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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设置分析 ①

———以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为例

纪小刚，李楠，刘新佳
（江南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在国内高校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设置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ＭＵ）机械
工程系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的具体设置，分析研究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设置的分类、课程性质、课程
分布及其特点与优点，为国内高校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设置的改革与优化提供借鉴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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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１］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院校要把高等教育质量作为

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和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以加强大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高等教育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最终的教学

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设置的合理性［３－５］。

机械工程是以有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结合生产实践中的技术经验，研究和解决在开

发、设计、制造、安装、运用和修理各种机械中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现代机械工程教育的任

务是在“实践性”“综合性”“创新性”“人文化”等现代工程理念的指导下，培养能综合运用现代机械制造理

论和技术手段，懂经营、会管理，兼备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素质的机械工程技术人才［６－７］。目前，国内

外高等院校在机械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及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特征

是社会对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要求日益加强，高等院校的教育功能逐步扩大，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必须改变

过去专业面窄、课程设置散的状况。目前，机械工程类学生的培养已经从“专才”的培养模式向“通才”的

培养模式进行转变，大机械工程的概念逐步形成［３，８］。这种模式要求学生能够在教育培养过程中，打下更

为宽广的机械工程基础，从而以不变应万变，更好地适应市场与企业不断变化的要求。

事实上，国外的本科教育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进行改进。以美国为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美国工程教育掀起了“回归工程”的浪潮，提出建立“大工程观”。这一理念主要是针对传统工程教育过

分强调专业化、科学化从而割裂了工程本身这种现象提出来的，因此，所谓“回归工程”，实际上就是回

归工程的本来涵义，回归建立在科学与技术之上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多因素的大工程涵

义。这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通过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来实现。机械工程专业的培养

方案也是如此。

作者以在ＳＭＵ从事访问学习为契机，对该校机械工程系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
上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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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课程设置
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要使学生最终能够解决设计、制造、机器人、汽车和运输系统、能

源生产与分配以及其它机械系统方面的实际问题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ｓ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ｒ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因此，从
其定位来看，其对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还是以机械工程基础教学为重，侧重培养的不是某项技

能，而是机械工程专业背景下的基础知识，使其最终能够通过在企业的锻炼与成长，转变成为符合企业实

际要求的能够解决机械系统方面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其详细课程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设置情况

课程性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１ 英语写作Ｉ ３

２ 英语写作ＩＩ ３

观点展示

课程

３ 艺术 ２

４ 文学 ２

５ 宗教和哲学思想 ２

６ 历史 ２

７ 政治和经济 ２

８ 行为科学 １

文化形成

课程

９ 课程Ｉ ２

１０ 课程ＩＩ ２

多元发展

课程

１１ 健康教育Ｉ １

１２ 健康教育ＩＩ １

小计 ２３

专业课程

１３ 工程概论 ２

１４ 工程概论实验 １

１５ 信息技术与社会 ３

１６ 静力学 ３

１７ 动力学 ３

１８ 热力学 ３

１９ 热力学实验 １

２０ 电路分析 ３

２１ 变形体力学 ３

２２ 固体力学实验 １

２３ 流体力学 ３

２４ 流体力学实验 １

２５ 传热传质 ３

２６ 传热传质实验 １

２７ 工程材料 ３

２８ 加工工艺 ３

２９ 热力系统设计 ３

３０ 机械系统设计与控制 ３

课程性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专业课程

３１ 自动控制实验 １

３２ 机械设计基础 ３

３３ 机械工程设计Ｉ ３

３４ 机械工程设计ＩＩ ３

３５ 振动 ３

３６ 高级专业选修课 ３

３７ 高级专业选修课 ３

３８ 高级专业选修课 ３

３９ 高级专业选修课 ３

小计 ６８

数学

与统计

数学

统计

４０ 微积分与解析几何Ｉ ３

４１ 微积分与解析几何ＩＩ ３

４２ 微积分与解析几何ＩＩＩ ３

４３ 初等微分方程 ３

４４ 线性代数导论 ３

４５ 统计学基础 ３

小计 １８

理学

课程

化学

物理

４６ 普通化学Ｉ ３

４７ 理学导论 ３

４８ 电力磁力导论 ３

４９ 普通物理实验Ｉ １

小计 １０

数理选修 ５０ 数学或理学选修课 ３

小计 ３

工程拓展

课程

（四选一）

５１

工程管理 ３

信息工程和全球视角 ３

工程通信 ３

技术创业 ３

小计 ３

总计 １２５

２　课程设置分析
由表１可知，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课程主要由４部分组成，分别为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

程、数理化课程、工程拓展课程等。通识教育课程占２３学分，专业课程比重较大，占６８学分，数理化课
程占３１学分，工程拓展课程占３学分，共计１２５学分。与国内普通高校１７０左右的总学分相比，课时量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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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偏少，减少近２６．５％。各部分比重见图１。由此可见：
１）作为工科专业，仍然设有基于母语的写作课程，并且比重较大，有６个学分，反应出美国高校对

本科教学文化素养的普遍重视。

２）专业课程比重最大，超过了总学分的一半以上。注重总体把握，不再细分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
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对基础理论的教学较为重视，特别是相关力学课程，所占比重极高，包括了静

力学、动力学、热力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振动、传热学等我国高校较少开设的课程，反应出美国高校

对基础课程的重视，体现了“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的总体思路。打通了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界限，

学生可以并且必须选修４门研究生课程，共计１２学分。对于工程制图、ＣＡＤ＼ＣＡＭ等中国高校机械工
程专业比较重视的基础课程，基本不涉及。ＳＭＵ机械工程系本科教学课程设置中专业课程的大体分类
及相应比重如图２所示。

　图１　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大类分布　　　　　　　　　图２　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专业课程设置分类

３）数理化课程设置中，数学部分与国内差别不大，包括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数理统计等课程。
虽然也涉及到物理课程，但是仅涉及国内大学物理的下册部分（电、磁部分），经典力学放到了专业课程

中。仍然学习化学，而国内几乎所有的机械工程专业不再设置该课程。

４）在注重专业课程教学的基础上，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还开设有工程管理、技术创业等管理类课程，
较好地体现了大工程机械的涵义。

３　结语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看出：１）通识教育成为所有高等院校对本科生的最基本要求；２）总体来看，

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的最低毕业学分要求较低，只要１２５学分；３）ＳＭＵ机械工程专业对基础课程的设置
较广泛；４）力学相关课程占据了较大的比重；５）打通了本科生课程与研究生课程之间的界限；６）在机
械工程专业中，仍然设置化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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