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化  080801 

（Automation）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能够熟练运用自然科学知识、

自动化理论与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工程技术；具备自动化

系统的分析、设计、集成、营销、服务或工程项目的规划、实施、运行、维护等

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能综合应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的懂技术、会管理、

兼备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目标分解： 

1. 人文修养：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与道德水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社

会责任感，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2. 沟通协作：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协调

能力。 

3. 终身学习：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学习，拓展自己的知识能力，具有终身学

习、适应发展的能力，可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及营销服务等工作。 

4. 专业知识：具有较宽广的工程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知识、工程管理知识和

工程环境知识，熟悉所从事行业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5. 工程能力：具有在企业与社会环境下，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开发集

成、营销服务等工程能力或工程项目的施工、运行、维护等工程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自动化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接受用自动化

专业领域的基本方法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训练，具备自动化系统的研发、运行、

管理、维护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应达到如下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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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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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自动化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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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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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自动化领域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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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自动化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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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和自动化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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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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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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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履行责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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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沟通：能够就自动化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

沟通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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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流。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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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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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本专业培养目标从人文修养、沟通协作、终身学习、专业知识和工程能力等

方面确定了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达到的成就。毕业要求从专业知识、人文修养以

及职业能力等方面，规定了学生毕业时必须达到的要求，为培养目标的实现打下

了具体的坚实的基础。根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出，本专业毕

业要求与培养目标从发展的角度看，在本质和内涵上是一致的。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目标 1 

人文修养

目标 2 

沟通协作

目标 3 

终身学习

目标 4 

专业知识 

目标 5 

工程能力 

1. 工程知识    √  

2. 问题分析    √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4. 研究    √ √ 

5. 使用现代工具    √ √ 

6. 工程社会 √    √ 

7.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    √ 

8. 职业规范 √     

9. 个人和团队 √ √    

10. 沟通  √    

11. 项目管理  √   √ 

12. 终身学习   √   

四、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五、核心知识领域 

自动化专业核心知识领域涵盖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技术基础、控制理论基

础、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运动控制技术、过程

控制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六、核心课程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路理论、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

应用、自动化专业概论、电机及拖动基础、单片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基

础、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运动控制、过程控制、

专业前沿课程、计算机控制技术等。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军事技能、程序设计综合实践、电工实践、金工实习、嵌入式系统创新设计、

电子课程设计、工程设计与管理、生产实习、PLC 及网络控制实践、运动控制综

合实践、过程控制综合实践、纺织自动化综合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教学环节。 

八、主要专业实验 

电类基础课程实验、电机及拖动实验、单片机应用技术实验、自动控制原理

实验、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电力电子技术实验、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可编

程控制器实验、运动控制实验、过程控制实验、计算机控制技术实验、工业控制

网络实验等。 

九、修业年限 

四年。 

十、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注：标记*双语课程；J 集中考试课程；C 创新创业课程 

校对：修春波 

 

院长签字：     教务处长签字：    教学校长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