照《教育部专业教学质量标准》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开设学期

1702000110 军事训练与理论 2 2 1

0002000001 入学教育（专业教育） 1 1 1
0002000002 社会实践与公益劳动 2 2 课外

0002000003 素质拓展 6 6 课外

0202010500 集中实训（金工实习） 1 1 2

0202010501 集中实训（机械产品测绘） 1 1 2

0202010504 集中实训（智能制造实训） 1 1 7

0202050500 集中实训（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2 2 5

0202050501 集中实训（工业物联网基础课程设计） 1 1 5
0202050502 集中实训（电气与 PLC 技术课程设计） 2 2 6

0202050503 专业实习 8 4 8

0202050504 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12 8 8

合计 39 周 31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75/10728337.htm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计划

学时
学分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讲授 其他

通识必

修课

17020001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3 48 3 4 考试

1702000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3 48 3 5 考试

17020001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8 3 32 16 2 2 考试

1702000104 思想道德与法治 48 3 48 3 1 考查

17020001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48 3 48 3 3 考试

2502000102 军事理论与安全教育 32 2 32 2 1 考查

0502000101 大学英语Ⅰ 64 4 48 16 4 1 考试

0502000102 大学英语Ⅱ 64 4 48 16 3 2 考试

0502000103 大学英语Ⅲ 48 3 32 16 2 3 考试

0502000104 大学英语Ⅳ 48 3 32 16 2 4 考试

1302000101 大学体育Ⅰ 32 1 4 28 2 1 考查

1302000102 大学体育Ⅱ 32 1 4 28 2 2 考查

1302000103 大学体育Ⅲ 32 1 4 28 2 3 考查

1302000104 大学体育Ⅳ 32 1 4 28 2 4 考查

24020001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2 2 32 2 1 考查

1702000105 形势与政策 32 2 32 讲座 1-7 考查

0102000103 信息技术基础 48 3 24 24 3 2 考试

0002000101 文献检索与利用 16 1 16 讲座 6 考查

0002000102 大学美育 32 2 32 3 考查

0002000103 劳动教育 32 2 32 2 考查

26020001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

业指导
32 2 32 讲座 6 考查

2602000102 创新创业教育 32 2 32 6 考查

小计 880 51 664 216

通识选修课 160 10 160 2 2-7 考查

课程类型 学时 学分
理论 实践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通识课
必修课 880 51 664 41 216 10

选修课 160 10 160 10

学科基础课 272 17 240 15 32 2

专业课
必修课 1120 70 742 46 378 24

限选课

职业方向接口课 144 9 76 5 68 4

课内小计 2576 157 1882 117 694 40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39（周） 31

学分总计 188 实践教学学分比例 37.77%



小 计 1040 61 824 216

学科基

础课

1702000201 高等数学Ⅰ（理工） 64 4 64 4 1 考试

1702000202 高等数学Ⅱ（理工） 64 4 64 4 2 考试

0202010200 工程数学（含线性代数、概率论、

复变函数）
64 4 64 4 3 考试

0202010201 工程物理 80 5 48 32 5 2 考试

小 计 272 17 240 32

专

业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0202010300 机械制图 80 5 48 32 5 1 考试 ☆
0202010301 计算机绘图 32 2 32 2 2 考查

0202010302 理论力学 48 3 38 10 3 3 考试

0202010303 材料力学 48 3 38 10 3 4 考试

0202010304 电工技术 32 2 16 16 2 3 考试 ☆
0202010305 电子技术 32 2 16 16 2 4 考试

0202010306 C语言程序设计 48 3 24 24 3 3 考试

0202010310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32 2 22 10 2 4 考查

0202010311 液压与气压传动 48 3 34 14 3 5 考试

0202010313 机械工程英语 32 2 28 4 2 5 考查

0202010314 机械 CAD/CAM 32 2 8 24 2 3 考试

0202050300 工业物联网基础 64 4 50 14 4 5 考试 ☆
0202050301 机械制造基础 64 4 52 12 4 1 考试 ☆
0202050302 机械设计基础 48 3 40 8 3 5 考试 ☆

专

业

主

干

课

0202010316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48 3 40 8 3 5 考试 ☆
0202050303 机械制造技术 96 6 60 36 6 6 考试

0202050304 人工智能基础 48 3 32 16 3 6 考试 ☆
0202050305 嵌入式系统 48 3 36 12 3 4 考试

0202050306 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48 3 34 14 3 5 考试 ☆
0202050307 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32 2 18 14 2 6 考试 ☆
0202050308 智能制造概论 48 3 40 8 3 5 考查 ☆
0202050309 电气与 PLC 技术 80 5 48 32 5 6 考试 ☆
0202050310 大数据技术基础 32 2 20 12 2 4 考试 ☆

小计 1120 70 742 378

职业方

向课

0202050400 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 48 3 24 24 3 7 考查

0202050401 数控技术与编程 32

4437

查

02020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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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_ �>5F 0;

247 查

020205038

嵌入式编程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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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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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
1（讲座） 1、6

8 高等数学Ⅰ 4

9 机械制图 5

10 机械制造基础 4

小计 27

1

第二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学英语Ⅱ 4

3 大学体育Ⅱ 2

4 信息技术基础 3

5 劳动教育 2

7 高等数学Ⅱ 4

9 计算机绘图 2

10 工程物理 5

11 形势与政策 讲座 1-7

12 通识选修课 2 2-7

小计 26

1

第三学期

形势与政策 讲座 1-7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3 大学英语Ⅲ 3

4 大学体育Ⅲ 2

5 大学美育 2

6 工程数学（含线性代数、

概率论、复变函数）
4

7 理论力学 3

8 电工技术 2

9 C语言程序设计 3

10 机械 CAD/CAM 2

11 通识选修课 2 2-7

小计 26

1

第四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2 大学英语Ⅳ 3

3 大学体育Ⅳ 2

4 材料力学 3

5 电子技术 2

6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7 嵌入式系统 3

8 大数据技术基础 2

9 形势与政策 讲座 1-7

10 通识选修课 2 2-7

小计 22



1

第五学期

形势与政策 讲座 1-7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智能制造概论 3

4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3

5 工业物联网基础 4

6 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3

7 机械工程英语 2

8 液压与气压传动 3

9 机械设计基础 3

10 通识选修课 2 2-7

小计 26

1

第六学期

文献检索与利用 1（讲座）

2 创新创业教育 2（讲座）

3 机械制造技术 6

4 人工智能基础 3

5 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

用
2

6 电气与 PLC 技术 5

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
1（讲座） 1、6

8 形势与政策 讲座 1-7

9 通识选修课 2 2-7

小计 22

1

第七学期

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 4

2 数控技术与编程 3

3 机器人控制与编程 3

4 智能制造系统 3

5 通识选修课 2 2-7

6 形式与政策 讲座 1-7

小计 15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未在表格中体现的内容和要求进行

阐述。

无

十、学校审核意见

同意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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