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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2020级）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码）

海洋工程技术（560507） 装备制造（56）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5）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标准修业年限 3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教育类型和学历层次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二、职业岗位及发展

（一）面向岗位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标准或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海洋工程

技术

海工结构物设计 生产设计员 CAD/CAM 证书 中级 校企联合发证

海工装备装配 海工装备装配工 无

海工装备检验 质量检验员 焊工证书 II 级 中国船级社

海工结构物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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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生涯路径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海洋工程技术专业：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

精神、规范意识和创新思维、进取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面向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行业的装备设计人员、装备制造人员、

装备安装人员等职业群体，能够从事海洋工程结构生产设计、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海洋工程装备质量检验、生产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海洋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能力指标

A、专业能力：

熟练运用海工装

备设计、制造、

安装、检验、生

产管理等职业活

动所需的知识、

技能和工具。

A-1 能够根据图纸及工艺要求在所须装配的材料上画出相应的装配线及相关标

识

A-2 能根据图线和划线位置正确安装零部件

A-3 能根据工艺要求及时清除马板及支撑块等辅助物

A-4 能根据部件装配图及工艺要求对装配产品进行检查，符合技术要求

A-5 能读懂技术规格书及相关图纸资料，了解船舶的主要功能和总体布置

A-6 能读懂项目计划表，了解设计时间安排

A-7 识读船体节点图册，掌握船体结构基本节点结构形式

A-8 理解船体结构编码方法

A-9 能读懂详细设计的型线图，熟练使用 CAD 常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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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能根据型线图中的信息正确定义水线、横剖线及纵剖线

A-11 能根据单元图纸，各种单元模块的管路、设备、及其他附件的布置形式确

定单元模块的制作与安装方案

A-12 能根据单元模块底部的实际船体倾斜度制造出相应的单元胎架

A-13 能根据方案进行单元模块的制作

A-14 能参照图纸重力分布点，在需要焊接吊码的单元模块上合理安装吊码，使

单元模块能够平稳、顺利的起吊、运输至船上，并安装

A-15 能根据图纸进行质量检验

A-16 能根据通道铁舾件的设计图纸和安装环境制定预案

A-17 能根据图纸要求确认实际的通道铁舾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表面处理要求

及安装要求

A-18 能根据图纸要求安装通道类铁舾件，并进行自检

A-19 能根据甲板舾装件的设计图纸和安装环境制定预案

A-20 能根据图纸要求确认实际的甲板舾装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表面处理要求

及安装要求

A-21 能根据图纸要求安装甲板舾装件，并进行自检

A-22 能根据电舾装件的设计图纸和安装环境制定预案

A-23 能根据图纸要求确认实际的电舾装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表面处理要求及

安装要求

A-24 能根据图纸要求安装电舾装件，并进行自检

B、问题解决：

能够运用海工装

备设计、制造、

安装、检验、生

产管理等专业基

础知识，识别、

分析、解决电子

商务领域的一般

商务问题。

B-1 能够根据图纸及工艺要求及时发现因焊接而导致的变形，并对其进行矫正处

理

B-2 能根据分段图纸要求对部件进行标识，整理托盘

B-3 能根据安全转运的要求对进箱材料进行固定，从而确保后续转运安全

B-4 能根据后道工序的需求及时供应部件材料

B-5 能根据 5S 要求做好场地的清洁工作，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B-6 能根据工具的种类和不同特点做好工具的保养和维护工作

B-7 能根据公司及安全的相关要求切断动能源，杜绝浪费，消除安全隐患

B-8 能根据建造方针和施工要领确定分段的建造方式和组立基本顺序

B-9 能够根据施工项目图纸制定施工预案，并在工作中进行适时调整优化

B-10 能根据施工项目准备材料、工具及场地

B-11 能依据施工项目的特点和环境特点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工作

B-12 能够根据图纸来对管子进行下料、弯制、校正、组装

B-13 能够通过水、气等介质来检查管系的密性和强度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B-14 能通过镀锌、酸洗、涂塑等方式来处理管系，使符合图纸要求

B-15 能通过管系托盘配送管系

B-16 能根据施工图纸准确判定现场划线位置

B-17 能根据操作要求，正确通过激光经纬仪指出标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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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 能配合激光标识，利用卷尺等测量工具，使用标识笔标明准确位置

B-19 能利用标识辅助进行弹划线操作

B-20 能根据实际需要，在划线位置予以适当辅助说明

B-21 能够根据施工图纸，准确制定待装管系及其安装位置

B-22 能够利用工具将管系调整到安装位置

B-23 能够利用工具安装管系、支架等

B-24 能够根据图纸正确安装阀件

B-25 能根据图纸将管系作密性前的串通

B-26 能根据图纸充入相应压力的介质作密封性试验

B-27 能使用投油泵、空压机等专用设备将系统清洁干净

B-28 能根据图纸正确连接管系，确保管路完整

B-29 能根据图纸安装附件，确保无遗漏

C、信息素养：

熟练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及工具，

获取、处理、分

析和使用信息。

C-1 能熟练进行人机交互光顺，确保设计的精度

C-2 能根据型线图正确定义肋骨线，并对肋骨线进行光顺

C-3 能根据需要输出文件，并能描述其含义

C-4 能合理布置板缝，进行典型外板零件展开

C-5 能合理布置结构线，进行套料，生成典型 NC 零件和典型分段生产用表

C-6 能根据详细设计的图纸确定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分段结构建模前的准备工

作

C-7 能根据图纸正确使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船体建模的相关设置

C-8 能根据分段图纸正确使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船体分段曲面建模

C-9 能根据分段图纸正确使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船体分段平面建模

C-10 能根据分段图纸正确使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肘板建模

C-11 能根据船舶建造方案和施工要领的要求，制定分段装配方案

C-12 能根据船体组立结构设绘基准，在船体分段三维结构建模的基础上，完成

船体工作图和管理表的绘制

D、项目管理：

初步掌握项目管

理的基本知识、

方法和工具。

D-1能够根据施工项目图纸制定施工预案，并在工作中进行适时调整优化

D-2能根据施工项目准备材料、工具及场地

D-3能依据施工项目的特点和环境特点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工作

D-4能根据现有的起重工具、场地特点、施工项目的特性铺设好相关材料

D-5能根据施工特点，提炼工艺要点并告知施工单位

D-6能按工艺要求及时发现、纠正错误施工

D-7能根据现场工作环境做好相应安全防护工作

D-8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发现、改正报验单上的错误项目

D-9能根据工艺、船东、船检（服务商）要求，进行报验前内检

D-10能根据内检结果，带领船东、船检（服务商）进行外检

D-11能根据规范要求，和船东、船检（服务商）探讨优化施工方案

D-12能及时反馈报验中发现的问题，要有合理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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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能够完成系泊试验、航行试验等所要求的检验项目

D-14能及时填写、汇总每日报验结果、巡查记录和内检单

D-15能及时填写外检项目并找船东、船检（服务商）签字，最终存档

D-16能及时填写各种检验、试验报告，最终存档

D-17能按照船舶设计部门下达的作业计划，组织生产准备工作

D-18能根据生产现场的人力、设备与环境的情况，安排与协调生产作业，组织

均衡生产

D-19能有效对生产现场及物料开展“5S”管理

E、终身学习：具

备终身学习意识

和自主学习能力

E-1：具备终身学习意识；

E-2：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评价的

能力

F、沟通合作：尊

重多元观点，积

极主动与他人进

行有效的交流；

具备全局观念，

能够与团队其他

成员进行良好的

协作

F-1：能够积极响应、准确表达任务，包括撰写常用工作文档和陈述发言等

F-2：尊重多元观点，具备全局观念、换位思考的意识，平等待人并主动与团队

其他成员进行良好的协作

G、履行责任：

遵守职业规范和

社会规范，认知

和履行相应的责

任

G-1：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

G-2：具备诚信品质、契约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规范意识

G-3：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积极乐观，有较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

H、创新能力：

具有创新意识，

掌握基本的创新

方法

H-1：具有创新意识

H-2：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四、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采用“能力导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零距离上岗”的人才培养模式，

即：紧密围绕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核心，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将

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全过程，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满足能力培养的实

际需要，不断加强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教学组织；加强校企合作，实现毕业生能

力培养与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直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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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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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通识教育模块开课部门

课程

性质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开课部门

通识

教育

必修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国防军事类
军事理论 士官与军事教育

学院军事技能训练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体育教学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二级学院就业指导

入学与专业教育

外国语言类 高职英语 国教学院

其它类 大学生廉洁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信息技术类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艺术与欣赏类

戏曲类课程

人文艺术学院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任

选

课

特色类 海事与海洋类

教务处
素质拓展类

自然与科技类

人文与社会类

创新与创业类

自选

课程

数学与科学类

高等数学

经管学院航海数学

经济数学

大学物理 船舶学院

文字处理类 大学语文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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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模块

社会实践模块由团委负责制定规则，赋予学分。

3、素质拓展模块

均为活动课程，可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由创新创业学院、学工处联合制定

规则，将半军事化管理、班会活动、早操、晚自习等养成活动、劳动教育、文体

活动、各类比赛等都制订规则，赋予学分，同时给出活动安排和参与指南。

（二）课程与核心能力对照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程名称
解决

问题

信息

素养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沟通

交流

规则

意识

创新

意识

专业

能力

1 2322005 高等数学 √ √

2 1851023 机械制图 √ √

3 1851059 工程力学 √ √

4 1972205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 √ √

5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 √ √ √

6 3700176 船舶结构与制图 √ √ √ √

7 1972225 船舶建造工艺技术 √ √ √ √ √ √ √

8 3700323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 √ √ √ √

9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 √ √ √ √

10 1902005 认识实习 √ √ √ √ √ √

11 3700190 机加工实训 √ √ √ √

12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 √ √ √ √

13 1952148 船舶原理 √ √ √ √

14 3700326 海洋工程材料 √ √ √

15 3700209 海工设备与系统 √ √ √ √

16 3700192 船舶 CAD/CAM 实训 √ √ √ √ √ √

17 3700129 船舶焊接实训 √ √ √

18 3700189 船舶建造精度控制 √ √ √

19 3700159 海工设备检修技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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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12021 海工装备检验 √ √ √ √

21 3700186 船舶修造资源管理 √ √ √ √ √ √

22 3700199 海洋工程英语 √ √ √ √ √

23 3700188 海工防腐与涂装技术 √ √ √ √ √

24 3700277 近海工程施工技术 √ √ √ √ √

25 1922065 焊接生产自动化 √ √ √ √ √

26 1912022 海工生产设计 √ √ √ √ √ √

27 3700243 海工管路装配与设计 √ √ √ √ √ √

28 3700193 造船精度控制实训 √ √ √ √ √ √ √

29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 √ √

30 3700274 顶岗实习 √ √ √ √ √

31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 √ √ √ √ √

32 2223005 高职英语 √ √ √

33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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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海洋工程技术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

序

号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学时分配 考核形式 第一课堂学期与周学时安排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考试 考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20 20 20 20 20

1

通

识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48 32 16 1 8*4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4 64 48 16 2 12*4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3 48 32 16 1-6 4*2 4*2 每学期 4 学时

4 5100004 ●军事理论 必修 2.5 36 36 0 2 9*2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3 84 0 84 1 3 周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 2 32 16 16 1 8*2

7 2411009 公共体育 必修 4 108 0 108 1-4 12*2 12*2 12*3 12*2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1 16 8 8 1 √

9 500006 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8 8 1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32 1 √

11 2335441 入学专业教育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必修 7.5 120 60 60 1-2 12*4 12*6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必修 1 16 8 8 2 √

14 通 限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限定选修 3 48 16 32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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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选

课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戏曲类课程

限定选修 2 44 16 28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15

任

选

课

▲海事与海洋类 限选 2 32 32 0 2-5 √ √ √ √

▲自然与科技类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人文与社会类 任选 √ √ √ √

▲创新与创业类 任选 √ √ √ √

小计 44 804 376 428

16

专

业

课

程

技术

平台

课

2322005 高等数学 必修 3 48 48 0 1 12*4

17 1851023 机械制图 必修 3 48 30 18 1 12*4

18 1851059 工程力学 必修 3 39 33 6 2 13*3

19 1972205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必修 2.5 39 27 12 2 13*3

20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必修 2.5 36 34 2 3 12*2

21 3700176 ★船舶结构与制图 必修 1.5 24 18 6 3 12*2

22 1972225 ★船舶建造工艺技术 必修 2.5 36 24 12 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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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700323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必修 1.5 24 18 6 3 12*2

25 1902005 认识实习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26 3700190 机加工实训 必修 3 84 0 84 2 3周

27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必修 2 56 0 56 2 2周

28 1952148 船舶原理 必修 2.5 36 34 2 3 12*3

29 3700326 海洋工程材料 必修 3 48 38 10 3 12*4

31 3700192 船舶 CAD/CAM 实训 必修 3 84 0 84 3 3 周

32 3700129 船舶焊接实训 必修 3 84 0 84 3 3 周

33

专业

方向

课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必修 1.5 24 18 6 4 12*2

34 3700209 海工设备与系统 必修 2.5 36 34 2 4 12*3

35 3700189 船舶建造精度控制 必修 3 48 48 0 4 12*4

36 3700159 ★海工设备检修技术 必修 2.5 36 30 6 4 12*3

37 1912021 ★海工装备检验 必修 1.5 24 12 12 4 12*2

38 3700186 船舶修造资源管理 必修 1.5 24 24 0 5 8*3

39 3700199 海洋工程英语 必修 2 32 28 4 5 8*4

40 3700188 海工防腐与涂装技术 必修 1 16 16 0 5 8*2

41 3700277 近海工程施工技术 必修 1 16 16 0 5 8*2

42 1922065 焊接生产自动化 必修 2.5 36 24 12 4 12*3

43 1912022 海工生产设计 必修 3 84 0 84 4 3 周

44 3700243 ★海工管路装配与设计 必修 3 84 28 56 4 3 周

45 3700193 造船精度控制实训 必修 2 56 0 56 5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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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必修 1 16 8 8 5 8*2

47 3700274 顶岗实习 必修 22 616 0 616 5-6 8 周 14 周

48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必修 2 56 16 40 6 2 周

49

专业

拓展

课

3700283 港口工程与航道工程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1922093 船舶主动力装置 任选 √ √ √ √

工程项目管理和估价 任选 √ √ √ √

小计 91 1950 638 1312

50
素质拓展

课

*劳动教育 必修 1 28 0 28 2/3 1周

*信仰教育活动课 限选 3 / / / / √ √ √ √ √

*文化修身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志愿服务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科创融通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小计 10 28 0 28 28

51
社会实践

课程
*社会实践 限选 5 / / / 1-5 1 周 1周 1 周 1 周 1 周

考核 1 周 1周 1 周 1 周 1 周

合计 149.5 2782 1014 1768 22 22 19 19 13

分析 理论比例：36.4 %；实践比例：63.6%；选修比例：10% 。

注：1、标“*”课程只需录入教务系统，不下任务；标▲为线上课程或自主安排课程，下任务但不计入周学时，不统一排课；

2、本专业合计总学分为 149.5，总学时 2782，其中理论课时 1014 学时，占总学时的 36.4%，实践课时学时 1768，占总学时的 63.6%，选修课时 280 学

时，占总学时的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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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资格条件

（一）学分要求

为保证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学生毕业共须修满 149.5 学分，其中通识必修

课应修满 35 学分，通识限选课修满 5学分, 通识任选课修满 4 学分；专业技术

平台课修满 35.5 学分，专业核心课与限选课至少修满 52 学分,专业任选课至少

修满 2 学分；素质拓展课程修满 10 学分，社会实践课程修满 5 学分。各类课程

学分可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积累、转换和认定办法》予以认定；已

具备相关证书的可以申请相应课程的免修。

（二）外语水平要求

取得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B级证书、或参加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 A级并取得 50 分以上成绩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

（三）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证书要求

学生毕业前应取得一种校企共同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如特种焊 1+X 中级证

书、CAD/CAM、精度控制技能证书、焊工中级等）。

（四）操行合格要求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操行积分管理办法》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

考核，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

（五）体质合格要求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考核结果合格以上。

八、教学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1）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江苏省高校教师职业

资格证书，具备教学能力；

（2）具备船舶与海洋类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

双师素质；

（3）具备海洋工程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能独立承担 1-2 门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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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课程；

（4）能独立承担１门以上专业必修（方向）课程；

（5）具有指导学生参加船舶与海洋类创新和技能大赛的能力；

（6）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5。

2.校外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技

术骨干，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3）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通过专业教学能力测试；

（4）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30%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主要教学设备配备标准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海工建造

实训基地

海工模型、海工建造工艺流程模

型、钢制分段、剪板机、折弯机、

三轴滚弯机、数控切割机、

设备装配实训、建

造工艺实训、装配

工考级

海洋结构物建造

工艺

海工装配实训

2
生产设计

中心

海工设计软件、绘图软件、计算

机、投影仪、打印机、绘图仪

海工管系生产设计

实训

管路生产设计

CAD/CAM 实训

舾装生产设计

AUTOCAD 实训

3
海洋工程

研发中心

精度控制分析软件、水准仪、经

纬仪、全站仪、其它测绘仪器及

工装

精密测量实训 精密测量实训

4
材料加工

中心

各种车床、普通钳台、虎钳、砂

轮机、数控车床、钻床、铣床、

镗床、磨床、刨床、滚齿机

车工实训、钳工实

训、数控车床实训
机加工实习

5

现代船舶

焊接实训

中心

电弧焊机、气割、气焊设备

CO2 气保焊机、埋弧自动焊机、

焊条弧焊机、亚弧焊机、碳弧气

刨、数控切割机、半自动气割机、

超声波探伤仪

焊工实训、焊接中

级认证考试、CCS 焊

接认证考试

船舶焊接实训

6 机械基础 空间机构创新设计试验台、创意 机械工程基础、机 机械零件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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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中心 组合机械试验台、三维机械 CAD

软件、双极圆柱减速器、金属切

削模型

械原理及机械零件

设计

计

工程力学

机原机零

2.校外实训条件

序

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2
招商局金陵船舶（江苏）有限公

司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3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4 江南造船厂技工学校实训基地 焊接实训 焊接实训

5
江苏域海船舶设计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生产设计实训 管舾装生产设计实训

6
南京迈瑞科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7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公司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8
上海龙禹船舶技术有限公司实训

基地
建造精度控制实训 海工精密测量实训

9
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九、其它说明事项

1.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 2019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并结合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修订；

2.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了“海洋工程技术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充分

讨论，编写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审议通过；

3.本专业人才培养是制定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的依据，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

需要根据 E1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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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

培养方案制定及修改情况表

专业名称
海洋工程技

术专业
执笔人 韦伟 参与人

修订主要内容

1、修订人才培养规格

2、修订课程设置及要求

3、修订教学进程安排

4、修订毕业资格条件

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会议

时间 2020.9.12 地点 视频会议 主持人 杜训柏

参会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茆宏兆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人力资源部部长

2 吴 巍
招商局金陵船舶工程有限

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3 顾鹏程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人力资源科科长、培训部

主任

4 顾正伟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技术主管

5 胡超然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高级工程师

6 王 洋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工程师

7 刘桂香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宣传部部长兼船舶

学院院长

8 宋雅宾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船舶学院书记

9 杜训柏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船舶学院副院长

10 韦 伟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海工装备制造专业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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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刘桂香：

简要介绍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目的、意义以及要求。

韦伟：

简要介绍海洋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王洋：

1、给学生讲一下整个造船的框架，让学生有整体认识。

2、建议添加先进制造等新技术。

3、动态构建人才培养方案，使其能满足不同用人单位的个性化需求。

茆宏兆：

1、增加对船舶设计规则、规范的学习,对船舶建造相关标准的学习；

2、增加有限元、NAPA 计箅的学习,加强材料力学的学习；

3、增加常规船型设计的学习；

4、增加三维生产设计的学习；

5、加强 CAD 的实操、专业英语的学习。

顾正伟：

1、目前船舶建造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些特殊材料，建议在船舶工程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中的材料加工模块中添加有关金属材料的课程，介绍不同材料的属性和加

工特性，少量课程课时即可。

顾鹏程：

建议组织学生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进入单位后，持证的同学每月工资可以增

加几百元。比如生产设计相关 CAD 证书，可以与企业合作

吴巍：

加强校企合作，能不能在第四学期第五学期，让学生到现场实践参与生产设计，

我们现在在管路设计方面比较缺人。

刘桂香：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要仔细打磨，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吸收行业企业专家建议；

二是注重细节，规范课程名称与标点符号；三是务必按照学校的修订要求，第五学期

是跟岗+顶岗实习，将专业课程融入到企业实习中去。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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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动力工程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2020级）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码）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560509） 装备制造（56）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5）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标准修业年限 3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教育类型和学历层次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二、职业岗位及发展

（一）面向岗位

专业

名称

专业

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标准或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船舶动

力工程

技术

船舶动

力工程

技术

管系生产设计员 CAD/CAM 证书 中级 校企联合发证

设备装配与调试员 装配钳工 中级 校企联合发证

管件制作与装配工

管件制作与装配工
船舶管系工 中级 校企联合发证

轮机质检员 无

生产管理员 无

（二）职业生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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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业岗位

毕业后就业岗位：设备装配与调试员、管件制作与装配工、生产设计员、轮

机质检员。主要从事动力装置与系统的生产设计、制作、安装调试、设备维护与

质量检验等方面工作。

2、发展岗位

毕业 3～5年后：建造生产管理员、建造技术主管、设备销售、船东代表等。

在熟练掌握生产一线岗位工作后，可发展成为生产管理以及其他建造技术管理岗

位人员。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专业：本专业主要面向船舶、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等领

域，培养船舶机械装置的相关设计、安装、调试和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通过本专业学习，学生应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具有较强的规则意

识与创新思维，具备持续学习能力，能够从事动力装置与系统的生产设计、安装、

调试、检验、设备维护与管理等方面工作。毕业 5 年后，应能胜任更高能力要求

的工作，专业技术达到工程师水平或行政职务达到组长或同类水平。

（二）人才培养规格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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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能力指标

A、专业能力：熟练运用从

事管系放样设计、轮机设

备调试、检验、维护及生

产管理等职业活动所需的

知识、技能和工具。

A-1：了解船舶设计建造要求的国际和地方法规、公约；掌握船舶管

路系统基础理论知识和设计规范；具有船舶结构、设备、系统识读及

图纸绘制能力（包括计算机 CAD 绘图）；能够应用主流船舶设计软件，

依据规范进行计算机辅助管系放样设计；

A-2：掌握船舶动力装置、船舶主机、船舶辅机基础理论知识和装配

工艺；具备轮机设备安装调试工艺分析能力；能够根据工艺规范正确

使用安装工具对轮机设备进行安装调试；

A-3： 掌握船舶管路加工及安装基本方法；具备管路加工和安装工艺

分析能力；能够根据工艺规范正确使用加工设备和安装工具对管路进

行加工和安装调试；

A-4：掌握轮机设备及管路系统建造质量检验的基本方法，具备依据

法规、公约进行设备及系统建造质量检验的能力；

A-5：掌握轮机设备及管路系统修理改造的基本方法，具备依据法规、

公约进行设备及系统修理改造的能力；

B、问题解决：能够运用船

舶动力工程技术的专业基

础知识，分析、解决动力

装置和系统在设计、安装

调试、检验维护过程中的

一般问题。

B-1：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查找分析设备和系统安装调试问题，并及时

解决；

B-2：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查找分析设备和系统工作故障问题，并给出

修理方案；

B-3：熟悉船舶建设的相关公约、规范，能够依据规范发现设计、建造、

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C、信息素养：熟练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

处理、分析和使用信息。

C-1：能够熟练安装与运用办公软件；

C-2：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和工具，获取、处理、分析和使用信息的

能力；

C-3：了解信息安全防护方法，具有保护商业信息的意识；

C-4：了解局域网基础知识，能够解决局域网一般故障问题。

D、项目管理：初步掌握项

目管理的基本知识、方法

和工具。

D-1：了解造船项目管理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具备项目计划的能

力；能按照船舶设计部门下达的作业计划，组织生产准备工作；

D-2：具备现场生产管理的能力；能根据生产现场的人力、设备与环

境的情况，安排与协调生产作业，组织均衡生产；具备施工管理能力，

能指导施工员的技术工作；

D-3：能有效对生产现场及物料开展“5S”管理

E、终身学习：具备终身学

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E-1：具备终身学习意识；

E-2：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评价的能力。

F、沟通合作：尊重多元观

点，积极主动与他人进行

有效的交流；具备全局观

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

进行良好的协作

F-1：能够积极响应、准确表达任务，包括撰写常用工作文档和陈述发

言等；

F-2：尊重多元观点，具备全局观念、换位思考的意识，平等待人并主

动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良好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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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履行责任：遵守职业规

范和社会规范，认知和履

行相应的责任

G-1：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

G-2：具备诚信品质、契约精神、责任意识、安全意识、环保意识、

敬业精神和规范意识；

G-3：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积极乐观，有较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调

适能力；

G-4：遵守船舶建造与维修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规。

H、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意

识，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H-1：具有认真学习的态度、求索的精神好良好的思维习惯；具有较

强的创新、创业的意识、精神和品质；

H-2：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四、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采用“能力导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零距离上岗”的人才培养模式，

即：紧密围绕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核心，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将

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全过程，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满足能力培养的实

际需要，不断加强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教学组织；加强校企合作，实现毕业生能

力培养与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直接对接。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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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模块开课部门

课程

性质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开课部门

通识

教育

必修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国防军事类
军事理论 士官与军事教育

学院军事技能训练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体育教学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二级学院就业指导

入学与专业教育

外国语言类 高职英语 国教学院

其它类 大学生廉洁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信息技术类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艺术与欣赏类

戏曲类课程

人文艺术学院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任

选

课

特色类 海事与海洋类

教务处
素质拓展类

自然与科技类

人文与社会类

创新与创业类

自选

课程

数学与科学类

高等数学

经管学院航海数学

经济数学

大学物理 船舶学院

文字处理类 大学语文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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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模块

社会实践模块由团委负责制定规则，赋予学分。

3、素质拓展模块

均为活动课程，可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由创新创业学院、学工处联合制定

规则，将半军事化管理、班会活动、早操、晚自习等养成活动、劳动教育、文体

活动、各类比赛等都制订规则，赋予学分，同时给出活动安排和参与指南。指南

见附件 2。

（二）课程与核心能力对照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解决

问题

信息

素养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沟通

交流

规则

意识

创新

意识

专业

能力

1 1851023 机械制图 √ √ √ √ √

2 1851059 工程力学 √ √ √ √ √

3 3700182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 √ √ √ √

4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 √ √ √ √

5 3700176 船舶工程结构与制图 √ √ √ √ √

6 3700112 船舶建造工艺技术 √ √ √ √ √ √ √

7 1902005 认识实习 √ √ √ √ √

8 1972226 机加工实习 √ √ √ √ √

9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 √ √ √ √ √

10 3700195 ★船舶管路装配与设计 √ √ √ √ √ √ √ √

11 3700194 ★船舶动力装置 √ √ √ √ √ √ √

12 1972260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 √ √ √ √

13 1922051 热工基础 √ √ √ √ √

14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 √ √ √ √

15 3700127 ★船舶主机 √ √ √ √ √ √ √

16 1922093 ★船舶动力装置安装工艺 √ √ √ √ √ √ √

17 3700185 船舶工程英语 √ √ √ √ √

18 1821006 船舶辅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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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700189 船舶建造精度控制 √ √ √ √ √ √ √

20 3700327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 √ √ √ √ √ √

21 3700071 ★船舶检修技术 √ √ √ √ √ √ √

22 3700186 ★船舶修造资源管理 √ √ √ √ √ √ √

23 1912021 ★船舶检验 √ √ √ √ √ √ √

24 船舶内装工艺 √ √ √ √ √ √

25 1865182 公差与测量技术 √ √ √ √ √

26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 √ √ √

27 1972226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 √ √ √ √ √

28 1952148 电工工艺实训 √ √ √ √ √

29 1865134 轮机装配实训 √ √ √ √ √ √

30 3700193 船舶建造精度控制实训 √ √ √ √ √ √

31 3700192 船舶 CAD/CAM 实训 √ √ √ √ √ √ √

32 1972236 船舶铁舾装设计 √ √ √ √ √ √ √

33 船舶内装工艺实训 √ √ √ √ √

34 3700274 顶岗实习 √ √ √ √ √

35 4199892 毕业设计与答辩 √ √ √ √ √

36 2223005 高职英语 √ √ √

37 2322005 高等数学 √ √

38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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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序

号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学

分

学时分配 考核形式 第一课堂学期与周学时安排

总学

时

理

论

实

践

考

试

考

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20 20 20 20 20

1

通

识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必

修
3 48 32 16 1 8*4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

修
4 64 48 16 2 12*4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必

修
3 48 32 16 1-6 4*2 4*2 每学期 4 学时

4 5100004 ●军事理论
必

修
2 36 36 0 2 9*2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必

修
3 84 0 84 1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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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

修
2 32 16 16 1 8*2

7 2411009 公共体育
必

修
4 108 0 108 1-4 12*2 14*2 10*3 12*2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必

修
1 16 8 8 1 √

9 500006 就业指导
必

修
1 16 8 8 1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必

修
2 32 32 1 √

11 2335441 入学专业教育
必

修
1 28 0 28 1 1 周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必

修
8 128 64 64 1-2 11*4 14*6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必

修
1 16 8 8 2 √

14

通

识

教

育

选

限

选

课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

索
限

定

选

修

3 48 16 32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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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课

计算机语言基础

戏曲类课程

限

定

选

修

2 44 16 28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15

任

选

课

海事与海洋类
限

选
2 32 32 0 2-5 √ √ √ √

▲自然与科技类
任

选

2 32 32 0 2-5

√ √ √ √

▲人文与社会类
任

选
√ √ √ √

▲创新与创业类
任

选
√ √ √ √

小计 44 812 380 432

16
专

业

技术

平台
2322005 高等数学

必

修
3.5 48 48 0 1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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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课
17 1851023 机械制图

必

修
3 48 36 12 1 12*4

18 1851059 工程力学
必

修
3 48 42 6 1 12*4

19 3700182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必

修
2 36 28 8 2 12*3

20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必

修
1.5 24 24 0 2 12*2

21 3700176 船舶工程结构与制图
必

修
3 48 32 16 2 12*4

22 3700112 船舶建造工艺技术
必

修
3 48 34 14 3 12*4

23 1902005 认识实习
必

修
1 28 0 28 1 1 周

24 1972226 机加工实习
必

修
3 84 0 84 2 3 周

25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必

修
2 56 0 56 2 2 周

26
专业

方向
3700195 ★船舶管路装配与设计

必

修
4 112 0 112 4 4 周



32

课
27 3700194 ★船舶动力装置

必

修
3 48 42 6 3 12*4

28 1972260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限

选
2 36 30 6 3 12*3

29 1922051 热工基础
限

选
2 36 36 0 3 12*3

30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限

选
1.5 24 24 0 3 12*2

31 3700127 ★船舶主机
必

修
3 84 0 84 4 3 周

32 1922093
★船舶动力装置安装工

艺

必

修
3 48 42 6 4 12*4

33 3700185 船舶工程英语
限

选
3 48 42 6 4 12*4

34 1821006 船舶辅机
限

选
3 48 42 6 4 12*4

35 3700189 船舶建造精度控制技术
限

选
1.5 24 20 4 4 12*2

36 3700327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限

选
1.5 24 20 4 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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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700071 ★船舶检修技术
必

修
2.5 40 34 6 5 8*5

38 3700186 ★船舶修造资源管理
必

修
2 32 32 0 5 8*4

39 1912021 ★船舶检验
必

修
1.5 24 18 6 5 8*3

40 船舶内装工艺
必

修
1.5 24 18 6 5 8*3

41 1865182 公差与测量技术
必

修
1 16 14 2 5 8*2

42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必

修
1 16 16 0 5 8*2

43 1972226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必

修
1 28 0 28 3 1 周

44 1952148 电工工艺实训
必

修
1 28 0 28 3 1 周

45 1865134 轮机装配实训
必

修
1 28 0 28 4 1 周

46 3700193 船舶建造精度控制实训
必

修
1 28 0 28 4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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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3700192 船舶 CAD/CAM 实训
必

修
1 28 0 28 4 1 周

48 1972236 船舶铁舾装设计
必

修
1 28 0 28 5 1周

49 船舶内装工艺实训
必

修
1 28 0 28 5 1周

50 3700274 顶岗实习
必

修
22 616 0 616 5-6 8周

14

周

51 4199892 毕业设计与答辩
必

修
2 40 0 40 6 2 周

52 3700193 港口工程与航道工程
任

选

2 32 32 0 2-5

√ √ √ √

53 3700275 先进设计制造技术
任

选
√ √ √ √

54 海工装配与建造
任

选
√ √ √ √

小计 95 2036 706
133

0

54
素质拓展

课
*劳动教育

必

修
1 28 0 28 2/3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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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教育活动课
限

选
3 / / / / √ √ √ √ √

*文化修身活动课
限

选
2 / / / / √ √ √ √ √

*志愿服务活动课
限

选
2 / / / / √ √ √ √ √

*科创融通活动课
限

选
2 / / / / √ √ √ √ √

小计 10 28 0 28

55
社会实践

课程
*社会实践

限

选
5 / / / 1-5 1 周 1 周 1 周 1 周 1周

考核 1 周 1 周 1 周 1 周 1周

合计
15

4
2876

108

6

179

0
24 23 19 18 19

分析 理论比例： 38.2 %；实践比例：61.8 %；选修比例： 46% 。

注：1.标“*”课程只需录入教务系统培养方案，不下任务；2.标▲为线上课程或自主安排课程，下任务但不计入周学时，不统一排课；2、本专

业合计总学分为 154，总学时 2876 ，其中理论课时 1086 学时，占总学时的 38.2% ，实践课时 1790 学时，占总学时的 61.8%，选修课时 1322

学时，占总学时的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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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资格条件

（一）学分要求

为适应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学生毕业共须修满 154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应

修满 35 学分，通识限选课修满 5 学分, 通识任选课修满 4 学分；专业必修与限

选课修满 93 学分，专业任选课至少修满 2 学分；素质拓展课程修满 10学分，社

会实践课程修满 5学分。各类课程学分可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积累、

转换和认定办法》予以认定；已具备相关证书的可以申请相应课程的免修。

（二）外语水平要求

取得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B 级证书、或参加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 A级并取得 50 分以上成绩，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

（三）职业技能证书毕业条件

学生毕业前应取得一种校企共同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如船舶 CAD/CAM、

精度控制技能证书、船舶内装工艺等级证书（1+X证书）、焊工中级等）。

（四）操行合格要求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操行积分管理办法》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

考核，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

（五）体质合格要求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考核结果合格以上。

八、教学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1）具备船舶动力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江苏省高校教师职业资

格证书，具备教学能力；

（2）具备船舶动力工程技术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

具有双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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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船舶动力工程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能独立承担 1-2 门专业

基础（平台）课程；

（4）能独立承担１门以上专业必修（方向）课程；

（5）具有指导学生参与船舶动力类创新和技能大赛的能力；

（6）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5。

2.校外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具备船舶动力工程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技术

骨干，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3）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通过专业教学能力测试；

（4）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30%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主要教学设备配备标准

完成的主要实训

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船舶建造

实训基地

柴油机、船舶轴系、

船舶舵系、船舶尾管

轮机装配实训、

管加工装配实训
轮机装配实训

2
生产设计

中心

船舶设计软件、绘图软

件、计算机、投影仪、

打印机、绘图仪

轮机生产设计

管系生产设计实训

CAD 实训

管舾装生产设计

CAD 实训

3
海洋工程

研发中心

精度控制分析软件、水

准仪、经纬仪、全站仪、

其它测绘仪器及工装

精密测量实训

船舶建造精度测量

实训

先进工业测量实训

4
材料加工

中心

各种车床、普通钳台、

虎钳、砂轮机、数控车

床、钻床、铣床、镗床、

磨床、刨床、滚齿机

车工实训、钳工实

训、数控车床实训

机加工实习

5

现代船舶

焊接实训

中心

电弧焊机

气割、气焊设备

CO2 气保焊机、埋弧自

动焊机、焊条弧焊机、

亚弧焊机、碳弧气刨、

焊工实训、焊接中

级认证考试、CCS

焊接认证考试

船舶焊接实训



38

数控切割机、半自动气

割机、超声波探伤仪

6
机械基础

实训中心

空间机构创新设计试验

台、创意组合机械试验

台、三维机械 CAD 软件、

双极圆柱减速器、金属

切削模型

机械工程基础、机

械原理及机械零件

设计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工程力学

机原机零

2.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专业认识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2
招商局金陵船舶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专业认识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3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

司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4
泰州中航船舶重工有限公

司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5
江南造船厂技工学校实训

基地
焊接实训 焊接实训

6
江苏域海船舶设计有限公

司实训基地
生产设计实训 管舾装生产设计实训

7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限公司

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8
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9
上海龙禹船舶技术有限公

司实训基地
建造精度控制实训 机装精密测量实训

九、其它说明事项

1.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并结合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修订；

2.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了“船舶动力工程技术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

充分讨论，编写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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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专业人才培养是制定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的依据，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

需要根据 E1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十、附录

培养方案制定及修改情况表

专业名称
船舶动力工

程技术专业
执笔人 王滢 参与人 陈慧

修订主要内容

1、修订人才培养规格

2、修订课程设置及要求

3、修订教学进程安排

4、修订毕业资格条件

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会议

时间 2020.9.12 地点 视频会议 主持人 杜训泊

参会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茆宏兆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人力资源部部长

2 吴 巍
招商局金陵船舶工程有限

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3 顾鹏程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人力资源科科长、培训部

主任

4 顾正伟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技术主管

5 胡超然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高级工程师

6 王 洋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工程师

7 刘桂香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宣传部部长兼船舶

学院院长

8 宋雅宾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船舶学院书记

9 杜训柏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船舶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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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 滢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先进船舶制造专

业中心主任

会议纪要：

刘桂香：简单介绍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目的、意义以及要求。

王滢：简单介绍船舶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动态构建人才培养方案，使其能满足不同用人单位的个性化需求。

茆宏兆：1、增加对船舶设计规则、规范的学习,对船舶建造相关标准的学 习;

2、增加有限元、NAPA 计箅的学习,加强材料力学的学习;

3、增加常规船型设计的学习;

4、增加三维生产设计的学习;

5、加强 CAD 的实操、专业英语的学习.

顾正伟：1、目前船舶建造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些特殊材料，建议在船舶工程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材料加工模块中添加有关金属材料的课程，介绍不同材料的

属性和加工特性，少量课程课时即可。

2、目前船舶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建议船舶动力工程加开机电设备自动化课程。

顾鹏程：建议组织学生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进入单位后，持证的同学每月工

资可以增加几百元。比如生产设计相关 CAD 证书，可以与企业合作

吴巍：加强校企合作，能不能在第四学期第五学期，让学生到现场实践参与生产

设计，我们现在在管路设计方面比较缺人。

刘桂香：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要仔细打磨，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吸收行业企业

专家建议；二是注重细节，规范课程名称与标点符号；三是务必按照学校的修订要求，

第五学期是跟岗+顶岗实习，将专业课程融入到企业实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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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2020级）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码）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60102） 装备制造（56） 机械设计制造类（56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标准修业年限 3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教育类型和学历层次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二、职业岗位及发展

（一）面向岗位

专业名称
专业方

向
职业岗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标准或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

机械制

造与自

动化

机制工艺设计员 无

数控编程与操作工 数控操作工 中级 1+X 项目

车间机械装配工 钳工

质检员 无

设备保障与维护 无

售后服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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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销售员 无

（二）职业生涯路径

1、初始岗位

数控编程与操作工、机制工艺设计员、质检员。主要从事机械产品加工、装

配以及相关生产工艺设计、制造精度控制等生产一线岗位工作。

2、发展岗位

毕业 2～3 后：车间副主任助理、设计主管、售后服务主管、机械加工班组

长、工程师助理、技术主管。在熟练掌握机械加工一线岗位工作后，可发展成为

生产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以及设计管理岗位人员。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规范意识和创

新思维、进取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面

向船舶设备制造业、海工装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机械加工人员、机械设计人员等职

业群体，能够从事船舶设备加工领域的生产、管理、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能力指标

专业能力：掌握机械加工设备 A-1：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数学、基础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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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及运行维护、机械产品加

工工艺设计、数控编程与加

工、机械加工质量检测等专业

活动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工

具。

A-2：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电气、机械加工工艺、数控编程与加

工等专业知识；

A-3：分析、绘制和设计机械工程图；

A-4：熟练使用常用测量工具及先进测量仪器进行质量控制；

A-5：具备机械加工生产线安装、调试、运维能力。

B、问题解决：能够识别、分

析并解决机械加工设备调试

及运行维护、机械产品加工工

艺设计、数控编程与加工、机

械加工质量检测等工作中的

技术问题。

B-1：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机械加工设备调试及运行维护活动中的

技术问题；

B-2：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机械加工工艺设计专业活动中的技术问

题；

B-3：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机械加工质量检测专业活动中的技术问

题。

B-4：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数控编程与加工专业活动中的技术问题。

C、信息素养：熟练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

和使用信息。

C-1：熟练运用 Office 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和使用信

息；

C-2：能组装小型电脑并解决常见软、硬件故障及安全问题；

C-3：能组建小型的有线、无线局域网络。

D、项目管理：掌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

D-1：掌握项目管理的要素、方法等基本知识；

D-2：将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有效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E、终身学习：具备终身学习

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E-1：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

E-2：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价

的能力。

F、尊重多元观点,能够与他人

进行有效交流；具备全局观

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

良好的协作。

F-1：能够清晰表达和回应任务，包括撰写常用工作文档和陈述发言

等；

F-2：尊重多元观点,具备全局观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良好的

协作。

G、履行责任：遵守职业规范

和社会规范，认知和履行相应

的责任

G-1：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

G-2：具备诚信品质、契约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规范意识；

G-3：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积极乐观，有较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调

适能力。

H、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意识，

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H-1：具有创新意识；

H-2：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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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采用基于 OBE 的“成果导向，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即：紧密

围绕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实际成果为导向，开展人才培

养工作，将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全过程，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满足能

力培养的实际需要，不断加强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教学组织；加强校企合作，实

现毕业生能力培养与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直接对接。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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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通识教育模块开课部门

课程

性质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开课部门

通识

教育

必修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国防军事类
军事理论 士官与军事教育

学院军事技能训练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体育教学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二级学院就业指导

入学与专业教育

外国语言类 高职英语 国教学院

其它类 大学生廉洁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信息技术类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艺术与欣赏类

戏曲类课程

人文艺术学院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任

选

课

特色类 海事与海洋类

教务处
素质拓展类

自然与科技类

人文与社会类

创新与创业类

自选

课程

数学与科学类

高等数学

经管学院航海数学

经济数学

大学物理 船舶学院

文字处理类 大学语文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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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模块

社会实践模块由团委负责制定规则，赋予学分。

3、素质拓展模块

均为活动课程，可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由创新创业学院、学工处联合制定

规则，将半军事化管理、班会活动、早操、晚自习等养成活动、劳动教育、文体

活动、各类比赛等都制订规则，赋予学分，同时给出活动安排和参与指南。指南

见附件 2。

（二）课程与核心能力对照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程名称
解决

问题

信息

素养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沟通

交流

规则

意识

创新

意识

专业

能力

1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 √

4 5100004 ●军事理论 √ √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 √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 √ √

7 2411009 公共体育 √ √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 √ √

9 500006 就业指导 √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 √ √

11 2124090 计算机语言基础 √ √ √ √ √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 √ √ √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 √

14 2322005 高等数学 √ √ √ √

15 1851023 现代设计与制图 √ √ √ √

16 1851059 船舶力学基础 √ √

17 3700182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 √ √ √

18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 √

19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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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72226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 √ √ √

21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 √

22 1972260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 √

23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 √

24 1902005 认识实习 √

25 1962158 机加工实训(钳) √ √

26 1972225 机加工实训(车) √ √

27 1952148 电工工艺实训 √ √

28 3700211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 √ √

29 1972266 机械制造设备 √ √ √ √

30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 √ √ √ √

31 3700030 PLC应用技术 √ √ √ √

32 1972267 数控技术 √ √ √ √ √

33 3700212 机制专业英语 √ √

34 3700063 机床夹具设计与应用 √ √ √ √

35 3700275 先进工业测量实训 √ √ √

36 1972271
数控编程与操作及中级

考证
√ √ √

37 3700196 船机制造工艺 √ √

38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

39 3700035 船机制造工艺课程设计 √ √ √ √ √

40 1972275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 √

41 3700327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 √ √ √

42 3700274 顶岗实习 √ √ √ √ √ √ √ √

43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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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统招）

序

号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学时分配 考核形式 第一课堂学期与周学时安排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考试 考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20 20 20 20 20

1

通识课

程

通识教育必

修课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48 32 16 1 8*4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4 64 48 16 2 12*4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3 48 32 16 1-6 4*2 4*2 每学期 4 学时

4 5100004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36 0 2 9*2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3 84 0 84 1 3 周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 2 32 16 16 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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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411009 公共体育 必修 4 108 0 108 1-4 10*2 12*2 10*4 12*2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1 16 8 8 1 √

9 500006 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8 8 1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16 16 1 √

11 2335441 入学专业教育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必修 8 128 64 64 1-2 12*4 13*6+2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必修 1 16 8 8 2 √

14

通识教

育选修

课

限选

课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限定

选修
3 48 16 32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戏曲类课程 限定 2 44 16 28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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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15
任选

课

海事与海洋类 限选 2 32 32 0 2-5 √ √ √ √

▲自然与科技类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人文与社会类 任选 √ √ √ √

▲创新与创业类 任选 √ √ √ √

小计 44 812 364 448

16
专业课

程
技术平台课

2322005 高等数学 必修 3.5 48 48 0 1 12*4

17 1851023 现代设计制图 必修 3.5 60 50 10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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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船舶力学基础 必修 2.5 39 31 8 2 13*3

19 3700182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必修 2.5 39 31 8 2 13*3

20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必修 1.5 26 18 8 2 13*2

21 CAD 绘图实训 必修 1 28 0 28 2 1 周

22 1972226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必修 2 56 0 56 2 2 周

23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必修 1 20 16 4 3 10*2

24 1972260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必修 2 30 24 6 3 10*3

25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必修 2 30 24 6 2 10*3

26 1902005 认识实习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27 1962158 机加工实训(钳) 必修 2 56 0 56 3 2周

28 1972225 机加工实训(车) 必修 3 84 0 84 2、3 1 周 2周

29 1952148 电工工艺实训 必修 2 56 0 56 5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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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核心课

3700211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必修 2.5 40 34 6 3 10*4

31 1972266 机械制造设备 必修 3 50 44 6 3 10*5

32 3700056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必修 3 84 0 84 3 3周

33 3700030 PLC 应用技术 必修 3 48 40 8 4 12*4

34 1972267 数控技术 必修 3.5 60 44 16 4 12*5

35 3700196 船机制造工艺 必修 3 48 40 8 5 12*4

36 1972271
数控编程与操作及中级考

证
必修 5 140 0 140 4 5 周

37 3700035 船机制造工艺课程设计 必修 1 28 0 28 5 1 周

38

专业课

3700212 机制专业英语 必修 2 36 18 18 4 12*3

39 3700275 先进工业测量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40 3700197 机床夹具设计与应用 必修 2.5 42 36 6 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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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922075 液压与气压传动 必修 2.5 42 34 8 5 7*6

42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必修 1 14 2 12 5 7*2

43 3700327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必修 1.5 28 24 4 5 7*4

44 3700274 顶岗实习 必修 22 616 0 616 5-6 8 周 14 周

45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必修 2 56 16 40 6 2 周

46 专业拓展课

3700285 中国造船史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3700186 船舶修造资源管理 任选

3700197 船舶检修技术 任选

3700076 造船企业管理 任选 √ √ √ √

1922054 现代汽车技术 任选 √ √ √ √

小计 90 1992 606 1386

47 素质拓展课程 *劳动教育 必修 1 28 0 28 2/3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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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教育活动课 限选 3 / / / / √ √ √ √ √

*文化修身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志愿服务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科创融通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小计 10 28 0 28

48 社会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 限选 5 / / / 1-5 1 周 1 周 1周 1 周 1 周

考核 1 周 1 周 1周 1 周 1 周

合计 149 2832 970 1862 21 22 21 18 18

分析 理论比例：34.2%；实践比例：65.8%；选修比例：37% 。

注：1、标“*”课程只需录入教务系统，不下任务；标▲为线上课程或自主安排课程，下任务但不计入周学时，不统一排课；

2、本专业合计总学分为 149,总学时 2832，其中理论课时 970 学时，占总学时的 34.2 % ，实践课时 1862 学时，占总学时的 65.8%，选修课时 1050 学时，

占总学时的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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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资格条件

（一）学分要求

为适应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学生毕业共须修满 149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应

修满 35 学分，通识限选课修满 5 学分, 通识任选课修满 4 学分；专业必修课修

满 53.5学分，专业限选课至少修满 34.5学分,专业任选课至少修满 2 学分；素质

拓展课程修满 10学分，社会实践课程修满 5 学分。各类课程学分可根据《江苏

海院学分积累、转换和认定办法》予以认定。

（二）外语水平要求

取得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B 级证书、或参加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 A级并取得 50 分以上成绩、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

（三）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证书要求

学生毕业前应取得一种校企共同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多轴数控加工中级职

业等级证书、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中级 1+X证书、数字建模职业等级证书

等）。

（思考）操行合格要求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操行积分管理办法》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

考核，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

（五）体质合格要求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考核结果合格以上。

八、教学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1）具备机械加工技术和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江苏省高校教师

职业资格证书，具备教学能力；

（2）具备机械制造类和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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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素质；

（3）具备机械制造专业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能独立承担 1-2 门专业

基础（平台）课程；

（4）能独立承担１门以上专业必修（方向）课程；

（5）具有指导学生参加机械类创新和技能大赛的能力；

（6）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5。

2.校外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具备机械加工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技术骨干，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3）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通过专业教学能力测试；

（4）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30%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

序

号

实训室名

称
主要教学设备配备标准 完成的主要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船舶材料

加工中心

普通钳台、虎钳、砂轮、各类

机床、四轴联动加工中心

车工、钳工工艺实训，

数控中级考证

车工、钳工工艺实

训

2

现代船舶

焊接实训

中心

符合焊工实训的场地、设施、

设备标准要求
焊工工艺实训 焊工工艺实训

3
电工电子

实训室

符合电工电子培训的确场地、

设施、设备标准要求
电工工艺实训 电工工艺实训

4
机械基础

实训中心

三维机械 CAD 软件、JLG连杆

组合轴系结构实验箱、空间机

构创新设计试验台等设备

机械工程基础、机械原

理及机械零件、机构创

新等课程的实践教学和

训练。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船机制造工艺课程

设计

机零机原

5 CAD 机房
符合 CAD 培训的场地、设施、

设备、软件标准要求

机械 CAD 实训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机械 CAD 实训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6
精密测量

实验室

三坐标测量系统、各类测量仪

器
产品测量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先进测量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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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南京港机厂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2 南京港第二港务公司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3 徐州重工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4 中船绿洲机械有限公司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5 招商局金陵船舶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6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7 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8 扬州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九、其它说明事项

1.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并结合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修订；

2.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

充分讨论，编写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审议通过；

3.本专业人才培养是制定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的依据，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

需要根据 E1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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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对口）
人才培养方案（2020级）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码）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60102） 装备制造（56） 机械设计制造类（5601）

（二）入学要求

中职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

标准修业年限 3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教育类型和学历层次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二、职业岗位及发展

（一）面向岗位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标准或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

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

机制工艺设计员 无

数控编程与操作工 数控操作工 中级 1+X 项目

车间机械装配工 钳工

质检员 无

设备保障与维护 无

售后服务 无

机械设备销售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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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生涯路径

1、初始岗位

数控编程与操作工、机制工艺设计员、质检员。主要从事机械产品加工、装

配以及相关生产工艺设计、制造精度控制等生产一线岗位工作。

2、发展岗位

毕业 2～3 后：车间副主任助理、设计主管、售后服务主管、机械加工班组

长、工程师助理、技术主管。在熟练掌握机械加工一线岗位工作后，可发展成为

生产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以及设计管理岗位人员。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规范意识和创

新思维、进取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面

向船舶设备制造业、海工装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机械加工人员、机械设计人员等职

业群体，能够从事船舶设备加工领域的生产、管理、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能力指标

专业能力：掌握机械加工设备 A-1：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数学、基础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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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及运行维护、机械产品加

工工艺设计、数控编程与加

工、机械加工质量检测等专业

活动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工

具。

A-2：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电气、机械加工工艺、数控编程与加

工等专业知识；

A-3：分析、绘制和设计机械工程图；

A-4：熟练使用常用测量工具及先进测量仪器进行质量控制；

A-5：具备机械加工生产线安装、调试、运维能力。

B、问题解决：能够识别、分

析并解决机械加工设备调试

及运行维护、机械产品加工工

艺设计、数控编程与加工、机

械加工质量检测等工作中的

技术问题。

B-1：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机械加工设备调试及运行维护活动中的

技术问题；

B-2：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机械加工工艺工艺设计专业活动中的技

术问题；

B-3：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机械加工质量检测专业活动中的技术问

题。

B-4：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数控编程与加工专业活动中的技术问题。

C、信息素养：熟练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

和使用信息。

C-1：熟练运用 Office 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和使用信

息；

C-2：能组装小型电脑并解决常见软、硬件故障及安全问题；

C-3：能组建小型的有线、无线局域网络。

D、项目管理：掌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

D-1：掌握项目管理的要素、方法等基本知识；

D-2：将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有效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E、终身学习：具备终身学习

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E-1：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

E-2：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价

的能力。

F、尊重多元观点,能够与他人

进行有效交流；具备全局观

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

良好的协作。

F-1：能够清晰表达和回应任务，包括撰写常用工作文档和陈述发言

等；

F-2：尊重多元观点,具备全局观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良好的

协作。

G、履行责任：遵守职业规范

和社会规范，认知和履行相应

的责任

G-1：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

G-2：具备诚信品质、契约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规范意识；

G-3：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积极乐观，有较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调

适能力。

H、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意识，

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H-1：具有创新意识；

H-2：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四、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采用基于 OBE 的“成果导向，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即：紧密

围绕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实际成果为导向，开展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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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工作，将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全过程，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满足能

力培养的实际需要，不断加强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教学组织；加强校企合作，实

现毕业生能力培养与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直接对接。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地图



63



64

说明：

1、通识教育模块开课部门

课程

性质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开课部门

通识

教育

必修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国防军事类
军事理论 士官与军事教育

学院军事技能训练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体育教学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二级学院就业指导

入学与专业教育

外国语言类 高职英语 国教学院

其它类 大学生廉洁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信息技术类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艺术与欣赏类

戏曲类课程

人文艺术学院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任

选

课

特色类 海事与海洋类

教务处
素质拓展类

自然与科技类

人文与社会类

创新与创业类

自选

课程

数学与科学类

高等数学

经管学院航海数学

经济数学

大学物理 船舶学院

文字处理类 大学语文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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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模块

社会实践模块由团委负责制定规则，赋予学分。

3、素质拓展模块

均为活动课程，可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由创新创业学院、学工处联合制定

规则，将半军事化管理、班会活动、早操、晚自习等养成活动、劳动教育、文体

活动、各类比赛等都制订规则，赋予学分，同时给出活动安排和参与指南。指南

见附件 2。

（二）课程与核心能力对照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程名称
解决

问题

信息

素养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沟通

交流

规则

意识

创新

意识

专业

能力

1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 √

4 5100004 ●军事理论 √ √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 √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 √ √

7 2411009 公共体育 √ √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 √ √

9 500006 就业指导 √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 √ √

11 2124090 计算机语言基础 √ √ √ √ √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 √ √ √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 √

14 1972275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 √

15 1851023 现代设计与制图 √ √ √ √

16 1851059 船舶力学基础 √ √

17 3700182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 √ √ √

18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 √

19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 √

20 1972226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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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 √

22 3700327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 √ √ √

23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 √

24 1902005 认识实习 √

25 1962158 机加工实训(钳) √ √

26 1972225 机加工实训(车) √ √

27 1952148 电工工艺实训 √ √

28 3700211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 √ √

29 1972266 机械制造设备 √ √ √ √

30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 √ √ √ √

31 3700030 PLC 应用技术 √ √ √ √

32 1972267 数控技术 √ √ √ √ √

33 3700212 机制专业英语 √ √

34 3700063 机床夹具设计与应用 √ √ √ √

35 3700275 先进工业测量实训 √ √ √

36 1972271 数控编程与操作及中级考证 √ √ √

37 3700196 船机制造工艺 √ √

38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

39 3700035 船机制造工艺课程设计 √ √ √ √ √

40 3700274 顶岗实习 √ √ √ √ √ √ √ √

41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 √ √ √ √ √ √ √

42 2322005 高等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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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对口单招）

序

号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学时分配 考核形式 第一课堂学期与周学时安排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考试 考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20 20 20 20 20

1

通识课

程

通识教育必

修课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48 32 16 1 8*4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4 64 48 16 2 12*4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3 48 32 16 1-6 4*2 4*2 每学期 4 学时

4 5100004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36 0 2 9*2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3 84 0 84 1 3 周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 2 32 16 16 1 8*2

7 2411009 公共体育 必修 4 108 0 108 1-4 10*2 12*2 10*4 12*2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1 16 8 8 1 √

9 500006 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8 8 1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16 16 1 √

11 2335441 入学专业教育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必修 8 128 64 64 1-2 12*5 11*6+2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必修 1 16 8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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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识教

育选修

课

限选

课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限定

选修
3 48 16 32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戏曲类课程

限定

选修
2 44 16 28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15
任选

课

海事与海洋类 限选 2 32 32 0 2-5 √ √ √ √

▲自然与科技类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人文与社会类 任选 √ √ √ √

▲创新与创业类 任选 √ √ √ √

小计 44 812 364 448

专业课 技术平台课

2322005 高等数学 必修 3 48 44 4 12*4

16 1851023 现代设计制图 必修 3.5 60 50 10 1 12*5

17 1972212 船舶力学基础 必修 3 48 44 4 1 12*4

18 3700182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必修 3 48 40 8 2 12*4

19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必修 3 48 40 8 2 12*4

20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必修 2 56 0 56 2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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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72226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必修 2 56 0 56 2 2 周

22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必修 1.5 30 24 6 3 10*3

23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必修 2 30 24 6 3 10*3

24 1902005 认识实习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25 1962158 机加工实训(钳) 必修 2 56 0 56 3 2 周

26 1972225 机加工实训(车) 必修 3 84 0 84 2、3 1 周 2 周

27

专业核心课

3700211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必修 2.5 40 30 10 3 10*4

28 1972266 机械制造设备 必修 3 50 40 10 3 10*5

29 3700056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必修 3 84 0 84 3 3 周

30 1972267 数控技术 必修 3.5 60 44 16 4 12*5

31 1972271 数控编程与操作及中级考证 必修 5 140 0 140 4 5 周

32 3700196 船机制造工艺 必修 3 48 34 14 4 12*4

33 3700035 船机制造工艺课程设计 必修 1 28 0 28 5 1 周

34

专业限选课

3700030 PLC 应用技术 限选 3 48 40 8 4 12*4

35 3700212 机制专业英语 限选 2 36 30 6 4 12*3

36 3700275 先进工业测量实训 限选 1 28 0 28 4 1 周

37 3700197 机床夹具设计与应用 限选 2.5 45 35 10 5 9*5

38 1922075 液压与气压传动 限选 2.5 45 35 10 5 9*5

39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限选 1 14 2 12 5 7*2

40 3700327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限选 2 36 30 6 5 9*4

41 3700274 顶岗实习 限选 22 616 0 616 5-6 8 周 1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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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限选 2 56 16 40 6 2周

43 专业拓展课

3700285 中国造船史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3700186 船舶修造资源管理 任选

3700197 船舶检修技术 任选

3700076 造船企业管理 任选 √ √ √ √

1922054 现代汽车技术 任选 √ √ √ √

小计 90 1998 634 1364

44 素质拓展课程

*劳动教育 必修 1 28 0 28 2/3 1 周

*信仰教育活动课 限选 3 / / / / √ √ √ √ √

*文化修身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志愿服务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科创融通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小计 10 28 0 28

45 社会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 限选 5 / / / 1-5 1 周 1 周 1 周 1 周 1 周

考核 1 周 1 周 1 周 1 周 1 周

合计 149 2838 998 1840 22 22 19 18 16

分析 理论比例： 35.2 %；实践比例：64.8%；选修比例： 40% 。

注：1、标“*”课程只需录入教务系统，不下任务；标▲为线上课程或自主安排课程，下任务但不计入周学时，不统一排课；

2、本专业合计总学分为 149 总学时 2838，其中理论课时 998 学时，占总学时的 35.2 % ，实践课时 1840 学时，占总学时的 64.8%，选修课时 1112 学

时，占总学时的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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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资格条件

（一）学分要求

为适应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学生毕业共须修满 149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应

修满 35 学分，通识限选课修满 5 学分, 通识任选课修满 4 学分；专业必修课修

满 50 学分，专业限选课至少修满 38 学分,专业任选课至少修满 2 学分；素质拓

展课程修满 10 学分，社会实践课程修满 5 学分。各类课程学分可根据《江苏海

事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积累、转换和认定办法》予以认定；已具备相关证书的可以

申请相应课程的免修。

（二）外语水平要求

取得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B 级证书、或参加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 A级并取得 50 分以上成绩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

（三）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证书要求

学生毕业前应取得一种校企共同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多轴数控加工职业等

级中级证书、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中级 1+X证书、数字建模职业等级证书

等）。

（四）操行合格要求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操行积分管理办法》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

考核，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

（五）体质合格要求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考核结果合格以上。

八、教学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1）具备机械加工技术和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江苏省高校教师

职业资格证书，具备教学能力；



72

（2）具备机械制造类和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

双师素质；

（3）具备机械制造专业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能独立承担 1-2 门专业

基础（平台）课程；

（4）能独立承担 1 门以上专业必修（方向）课程；

（5）具有指导学生参加机械类创新和技能大赛的能力；

（6）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5。

2.校外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具备机械加工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技术骨干，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3）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通过专业教学能力测试；

（4）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30%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

序

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教学设备配备标准 完成的主要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船舶材料加

工中心

普通钳台、虎钳、砂轮、各

类机床、四轴联动加工中心

车工、钳工工艺实训，、

数控中级考证

车工、钳工工艺实

训，

2
现代船舶焊

接实训中心

符合焊工实训的场地、设施、

设备标准要求
焊工工艺实训 焊工工艺实训

3
电工电子实

训室

符合电工电子培训的确场

地、设施、设备标准要求
电工工艺实训 电工工艺实训

4
机械基础实

训中心

三维机械 CAD 软件、JLG连杆

组合轴系结构实验箱、空间

机构创新设计试验台等设备

机械工程基础、机械原理

及机械零件、机构创新等

课程的实践教学和训练。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船机制造工艺课程

设计机零机原

5 CAD 机房
符合 CAD 培训的场地、设施、

设备、软件标准要求

机械 CAD 实训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机械 CAD 实训

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6
精密测量实

验室

三坐标测量系统、各类测量

仪器
产品测量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先进测量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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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南京港机厂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2 招商局金陵船舶有限公司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3 南京港第二港务公司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4 徐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5 中船绿洲机械有限公司 毕业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6 招商局金陵船舶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7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8 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9 扬州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九、其它说明事项

1.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并结合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修订；

2.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

充分讨论，编写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审议通过；

3.本专业人才培养是制定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的依据，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

需要根据 E1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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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2020级）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码）

工程测量技术（520301） 资源环境与安全（52） 测绘地理信息类（5203）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标准修业年限 3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教育类型和学历层次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二、职业岗位及发展

（一）面向岗位

序号 专业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技能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1

工程测量

技术

工程施工员 测量工 中级 省人社厅

2 工程测量员 测量工 中级
国家地理信息局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3 工程绘图员 CAD 证书 中级 校企联合发证

4 地图制图员 地图绘制员 中级
国家地理信息局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5 摄影测量员 摄影测量员 中级
国家地理信息局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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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生涯路径

1.初始岗位

工程测量施工员、工程测量员、工程绘图员。主要从事工程方面测量和管理，

负责工程从开工、施工、运营各个阶段测量的一线岗位工作。

2.发展岗位

毕业 2～3 年后：施工监理师、测绘管理员、测绘项目经理。在熟练掌握工

程测量一线岗位工作后，可发展成为施工监理师、项目管理以及其他测量技术管

理岗位人员。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

精神、规范意识和创新思维、进取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面向水利交通业、土木工程业等行业的测量人员、监理人员等

职业群体，能够从事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工程施工及运营管理测量、测绘监理

等生产和测绘项目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能力指标

A、专业能力：掌握测量学的

基础知识、控制测量与 GPS 测

量原理、摄影测量与遥感、地

A-1：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数学、计算机、基础科学等知识；

A-2：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测量基础、控制测量、GPS 测量、摄

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学、数据处理、精度控制等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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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GIS 基础等专业活动所

需的知识、技能和工具。

A-3：会图根控制测量、绘制大比例尺地形图；

A-4：熟练使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GPS 等测量仪器；

A-5：具备测量数据采集、地图制图、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应用数

据分析的能力。

B、问题解决：能够运用测量

学基础、地图学、控制测量与

GPS、摄影测量与遥感、变形

监测技术、GIS 等专业基础知

识，识别、分析、解决工程测

量领域中的技术问题。

B-1：能够运用测量学基础知识，进行高程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

量，并能够分析测量数据；

B-2：能够运用地图学知识，进行地图的分幅和编号、地图的投影、

地图的编制，并提出相应建议；

B-3：能够运用控制测量与 GPS 原理，布设平面控制网、水平角与距

离测量、导线外业观测、水准测量、控制网数据处理、GPS 控制测量；

B-4：熟悉摄影测量与遥感知识，能够进行明显地物、地貌特征点的

选刺工作；能解决航片野外控制测量工作、航片判读和调绘

航片图的修测、补测工作及出现的问题；

B-5：能够应用变形监测技术，解决建筑物、桥梁工程、道路工程等

监测中出现的问题，并能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B-6：熟悉 GIS 的基础知识，解决空间信息获取、处理、分析等问题。

C、信息素养：熟练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

和使用信息。

C-1：能够熟练安装与运用办公软件；

C-2：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和工具，获取、处理、分析和使用信息

的能力；C-3：了解信息安全防护方法，具有保护测绘地理信息的意

识；

C-4：了解软件操作的知识，能够解决测绘相关软件一般故障问题

D、项目管理：掌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

D-1：掌握项目管理的要素、方法等基本知识；

D-2：将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有效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E、终身学习：具备终身学习

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E-1：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

E-2：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价

的能力。

F、尊重多元观点,能够与他人

进行有效交流；具备全局观

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

良好的协作。

F-1：能够清晰表达和回应任务，包括撰写常用工作文档和陈述发言

等；

F-2：尊重多元观点,具备全局观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良好的

协作。

G、履行责任：遵守职业规范

和社会规范，认知和履行相应

的责任

G-1：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

G-2：具备诚信品质、契约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规范意识；

G-3：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积极乐观，有较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调

适能力。

H、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意识，

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H-1：具有创新意识；

H-2：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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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模式

为适应测绘工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工程测量技术专业适时转变思想

观念，以“能力导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零距离上岗”的模式开展人才培养工

作，通过综合实习与理论课的交替开展，达到工学结合、理实共进的教学目标。

将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全过程，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满足测绘岗位的

实际需要，不断加强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教学组织，加强校企合作，突出测量员

素质养成，强化职业能力培养，实现毕业生与工作岗位的零距离对接。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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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通识教育模块开课部门

课程

性质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开课部门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国防军事类
军事理论 士官与军事教育

学院军事技能训练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体育教学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二级学院就业指导

入学与专业教育

外国语言类 高职英语 国教学院

其它类 大学生廉洁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信息技术类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艺术与欣赏类

戏曲类课程

人文艺术学院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任

选

课

特色类 海事与海洋类

教务处
素质拓展类

自然与科技类

人文与社会类

创新与创业类

自选

课程

数学与科学类

高等数学

经管学院航海数学

经济数学

大学物理 船舶学院

文字处理类 大学语文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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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模块

社会实践模块由团委负责制定规则，赋予学分。

3、素质拓展模块

均为活动课程，可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由创新创业学院、学工处联合制定

规则，将半军事化管理、班会活动、早操、晚自习等养成活动、劳动教育、文体

活动、各类比赛等都制订规则，赋予学分，同时给出活动安排和参与指南。指南

见附件 2。

（二）课程与核心能力对照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程名称
解决

问题

信息

素养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沟通

交流

规则

意识

创新

意识

专业

能力

1 2322005 高等数学 √ √

2 1851023 机械制图 √ √

3 1851059 工程力学 √ √

5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 √ √ √ √

8 3700323 船舶 AUTOCAD 实训 √ √ √ √

9 3700305 测量学基础 √ √ √ √

10 3700219 控制测量与 GPS 测量技术 √ √ √ √

11 3700313 地图学 √ √ √

12 3700315 GIS 基础 √ √ √

13 3700320 遥感技术基础 √ √ √ √

14 3700220 摄影测量基础 √ √ √ √

15 2232044 测绘专业英语 √ √

16 2145225 数据库技术 √ √ √ √

17 3700271 计算机程序语言设计 √ √ √ √

18 3700221 变形观测技术及应用 √ √ √ √

19 3700223
船舶与海洋工程精度控制

技术
√ √

20 3700321 地籍测量 √

21 3700305 测量学基础 √ √ √ √

22 3700219 控制测量与 GPS 测量技术 √ √ √ √

23 3700313 地图学 √ √ √

24 3700277 地图学实训 √ √ √ √

25 3700227 控制测量与 GPS 测量实训 √ √ √ √

26 1912022 变形观测实训 √ √ √ √ √



85

27 3700228 摄影测量实训 √ √ √ √ √

28 3700311 数字化测图实训 √ √ √ √ √ √ √

29 3700193 造船精度控制实训 √ √ √ √ √ √ √

30 遥感技术实训 √ √ √ √ √ √

31 3700317 GIS 实习 √ √ √ √ √ √

32 3700218 计算机程序语言设计实训 √ √ √ √ √

33 数据库技术实训 √ √ √ √

34 3700312 中级测量工考证实训 √ √ √ √ √ √

35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 √ √

36 3700274 顶岗实习 √ √ √ √ √ √ √

37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 √ √ √ √ √ √ √

38 2223005 高职英语 √ √

39 4188015 创新与创业基础 √ √ √

40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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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

序

号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学时分配 考核形式 第一课堂学期与周学时安排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考试 考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20 20 20 20 20

1

通识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必修 3 48 32 16 1 8*4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必修 4 64 48 16 2 12*4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3 48 32 16 1-6 4*2 4*2 每学期 4 课时

4 5100004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36 0 2 9*2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3 84 0 84 1 3 周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 2 32 16 16 1 8*2

7 2411009 公共体育 必修 4 108 0 108 1-4 12*2 14*2 10*3 13*2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1 16 8 8 1 √

9 500006 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8 8 1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32 1 √

11 2335441 入学与专业教育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12 2222003 高职英语 必修 8 128 64 64 1-2 11*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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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必修 1 16 8 8 2 √

14

通识教育选

修课

限选

课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

息检索
限定选修

3 48 16 32 1-4 1-4学期并行开设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戏曲类课程 限定选修

2 44 16 28 1-4 1-4学期并行开设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15
任选

课

海事与海洋类 限选 2 32 32 0 2-5 √ √ √ √

▲自然与科技类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人文与社会类 任选 √ √ √ √

▲创新与创业类 任选 √ √ √ √

小计 44 812 380 432

16

专业课

程
技术平台课

2322005 高等数学 必修 3 48 48 0 1 12*4

17 1851023 机械制图 必修 2.5 36 30 6 1 12*3

18 1851059 工程力学 必修 2.5 36 32 4 1 12*3

19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 必修 2 32 28 4 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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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0 1902005 认识实习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21 3700190 船舶 AUTOCAD 实训 必修 2 56 0 56 2 2 周

22

专业方向课

3700305 ★测量学基础 必修 5 80 44 36 2 16*5

23 3700313 ★地图学 必修 3 48 44 4 3 12*4

24 3700219
★控制测量与 GPS

测量技术
必修 3.5 60 30 30 3 12*5

25 3700315 ★GIS 基础 必修 3.5 60 40 20 3 12*5

26 3700320 ★遥感技术基础 必修 2 36 26 10 4 12*3

27 3700220 ★摄影测量基础 必修 2 36 26 10 4 12*3

28 2232044 测绘专业英语 必修 1.5 24 24 0 5 6*4

29 2145225 数据库技术 必修 2 36 36 0 4 12*3

30 3700271
计算机程序语言设

计
必修 2 36 36 0 4 12*3

31 3700221
变形观测技术及应

用
必修 2 36 24 12 5 6*6

32 3700223
船舶与海洋工程精

度控制技术
必修 2 32 16 16 4 8*4

33 3700321 地籍测量 必修 2 36 30 6 5 6*6

34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

作
必修 1 14 14 0 7*2

35 地图学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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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00227
控制测量与 GPS 测

量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37 变形观测实训 必修 1 28 0 28 2 1 周

38 3700228 摄影测量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39 遥感技术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40 3700317 GIS 实习 必修 1 28 0 28 3 1 周

41 3700218
计算机程序语言设

计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42 数据库技术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 周

43 3700311 数字化测图实训 必修 2 56 0 56 3 2周

44 3700312
中级测量工考证实

训
必修 4 112 0 112 3 4周

45 3700193 造船精度控制实训 必修 1 28 0 28 5 1 周

46 3700274 顶岗实习 必修 22 616 0 616 5-6 8 周 14 周

47 4199892 毕业设计与答辩 必修 2 40 0 40 6 2 周

48 专业拓展课

3700281
GPS 全球定位原理

与应用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3700283
港口工程与航道工

程
任选 √ √ √ √

3700284 先进设计制造技术 任选 √ √ √ √

小计 85.5 1878 560 1318

49 素质拓展课程 *劳动教育 必修 1 28 0 28 2/3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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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教育活动课 限选 3 / / / / √ √ √ √ √

*文化修身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志愿服务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科创融通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小计 10 28 0 28

50 社会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 限选 5 / / / 1-5 1 周 1 周 1周 1 周 1 周

考核 1 周 1 周 1周 1 周 1 周

合计 144.5 2718 940 1778 22 21 17 18 18

分析 理论比例：34.6%；实践比例：65.4%；选修比例：54 % 。

注：1.标“*”课程只需录入教务系统培养方案，不下任务；2 标▲为线上课程或自主安排课程，下任务但不计入周学时，不统一排课； 2.本专业合计总学分为 144.5，总学时为 2734 ，

其中理论课时 960 学时，占总学时的 35.7%，实践课时 1758 学时，占总学时的 64.3% ，选修课时 216 学时，占总学时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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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业资格条件

（一）学分要求

为保证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学生毕业共须修满 144.5学分，其中通识必修

课应修满 35 学分，通识限选课修满 5 学分, 通识任选课修满 4 学分；专业技术

平台课修满 13学分，专业限选课至少修满 70.5学分,专业任选课至少修满 2学分；

素质拓展课程修满 10学分，社会实践课程修满 5 学分。各类课程学分可根据《江

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积累、转换和认定办法》予以认定。

（二）外语水平要求

取得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B 级证书或参加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 A级并取得 50 分以上成绩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

（三）职业技能证书毕业条件

学生毕业前应取得一种校企共同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如中级测量员、中级

地图绘制员、中级摄影测量员、CAD/CAM、数字建模职业等级证书等）。

（五）操行合格要求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操行积分管理办法》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

考核，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

（六）体质合格要求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考核结果合格以上。

八、教学资源配置

（一）师资配置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1）具备测绘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江苏省高校教师职业资格证

书，具备教学能力；

（2）具备测绘工程类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双

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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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工程测量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能独立承担 1-2 门专业基础

（平台）课程；

（4）能独立承担１门以上专业必修（方向）课程；

（5）具有指导学生参加测绘类创新和技能大赛的能力；

（6）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5。

2.校外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具备测绘工程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技术骨干，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3）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通过专业教学能力测试；

（4）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30%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教学设备配备标准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海工建造

实训基地

海工模型、海工建造工艺流

程模型、钢制分段、剪板机、

折弯机、三轴滚弯机、数控

切割机、

设备装配实训、建

造工艺实训、装配

工考级

海洋结构物建造

工艺

海工装配实训

2
生产设计

中心

海工设计软件、绘图软件、

计算机、投影仪、打印机、

绘图仪

海工管系生产设计

实训

管路生产设计

CAD/CAM 实训

舾装生产设计

AUTOCAD 实训

3
海洋工程研

发中心

精度控制分析软件、水准仪、

经纬仪、全站仪、其它测绘

仪器及工装

精密测量实训 精密测量实训

4
材料加工中

心

各种车床、普通钳台、虎钳、

砂轮机、数控车床、钻床、

铣床、镗床、磨床、刨床、

滚齿机

车工实训、钳工实

训、数控车床实训

机加工实习

5
现代船舶焊

接实训中心

电弧焊机、气割、气焊设备

CO2 气保焊机、埋弧自动焊

机、焊条弧焊机、亚弧焊机、

焊工实训、焊接中

级认证考试、CCS 焊

接认证考试

船舶焊接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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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弧气刨、数控切割机、半

自动气割机、超声波探伤仪

6
机械基础实

训中心

空间机构创新设计试验台、

创意组合机械试验台、三维

机械 CAD 软件、双极圆柱减

速器、金属切削模型

机械工程基础、机

械原理及机械零件

设计

机械零件课程设

计

工程力学

机原机零

2.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完成的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2 招商局金陵船舶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3 上海外高桥造船集限公司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4 江南造船厂技工学校实训基地 焊接实训 焊接实训

5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6
南京迈瑞科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7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公司实训基地 认识实习、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8 上海龙禹船舶技术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建造精度控制实训 海工精密测量实训

9
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论文与答辩

10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

九、其它说明事项

1.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并结合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修订；

2.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了“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充分

讨论，编写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审议通过；

3.本专业人才培养是制定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的依据，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

需要根据 E1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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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制定及修改情况表

专业名称
工程测量

专业
执笔人 王滢 参与人 陈慧

修订主要内容

1、修订人才培养规格

2、修订课程设置及要求

3、修订教学进程安排

4、修订毕业资格条件

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会议

时间 2020.9.12 地点 视频会议 主持人 杜训泊

参会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茆宏兆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人力资源部部长

2 吴 巍
招商局金陵船舶工程有限

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3 张瑜伟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人事处处长

4 蔡东健
苏州园区测绘中心南京分

公司
总经理

5 刘桂香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宣传部部长兼船舶

学院院长

6 宋雅宾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船舶学院书记

7 杜训柏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船舶学院副院长

8 王 滢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先进船舶制造专

业中心主任

会议纪要：

刘桂香：简单介绍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目的、意义以及要求。

方露：简要介绍工程测量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茆宏兆：1、在造船中有精度控制需求，但岗位已不单独设立，建议还是按照市

场需求量大的方向开展专业课程。

顾鹏程： 建议组织学生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进入单位后，持证的同学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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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可以增加几百元。比如生产设计相关 CAD 证书，可以与企业合作

张瑜伟：1、目前测量新技术更新较快，比如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测量等，建

议开设相关课程。

2、测绘学科涉及的领域较多，比方激光电影处理，图像处理，三维模型处理等，

建议开设相关课程。

3、增加实践课时，希望学生去企业参加长时间的实习。

蔡东健：1、开设与规划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监控这方面的课程。

2、增加学生的实践操作。

3、无人机测量等新技术可以给学生介绍一下。

刘桂香：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要仔细打磨，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吸收行业企业

专家建议；二是注重细节，规范课程名称与标点符号；三是务必按照学校的修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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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2020级）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码）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560110） 机械制造大类 5601 装备制造 56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标准修业年限 3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教育类型和学历层次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二、职业岗位及发展

（一）面向岗位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标准或证书

证书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焊接技术

与自动化

焊接检验 无损检测工 无损检测 中级 校企联合发证

焊接工艺 技术员

自动化技能

操作
技师 特种焊接技术 中级

中船舰客（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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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生涯路径

1.初始岗位

自动化焊接操作、焊接工艺设计人员、焊接质量检测人员。主要从事船舶工

程、海洋工程建造焊接操作、焊接工艺制订、焊接质量控制等焊接结构生产一线

岗位工作。

2.发展岗位

毕业 2～3，熟练掌握焊接结构生产一线岗位相关技能，可发展成为焊接质

量检验人员、焊接生产管理人员、焊接工艺技术人员。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社会责任感和

敬业精神、规范意识和创新思维、进取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具备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面向船舶建造领域、海洋工程建造、机械制造领域的工艺

技术人员、质量检测管理人员及自动化焊接操作等职业群体，能够从事焊接结构

质量检测、焊接工艺制定实施、自动化焊接操作等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具体指标分析

A、专业能力：

掌握焊接工艺制定、焊接质量

检测及控制、自动化焊接操作

A-1：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机械设计基础、金属材料基本知识；

A-2：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设备、仪器及仪表等专业知识，能够

熟练使用设备、仪表及检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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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备维护等专业活动所需

的知识、技能和工具。

A-3：分析、绘制和设计结构制作及安装图；

A-4：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缺陷识别、分析及预防能力；

A-5：具备焊接设备及焊接生产线安装、调试、运维能力。

B、问题解决：能够识别、分

析及预防焊接缺陷，进而控制

焊接质量控制的技术问题；能

够分析焊接性能、制定焊接工

艺的技术问题。

B-1：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焊接质量检测及控制中的技术问题；

B-2：能够分析焊接性能并制定焊接工艺活动中的技术问题；

B-3：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活动中的技术问

题。

C、信息素养：熟练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

和使用信息。

C-1：熟练运用 Office 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和使用信

息；

C-2：能组装小型电脑并解决常见软、硬件故障及安全问题；

C-3：能组建小型的有线、无线局域网络。

D、项目管理：掌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

D-1：掌握项目管理的要素、方法等基本知识；

D-2：将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工具有效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E、终身学习：具备终身学习

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E-1：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

E-2：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价

的能力。

F、尊重多元观点,能够与他人

进行有效交流；具备全局观

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

良好的协作。

F-1：能够清晰表达和回应任务，包括撰写常用工作文档和陈述发言

等；

F-2：尊重多元观点,具备全局观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良好的

协作。

G、履行责任：遵守职业规范

和社会规范，认知和履行相应

的责任

G-1：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

G-2：具备诚信品质、契约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规范意识；

G-3：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积极乐观，有较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调

适能力。

H、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意识，

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H-1：具有创新意识；

H-2：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

四、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采用“能力导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零距离上岗”的人才培养模式，

即：紧密围绕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核心，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将

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全过程，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满足能力培养的实

际需要，不断加强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教学组织；加强校企合作，实现毕业生能

力培养与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直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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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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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通识教育模块开课部门

课程

性质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开课部门

通识教

育必修

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国防军事类
军事理论 士官与军事教育

学院军事技能训练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体育教学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二级学院就业指导

入学与专业教育

外国语言类 高职英语 国教学院

其它类 大学生廉洁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信息技术类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艺术与欣赏类

戏曲类课程

人文艺术学院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任

选

课

特色类 海事与海洋类

教务处
素质拓展类

自然与科技类

人文与社会类

创新与创业类

自选课

程

数学与科学类

高等数学

经管学院航海数学

经济数学

大学物理 船舶学院

文字处理类 大学语文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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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模块

社会实践模块由团委负责制定规则，赋予学分。

3、素质拓展模块

均为活动课程，可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由创新创业学院、学工处联合制定

规则，将半军事化管理、班会活动、早操、晚自习等养成活动、劳动教育、文体

活动、各类比赛等都制订规则，赋予学分，同时给出活动安排和参与指南。指南

见附件 2。

（二）课程与核心能力对照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程名称
解决

问题

信息

素养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沟通

交流

规则

意识

创新

意识

专业

能力

1 2322005 高等数学 √ √

2 1851023 机械制图 √ √

3 1851059 工程力学 √ √

4 1972205 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 √ √ √

5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 √ √ √

6 3700176 船舶结构与制图 √ √ √ √

7 1972225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 √ √ √ √ √ √

8 3700323 金属熔焊原理 √ √ √ √ √

9 197227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 √ √ √ √

10 1902005 认识实习 √ √ √ √ √ √

11 3700190 机加工实训(车钳) √ √ √ √

12 3700324 CAD 绘图实训 √ √ √ √ √ √

13 1952148 船舶焊接工艺 √ √ √ √

14 3700326 金属材料焊接 √ √ √



103

15 3700209 焊接生产自动化 √ √ √ √

16 3700192 焊接专业英语 √ √ √

17 3700129 焊接结构生产 √ √ √ √

18 3700189 船舶焊接实训 √ √ √

19 3700159 焊接检验 √ √ √ √ √ √ √ √

20 1912021 焊接工艺制订实训 √ √ √ √ √

21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 √ √

22 3700274 顶岗实习 √ √ √ √ √

23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 √ √ √ √ √

24 2223005 高职英语 √ √ √

25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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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对口）

序

号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学时分配 考核形式 第一课堂学期与周学时安排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考试 考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20 20 20 20 20

1

通识

课程

通识教

育必修

课

2332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48 32 16 1 4*8

2 51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4 64 48 16 2 12*4

3 2335226 形势与政策 必修 3 48 32 16 1-6 4*2 4*2 每学期 4 课时

4 5100004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36 0 2 9*2

5 5100001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3 84 0 84 1 3 周

6 2335248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 2 32 16 16 1 10*3+2

7 2411009 公共体育 必修 4 108 0 108 1-4 12*2 14*2 10*3 13*2

8 5100002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1 16 8 8 1 √

9 500006 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8 8 1 √

10 2335470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32 0 1 √

11 2335441 入学专业教育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12 2223005 高职英语 必修 8 128 64 64 1-2 12*4+2 13*6

13 400001 ▲大学生廉洁教育 必修 1 16 8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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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

限

选

课

办公软件运用及信息检索

限选 3 48 16 32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人工智能导论

区块链技术概论

计算机语言基础

戏曲类课程

限选 2 44 16 28 1-4 1-4 学期并行开设

音乐类课程

书法类课程

美术类课程

戏剧类课程

影视类课程

15

任

选

课

海事与海洋类 限选 2 32 32 0 2-5 √ √ √ √

▲自然与科技类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人文与社会类 任选 √ √ √ √

▲创新与创业类 任选 √ √ √ √

小计 44 812 380 410

16

专业

课程

技术平

台课

223005 高等数学 必修 3 48 44 4 1 12*4

17 1851023 机械制图 必修 3 48 42 6 1 12*4

18 3700183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 必修 1.5 28 24 4 2 14*2

19 370021 机械制造基础 必修 3 52 44 8 2 13*4

20 1972219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必修 3.5 60 46 14 3 15*4

21 1972213 金属熔焊原理 必修 3 45 39 6 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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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700194 船舶结构与制图 必修 3.5 60 48 12 3 15*4

23 3700112 船舶建造工艺 必修 3 45 39 6 3 3 15*3

24 1902005 认识实习 必修 1 28 0 28 1 1 周

25 3700191 CAD 绘图实训 必修 2 56 0 56 2 2周

26 1962159 机加工实训(车钳) 必修 2 56 0 56 2 2周

27

专业方

向课

3700215 ★船舶焊接工艺 必修 3 50 40 10 4 12*4

28 1972214 ★金属材料焊接 必修 3 50 42 8 4 12*4

3700024 弧焊电源 必修 3 48 40 8 4 12*4

29 1922065 焊接生产自动化 必修 2.5 36 30 6 4 12*3

30 1972215 焊接专业英语 必修 2.5 35 35 0 5 7*5

31 3700071 ★焊接结构生产 必修 2.5 42 36 6 5 7*6

32 1922066 ★焊接检验 必修 2.5 42 40 2 5 7*6

33 2196259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必修 1 14 14 0 5 7*2

34 3700129 ★船舶焊接实训（1） 必修 3 84 0 84 3 3 周

35 3700129 ★船舶焊接实训（2） 必修 3 84 0 84 4 3周

36 3700162 焊接工艺制订实训 必修 1 28 0 28 4 1周

37 3700163 自动化焊接实训 必修 2 56 0 56 4 1周

38 3700052 气体保护焊实训 必修 2 56 0 56 4 1周

39 3700070 ★焊接检验实训 必修 1 28 0 28 5 1 周

40 3700031 氩弧焊实训 必修 2 56 0 56 5 2 周

41 3700274 顶岗实习 必修 22 616 0 616 5-6 8 周 1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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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02004 毕业设计与答辩 必修 2 56 16 40 6 2 周

43 3700285 焊接标准 任选

2 32 32 0 2-5

√ √ √ √

44
专业拓

展课

3700186 表面成型技术 任选 √ √ √ √

3700197 造船企业管理 任选 √ √ √ √

3700076 机器人焊接 任选 √ √ √ √

1922054 先进设计制造技术 任选 √ √ √ √

小计 88.5 1939 651 1288

45 素质拓展课程

*劳动教育 必修 1 28 0 28 2/3 1周

*信仰教育活动课 限选 3 / / / / √ √ √ √ √

*文化修身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志愿服务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科创融通活动课 限选 2 / / / / √ √ √ √ √

小计 10 28 0 28

小

计
社会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 限选 5 / / / 1-5 1 周 1周 1 周 1周 1 周

46 考核 1 周 1周 1 周 1周 1 周

合计 147.5 2779 1031 1726 23 22 17 17 19

分析 理论比例： 37.1%；实践比例：62.9%；选修比例：10% 。

注：1.标“*”课程只需录入教务系统培养方案，不下任务；标▲为线上课程或自主安排课程，下任务但不计入周学时，不统一排课；2.本专业

合计总学分为 144，总学时 2779，其中理论课时 1031 学时，占总学时的 37.1% ，实践课时 1726 学时，占总学时的 62.9%，选修课时 188 学时，

占总学时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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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资格条件

（一）学分要求

为保证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学生毕业共须修满 144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

应修满 35 学分，通识限选课修满 5 学分, 通识任选课修满 4 学分；专业平台课

修满 28学分，专业核心课与限选课修满 55学分；专业任选课修满 2 学分，；素

质拓展课程修满 10学分，社会实践课程修满 5学分。各类课程学分可根据《江

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积累、转换和认定办法》予以认定；已具备相关证书的

可以申请相应课程的免修。

（二）外语水平要求

取得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B 级证书、或参加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 A级并取得 50 分以上成绩，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

（三）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证书要求

学生毕业前应取得一种校企共同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特殊焊接中级、人社

厅焊接中级或 CCS 中级）。

（四）操行合格要求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操行积分管理办法》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

考核，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

（五）体质合格要求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考核结果合格以上。

八、教学实施保障

（一）师资配置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1）具备焊接技术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江苏省高校教师职业资格证

书，具备教学能力；

（2）具备焊接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双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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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焊接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能独立承担 1-2 门专业基础（平

台）课程；

（4）能独立承担１门以上专业必修（方向）课程；

（5）具有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或技能大赛的能力；

（6）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5。

2.校外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企业的技术主管或技

术骨干，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3）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通过专业教学能力测试；

（4）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30%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教学设备配

备标准

完成的主要

实训项目
服务课程名称

1
焊接工艺实

训室

焊条电弧焊、气焊

设备

焊条电弧焊、气焊、

气割

金属材料焊接 焊

接工艺制订

2
CO2气体焊实

训室

CO2 气体保护焊

设备
CO2 气体保护焊实训 焊接方法与工艺

3
钨极氩弧焊

实训室
钨极氩弧焊设备 钨极氩弧焊实训 焊接方法与工艺

4
焊接检验实

训室

力学性能试验机、

金相试验机等
焊接质量检验实训 焊接检验

5 钳工实训室 钳工设备 钳工实训
机加工实习（车钳

实习）

6
机械 cad实训

室
电脑 机械 CAD 实训操作 机械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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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完成实训项目

1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实

训基地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

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

实习

2
招商局金陵船舶有限公司实

训基地
金陵船厂

认识实习、毕业

实习

3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

限公司
毕业实习

4
泰州中航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泰州中航船舶重工有

限公司
毕业实习

5
扬州太平洋重工技工学校实

训基地

扬州太平洋重工技工

学校
焊接实训

6
江苏域海船舶设计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江苏域海船舶设计有

限公司

船舶生产设计

实训

7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限公司实

训基地

南通润邦海洋装备有

限公司

认识实习、毕业

实习

8
上海龙禹船舶技术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上海龙禹船舶技术有

限公司

船舶建造精度

控制实训

九、其它说明事项

1.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并结合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修订；

2.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了“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充

分讨论，编写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审议通过；

3.本专业人才培养是制定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的依据，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

需要根据 E1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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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

2020年 6 月 30 日，在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会议室召开了专业共建共管船员

会，针对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评审。

参加评审人员：白津生、康猛、孙景南、杜训柏、宁显海、张强勇、毛琪钦，

主持人：刘军华。

会议主要议题：专业负责人刘军华汇报专业基本情况

研究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研究专业课程体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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