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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一、总体培养目标 

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基本功、全球视野的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造就未来的学术领

军人物。 

二、培养专业方向 

学院设立了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和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

理论与应用力学六个专业。学生在接受共同强化基础和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可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特长在以上专业中选择一个进行专业学习。 

三、主要课程模块 

学院开设通识课、公共基础课、高年级研讨课、学科基础课、选修课、实践教学环节共

6 个模块。其中通识课在学校的六大模块中自由选择；学院公共基础课包括数学、物理、化

学、生命和计算机等课程；选修课程包括专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习、

科研实践和毕业设计，不包括专业实验课程以及课程中的实验部分。 

课程设置分类及学分比例表： 

分 类 学 分 比 例

（%） 专业 数 理 化 材 生 力 

通识课 10 ~15 

公共基础课 116.5 115.5 109 ~32 

高年级研讨课 4 ~1.5 

学科基础课 50 51 60 55 65 66 ~22 

选修课（专业选修+任意选修） 30 20 25 25 20 20 ~9.5 

实践教学环节 45 45 45 50 45 51 ~20 

合  计 255.5 245.5 259.5 259.5 259.5 260 100 

四、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要求 

学制：标准学制 4年，弹性学习年限 3-6年。 

授予学位：理学或工学学士。 

专业：以修读完哪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为依据。 

毕业要求：总学分修满指定学分，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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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研讨课(见续表)

选

修

课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

政治文明与社会建设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

经济发展与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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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公德良知、正直友善、诚信礼仪、敬业奉献、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能够肩负时代使命、承担服务贡献社会的责任，敢于应对未来挑战、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竞争

力，掌握材料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科学技术人才。学生能够系统了解掌握数理化和材料科学专

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实践技能，尤其是能将理论、计算、实验和数据等方法结合，在理解各

种材料的成分、结构、工艺、性能和行为之间关联（构效关系）及其机理的基础上，加速材

料研发全流程中的优化设计、制备合成、表征测试和服役失效的各环节，对材料基础科学和

工程应用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专业学生在毕业五年后期望能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根据企业的产品功能和技术要求，选择设计合适的材料和相应工艺流程，制定

有效合理的材料技术整体解决方案。组织开展材料相关的应用研究、难题攻关、技术开发、

生产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工作。 

目标 2：根据企业和行业发展需求，对生产实际中出现的材料质量问题进行合理分析、

查证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或性能，对现有的材料和工艺流

程进行升级改造，或研发替代的新材料或新工艺。 

目标 3：了解掌握并集成使用实验、理论、计算和数据方法，低成本加速材料研发全流

程中优化设计、制备合成、表征测试和服役失效的各环节。 

目标 4：通过阅读国内外科技文献，了解材料领域或某种材料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理解把握各种材料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能够结合实际应用背景撰写调研报告，提供材料相

关的咨询建议和可行性论证报告，帮助选择能够完成任务的合作伙伴。 

目标 5：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通过自身掌握的材料科学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

能够向民众正确传播和普及材料科学相关知识和信息。能够公正客观地理解和评价材料科学

和技术的解决方案对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国家安全和环境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目标 6：将个人能力和理想与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结合，努力发挥利用个人的知识和能

力，积极与他人沟通交流、团结合作共赢。具备好奇心和求知欲，不断探索创新，以积极开

放的心态主动学习新事物。提升专业技术水平，锻炼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灵活应对未来

新挑战。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思维和国际交流能力，具备继续深造读研的能力，并努力争取

具备世界舞台上的国际竞争力。 

2. 毕业要求 

为了支撑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具备相应的素质、知识和技能，制定如下专业毕

业要求： 

（1）工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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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化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深厚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基础理论和知识，尤其了解其在材

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应用。 

材料科学基本理论和工程知识：掌握各种材料的成分、结构、工艺、性能和行为的描述

表达方式、及其相互关联和机制性理解。 

数据信息学基本理论知识：掌握计算机技术和数据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数据

的采集、处理、存储、管理和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过程。 

（2）问题分析 

利用实验经验的分析问题能力：对已有的实验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建立经验规律和模型，

用于分析材料构效关系。 

利用计算模拟手段的分析问题能力：对给定的材料或工艺过程进行建模，利用从微观到

宏观的多尺度计算模拟手段分析材料构效关系。 

利用机器学习手段的分析问题能力：根据实验或计算数据，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

手段进行材料构效关系的分析。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选择和设计材料的能力：对给定的材料功能和使用要求，选择或设计开发合理的材料（含

材料的化学成分和组织结构等）和工艺过程（含热处理和压力加工工艺等）。 

运用实验、计算和数据方法筛选设计新材料：利用已有的实验或计算材料数据（库），使

用计算或机器学习方法进行（高通量）筛选，并通过实验验证达到设计新材料的目的。 

解决材料相关产品质量问题：针对工业生产实际中出现的材料相关的产品质量问题，利

用材料成分分析、结构表征、性能测试和模拟仿真等手段进行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 

（4）研究 

模拟仿真实验过程和阐明机理：能够利用宏观尺度模拟方法仿真实验过程，考察材料和

工艺参数对器件性能的影响；能够利用微观尺度模拟方法研究材料实验现象和过程，尤其是

不易被实验观测记录的瞬时详细步骤，阐明外界和内禀因素的微观作用机理。 

预测材料性质和设计材料：能够利用实验、计算或机器学习模型建立材料构效关系，预

测材料性质，评估外界因素（如温度、压力或气液环境等）对材料性质的影响，并以此指导

实验优化和设计新材料和新工艺。 

（5）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 

实验工具：掌握各种材料的成分分析、结构表征、性能测试和服役失效评估的实验方法

的理论和使用方法，尤其是高通量材料制备和表征的实验方法及其应用。 

计算工具：掌握多种计算机语言（如 C++和 Python），具备基本的编程能力及其在科学和

工程数值计算方面的应用；掌握使用多种主流多尺度模拟仿真软件的原理和使用方法，包括

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蒙特卡洛、相场、计算相图和有限元等。 



Ⅱ-1-22 

数据工具：了解材料数据库的内容、使用方法和应用场景；掌握针对材料科学问题的机

器学习方法和流程，包含材料数据收集、预处理、数据挖掘、结果分析和知识总结等。了解

大数据时代的深度学习等现代信息学方法和工具。 

（6）工程与社会 

材料和历史文化：了解材料的发展史与人类文明进化史的关系。了解材料对文化道德的

影响。 

材料和社会经济：了解材料对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对民生经济和国家安全的

影响。 

（7）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材料与环境：了解保护环境生态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和时代意义，具备长远的造福后人

的环保意识。在材料的选择、使用和设计研发过程中，充分考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提倡绿

色材料制造，在材料的制备生产到使用消耗的过程中，尽量做到无毒无害，降低对环境的破

坏和人体健康的有害影响。 

材料与可持续发展：重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材料的选择、设计、制备和

使用过程中减少材料和能源浪费。保护贵重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采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

和再生循环技术。 

（8）职业规范 

思想素质：具备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拥有贡献社会的理想和甘愿牺牲

奉献的情怀；遵纪守法，行为端正，具有公德、诚信、友善、正直、礼仪和爱心的人文情怀。 

职业道德：恪守职业道德，遵守职业规范，遵守诚信、敬业、勤勉、踏实、谦逊、公平、

公开、公正的做事准则。考虑材料工程实践对社会和人类福祉的影响，担当材料技术人员应

有的社会责任。 

（9）个人和团队 

开放合作：具有开放包容的思想和心态，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取长补短、互帮互助、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 

服务精神：配合团队的整体布局和分工规划，积极利用个人能力，发挥关键作用，顾全

大局，主动担当，不计较个人得失。 

（10）沟通 

语言沟通能力：能够与他人进行顺畅地语言沟通，能够自如地在公众场合和会议上发言

和宣讲。口头表达能力强，逻辑思维清楚，能言简意赅、清楚准确地表达学术思想和观点。 

资料阅读能力：能够根据问题提炼关键词，利用网络和文献数据库，查找专业技术资料

和文献，结合高效泛读和深入精读获取有效信息，进行归纳总结，在批判性分析基础上提出

新的观点和展望。 

科技写作能力：掌握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格式规范和写作技巧。能够清楚准确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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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件发生过程和实验现象、对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行文简洁扼要、逻辑清楚、用词准确适

当，恰当合理地归纳和规律性总结，强调普遍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外语交流能力：具备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综合运用，针对学术会议、

论文发表和交流讨论等专业场景进行有效地国际交流。 

（11）项目管理 

管理能力：了解团队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作为团队负责人组织团队成

员高效协同、按时有序地完成规定项目。 

组织领导能力：具备较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能够根据人力物力资源，合理安排任务内

容和分工，妥善协调人际关系。依照合情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决策，

务实高效推进项目进程。 

（12）终身学习 

不断学习的能力：具有好奇心和兴趣驱动的求知欲。克服保守懒惰、固步自封思想，打

破墨守成规，与时共进，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理论和新方法。在应用中根据需要主动学

习，补充学习跨学科相关领域知识。 

自学创新能力：掌握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具有继续拓展和自学的能力。具备利

用已有知识和技能对新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的能力。 

（13）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1. 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2. 主干课程 

物理化学，数学物理方法，材料科学基础，量子力学，材料基因概论，固体物理，数据

材料数据挖掘，材料工程基础，材料高通量实验方法，材料设计综合实验，计算材料学原理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专业课程实验上机、课程项目；通识教育实践活动、研讨课；物理实验、物理化学实验、

计算机技术、材料设计综合实验；金工实习、专业实习；创新实践、科学研究训练、毕业设

计。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59.5 

3.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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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00814231~233
工科数学分析(1-

3)(强)
18 18 1-3 00814023

大学物理实验

(3)(强)
1.5 1.5 4

00814097
线性代数与空间解

析几何(强)
5 5 2 00814234

工科数学分析

(4)(强)
5 5 4

00814020 大学物理(3)(强) 5 5 4 00814031
概率论及数理统计

(强)
5 5 4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00815064

物理化学

B(1)(强)(Physical

Chemistry B(1))

5 5 4 ★ 00815329

固体物理

A(1)(强)(Solid State

Physics A(1))

3 3 7 ★

01065083 物理化学实验B 2 2 4 00815330 固体物理A(2)(强) 3 3 8

00814239 数学物理方法(强) 6 6 5 00815250 材料数据挖掘(强) 3 3 7

00815247

材料科学基础

(1)(强)(Fundations

of Materials

Science (1))

3 3 5 ★ 00815251 材料工程基础(强) 3 3 7

00815306 量子力学(1)(强) 6 5 1 6 00815331
材料高通量实验方

法(强)
4 4 8

00815328 材料基因概论(强) 2 2 4 00815332
材料设计综合实验

(1)(强)
2 2 8

00815248
材料科学基础

(2)(强)
3 3 6 00815333

材料设计综合实验

(2)(强)
2 2 9

00815249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强)
4 4 6 00815334

计算材料学原理

(强)
4 4 9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0081EY01
专业研讨课

A(1)(强)
2 1 1 二 0081SY01

专业研讨课

A(2)(强)
2 2 三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课内 课外
共

计

学

期

课内 课外

高年级研讨课(4学分)

课程学分

共

计

★全英语课程

公共基础课(39.5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共

计

课内 课外
课程编号

课内 课外
共

计

课内 课外
课程编号

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

上海大学2019级教学计划表(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专业)(总计259.5学分)

学科基础课(55学分)

课程编号

备

注

课程名称
学

期

备

注

课程学分

备

注

二年级适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共

计

课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三年级适用

共

计

学

期

备

注

课内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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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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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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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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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其

他

00814237 大学物理(4)(强) 4 3 1 5 00816335 智能仪器控制(强) 4 2 2 7

00816256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

学基础(强)
4 4 6 00816258 材料力学性能(强) 4 3 1 8

00816257
固体力学和流体力

学基础(强)
4 4 7 00816265 材料固态相变(强) 2 2 9

01035131 统计物理 5 4 1 7 00816336 纳米材料(强) 3 3 9

00816259 结构化学(强) 4 4 8 00816260 材料物理性能(强) 4 3 1 9

00815158
数值计算方法

(1)(强)
6 6 7 00816261

材料制备与装备工

艺(强)
4 4 9

00814025 数据结构(1)(强) 4.5 4 0.5 8 00816262 应用电化学(强) 4 4 9

00814026 数据结构(2)(强) 3.5 3 0.5 9 00816264 材料失效分析(强) 2 2 9

00816263 现代优化方法(强) 4 4 9 00816267 新能源材料(强) 2 2 10

00816266
偏微分方程的数值

解(强)
3 3 10 00816268

材料设计研究前沿

(强)
2 2 10

00816270 高性能计算(强) 4 3 1 10 00816269 功能材料(强) 2 2 10

00816271 计算机网络(强) 2 2 11 00816273 生物材料(强) 2 2 11

00816272 Python计算(强) 2 2 4 00816274 电子材料(强) 2 2 11

00816276
有限元在材料科学

与工程中应用(强)
4 4 11 00816275 复合材料(强) 2 2 11

00814010 英语(5)(强) 4 4 6

理

论

模

块

课内

实

验

模

块

专业选修课(20学分)（第9学期（含）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进行一次动态调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共

计

课外 备

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共

计

课内

计

算

模

块

课外 备

注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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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分散 一 二 三 四

00914003 军事技能 2 2 √ 2

00874008 形势与政策(实践) 1 √ 1

0081A004~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2) 2 1 1 第3,6学期

0081416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强) 1 1 √ 1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 5

0081A001 专业实习 4 8 √ 8 第11学期

0081A003 科学研究训练 0.5 1 √ √ 1

00814228 创新实践(强) 3 6 √ 6

0081A006 毕业设计(论文) 12 24 √ 24 第12学期

50 10 2 6 32

实

习

科

研

实

践

课

程

设

计

毕业设计

(论文)

共计

上海大学2019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专业

实践分类 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实践

周数

实践

学分

实践形式 各学年学分安排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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