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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制与学位 

全日制本科，毕业总学分标准 220 学分，一般修业年限为 4 年，允许修业年限为 3～6 年，授予

工学学士学位。 

二、业务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面向电力生产与建设一线，具有扎实的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电厂热能动力方向，

以下简称热动专业）基础知识，并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具备现场工程师基本

素质的热动专业“应用型”工程师。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国内外火力发电企业、核电站从事运行、检修、调试、技术管理和改

造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供热部门或工业企业从事热力系统等方面的技术工作，还可在电力设计研

究院、电力设备制造企业、火电建设公司等有关单位从事设计、制造、安装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 

三、基本业务规格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

原理，积极投身国际交流合作，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

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环境意识和以人为

本的观念；掌握较扎实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开阔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基

础知识，具有良好的汉语、英语、俄语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性和团队精神，能够

初步胜任国内外大学学习和跨国企事业单位工作需要。  

1．知识结构 

毕业生应具备电工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知识、热流科学理论、火电厂控制系统技术、热力

系统设计与改造技术、热力设备安装与检修技术等专业知识。主要应包括如下几方面的知识： 

（1）具有较扎实的数理知识和良好的计算机、外语运用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人文

与社会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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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本专业领域较宽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主要包括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知识、电工电子技术、热流科学基础理论、自动控制与测量技术等工程基础知识； 

（3）掌握本专业领域内的专业理论知识：火电厂各主、辅助设备的工作原理、结构、运行知识，

能够具备初级运行员的素质，熟悉火电厂各主辅设备的检修工艺及规程；掌握火电厂的热力系统、

风烟系统、油系统等设计、运行、检修知识。 

2．专业能力 

本专业学生应初步具备热力发电厂系统的设计、设备技术改造、运行调节和事故处理、设备安

装检修、热工测量技术应用、电厂环境保护与控制及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知识，并具有解决本专业

领域较简单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操作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和工程实践、工程综合能

力。 

主要培养的专业能力包括： 

（1）火电厂主要热力系统的设计和技术改造能力； 

（2）熟练利用计算控制系统进行火电厂运行调节和事故处理能力； 

（3）火电厂设备安装与检修能力； 

（4）火电厂系统维护与工程管理能力； 

（5）热工测量技术应用能力； 

3．综合素质及能力 

本专业学生在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应具有胜任设计、研发、制造、安全经济

运行、安装检修、工程管理等岗位所需的必要综合素质与能力，主要包括： 

（1）良好的思想品德、健全的法律与诚信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工程意识和创新意识；质量意识和节能、环保意识；安全责任意识和价值效益意识。 

（3）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人文价值观，较好的人文素养、团队合作与人际交往能力； 

（4）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有

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5）科技文献检索与查询能力； 

（6）自学能力； 

（7）计算机绘图能力； 

（8）外语交流能力； 

4．培养特色 

本专业的培养模式特色是从联合办学合作方俄罗斯南俄国立技术大学引进 17 门课程，部分课程

由俄方派人讲授，同时与我院的传统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热动方向）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

教学体系紧密结合，尤其重视实践教学体系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非常重视国内校内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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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条件的建设和学生的实践训练，校内建有先进的工程训练中心、600MW 火力发电厂仿真

中心、能源动力类技术人才实训平台（建设中），校外有稳定的实习基地，通过实习培训，使学生受

到各种基础和专业的基本实践训练，具有快速适应火力发电厂运行、维护与检修、设备安装等工作

岗位的需要。同时，强化外语（俄语）能力与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适应国际教育合作与人才市场

的需要。 

四、主干学科、主要课程、主要实践环节 

1．主干学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2．主干课程 

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电厂锅炉、电厂汽轮机、热力发电厂、热工过程自动控

制、大学俄语 

3．主要实践环节 

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电厂锅炉课程设计、电厂汽轮机课程设计、热力发电厂课程设计、机组

结构与系统实习、电厂仿真运行实训、热力设备安装与检修技能实训（Ⅰ）、热力设备安装与检修技

能实训（Ⅱ）、毕业设计。 

五、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总体思路是以本专业规范为基础平台，以中、俄实际应用技术为两翼，强调理论联系

实际，以工程一线的实际应用为切入点，突出实践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因此，将教育体系

分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1．理论教学体系 

理论教育体系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大部分组成（见图 1）。 

 

理论教学

体    系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

人文社科课程群

必修课和限选课群

电学基础课程

控制基础课程

热工基础课程

机械基础课程

计算机知识课程群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群

专业拓展课程群
 

图 1  理论教学体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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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公共课程（如外语（英语、俄语）、大学计算机基础、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C

语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如大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语文、人

文地理等）、军事理论、思想政治理论（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如高等数学、

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实验）。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在 1～4 学期，通过公共基础课程的学习，可

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接受终身教育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 

公共基础课共 1544学时，占总学时 2640的 58.5%，共 95学分、占理论教学总学分 163.5的 58.1%。

其中必修课 1376 学时，84.5 学分；限选课 40 学时、2.5 学分；公共通选课 128 学时、8.0 学分。 

（2）专业基础课 

在公共基础课的基础上搭建了专业基础课教育平台，主要在 3～5 学期完成。课程设置过程中注

意了内容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机械基础、热工基础、控制基础、电学基础等四大系列课程，如图 2

所示。 

 

专业基础课

机械基础课程

电学基础课程

热工基础课程

机械制图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电厂智能化仪器仪表

工程流体力学

工程热力学

机械设计基础

工程力学

电工电子技术Ⅰ

热工测量及仪表

电机学(内容在发电厂电气部分）

控制基础课程 

传热学

图2  专业基础课系列课程设置结构图

 

图 2  专业基础课系列课程设置结构图 

 

专业基础课程共656学时，占总学时2640的24.8%；41.0学分，占理论教学总学分163.5的25.1%。

其中必修课 544 学时、34.0 学分；限选课 80 学时、5.0 学分；任选课 32 学时、2.0 学分。 

（3）专业课 

专业课程主要设置在 6～7 学期，由三个部分组成，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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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专业课程设置结构图 

专业课共 440 学时、占总学时 2640 学时的 16.7%，27.5 学分、占理论教学总学分 163.5 的 16.8%。

其中必修课 184 学时、11.5 学分；限选课 136 学时、8.5 学分；任选课 120 学时，7.5 学分。 

2．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由课程实验教学、集中实践教学（设计、实习、实训）和第二课堂能力培养

环节三部分组成，如图 4 所示。通过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加强理论知识的

掌握，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通过毕业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计算机仿

真竞赛、节能减排大赛、大学生挑战杯等课外实践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并且在第一课堂、第二课

堂中实践能力培养全学程不断线，如图 5 所示。 

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课程实验教学 集中实践教学 第二课堂实践教学

公
共
基
础
课
实

验

火
电
机
组
结
构
与
系
统
实

习

认
识
实

习

课
程
设

计

金
工
实

习

计
算
机
实

训

外
语
实

训

专
业
课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课
实

验

社
会
实

践

课
外
科
技
活

动

创
新
创
业
竞

赛

热力
设备
安装
与检
修技
能实
训

ⅠⅡ

实验能力培养

基本技能培养

实践能力培养

基本技能培养

毕
业
设

计

实践能力培养
专业综合能力

培      养 

火
电
厂
仿
真

运

行

实

训

 

图 4  实践能力培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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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全学程不断线学程不断线框图 

3．关于综合素质教育 

培养方案制定时，注重了学生在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文教育、体育、外语、计算机技术方

面综合素质的教育并贯穿全学程，如图 6 所示。 

 

 

 

 

 

 

 

 

 

图 6  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全学程不断线框图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全学程不断线 

 

第二课堂 第一课堂 

第一学年 

军事技能、

大学物理、

实 验大学

计算、机基

础实 践、

计算机程、

序设计基、

础课程设  

计、机械制

图、综合实

训、计算机

绘  图 

 

第二学年 

课程实验 

外语实训 

机械设计 

基础课程 

设    计 

金工实习 

第三学年 

课程实验 

外语实训 

课程设计 

认识实习 

机组结构

与检修实   

习、热力

设备安装

与检修技

能实训Ⅰ 

第四学年 

课程实验 

课程设计 

热力设备

安装与检

修技能实

训Ⅱ 

运行实习 

毕业设计 

第一学年 

大学外语 

听说实践 

文化社团 

活  动 

形式与 

政  策 

大学生 

假期实践 

活   动 

第二学年 

大学外语 

听说实践 

计算机 

等级考试 

外   语 

等级考试 

形  式 

与政策 

第三学年

科技讲座 

科技创新 

活  动 

学科竞赛 

形   式 

与政策 

大学外语 

第四学年 

形式与 

政  策 

就业实践 

综合素质培养全学程不断线 

 

第二课堂 第一课堂 

第一学年 

大学计算机

基础、C 语

言 程 序 设

计、大学外

语、大学体

育与健康、

思想道德修

养 法 律 基

础、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

育 

 

第二学年 

大学外语 

大学体育

与健康、

中国近代

史纲要 

第三学年 

大学外语 

马克思主

义哲学、

毛泽东思

想概论 

俄罗斯人

文 

第四学年 

毛泽东思

想概论、

专业英

语、 

第一学年 

大学外语

听 说 实

践、文化

社 团 活

动、形式

与政策、

大学生假

期实践活

动、公共

选修课 

 

 

第二学年 

公共选修

课、外语

听说实

践、计算

机等级考

试、金工

技能训

练      

        

        

        

        

        

        

        

        

        

第三学年

公共选修

课、科技

讲座、科

技创新活

动、学科

竞赛、形

式与政策 

大学生假

期实践活

动 

 

第四学年 

公共选修

课、就业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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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方案主要参数表 

四年制本科学生毕业要求的最低学分在 220 学分，其中:理论课 163.5 学分，集中实践教学 56.5

学分，第二课堂实践教育 8 学分；理论课和实践课学分中应选修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达到 23.4%，

主要参数详见表 1。 

七、教学安排 

1．教学活动总进程表（见表 2）。 

2．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见表 3）。 

3．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及进程表（见表 4）。 

4．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全学程不断线表（见表 5）。 

八、有关说明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依据是教育部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2006 年制定的高等

院校能源动力学科“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规范”和《长春工程学院关于制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06

版）的原则性意见》以及《长春工程学院关于修（制）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3 版）的原则性意

见》，在与合作办学俄方院校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国内外对本专业人才

的基本需求特点，借鉴了其他院校同类型专业的培养方案，充分汲取了我院 2006-2011 版热能与动

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精髓和成果制定的，方案制定时遵守具有国际视野、全面发展、整

体优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以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