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工程学院概况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是在茅以升先生创立于1923年的国立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学院现设建筑工程、建设与房地产、工程力学、桥隧与地下工程、市政工程
等五个系和一个实验中心；现有教职工182余人，专任教师队伍是一支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
师、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等为代表的64位教授、67位副教授为骨干的队
伍，其中的年轻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
     学院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2个、硕士
专业12个、本科专业4个。土木工程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2017年12月28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学院土木工程学科评估结
果为A+，并列全国第一；力学学科评估结果为B-，并列全国第25位。结构工程学科为国家重
点学科，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学科为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学院拥有国家“985工
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分
别于1995年和1999年首批通过了全国土木工程及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的评估，迄今已连
续4次通过国家专业评估。
   近年来学院在科学研究、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级奖励10项（牵头6项）、国家教学成果奖3
项、省部级奖34项；构建了以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6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和视频
公开课、6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3本“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6个国家级教改和实践教学
平台、首批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土建类唯一）、21门外籍教授全英文课程等为支撑的立体
化优质教学资源库。
     学院拥有国家预应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玄武岩纤维生产及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土木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点、国家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城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未
来地下空间研究院，设有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大型结构试验室、预应力实验室、力学实验
室、水力学实验室、工程管理实验室。拥有国内历史悠久、专业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学院已
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16000余人，其中硕士毕业生近2200 人，博士毕业生近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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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等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数学、力学理论基础和实验测试分

析能力，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毕业后可在土木交通、航空航天、材料等工

程部门及研究单位从事与力学相关的设计、分析与试验工作，亦可以选择力学或其他工科研究生专业进一步深造，从事相

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二. 毕业生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



1.知识要求

1)自然科学知识

（1）具有扎实的高等数学知识；

（2）掌握大学物理、工程化学、环境科学和工程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3）了解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了解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情况。

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1）熟悉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2）熟悉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基本知识；

（3）了解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3)工具知识

（1）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并基本理解力学专业的外文文献和参考资料；

（2）掌握计算机基本原理、C语言、Matlab和有限元软件的相关知识，并能够进行简单力学问题的建模和分析。

4)专业知识

（1）具有扎实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振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力学知识，基本建立起宏观的力学知

识体系结构；

（2）掌握电工电子技术、工程结构设计、振动测试分析的基本原理，理解测试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3）掌握工程制图、力学实验和工程材料实验的基本原理，具有阅读图纸、操作实验仪器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熟练掌握工程问题建立力学模型的基本方法与原理，形成基本的模型简化思想；

（5）熟练掌握应用基本力学原理对力学模型进行分析的方法，能够利用已学的力学知识对力学模型进行理论求解，并对结

果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分析说明；

（6）熟练掌握有限元分析软件的基本原理，能够使用至少一种商业软件开展简单问题的有限元分析；

5)相关领域知识

（1）了解土木、交通、建筑、航空航天、材料、机械、动力、电气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理解力学在各工科专业中的地

位和作用；

（2）了解工程问题需求中的力学知识，为选择进一步深造开阔视野。

2.能力要求

1)工程科学的应用能力

（1）能熟练运用数学、力学手段解决相关的简单工程技术问题，包括对工程问题的识别、简化和力学建模，以及采用理论

分析、数值模拟和实验的手段对力学模型进行求解和解释等；

（2）能应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工程问题，具有物理、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

2)工程力学技术基础的应用能力

（1）对各类工程中的力学问题有明确的基本概念，能够从力学知识体系内找到解决相关问题的知识和方法，具有一定的计

算、分析和实验能力；

（2）能针对具体工程问题合理选用力学原理进行分析，并能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

（3）能应用投影的基本理论和作图方法绘制工程图，并能够阅读复杂的工程图；

（4）能根据工程问题的需要编制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具有常用工程软件的初步应用能力。

3)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1）工程问题的力学建模能力

具有针对具体的工程问题，采用适当的力学知识进行合理简化，建立便于理论分析和数学计算的力学数学模型的能力。

（2）理论分析力学模型的能力

具有针对建立的力学数学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合理选择力学原理和力学知识，给出相关问题解决方案及对结果进行力学解

释的能力。

（3）数值建模和有限元仿真的能力

能利用有限元软件进行建模和仿真分析，通过对仿真数据的分析，解决相应工程问题应力、应变、动响应等问题。

（4）工程简化模型实验测试的能力

具有制定简单工程问题力学基础实验方案、合理选择和规范操作实验仪器、独立完成实验的能力，并能对实验数据进行整

理、统计和分析。

（5）利用力学分析结果评价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根据力学分析的结果，通过合理的反演，协助解决具体的工程问题。

4)具有信息收集、沟通和表达能力，有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能力

（1）了解本领域各方向的最新发展趋势，具备文献检索、分析和选择国内外相关技术信息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专业外语阅读能力、一定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能够进行专业领域内的基本交流；

（3）能够正确使用图、表等技术语言，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表达与沟通；

（4）能正确理解工程力学与各工科专业之间的关系，具有与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良好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5）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善于倾听和主动了解业主和客户对解决工程问题的技术层面需求；

（6）有预防和处理与力学相关的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

3.素质要求

1)人文素质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愿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服务；

（2）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能体现人文和艺术方面的良好素养；

（3）心理素质好，能应对挫折、危机和挑战。

2)科学素质

（1）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开拓进取精神；

（2）具有科学思维的方式和方法，如分类讨论、归纳演绎等；

（3）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3)工程素质

（1）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注重职业操守的自我养成，能够用数据和客观事实说话；

（2）具有不断学习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欲望，具有推广新技术的进取精神；具有面对挑战的乐观主义态度；

（3）具有良好的市场、质量和安全意识，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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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主干学科：力学

相近专业：土木工程，交通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

四. 主要课程

1、通识教育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德育课及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几何与代数、计算方

法、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大学物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2、大类学科基础课：工程力学概论、理论力学A、材料力学A、结构力学I、电工电子技术、画法几何与CAD制图等；

3、专业主干课：弹性力学、振动力学、实验力学、计算力学、流体力学。

五. 主要实践环节

基础力学实验、工程结构设计性研究、工程测试实习、毕业设计等。



六. 双语教学课程

材料力学A、弹性力学、实验力学、C语言及程序设计、土木工程材料等。

七. 全英文教学课程

生物力学等。

八. 系列研讨课程（含新生研讨课）

工程力学概论、振动测试分析、结构分析软件、现代力学进展、基础力学实验、断裂与疲劳、随机振动、实验力学、计算

力学、工程结构设计性研究等

九. 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士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参照东南大学学分制管理办法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例，修满本专业最低计划学分要求150，即可毕业。同时，外语达到东南大

学外语学习标准、平均学分绩点≥2.0者，可获得学士学位

十. 各类课程学分与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学分 学时
学分

比例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 69 1256 44.66%

专业相关课程 61.5 1018 39.81%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 &短学期课程 24 24 + 课程周数： 30 15.53%

总计 154.5 2298 + 课程周数： 30 100%

十一. 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

实践类课程学分： 37.88 ，总学分： 154.5 , 比例： 24.52%

通识教育基础课

(1)思政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0 0 0 3 一 2 +

B15M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0 0 0 3 二 2 +

B15M0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5 48 0 64 0 3 二 3 +

B15M00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8 0 0 0 2 一 2 -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8 0 0 0 2 一 3 -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8 0 0 0 2 二 2 -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8 0 0 0 2 二 3 -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8 0 0 0 2 三 2 -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8 0 0 0 2 三 3 -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8 0 0 0 2 四 2 -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8 0 0 0 2 四 3 -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6 0 0 0 1 三 3 -

合计 16.5 272 0 64 0



(2)军体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32 0 0 0 2 一 3 -

B18M0010 体育I 0.5 32 0 0 0 2 一 2 -

B18M0020 体育II 0.5 32 0 0 0 2 一 3 -

B18M0030 体育III 0.5 32 0 0 0 2 二 2 -

B18M0040 体育IV 0.5 32 0 0 0 2 二 3 -

B18M0050 体育V 0.5 0 0 0 0 0 三
2 -

3 -

B18M0060 体育VI 0.5 0 0 0 0 0 四 2 -

合计 5 160 0 0 0

(3)外语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7M0010 大学英语II 2 32 0 32 0 4 一 2 +

2级起点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32 0 32 0 4 一 3 +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二 2 +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32 0 32 0 4 一 2 +

3级起点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一 3 +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32 0 2 二 2 +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一 2 +

4级起点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32 0 2 一 3 +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32 0 32 0 2 二 2 +

合计 6 96 0 96 0

(4)计算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99M0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理工医管类) 0 0 20 0 4 2 一 2 -

B05N0010 C语言程序设计(双语) 2.5 40 32 0 8 4 一 3 +

合计 2.5 40 52 0 12

(5)自然科学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7M0030 高等数学(A)I 4.5 96 4 0 0 6 一 2 +

B07M0040 高等数学(A)II 5 96 4 0 0 6 一 3 +



B07M0180 几何与代数(B) 3 64 4 0 0 4 一 2 +

B07M02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2.5 48 4 0 0 3 二 2 +

B07M0250 计算方法 2 32 16 0 0 2 二 2 -

B07M0240 数学物理方法 3 48 0 0 0 3 二 3 -

B10M0050 大学物理(B2)I 3 64 0 0 0 4 一 3 +

B10M014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 1 0 32 0 0 2 一 3 -

B10M0060 大学物理(B2)II 2 48 0 0 0 3 二 2 +

B10M015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I 1 0 32 0 0 2 二 2 -

合计 27 496 96 0 0

(6)通识选修课程(四年内完成)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0ZR019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2 33 0 0 0 3 一 2 -

三选一B00ZR033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2 33 0 0 0 3 一 2 -

B19M0040 工程化学B(含实验) 2 32 16 0 0 2 一 2 -

B0520010 工程经济学B 2 32 0 0 0 3 二 3 +
二选一

B0520020 工程经济学A (双语) 3 48 0 0 0 3 二 3 +

B00TL010 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6学分) 6 96 0 0 0 0

合计 10 177 16 0 0

(7)新生研讨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200030 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2 -

五选二

B0510010 土木工程概论(研讨) 1 16 0 16 0 4 一 2 -

B0520040 工程管理概论(研讨) 1 16 0 16 0 4 一 2 -

B0530010 工程力学概论(研讨) 1 16 0 16 0 4 一 2 -

B0550010 水科学与工程概论(研讨) 1 16 0 16 0 4 一 2 -

合计 2 32 0 32 0

五选二

专业相关课程

(1)大类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2131010 画法几何及CAD制图 3 40 16 0 0 3 一 2 +

B05M0010 理论力学A(I) 2.5 32 0 16 0 3 一 3 +

B05M0020 理论力学A(II) 2.5 32 0 16 0 3 二 2 +

B05M0050 材料力学A(双语) 5 64 0 32 0 6 二 2 +



B05M0110 基础力学实验A 1 0 32 0 0 0 二 2 -

B1250020 工程材料试验 0.5 0 16 0 0 1 二 2 -

B0510030 结构力学I 4 64 0 0 0 4 二 3 +

B1605540 电工电子技术 2.5 48 0 0 0 3 二 3 +

合计 21 280 64 64 0

(2)专业主干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530030 弹性力学(双语) 4 48 0 16 0 4 三 2 +

B0530040 流体力学 4 48 8 8 0 4 三 2 +

B0530050 振动力学 4 48 0 16 0 4 三 2 +

B0510080 工程结构设计原理 5 80 0 16 0 6 三 2 +

B0530060 计算力学 4 48 32 0 0 4 三 3 +

B0530070 实验力学 3 32 16 16 0 4 三 3 +

B0530080 振动测试分析 2.5 32 16 0 0 3 三 3 +

B0530090 结构分析软件 2 24 16 0 0 2 三 3 +

合计 28.5 360 88 72 0

(3)专业方向及跨学科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250010 土木工程材料 (双语) 2.5 40 0 0 0 3 二 2 +

任选7学分

B0530100 断裂与疲劳 2 16 0 32 0 3 三 3 -

B0530110 高等工程力学 2 16 0 32 0 3 二 3 -

B0530120 塑性力学 2 16 0 32 0 3 四 2 -

B0530130 现代力学进展 1.5 16 0 16 0 2 四 2 -

B0530020 现代力学测试技术(研讨) 1.5 16 16 0 0 4 四 2 -

B0510400 结构动力学(研讨) 2 24 0 16 0 5 四 2 -

B0510210 结构力学II 2.5 32 16 0 0 3 四 2 +

B0510200 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研讨) 2.5 32 0 16 0 6 三 3 +

B0530140 随机振动 2 16 0 32 0 2 四 2 -

任选5学分

B0510390 结构可靠性分析(研讨) 1.5 16 0 16 0 4 四 2 +

B1110100 生物力学 2 32 0 0 0 2 四 2 -

B0510360 土木工程最新动态(研讨) 1.5 16 0 16 0 3 四 2 -

B0203150 机器振动分析与控制(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0203170 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研讨) 2 24 0 24 0 3 四 2 -

B1250030
纳米材料的制备与应用(非材料学院

选)
2 24 0 24 0 2 三 2 -

B1250040 复合材料(非材料学院选) 1.5 18 0 18 0 2 三 3 -



合计 12 378 32 298 0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短学期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511060 力学认识实习 2 0 0 0 0 (2) 二 1 -

B0531030 毕业实习 1 0 0 0 0 (1) 四 1 -

B0531050 工程测试实习 1.5 0 0 0 0 (2) 四 1 -

B81M0010 机械制造基础实践 1 8 32 0 0 1 三 3 -
二选一

B81M0020 现代制造技术工程实践 1 8 32 0 0 1 三 3 -

B0511040 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研讨) 0.5 0 0 0 0 (1) 二 1 -

B0531040 工程结构设计性研究 3 0 0 0 0 (4) 三 1 -

B0511230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 1 0 0 0 0 (1) 四 1 -

B85M0010 军训 1 0 0 0 0 (3) 一 1 -

B81M0030 工业系统认识1 0.5 0 16 0 0 0 一 2 -

B17M0060 英语强化训练 0.5 16 0 0 0 1 二 1 -

B05N1180 毕业设计(论文) 8 0 0 0 0 (16) 四 3 -

B05N1190 社会实践 1 0 0 0 0 0 四 3 -

B05N1200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 1 0 0 0 0 0 四 3 -

B05N1210 大学生课外研学 2 0 0 0 0 0 四 3 -

合计 24 24 48 0 0 (30)

学程安排
第一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85M0010 军训 1 0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4 + 必修 [2]

B00ZR019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2 3 - 限选

[5]B00ZR033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2 3 - 限选

B19M0040 工程化学B(含实验) 2 2 - 限选

B17M0010 大学英语II 2 4 + 必修 [1]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 必修

B81M0030 工业系统认识1 0.5 0 - 必修

B07M0030 高等数学(A)I 4.5 6 + 必修

B07M0180 几何与代数(B) 3 4 + 必修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2 - 必修

B99M0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理工医管类) 0 2 - 必修



B18M0010 体育I 0.5 2 - 必修

B2131010 画法几何及CAD制图 3 3 + 必修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3]

B0520040 工程管理概论(研讨) 1 4 - 限选

[6]

B0530010 工程力学概论(研讨) 1 4 - 限选

B0550010 水科学与工程概论(研讨) 1 4 - 限选

B0510010 土木工程概论(研讨) 1 4 - 限选

B0200030 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研讨) 1 2 - 限选

合计：必修学分 20.7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M0010 理论力学A(I) 2.5 3 + 必修

B10M014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 1 2 - 必修

B10M0050 大学物理(B2)I 3 4 + 必修

B07M0040 高等数学(A)II 5 6 + 必修

B18M0020 体育II 0.5 2 - 必修

B05N0010 C语言程序设计(双语) 2.5 4 + 必修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2 - 必修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2 - 必修

B15M00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 必修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4 + 必修 [1]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2]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5.75

第二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11040 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研讨) 0.5 0 - 必修

B17M0060 英语强化训练 0.5 1 - 必修

B0511060 力学认识实习 2 0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2 + 必修 [3]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2]

B1250010 土木工程材料 (双语) 2.5 3 + 任选 [8]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1]

B18M0030 体育III 0.5 2 - 必修

B07M02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2.5 3 + 必修

B07M0250 计算方法 2 2 - 必修



B10M0060 大学物理(B2)II 2 3 + 必修

B10M015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I 1 2 - 必修

B1250020 工程材料试验 0.5 1 - 必修

B05M0020 理论力学A(II) 2.5 3 + 必修

B05M0050 材料力学A(双语) 5 6 + 必修

B05M0110 基础力学实验A 1 0 - 必修

B15M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 必修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2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26.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20010 工程经济学B 2 3 + 限选
[4]

B0520020 工程经济学A (双语) 3 3 + 限选

B15M0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3 + 必修

B0510030 结构力学I 4 4 + 必修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2 - 必修

B07M0240 数学物理方法 3 3 - 必修

B1605540 电工电子技术 2.5 3 + 必修

B18M0040 体育IV 0.5 2 - 必修

B0530110 高等工程力学 2 3 - 任选 [8]

合计：必修学分 15.25

第三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31040 工程结构设计性研究 3 0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250030 纳米材料的制备与应用(非材料学院选) 2 2 - 任选 [7]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5 0 - 必修

B0510080 工程结构设计原理 5 6 + 必修

B0530050 振动力学 4 4 + 必修

B0530040 流体力学 4 4 + 必修

B0530030 弹性力学(双语) 4 4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7.7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30080 振动测试分析 2.5 3 + 必修

B0530090 结构分析软件 2 2 + 必修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5 0 - 必修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 - 必修

B0530070 实验力学 3 4 + 必修

B0530060 计算力学 4 4 + 必修

B81M0020 现代制造技术工程实践 1 1 - 限选
[9]

B81M0010 机械制造基础实践 1 1 - 限选

B1250040 复合材料(非材料学院选) 1.5 2 - 任选 [7]

B0510200 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研讨) 2.5 6 + 任选
[8]

B0530100 断裂与疲劳 2 3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12.75

第四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31030 毕业实习 1 0 - 必修

B0511230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 1 0 - 必修

B0531050 工程测试实习 1.5 0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8M0060 体育VI 0.5 0 - 必修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2 - 必修

B1110100 生物力学 2 2 - 任选

[7]

B0530140 随机振动 2 2 - 任选

B0203150 机器振动分析与控制(研讨) 2 3 - 任选

B0203170 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研讨) 2 3 - 任选

B0510360 土木工程最新动态(研讨) 1.5 3 - 任选

B0510390 结构可靠性分析(研讨) 1.5 4 + 任选

B0530020 现代力学测试技术(研讨) 1.5 4 - 任选

[8]

B0530120 塑性力学 2 3 - 任选

B0530130 现代力学进展 1.5 2 - 任选

B0510210 结构力学II 2.5 3 + 任选

B0510400 结构动力学(研讨) 2 5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0.7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5N1180 毕业设计(论文) 8 0 - 必修

B05N1190 社会实践 1 0 - 必修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2 - 必修

B05N1210 大学生课外研学 2 0 - 必修



B05N1200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 1 0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2.25

其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0TL010 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6学分) 6 0

跨学年、跨学期选修课说明

[1]:2级起点:大学英语II,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III

[2]:3级起点:大学英语III,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大学英语IV

[3]:4级起点: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4]:二选一:工程经济学B,工程经济学A (双语)

[5]:三选一: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工程化学B(含实验),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6]:五选二:机械工程中的自动控制(研讨),水科学与工程概论(研讨),工程力学概论(研讨),工程管理概论(研讨),土木工程

概论(研讨)

[7]:任选5学分:随机振动,复合材料(非材料学院选),纳米材料的制备与应用(非材料学院选),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研讨),机

器振动分析与控制(研讨),土木工程最新动态(研讨),生物力学,结构可靠性分析(研讨)

[8]:任选7学分:土木工程材料 (双语),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研讨),结构力学II,结构动力学(研讨),现代力学测试技术(研

讨),现代力学进展,塑性力学,高等工程力学,断裂与疲劳

[9]:二选一:机械制造基础实践,现代制造技术工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