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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工学Ⅰ类(物理)教学计划 

上海大学实施基于拓宽基础培养和通识教育的大类招生，在一年级学生接受通识课程和

公共基础课教育，了解未来分流专业以及市场需求，挖掘并培养个人兴趣，选择更加适合社

会需求和个人特点的专业方向。理学工学Ⅰ类(物理)包括理学院、微电子学院、力学与工程

科学学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和上海电影学院。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创新思维、

批判精神、艺术修养、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才能和领袖潜质的人才。 

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宽广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具备从事科学、

技术与管理工作所要求的基本能力，并为系统深入地学习专门知识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要求 

学生应获得的基础知识与达到的基本能力： 

1. 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

包括微积分、物理学、化学、工程制图和程序设计等基础知识，掌握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

基本方法与手段。 

2. 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具有正确运用本国语言与文字的表达能力、外语

的综合应用能力。具备清晰有效的思考与沟通能力。 

3. 明确工程师和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社会角色，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及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具备完成公民义务的能力。 

4. 引导学生了解生活的意义，使其和谐身心、健全人格，并为社会美好未来尽其责任。 

5. 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增进对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综合性了解，及对非

专业领域事物的认知。培养逻辑推理、批判分析的能力。 

三、一年级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通过经典文学原著的导读和艺术作品的鉴赏，陶冶学生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通过历

史与文化的学习了解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升学生从历史角度思考人文现象和不同文明

形态，以求形成学生文化分析能力和全球化视野；培育学生独立和批判性思维、推理能力及

建立适当的价值观；学习人际沟通的良善互动，拓展人际脉络提升团队组织能力；帮助学生

认识自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图式，建立具备富有智慧和责任感的公民意识和引领社会进步的

领导者素养。 

2. 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管理学与人生活方式的关系，以适应于现代社会之基本教养和技

能；通过经济和社会现象分析，使学生了解经济与财经制度，适应多元化之社会。 

3. 通过了解自然进化和生物演化的规律、探索生命的启蒙与人类存在的意义，形成对生

命价值的关怀、理解人类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形成科学探索的创新意识；探讨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等人类重大科学发展及其影响；让学生学习组织知识、分析材料、认识

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 

4. 通过数学理论的学习和数学素养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微积分的基本理论、基本思想、

基本方法及其应用；具备通过线性代数的基本方法，进行矩阵运算和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具备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运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量化处理的能力。 



Ⅱ-1-2 

5. 通过物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思想，提高学生解决物理

问题的能力；学习掌握力学、振动、波动、电磁学、热学、光学和现代物理等基础知识。 

6. 通过化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化学基本原理，提高学生解决化学及相关领域

问题的能力；学习掌握化学反应动力学、热力学、能源化学、化学平衡、物质结构和元素周

期性等基础知识。 

7. 通过计算机技术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操作系统使用、计算

机常用软件使用、互联网基础知识及网络应用；掌握计算机语言中基本操作；掌握 C语言程

序设计方法。 

8. 通过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语言素养的训练，使学生具备正确运用英语进行表达和交

流的能力；具备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具备使用英语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

专业技术问题的交流能力。 

9. 通过系统思维意识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备从经济、业务多角度整体进行分析论证

的能力；具备创新精神和批评性思维；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10. 通过职业道德与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具备良好

的职业操守；具备保持和增强职业能力；使学生了解社会及自身发展需求，制定并实施职业

发展规划；具有国际化视野，了解国际国内的科技状况和发展趋势。 

四、通识课程 

1. 核心通识课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版块（例如：文学经典与现代人生、经典华语电影）、政治文明与社

会建设版块（例如：理解中国社会、大国方略）、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版块（例如：苏轼与中

国文人画、时代音画）、经济发展与全球视野版块（例如：跨文化沟通、经国济民）、科技进

步与生态文明版块（例如：生命智能、创新中国） 

2. 通选课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版块（例如：人文智能、儒家思想及当代影响）、政治文明与社会建

设版块（例如：智能法理、积极心理学）、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版块（例如：《兰亭序》与中

国书法艺术、丝路音乐文化）、经济发展与全球视野版块（例如：货币的奥秘、经济全球化和

中国企业）、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版块（例如：智能文明、人工智能）、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版块（例如：职场人际关系处理、创业人生） 

五、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B、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劳动教

育理论课、体育(1-3)、军事理论 A、大学英语(1-3)、程序设计(C语言)、理工类计算机技术选

修模块（数据分析与智能计算、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基础、微积分

(1-3)、线性代数、大学化学、大学化学实验、大学物理(1-2)、大学物理实验(1-2) 

六、实践教学 

军事技能、形势与政策(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创新

创业实践或大学生社会实践、各专业实践 

七、学习年限 

一年 

注：各专业四年（建筑学、城乡规划专业五年）完整培养方案可在教务部主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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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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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详见附表）

上海大学2022级教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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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工学Ⅰ类(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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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课程名称 课内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3

课程编号

●毕业前至少修读一门全英语授课课程且成绩合格。（全英语授课课程指：1. 选课系统中标注的全英语课程。2. 国际化小学期开设的课程。3.

海外交流学分认定的课程。）

*1-10学期均需选修  ◆多修课程可认定为通识课（所属分类见附表中备注）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基础》、《大学化学(实验)》第1-3学

期均开，每学期只限选《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基础》3学分或《大学化学(实验)》3学分其中之一。    附表见Ⅱ-1-9页，毕业前需修至少12学分

通识课，建议学生跨类选修通识课，所修通识课必须包含：1. “核心通识课”至少6学分；2.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念”模块内课程至少2学分；3. “创

新思维与创业教育”模块内课程至少2学分。（某门课程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时，可重复认定，但所获得学分不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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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第2-3学期总计要求4学分，《线性代数》第2-3学期均开，当学期只限选通识课4学分或《线性代数》3学分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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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研讨课1

4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Ⅱ-1-3



课程编号 实践周数 实践学分 备注

00914003 2 2

00874008 1

1658A001 1 第3学期

00874007 1 1

0000A001 1

00874028 1

学院 专业 课程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实践周数 实践学分

数学与应用数学 0101A008 计算实习B(1) 2 5

信息与计算科学 0102A008 计算实习B(1) 2 5

应用物理学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0182A012 力学与实践(1) 1 2

通信工程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电子信息工程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30A033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训 1 2

智能科学与技术 0869A001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训 1 2

网络空间安全 08A6A006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训 1 2

人工智能 08B2A001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训 1 2

工业工程 00883017 工程训练(1) 1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智能制造工程 00883020 机械制造创新实践(1) 1 2

测控技术与仪器 00883017 工程训练(1) 1 2

机械电子工程 00883017 工程训练(1) 1 2

机器人工程 00883027 工程综合创新实践(1) 1 2

自动化 00883017 工程训练(1) 1 2

电子科学与技术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00883006 金工实习E 2 5

建筑学 1347A062 认识实习 2 4

城乡规划 1368A009 城市认识实习 2 5

数字媒体技术(卓越班) 1455A058 摄影实践 1.5 3

电影制作 1499A015 电影摄影实践 0.5 1

注：

    1. 《创新创业实践》和《大学生社会实践》两门课程二选一；

    2. 在校期间，学生参与下述活动之一，可认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学分。分别是（1）联合大作业；（2）大学生创新项目；

（3）学科竞赛获校级（含）以上奖项，并未冲抵过学分；（4）院系认定的创新创业各类活动（累计至少半周时间）；

    3.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第2-11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具体要求详见课程简介。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上海大学2022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理学工学Ⅰ类(物理)（分流前）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

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

大学生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

军事技能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

院

理学工学Ⅰ类(物理)（分流后）

实践环节名称

理学院

上海电影学院

二选一

（详见注）

上海美术学院

理论与应用力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形势与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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