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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英文名称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课程编号 300401 开课学期 三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40 实验实践学时：8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6 8
1.知识目标：

（1）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组成部分，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2）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掌握资本主义的内在

矛盾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

0.5 0.3 0.3

2.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

析、解决现实问题。

（2）能够具备整体观念和一定的分析评价能力。

0.3 0.3 0.3

3.素养目标：

（1）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用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武装头脑，并不断增

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

感。

（2）能够发展走向社会所需要的安全、健康、法律、文化等方

面的综合职业素质。

0.2 0.4 0.4



课程概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在整个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中发挥着

基础、核心、灵魂的作用，在把新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

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课程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

法的教育，帮助大学生从整体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学会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大学生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

实的理论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

3.实践在认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真理的客观性、绝

对性和相对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评价及其特点。

4.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辩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

定作用。

学习目标：

1.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2.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不

断增强思维能力。

3.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4.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着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

及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

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

授课建议：

授课学时 20学时，授课方式以讲授为主(案例分析与启发诱导是主要方式），

适当播放视频导学，全班集体授课为主，小组学习为辅。

任务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价值

规律及其作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2.剩余价值以及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3.全球化的表现、动因与影响 ，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

表现、原因和实质。

教学目标：

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

盾，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正确把握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运动的

一般规律。

2.了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过程，科学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 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社会主义

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授课建议：

授课学时 12学时，授课方式以讲授为主，穿插视频，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三 ：科学社会主义（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科学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2.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原因，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3.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4.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教学目标：

1.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历程，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明确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遵循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的发展规律，以昂扬奋

进的姿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光明未来。

2.学习和掌握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把握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把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坚定理想信念，

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授课建议：

授课学时 8学时，综合利用学生分组展示和教师讲授的方式授课，考查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小组划分以 6-8 人为宜。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课内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

课堂教学期间，根据课程内容和不同年级、专业学生特点，通过观影并讨论、

分小组汇报、课堂展示的形式组织课内实践教学。

学习目标：

通过课内教学互动，提高学生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及表达概括能力，增强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化教育教学效果。

授课建议：

课内实践与理论教学同步进行，4 学时，期间学生的参与情况可以作为本课程

平时成绩的评定依据之一。

任务二：课外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

根据理论教学内容，安排学生阅读《马克思是对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原著、

开展马克思主义趣味知识竞赛，开展课外实践。

学习目标：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

力。

授课建议：

课外实践应在本课程教学周数内完成，4 学时，学生必须真正参加实践并最终

形成实践报告或实践作品。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

工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要求选用教材。

参考教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书号 ISBN
978-7-04-056620-8，2021年 8月（马工程最新版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

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

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课程实践，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25%，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课程实践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到课情况和课堂表现各占 50分。缺勤一次扣 10
分，缺勤三次以上到课情况为 0分；课堂表现部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

睡觉、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

学生该项分数。

课程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雨课堂或优慕课作业情况给与学生

该项分数。

课程实践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实践报告

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试卷完成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撰写人：王欢欢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 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课程编号 300402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80；其中理论学时：64 实验实践学时：16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7 10

1.知识目标：

（1）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

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

过程及其丰富内涵。

（2）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实

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实行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

（3）正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0.5 0.3 0.3

2.能力目标：

（1）增强践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自觉性，自觉抵制各种

不良思潮和言论的影响，能够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在从

事海洋机器人工作中有较高的政治站位。

（2）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具备对职业角色的

把握能力，具备对社会角色的适应能力。

0.3 0.2 0.3

3.素养目标：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和道路，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

（2）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求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能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能够增强时代责

0.2 0.5 0.4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坚定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的信念和决心。

（3）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海洋机器

人领域的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4）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课程概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授

课学时为 80课时。本课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以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重点，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

地位，充分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有更

加准确的把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历史

变革、历史成就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有更加切实的帮助。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海洋机器人合作及新形势国际竞争中，

讲好中国故事、彰显大国形象、贡献中国力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课程概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成果（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历程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4.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学习目标：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及相互

关系，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

趋势，将自己的人生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高度融合。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多媒体展示、视频展播相

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任务二：毛泽东思想（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总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活的灵魂，以及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2.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3.改造：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以及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4.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讲述探索的

意义和经验教训。

学习目标：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全面而深刻掌握社会主

义改造进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16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多媒体展示、视频展播相



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任务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支撑课程目标 1、2、
3）

知识要点：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历史地位。

3.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历史地位。

学习目标：深刻理解并掌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

中概括，学生深刻感受在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如何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将其成功推向 21世纪；理解并掌

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抓住重要战略机

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14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展示、

视频展播相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任务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着重阐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2.中国梦的提出过程和具体内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新战略

安排。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

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自的

目标、内容及其要求。

5.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内涵及如何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6.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国际背景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

要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十八大以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7.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何离不开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何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学习目标：理解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如何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习并掌握新时代我国军事、外交、党建

新政策，使广大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入
耳、入脑、入心”，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中国共产党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感受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30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多媒体展示、视频展播相

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课内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围绕教学内容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培养理论思维能力、

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目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注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中

国社会的状况、生活环境。

学习目标：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大学生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提高大学

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

授课建议：8 学时，采用视频教学、组织演讲、讲课比赛、读书交流等方式，

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引发学生思考，丰富课堂授课。

任务二：课外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课堂教学期间围绕教学内容培养理论思维能力、深入地认识和理解

中国目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注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状况、生

活环境。

学习目标：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大学生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提高大学

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

授课建议：8学时，实践方式包括社会调查、社会参观、社会工作体验等形式。

可以采取参观访问、走访调查、公益劳动、青年志愿者活动以及校内模拟实践大赛

等形式。指导教师要根据学期实践教学计划及时安排实践教学，并对学生的实践活

动进行必要的指导，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开展活动。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

工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要求选用教材。

参考教材：

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主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

写组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马工程重点教材最新版），书号：

ISBN978-7-04-056622-2。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

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课程实践，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30%，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0%，课程实践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出勤和课堂表现各占 5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

缺勤三次以上到课情况为 0分；课堂表现部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睡觉、

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课程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作业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课程实践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实践报告

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教师根据学生闭

卷考试答题情况给予学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邹秀娥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英文名称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课程编号 300403 开课学期 四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40实验实践学时：8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8 10
1.知识目标：

（1）掌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特点、西方列强对

中国的侵略及危害、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

等相关历史知识。

（2）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

革命新道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知识。

（3）掌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

探索中曲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历史知识。

0.4 0.3 0.3

2. 能力目标：

（1）具备科学认识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能够自觉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的影响。

（2）具备思考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的能力。

（3）具备洞察和理解自身职业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的能力。

0.3 0.4 0.4

3. 素养目标：

（1）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具有职

业奉献精神。

（2）能够增强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能够坚定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信念和决

心。

（4）能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

0.3 0.3 0.3



课程概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门公共基础

课。课程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

规律，认识国史﹑国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从而使学生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特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及危害、

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与辛

亥革命）。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制度的改变、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以及资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掌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

任务；通过学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过程，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

运动和辛亥革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具备科学的认识历史，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能

力，具备思考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

富强原因的能力，为理解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奠定基础；通过对鸦片战

争到五四前夜的历史的学习，能够坚定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信念和决

心，能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能够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

授课建议：授课方式主要为课堂讲授（精讲），适当结合教师导读和学生讨论等教

学方式，14 学时。

任务二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华民

族的抗日战争、为新中国而奋斗。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以及土地革命的兴起，掌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学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的经验和过程，能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通过学习人民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建立的历史，

具备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是历

史和人民选择的能力；通过学习党历史上优秀人物事迹，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能够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并具备洞察和理解自身职业与国家发展

同向而行的能力。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与 VR 体验馆，14 学时。

任务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掌握中国人

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要经验、教训；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

创、发展和推进，具备理解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的能力；通过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能够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

够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能够增强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坚定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信念和决心。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或 VR 体验馆、翻转课堂等，12 学时。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 校园实践教学（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第二课堂话题讨论，红色经典课外阅读。

学习目标：通过对与思政课教学相关的历史热点、疑点、难点等问题进行讨论， 具

备自觉、坚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能力。具备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觉悟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

授课建议：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课内展示汇报，课后提交报告的方式进行

组织，4 学时。

任务二 校外实践教学（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社会调研或实地考察活动。

学习目标：通过挖掘和利用本地社会历史资源，开展与近现代史相关的主题社会实

践活动，具备热爱祖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觉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

想品德素质，具备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授课建议：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课内展示汇报，课后提交报告的方式 进

行组织，4 学时。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术

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引入

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工

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国家教育部统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 2021版）。

因中央和教育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建设有统一部署，各高校不宜自编教材（包括

参考教材）。因此，本课程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教材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主编：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04-056623-9；
出版时间：2021.8（马工程最新版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 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

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程作业、

课堂表现、课程实践，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30%，

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30%，课程实践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40%。具体细则考核如

下：

课程作业：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作业、网络平台作业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

数；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迟到、上课睡觉、做与课

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课程实践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实践表现、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实

践报告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当调

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 分。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教师根据学生闭卷考

试答题情况给予学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孙连芹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与法治

英文名称 Ideology,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课程编号 300404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其中理论学时：40 实验实践学时：8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8

1.知识目标：

（1）掌握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理论内涵及意义。

（2）掌握并深刻理解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爱国主义的时代要

求及改革创新的时代必要性。

（3）掌握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及公民基本道德规

范。

（4）掌握并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

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掌握并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及意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宪法及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

知识。

0.4 0.3

2.能力目标：

（1）具备科学认识、全面思考、理性分析、准确判断各种事物

本质的能力，能够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和言论的影响，能够

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2）具备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作出正确价值判断的能力。

（3）具备承担时代责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行动能力。

（4）具备对海洋机器人职业角色的把握能力及对社会角色的

适应能力。

0.3 0.4



3.素养目标：

（1）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道

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2）能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3）能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4）能够养成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到海洋机器人一线工作

的吃苦精神。

（5）能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较强的职业心理素质，养成良好

的团队协作意识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

0.3 0.3

课程概述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授课总学时为 48学时。本课程是

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与法治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重要

渠道。

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是帮助大学生领悟人生真谛、把握人生方向，追求远大

理想、坚定崇高信念，继承优良产统、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帮助大学生锤炼道德品格、遵守道德规范，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

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帮助大学生学习法治思想、养成法治思维，

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而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新时代历史方位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新时代的内涵及意义，掌握新时代青年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要

求，掌握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学习目标：能够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能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

养，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的能力和本领，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授课建议：建议新时代历史方位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学时 4学时。具体教学

内容根据《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

习情况确定。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二：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人的本质及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掌握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基本知识及相互关系；掌握人生价值评价的尺度、正确方法及实现人生价值

的要求；掌握创造有意义人生的要求。

学习目标：能够正确认识人的本质；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能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能够正确评价

人生价值，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授课建议：建议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教育总学时 6学时。具体教学内容根据《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确定。

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三：科学的理想信念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理想信念的内涵与特征；掌握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

要意义；掌握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掌握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大学生为

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的要求。

学习目标：能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能够增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能够增强社会责任感，将个人理



想融入社会理想，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

授课建议：建议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总学时 6学时。具体教学内容根据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确

定。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四：爱国主义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掌握并深刻

理解爱国主义的内涵及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掌握新时代改革创新的意义及

做改革创新生力军的要求。

学习目标：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能够大力弘扬新时代爱国

主义，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新时代的忠

诚爱国者；能够树立改革创新的自觉意识，增强改革创新的能力本领，做改革创新

的生力军。

授课建议：建议爱国主义教育总学时 6学时。具体教学内容根据《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确定。采取教师

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授课。

任务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及意义；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显著特征，并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道义力量；掌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理念；能够形成高度的价值自

觉，坚定价值自信；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积极践行者。

授课建议：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总学时 4学时。具体教学内容根据《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确定。

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六：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道德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掌握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中国

革命道德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的相关知识；掌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及恋爱中的基本道德规范；掌握向道德模范学习及锤炼个人品德的正确方

法。

学习目标：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能够发扬中国革命道德，传承红色基因；能够遵守公共生活领域、职

业生活领域和家庭生活领域中的基本道德规范；能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能够自觉

向道德模范学习，成为向上向善、知行合一、品德高尚的社会主义新人。

授课建议：建议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总学时 8学时。具体教学内容根据《思想道

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确定。采取

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授课。

任务七：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和运行机制；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内容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遵循的原则；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掌握宪法的地位、基本原则及宪法实施与监督的

基本内容；掌握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的基本含义和内容；掌握我国宪法法律规定

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内容；掌握不断提升法治素养的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理解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能够养成良好的

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能够尊崇并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能够提高法治素养，成

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能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好

公民。



授课建议：建议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总学时 6学时。具体教学内容根据《思想道

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教学实际情况与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确定。采取

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授课。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课程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掌握社会实践调研方法，掌握实践报告撰

写技巧。

学习目标：能够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素养，能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能够加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能够增强社会实践和社会适应能力。

授课建议：建议课程实践总学时 8学时。具体实践内容根据《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确定。采取学生课外自主实践，课内展

示汇报，课后提交报告的方式进行组织。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

工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要求选用教材。

参考教材：

教学以教育部每学期下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

与法治》（主编：《思想道德与法治》编写组；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书

号：ISBN 978-7-04-056621-5；出版时间：2021年 8月）为参考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

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课程实践，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25%，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课程实践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缺勤、迟到、上课睡

觉、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课程作业：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程作业完成情况给予学生该项分数；

课程实践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实践报告

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教师根据学生闭

卷考试答题情况给予学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武莲莲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形势与政策

英文名称 Situation and Policy

课程编号 300405 开课学期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

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64；其中理论学时：48 实验实践学时：16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8

1.知识目标：

（1）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确立马克思主

义形势观、政策观，掌握科学分析形势与政策的方法论、形势发展变化

的规律、政策的本质和特征等。

（2）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全面掌握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正确认识中国特色

和国际比较。

0.4 0.4

2.能力目标：

（1）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正确理解新政策、敏锐判断新

动向、理性分析新形势、科学解决新问题的综合素质能力，能够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备全球视野。能够牢固树立宪法法治意识，具

备对航海领域重要法律概念的认知能力。

（2）能够了解专业领域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需求，具备对海洋机器人

领域的职业角色把握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0.3 0.3

3.素养目标：

（1）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坚定“四个自信”，能

够把事业理想和道德追求融入国家建设，内化为精神需求，外化为自觉

行动。

（2）能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能够具备奉献航运事业发展的职

业意识和精神。

0.3 0.3



课程概述

《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授课总学时为 64学时。本课程是理论

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都很强的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是

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重要渠道。

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理论和知识，提

高学生科学认识、全面思考、理性分析、准确判断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引导学生全

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提升学生在学

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国内形势与政策（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全面思考、

理性分析形势与政策的方法和技巧，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掌握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学习目标：能够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能够正确理解党中

央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决策新部署，能够自觉抵制

各种不良思潮和言论的影响，能够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授课建议：建议国内形势与政策总学时 32学时，每学期 4学时。具体教学内容

根据教育部每学期拟定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

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二：国际形势与政策（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全面思考、

理性分析形势与政策的方法和技巧，掌握国际形势的变化，掌握国际关系的状况、

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外政策、原则立场，掌握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理念新贡

献。

学习目标：能够正确认识当今时代主题，能够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发展方向，能

够正确思考、分析和判断国际重大事件，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针政策。

授课建议：建议国外形势与政策总学时 16学时，每学期 2学时。具体教学内容

根据教育部每学期拟定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

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课程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掌握社会实践调研方法，掌握实践报告撰

写技巧。

学习目标：能够加深对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理解，能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能够加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能够增强社会实践和社会适应能力。

授课建议：建议课程实践总学时 16学时，每学期 2学时。具体实践内容根据教

育部每学期拟定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结合理论教学内容和学生关

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确定。采取学生课外自主实践，课内展示汇报，课后提交报告

的方式进行组织。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

工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要求选用教材。

参考教材：

教学以教育部每学期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和中共中央宣传

部每学期组织制作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作为参考教材。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事报告》杂志社（书号、出

版时间每学期更换）。

评价与

考核标准

《形势与政策》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

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后作业、课程实践，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30%，课后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0%，课程实践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考勤、做与课堂教学

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课堂互动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课后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随堂作业、随堂测试、课后作业情

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课程实践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实践报告

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于妲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大学生国防教育”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生国防教育

英文名称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编号 190202 开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四年制本科专业

（含高职本科和

（3+4）贯通培养）

和专科专业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开课单位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人民武装部）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8 …

1.了解我国国防基本知识 0.4

2.了解国家军事、现代战争基本知识 0.4

3.了解职业与社会安全、工程职业道德与规范的知识 1

4.建立投身海洋强国和海军国防事业的信念和责任感 0.2

课程概述

在高校开展以学生军训、军事理论课教学和课外多层次多样式国防教育活动，

是按照国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

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

学生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随着军事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战争是技术的抗衡，

是人才的较量，而这些人才的培养，仅仅靠军队院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高

校来培养，青年学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的

素质高低，国防观念的强弱，将对社会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通过学校国防教育所积淀形成的道德行为、意志品德，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助

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一件

利国利民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和军事思想，增强国家安

全意识和国防观念，培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培养同学们的优良作风，尤其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

优良品质，砥砺人格，让大学生快速成长为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中国国防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1）
1. 了解我国的国防政策。

2. 了解我国的国防法规。

3. 熟悉我国国防的武装力量组织机构。

4. 了解我国国防动员的概况 。

任务二：国家安全和军事思想应知应会 （学时：6）（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

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含义和内容体系。

2.了解掌握各阶段军事思想的关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3.了解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和战略格局。

4.清醒认识我国安全环境面临严峻的形势，增强保家卫国的国防意识。

5.了解我国周边海洋安全及战略形势。

任务三：现代化战争和信息化装备应知应会（学时：6）（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信息化战争的概念、特点与作战样式。

2.把握信息化战争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自觉提高自身素质。

3.了解军事高技术的概念、发展概况及趋势。

4.了解战争对军事交通运输的要求。

5.了解信息化作战平台。

任务四：国防交通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3）
1.了解国防交通的概念。

2.了解国防交通的地位作用。

3.了解现代战争对国防交通的基本要求。

4.了解新中国的国防交通法规。

任务五：国防交通动员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3）
1.了解国防交通动员的意义。

2.了解 国防交通动员的主体、对象、范围。

3.了解国防交通动员的准备与实施。

任务六：国防交通运输保障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3）
1.了解国防交通运输系统。

2.了解国防交通运输保障的主要任务。

3.了解国防交通的组织指挥及队伍建设。

4.了解国防交通保障手段及物资储备。

5.了解我国的交通运输应急机构。

任务七：新时代的使命与挑战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4）
1.了解各级国防交通机构及主要职责。

2.了解国防交通面临的新挑战

3.了解抢占战略投送制高点的举措有哪些。

4.了解怎样培养军民复合型交通运输专业人才。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无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无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军事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军事理论课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4.熟悉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学的方法与手段；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兼职教师应是来自军事理论课教学一线的骨干或校内教师中有一定造诣的军事爱好

者，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军事理论或对某个领域有较深研究，具有执教能

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按照课程标准要求，我校军事理论教研室组织编写了《大学生国防教育教材》。

2.本教材以实际案例、知识拓展等多种手段，使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有深入了

解，并树立国防安全、责任意识。

3.教材突出我国国防军事的最新思想和政策。教材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

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试形式：平时考核（30%），期末应知（70%），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

撰写人： 系（教研室）主任：

学院（部）负责人： 时间：2022年 5月 20 日



“体育”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体育

英文名称 Physical Education

课程编号 300501 开课学期 一、二、三、四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属性 公共基础课

课程学分 4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44学时；其中理论学时：128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16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体育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大学生新生

军事训练

军事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课作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特殊的社会活动领域，具有其他学科和教育方式无法替

代的综合素质培养和教育的功能。

1.军事技能训练，接受军事化的管理，紧张而有规律的军营生活，

艰苦而又严格的技能训练，使大学生磨炼了意志，锤炼了体能，增强

了体质，培养了顽强的作风。

2.通过接受严格的三大条令的教育，在耳濡目染和切身体验中，

自觉接受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不怕困难、勇于吃苦

的教育。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9 10

1.知识目标：

（1）基本掌握篮球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篮球竞赛

的规则、裁判法。

（2）基本掌握足球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足球竞赛

的规则、裁判法。

（3）基本掌握排球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排球竞赛

的规则、裁判法。

（4）基本掌握田径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田径竞赛

的规则、裁判法。

0.4 0.4

2.能力目标：

（1）能够具备移动、传接球、投篮、运球、持球突破、防守和抢篮

板球等篮球攻、防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具备传切、掩护、快攻、联防

等篮球攻、防基本战术能力。

（2）能够具备踢球、传球、接球、运球、头顶球、运球过人、掷界

外球和守门员技术等足球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具备斜传直插二过一、

直传斜插二过一、撞墙式二过一、选位盯人等足球基本战术能力。

（3）能够具备传球、垫球、发球、扣球、拦网等排球攻、防基本技

0.5 0.5



术能力，以及具备排球比赛的组织与编排的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

（4）能够具备跑、跳跃、投掷等田径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具备田径

比赛的组织与编排的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

3. 素养目标：

（1）具备能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

意志。

（2）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养成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和具备克服困难、

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3）能够具有团结、协作、竞争、互助的集体主义意识。

0.1 0.1

课程概述

《体育》是一门公共基础必须课程，学时：144，学分：4。课程的主要教学目

标是通过体育教学和健身锻炼的全过程，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体育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和技巧，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和行为；帮助学生提高适应

社会与自然环境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培

养学生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具有适应现代航运要求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

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篮球（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基本掌握篮球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篮球竞赛的规

则、裁判法，掌握包括原地左右手运球技术、篮球基本脚步技术、篮球防守姿势、

双手胸前传接球技术、原地单手肩上投篮技术、行进间左右手低手投篮技术、交叉

步技术、急停跳投技术、持球突破技术和进攻与防守战术练习等篮球技术、战术和

练习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具备移动、传接球、投篮、运球、持球突破、防守和抢篮板球

等篮球攻、防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具备传切、掩护、快攻、联防等篮球攻、防基本

战术能力，具有团结、协作、竞争、互助的集体主义意识。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32课时。

考核方式：技术评定、技能达标。

任务二 足球（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基本掌握足球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足球竞赛的规

则、裁判法，掌握包括脚内侧、脚背内侧踢球技术，脚内侧、脚掌停地滚球、反弹

球、脚背正面接空中球技术，前额正面原地顶球技术，守门员技术，原地、助跑掷

界外球技术，直传斜插二过一、斜传直插二过一战术、四四二、四三三基本战术等

足球技术、战术和练习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具备踢球、传球、接球、运球、头顶球、运球过人、掷界外球

和守门员技术等足球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具备斜传直插二过一、直传斜插二过一、

撞墙式二过一、选位盯人等足球基本战术能力，具有团结、协作、竞争、互助的集

体主义意识。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32课时。

考核方式：技术评定、技能达标。

任务三 排球（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基本掌握排球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排球竞赛的规

则、裁判法，掌握包括正面上手传球技术、正面双手垫球技术、正面下手发球技术、

侧面下手发球技术、下手发球与接发球技术、基本站位与位置轮换、二、四号位扣

球技术、“中二、三”战术等排球技术、战术和练习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具备传球、垫球、发球、扣球、拦网等排球攻、防基本技术能

力，以及具备排球比赛的组织与编排的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具有团结、协作、竞



争、互助的集体主义意识。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32课时。

考核方式：技术评定、技能达标。

任务四 田径（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目标：基本掌握田径运动常用的技术、战术和理论知识以及田径竞赛的规

则、裁判法，掌握包括起跑、中长跑、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标枪、

铁饼等田径技术和练习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具备跑、跳跃、投掷等田径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具备田径比赛

的组织与编排的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具有克服困难、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团结、

协作、竞争、互助的集体主义意识。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32课时。

考核方式：技术评定、技能达标。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体育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教材原则上可选用国家规划教材，也可自编特色教材。

2.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补充。

3.补充材料：结合专业特色，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

体育教学中。

参考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运动生理学》、《学校体育学》、《体育心理学》、《运动

训练》。

《大学体育（含涉海类）》， 主编（刘洋/吴爱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书号 ISBN（978-7-5170-7689-6），出版时间（2019.6）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体育》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测试两部分构成。其中，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期末测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考勤、课堂表现、

期中测试，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考勤占平时成绩的 30%，课堂表现占平时

成绩的 20%，期中测试占平时成绩的 50%。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考勤部分：满分 10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缺勤三次以上考勤部分为 0分；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迟到或早退、上

课积极程度、课堂听讲认真程度、回答问题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期中测试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实施计划制定期中测试项目和

考核内容。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测试：

期末测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体能测试和

期终测试。其中，体能测试占 30％(1000m/800m占期末测试成绩的 10％、50m占期

末测试成绩的 10％、男引体向上（女仰卧起坐）及立定跳远各占期末测试成绩的

5％），期终测试占期末成绩的 70％.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实施计划制定期末测试内容。

撰写人：王平洋 系（教研室）主任：刘洋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英语

英文名称 College English

课程编号 300601 开课学期 1,2,3,4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属性 公共基础课

课程学分 1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专业本科

课程学时 总学时：192； 其中理论学时：19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英语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中英语 语音，语法，词汇，基本句型结构和基本的行文结构；基本的

听说读写能力

后续课程 专业英语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0 12

（一）知识目标

1.通过教师的精讲和学生的自主学习，使学生扩大词汇量，掌握较高

水平的篇章阅读理解能力、完善语法和词汇知识。

2.能较熟练地掌握 3200个左右的有一定难度的词汇（其中 1000词为

骨干词汇，学生应掌握其拼写、读音、同根词、用法及固定搭配；另

2500词为认知性词汇）和 300个词组。

3.掌握常用的英语句型、语态、语气、时态、各种复合句型及其变换；

掌握基本的读、写的技巧和能力。

4.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基本句型结构和基本的行文结构，从听说

读写译五个方面打下较为扎实的语言基础，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

能力。

0.4 0.4

（二）专业能力目标

1.课堂上能用英语与同学、老师做较为复杂地道的交流，并就生活中

的各种情景与人做交流和沟通

2.能听懂话语为每分钟 130-150词左右的英文材料。

3.能够阅读和翻译本专业英文图书资料，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120词，能写出不少于 120词不多于 200词的作文。

4.学习动机明确，有主动利用多种教育资源进行学习的能力，初步形

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的演讲，讨论，辩论和

报告的主要内容。能就较广泛的话题交流信息，提出问题，并陈述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具有初步的实用写作能力，能借助词典将中等难度

的一般题材和一般专业的文字材料英汉互译。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文

化差异，初步形成跨文化交际意识。

0.5 0.5

（三）素养目标 0.1 0.1



1.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初步了解英语国家的节日、风俗习惯、思维方

式等等。

2.充分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初步形成跨文化交际意识，提

高学生思辨能力。

3.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

课程概述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院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是以英

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

导，以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实施

开放式、交互型、立体化的教学体系。在教学中注重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尤其

是听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运用英语有效地进

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以

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听说方面

知识要点：

语音规则，听力技巧；日常口语表达

学习目标：

能基本听懂涉及日常交际的简短对话和陈述，能就一般的社会生活话题进行简单

的交谈，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授课建议：

建议学时：52学时

授课方式和课堂组织：启发式、直观式、讨论式及案例教学法

任务二：阅读方面

知识要点：语法，词汇，基本句型结构和阅读理解技巧

学习目标：能基本读懂一般题材的英文材料，理解基本正确；能够阅读本专业英

文图书资料，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120词
授课建议：

建议学时：60学时

授课方式和课堂组织：采用小组教学和班级授课相结合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

直观式、讨论式以及案例分析式教学

任务三：写作方面

知识要点：写作技巧，篇章结构

学习目标：能就一定话题或提纲在 30分钟内写出不少于 120词不多于 200词的作

文；能填写表格和撰写常见的应用文。

授课建议：

建议学时：40学时

授课方式和课堂组织：采用小组教学和班级授课相结合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

直观式、讨论式以及案例分析式教学

任务四：翻译方面

知识要点：

翻译技巧、语法结构、词汇运用

学习目标：掌握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基本方法和技巧；能借助词典将难度略低的短

文或资料译成中文或英文，理解基本正确。

授课建议：

建议学时：40学时



授课方式和课堂组织：采用小组教学和班级授课相结合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

直观式、讨论式以及案例分析式教学

师资标准

1.具有大学英语语言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助教及以上职称。

教材选用

标准

1. 根据本课程学习目标要求选用教材；

2. 教材应立足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基础上引进先进外语教学理念，融合国际优

质教育资源，采用科学的教学设计和多样的教学手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支持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动大学英语教学迈向新台阶。

3. 教材在课程性质上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结合。在教学理念上体现“以
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

教材信息：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系列教材

主编：李荫华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书 号 ： ISBN 978-7-5446-6724-1 ； ISBN 978-7-5446-6722-7 ； ISBN
978-7-5446-6723-4；

ISBN 978-7-5446-6721-0
出版时间：2017年 6月
《新一代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系列教材

主编：王守仁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书 号 ： ISBN 978-7-5213-0868-6 ； ISBN 978-7-5213-0872-3 ； ISBN
978-7-5213-0873-0；

ISBN 978-7-5213-0869-3
出版时间：2019年 6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大学英语”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试卷考核两部分

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试卷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测验、课堂

表现及作业。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测验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40%，课堂表现

及作业各占 30%。

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测验：满分 100分，将每学期测验成绩记录，并取平均分作为测验部分成绩；

课堂表现：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考勤、回答问题情况等）给

与学生该项分数；

作业：满分 100，将每学期每次作业成绩记录并取平均分；

期末试卷考核部分满分为 100分。期末考试试卷由校内统一命题，试卷由主观

题和客观题构成。期末考试成绩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性试卷，通过试卷评分

进行评价。

如有特殊情况，以上细则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调整。

撰写人：刘昊 系（教研室）主任：隋修平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

英文名称 Higher Mathematics

课程编号 300101 开课学期 第一、二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0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0； 其中理论学时：160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威海校区基础教学部 数学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1. 知识目标

（1）理解函数与极限的基本概念，掌握极限的基本理论和计

算方法，掌握函数的连续及间断点的概念。

（2）理解一元函数导数与微分的基本概念，掌握求导的基本

公式；掌握导数在研究函数性态方面的应用；掌握中值定理、

不等式与零点问题。

（3）理解一元函数积分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基本积分公式和

积分的方法；掌握定积分的应用。

（4）掌握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掌握几种常见的微分方程的

解法。

（5）理解向量代数基本概念；掌握平面方程和直线方程及其

求法；掌握空间曲面与曲线方程及其求法。

（6）理解多元函数（以二元函数为例）极限、连续、偏导数

及全微分的基本概念；掌握多元函数的求导法则和基本公式；

掌握二元函数极值与最值的求法；理解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

并掌握其计算方法。

（7）理解重积分的定义，掌握重积分的计算方法；掌握两类

曲线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掌握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了

解多元积分的应用。

（8）了解级数的概念，掌握常数项级数的收敛性的判定方法，

掌握幂级数的收敛域的求法，了解函数展开成幂级数和傅里叶

级数的方法。

0.8 0.4



2. 能力目标

（1）能够对极限、微分学、积分学等中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计

算，具备数学运算能力。

（2）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及逻辑思维能力。

（3）具备自主学习知识，搜索相关资料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运用数学

等基础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运用相关工具进行推理

和解决船舶管理和营运过程中各种实际问题。

0.1 0.5

3. 素养目标

（1）具有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等的民

族精神。

（2）具有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的优秀

品质，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

（3）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及主动探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

0.1 0.1

课程概述

《高等数学》课程是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是学好其

他专业课程的基础和工具，适用于海洋机器人专业的大一学生，旨在讲授数列、极

限、函数、微分、积分以及一些基础数学思想的基础课程，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高等数学》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学生的公共基础课，并被列为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课程在海洋机器人专业学生的大一全年开课，160课时，10学分。

《高等数学》课程的后续公共基础课程有《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课程为海洋机器人专业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必须的英语、数学、计算机

等基础知识做好基础保障。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函数、极限与连续（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函数定义和性质，极限定义和性质，极限的求解方法，连续的定义和

性质，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学习目标：

1．了解函数、复合函数、反函数、隐函数及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能够会表达

函数和画图，能够判定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巩固数形结合的

方法。

2．通过对函数的学习，能够建立简单应用问题的函数关系，培养应用函数思想

解决实际能够问题的能力。

3．能够准确函数极限、左、右极限及无穷大与无穷小的定义，并且明确极限与

左、右极限的关系，明确无穷大与无穷小的关系，能够利用极限的运算法则、两个

重要极限、等价无穷小替换等求解极限。

4．了解函数连续性的概念并且掌握判别间断点类型的方法，能够根据闭区间上

连续函数的性质证明简单的问题。

5．通过对极限的学习，探究生活中应用到极限思想的实例，培养化整为零、以

直代曲的思想。

6．感知应用极限思想的必要性，激发求知欲。



授课建议：18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二 导数与微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导数定义和性质，导数计算的重要性质及公式，微分定义和简单应用。

学习目标：

1．能够精确解释导数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及物理意义、函数的可导性与连

续性之间的关系。

2．能够利用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式、复合函数与反函

数的求导法则、隐函数与参数方程所确定函数的导数等求解导数, 掌握计算高阶导

数的方法。

3．能够解释微分的概念，并且利用微分的四则运算和微分形式不变性求解微

分，并利用微分进行近似计算。

4．通过对微分在近似计算中应用的学习，培养应用微分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体会运用微分解决实际问题的优越性。

5．通过对本部分学习，充分体现了归纳法、分类法等逻辑思维方法，理解与掌

握此类思维方法有助于良好的理性思维的形成。

授课建议：10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三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中值定理的理解与证明，洛必达法则求极限，导数在研究函数性态方

面的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罗尔中值定理与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内容，掌握中值定理推导过程中的演

绎、分析、分类等数理逻辑方法，锻炼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2．能够利用中值定理进行简单的证明，探究证明不等式的新思想（如凑导数法、

几何直观解题法、常数替代法、倒推法、乘积因子法等）。

3．能够利用洛必达法则求未定式极限的方法，感知求解极限的新方法，激发求

知欲。

4．能够利用导数判定函数的极值、单调性和凸凹性，能够利用函数极值、单调

性、凸凹性和渐进线画出简单函数的图像，从而培养直觉思维、发散思维等创新思

维。

授课建议：12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四 不定积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原函数与不定积分，不定积分性质，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

分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能够利用基本积分公式、换元法、分

部积分法求解不定积分。

2．探究计算不定积分的新方法，能够建立微分与积分的联系桥梁。

授课建议：8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五 定积分及其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微积分基本公式，定积分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

分法，反常积分计算，定积分的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能够应用微积分基本定理、换元法、分部积分法

求解定积分，能够应用积分上限函数求导，从而培养应用微积分思想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2．了解反常积分的基本概念，能够计算反常积分并能够判断其敛散性。

3．能够利用定积分的元素法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平面曲线的弧长和旋转体的

体积；通过对图形的探究，巩固数形结合的方法，培养化整为零、以直代曲的思

想。

4．提高利用定积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

授课建议：16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六 微分方程（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微分方程的概念，几种常见的一阶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学习目标：

1．了解微分方程及其阶、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等概念，能够求解可分离变量、

齐次、一阶线性、二阶常系数线性、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2．了解线性微分方程的性质及解的结构定理。

3．通过对微分方程的应用，培养利用数学建模的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

够建立数学与实际生活问题的联系。

授课建议：16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七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向量的基本概念、向量的运算及性质，平面方程和直线方程及其求法，

空间曲面与曲线方程及其求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基本概念及其表示，能够进行向量的线性运算、

数量积、向量积的向量运算。

2. 了解平面方程、直线方程及平面与直线间的位置关系。

3. 了解旋转面及其方程，柱面及其方程，掌握常见的二次曲面及图形，了解空

间曲面及其方程，了解空间曲面的投影。

4. 通过空间解析几何的学习，具有空间想象能力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授课建议：14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八 多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多元函数定义、极限、连续，多元函数偏导数、全微分，复合函数及

隐函数的求导法，多元函数极值与最值问题，方向导数与梯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多元函数及其极限、连续性的概念、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能够计算

各类函数的偏导数、全微分。

2．能够求解多元函数极值、条件极值以及最值。

3．通过对极值、最值的学习，能够解决简单多元函数最值的应用问题。

4．了解方向导数和梯度的基本概念，能够计算方向导数与梯度，了解多元微分

在几何上的应用。

5．多元函数微分学是一元函数微分学的推广与发展，培养应用类比思想来学习

的创新思维。

授课建议：18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九 重积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重积分的定义、性质和计算。

学习目标：



1．了解二重积分的定义及几何意义，了解二重积分的性质，能够求解直角坐标、

极坐标下的二重积分。

2．了解三重积分的定义、性质，能够在直角坐标、柱坐标下计算三重积分。

3．通过对积分区域的探究，巩固数形结合的方法。

授课建议：12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十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对弧长的曲线积分、对坐标的曲线积分、对面积的曲面积分、对坐标

的曲面积分。

1. 了解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定义、性质并能够计算，了解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

定义、性质并能够计算，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联系。

2. 了解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的定义、性质并能够计算，了解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

定义、性质并能够计算，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联系。

3. 了解多元积分在几何及物理中的应用，巩固数形结合的方法。

授课建议：18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十一 无穷级数（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常数项级数的收敛判定、正项级数的收敛判定、交错级数的收敛判定、

任意项级数的收敛判定、幂级数的收敛判定。

学习目标：

1．掌握常数项级数收敛、发散以及收敛级数和的概念，能够叙述级数的基本性

质和收敛的必要条件。

2．能够利用等比级数与 p-级数的收敛性、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包括极限形

式）和比值审敛法判定正项级数的敛散性。

3．能够利用交错级数和正项级数的判定准则判定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

件收敛。

4．能够计算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了解幂级数的性质，能够

计算函数的幂级数展开，能够计算级数求和。

5．了解傅里叶级数。

6．通过对级数的学习，培养应用级数思想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7．能够建立无穷级数与微积分之间的联系。

授课建议：18学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数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课程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1.应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2.具有丰富的高等数学教育经历。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教材以完成典型教学知识点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和课后拓展作业等

多种手段，根据海洋机器人专业学生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选取，使学生在各种

教学活动任务中建立数学有用的基本意识。

2．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根据海洋机器人专业领域的发展



趋势，将后续课程中使用的智能检测案例纳入其中。

3．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教材：

1.《高等数学（上册）》 白莉、秦红兵主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20.7
应用型高等院校教学改革创新教材

ISBN 978-7-5170-8629-1
2.《高等数学（上下册）》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第 7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04-039663-8
ISBN 978-7-04-039662-1

评价与

考核标准

《高等数学》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试卷考核两部

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试卷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测验、课堂

表现、作业和在线学习投入。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且每部分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

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测验：满分 100分，将每学期测验成绩记录，并取平均分作为测验部分成绩；

课堂表现：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考勤、回答问题情况等）给

与学生该项分数；

作业：满分 100，将每学期每次作业成绩记录并取平均分；

在线学习投入：满分 100分，包括阅读课程资源、讨论区发文回文等，由教学

平台提供的数据计算出该项分数。

期末试卷考核部分满分为 100分。期末考试试卷由校内统一命题，试卷由主观

题（计算、证明、应用）和客观题构成。期末考试成绩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

性试卷，通过试卷评分进行评价。

如有特殊情况，以上细则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调整。

撰写人：胡小璠 系（教研室）主任：赵吉东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 年 5月 20日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线性代数

英文名称 Linear Algebra

课程编号 300102 开课学期 第三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0； 其中理论学时：40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数学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熟悉空间解析几何知识，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

后续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1. 知识目标

（1）理解行列式、矩阵、向量组及其相关性、相似矩阵与二次型、

齐次及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等基本概念。

（2）掌握行列式性质、矩阵运算、向量组线性相关性、矩阵相似对

角化、二次型化为标准型等的基本理论。

（3）熟练掌握行列式、逆矩阵、矩阵方程、矩阵的秩、向量组的秩

及其极大线性无关组、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矩阵对角化、二次型化为

标准型等的计算方法。

0.6 0.4

2. 能力目标

（1）能够对行列式、矩阵、向量组、线性方程组、相似矩阵与二次

型等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计算，理解向量空间的基本理论，具备数学理

论基础、数学运算能力以及一定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

（2）具备自主学习知识，搜索相关资料的能力。

（3）能够正确地分析实际问题，用准确的数学语言表达专业学习中

的所求量，具备严谨的表述能力，并能通过正确的逻辑推理，建立数

学模型（矩阵方程、线性方程组等），借助于计算软件（Matlab，
Maple）解决问题。

0.3 0.5

3. 素养目标

（1）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大学数学的科学意义、文化内涵、懂得数

学的美和价值，用数学的眼光、思维、语言去观察、思考、表达世界，

提升数学意识、数学思维。

（2）能够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0.1 0.1



课程概述

《线性代数》是理工科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工程技术、军事和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也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

品格和思辨能力的重要载体。课程内容以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为主，具有较强

的抽象性与逻辑性。本课程基本任务是学习行列式，矩阵及其运算，向量的线性相

关性，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性方程组，相似矩阵及二次型等理论及其有关知识。当

然，不同类型专业对本课程的要求和内容会有所不同。

《线性代数》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二学期开课，共 40学时，2.5学分。通过对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线性代数的相关知识，能够具备一定的数学理论基础，同

时具有利用数学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对线性代数问题进行正确的

计算，具备数学运算能力；能够分析问题，用准确的数学语言表达专业学习中的所

求量，具备严谨的表述能力；能够正确地分析实际问题，通过正确的逻辑推理，建

立数学模型，借助于计算软件（Matlab，Maple）解决问题，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打

下必要的数学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行列式（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行列式的定义、性质、计算方法、克拉默法则

学习目标：

1.掌握行列式的定义和行列式的性质、二至四阶行列式的计算方法，会求解简

单的 n阶行列式；

2.能够利用克拉默法则判断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

3.通过行列式的引入，培养用数学语言表达所求量的思维方法；体会简洁精确、

形式化语言的便捷性。

4.根据二阶、三阶行列式定义的特征和规律通过概念演绎的方法给出 n 阶行列

式的定义，初步体会演绎思想方法，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直觉思维能力。

5.通过本部分学习，体现消元法、归纳法、降次法等数学方法，理解与掌握此

类数学方法有助于良好的数学思维的形成。

授课建议：8 学时，建议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讲

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增进师生互动，多讨论、多练习。

任务二 矩阵及其运算（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矩阵及其运算、逆矩阵、分块矩阵。

学习目标：

6．理解矩阵、逆矩阵、伴随矩阵、分块矩阵等的概念，

7．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矩阵乘法运算、矩阵转置运算、方阵的行列式以及它

们的运算规律。

8．掌握逆矩阵的性质以及方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会用伴随矩阵求可逆矩阵

的逆矩阵。

9．了解分块矩阵的运算。

10．通过矩阵的引入，体会“优良的数学符号和生动的概念是数学思想产生的动

力和钥匙”，感受从实际应用问题抽象出数再排列成特定的数学模式，演算对象由

“词”到“数”再到“式”的过程，感知算法化、 符号化、 程序化的数学思维。

11．通过反例的形式说明矩阵乘法没有交换律和消去律等，培养逆向思维，完

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开阔思路, 激发学生创造精神, 提升学习思维能力。

授课建议：6 学时，建议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讲

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增进师生互动，多讨论、多练习。

任务三 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性方程组（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的秩、线性方程组的解。

学习目标：

5．了解初等矩阵的性质和矩阵等价的概念，理解初等矩阵、矩阵的秩的概念。

6．熟练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及用初等变换求解矩阵的秩、矩阵的逆矩阵、矩阵

方程、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7．掌握矩阵方程建立与求解方法，培养应用矩阵思想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8．通过对本部分学习，体现分析法、建模法、化归法等数学方法，理解此类数

学方法将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过程，有助于良好的数学思维的形成，增强

利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授课建议：8 学时，建议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讲

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增进师生互动，多讨论、多练习。

任务四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向量组及其线性相关性、向量组的秩、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和求法。

学习目标：

3．了解向量、向量等价、向量空间、基础解系等的概念以及矩阵的秩与其行(列)
向量组的秩之间的关系。

4．理解向量的线性组合与线性表示、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向量组极

大线性无关组、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向量空间的基与维数等的概念，

5．掌握向量组线性相关性判别、求解向量组的秩及其极大线性无关组、求解齐

次与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的方法。

6．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体现分类讨论，类比思想、化归思想等，培养学生化难

为易、化繁为简的解题策略和方法。

7．初步培养学生从“形变质不变”看事物之变化、从“量变引质变”看事物之差

异、从“对立统一”看事物之联系、从“否定之否定”看事物之发展，体验线性代数的

抽象美、逻辑美、形式美等, 提高辨证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

授课建议：10学时，建议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讲

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增进师生互动，多讨论、多练习。

任务五 相似矩阵及二次型（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向量的内积及正交性、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相似矩阵、对称

矩阵的对角化、二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向量内积、相似矩阵、正交矩阵、二次型及其秩、二次型的标准形、规

范形等概念及惯性定理、正定二次型和对应矩阵的正定性及其判别法。

2.理解方阵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向量空间正交基、规范正交基等概念、

3.掌握方阵特征值的性质、计算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方法、将矩阵化为相

似对角矩阵的方法、将线性无关向量组化为规范正交基的施密特(Schimidt)方法、用

正交变换、配方法将二次型化为标准形的方法。

4.通过本部分的学习，进一步体会归纳思想、类比思想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将

知识系统化，培养学生通过阅读、观察、分析、猜想来探索规律的能力，以及建立

事物之间横向联系, 培养学生善于联想, 触类旁通, 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5.初步培养学生利用数学语言, 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 并应用合理的数

学方法进行求解, 进而转化成对现实问题的求解、解释和预测等的数学建模能力。

授课建议：8 学时，建议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讲

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增进师生互动，多讨论、多练习。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数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课程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1.应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2.具有丰富的高等数学教育经历。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教材以完成典型教学知识点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和课后拓展作业等

多种手段，根据理工类专业学生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选取，使学生在各种教学

活动任务中建立数学有用的基本意识。

2.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根据理工科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将后续课程中使用的相关课程案例纳入其中。

3.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教材：

《大学数学教程——线性代数》 山东大学数学院编著， 刘建亚 吴臻主编，

ISBN：9787040492071，2018年（第三版）iCourse.教材（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配套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线性代数》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性考核与期末试卷终结性

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试卷考核占期末

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满分 100分。平时过程考核分为课堂表现、在线学

习投入、阶段测试和作业四个部分，依据权重核定最终分数。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睡觉、做与课堂教学

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正确率、主动作答、出勤等）情况记录学生该项分数，对于

出勤率过低的学生，考核成绩按照相应比例折算；

在线学习投入：满分 100分，包括阅读课程资源、微课资源学习、讨论区发文

回文等，由线上教学平台提供的数据核算该项分数；

阶段测试：满分 100分，将章节测试成绩记录，并依据权重核定最终分数作为

为阶段测试成绩；

作业：满分 100分，根据作业难度或知识要求灵活设置作业分数，最终根据比

重核定最终作业成绩。

期末试卷考核部分满分为 100分。期末考试试卷由校内统一命题，试卷由主观

题（计算、证明、应用）和客观题构成。期末考试成绩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

性试卷，通过试卷评分进行评价。

如有特殊情况，以上细则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调整。

撰写人：吕秀敏 系（教研室）主任：赵吉东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英文名称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课程编号 300103 开课学期 第四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48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威海校区基础教学部 数学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熟练掌握一元、二元函数的微积分的计算。

2.熟练应用积分上限函数的定理。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11
1.知识目标

（1）掌握事件的关系和运算、概率的性质和计算方法。

（2）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

密度，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以及重要的随机变量分布，随机

变量函数分布、边缘分布、独立性并会解决相应的概率计算问

题。

（3）掌握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的计算方法和相关性质。

（4）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5）理解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

（6）掌握参数估计法和假设检验的方法。

0.6 0.4 0.4

2.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数学思维、数学表达、数学运算的能力。

（2）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及逻辑思维能力。

（3）具备自主学习知识、搜索相关资料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利用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建模、求解，解决交通管

理方面相关问题。

0.3 0.5 0.5

3.素养目标

（1）具有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脚踏

实地的工作精神。

（2）具有科学审美意识。

（3）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及主动探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

0.1 0.1 0.1



课程概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理工科学生的一门必修公共基础课，与其第一第二学

期的高等数学课程和第三学期的线性代数课程为衔接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数学理论基础，能够对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中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计算，具备数学运算能力；能够分析问题，用准确

的数学语言表达专业学习中的所求量，具备严谨的表述能力；能够正确地分析实际

问题，通过正确的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于计算软件（Matlab，Maple）
进行模型求解。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共计 48课时，3学分。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随机事件的定义、事件的关系和运算、概率的定义和性质、古典概

型、几何概型、条件概率、乘法定理、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独立性、独立试

验序列

学习目标：

1.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和运算；

2.通过随机事件关系与运算的学习，培养学生运用数学方式表达问题的能力；

3.会用概率的性质、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及独立性计算概率；

4.掌握独立试验序列下相关概率的求解方法；

5.通过随机事件及其概率的学习，培养学生应用概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通过本任务学习，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学运算能力；

7.通过本任务学习，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以及主动探索、

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 8课时，习题课 2课时，共 10课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

结合。

任务二：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随机变量的定义、离散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连续随机变量的概率

密度、分布函数、几种常见分布、一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学习目标：

1.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包括一维和二维）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掌握二项分

布、泊松分布及其应用；

2.理解分布函数的定义和性质；

3.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包括一维和二维）及其概率密度的概念，掌握概率密

度与分布函数的性质以及用密度求概率的方法，掌握均匀分布、指数分布、正态分

布及其应用；

4.掌握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以及独立性；

5.掌握一维随机变量和二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求法；

6.通过本任务学习启迪学生的科学审美意识，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

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利用该部分内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培养学生具有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脚踏实地的工作

精神。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 16课时，习题课 2课时，共 18课时，讲练结合，线上线

下结合。

任务三：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矩



学习目标：

1.理解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矩的概念；

2.掌握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矩的计算；

3.掌握随机变量的各种数字特征的相关性质；

4.掌握几类常见分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5.通过对各种数字特征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以及利用其实际意义对专

业问题提出合理对策建议的能力；

6.通过方差的学习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及主动探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 6课时，共 6课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四：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切比雪夫不等式、大数定律、列维中心极限定理、拉普拉斯中心极

限定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大数定律的思想内涵，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列维中心极限定理、拉普

拉斯中心极限定理；

2.掌握用切比雪夫不等式估计相关概率的范围，掌握用列维中心极限定理和拉

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求事件的概率；

3.通过本任务学习，培养学生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建模、求解的能力，使

学生具备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 2课时，共 2课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五：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总体、样本、统计量、正态总体下常用统计量的分布

学习目标：

1.理解总体、样本、统计量、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的概念，并会用计算器计算

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2.了解三大统计分布的定义和性质，了解分位点的概念并会查表计算；

3.了解正态总体的某些常用抽样的分布；

4.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的概念方法表达实际问题的能力。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 2课时，共 2课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任务六：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点估计、区间估计、假设检验

学习目标：

1.掌握矩估计和极大似然估计法以及点估计的评价标准；

2.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会求单个正态总体参数的置信区间；

3.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4.掌握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方法；

5.通过学习，培养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求解数学模型的能力，为专业

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6.培养学生的踏实严谨的工作精神以及科学的思维方法。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 8课时，习题课 2课时，共 10课时，讲练结合，线上线下

结合。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数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课程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1.应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2.具有丰富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经验。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教材以完成典型教学知识点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和课后拓展作业等

多种手段，根据学生专业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选取，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

务中建立数学有用的基本意识。

2．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根据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后

续课程中使用案例纳入其中。

3．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孟艳双等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978-7-5170-2091-2，
2014年 7月，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试卷

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试卷考核占期末

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测验、课堂

表现、作业和课前课后学习投入。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且每部分占平时过程考

核的 25%。

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测验：满分 100分，将每学期测验成绩记录，并取平均分作为测验部分成绩；

课堂表现：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考勤、课堂表现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作业：满分 100分，将每学期每次作业成绩记录并取平均分；

在线学习投入：满分 100分，该部分由教学平台提供的数据计算出该项分数。

期末试卷考核部分满分为 100分。期末考试试卷由校内统一命题，试卷由主观

题和客观题构成。期末考试成绩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性试卷，通过试卷评分

进行评价。

如有特殊情况，以上细则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调整。

撰写人：赵吉东 系（教研室）主任：赵吉东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计算机技术基础（C）”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计算机技术基础（C）

英文名称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Technology（C）

课程编号 300201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24实验实践学时：0上机学时：24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物理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电路原理、嵌入式系统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5
1.知识目标：

（1）掌握 C语言的基本概念、语法、语义和数据类型的使用

特点，理解描述刚体定轴转动的物理量定义及其关系。

（2）掌握最基本算法的设计与实现方法。

（3）掌握 C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及编程技巧，掌握程序的设

计、实现、调试、测试过程。

（4）理解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掌握模块化程序设计，理解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5）理解计算思维、循环结构、数组函数等概念，掌握编程

技巧的编程方法。

0.80 0.60

2.能力目标：

（1）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不断地扩展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

（2）具备正确使用 C 语言编写程序并调试程序的能力，解决

实际问题中的简单的程序分析问题。

（3）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工具对水上交通运输和船舶建

造装备行业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方案设计、数据预测、模拟和

分析的能力，并理解其局限性。

0.15 0.30

3.素养目标：

（1）能够提升全局思维与系统思维。

（2）能够增强信息技术的素养，提升计算思维。

0.05 0.10



课程概述

《计算机技术基础（C）》课程是理工科类各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公共

基础课，承担着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以及为其专业课打下深厚计算

机技术基础的任务。本课程共 48学时，本课程是该专业学生计算机类公共基础课，

课程通过学习 C语言程序开发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使学生掌握 C语言程序设计的

语法，能使用 C语言编程解决简单问题，同时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课程主要讲授内容有：（1）概述、简单程序设计（2）运算符、表达式、输入

输出语句、（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5）数组、（6）
函数、（7）指针、（8）字符串、（9）结构体、（10）文件操作共计 10个集知识、

实践技能为一体的任务模块（章）。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计算思维能力，并在今后工作学习中能够具

有与团队保持良好有效的沟通协作进行相关专业软件开发工作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概述、简单程序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C语言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学习目标：掌握 VC相关知识，具备修改调试程序的能力，完成按规则自己编

写简单的 C程序的任务。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二：运算符、表达式、输入输出语句[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运算符、表达式、printf、scanf、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学习目标：能够正确定义、输入、输出并使用常用数据类型：整型、实型、字

符型，掌握五种基本算术运算符的使用：+、-、*、/、%，知道优先级与结合性，掌

握逻辑运算符和关系运算符、条件运算符的使用，能够正确使用 printf() 和 scanf()

进行各种数据正确格式的输入输出，具备编写简单顺序结构程序的能力，解决实际

问题中的简单的程序分析问题。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三：选择结构程序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if语句、嵌套 if语句、switch语句和多分支结构程序。

学习目标：能够正确使用 if语句编写条件选择程序，能够使用嵌套 if 语句和

switch 语句编写多分支选择结构程序，具备编写分支语句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中

的选择分支问题。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四：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For语句、do-while语句、while语句、多重循环嵌套。

学习目标：能够正确使用 for、do-while、while 语句结构，能够使用 for、do-while、

while 编写循环结构程序，能够使用 for、do-while、while 编写多重循环语句。具备

编写循环语句的能力，解决复杂重复操作问题。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五：数组[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数组。



学习目标：能够掌握一维数组的使用，能够进行二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输

入、输出、引用等操作，能够进行字符串、字符数组操作，熟悉常用字符串处理函

数。具备数组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多个同种数据类型的数据操作和存储问题。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4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六：函数[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函数的定义、函数的调用、参数传递、函数递归。

学习目标：能够通过定义、调用函数处理指定问题：如数组排序，数据交换，

字符串大、小写转换等；能够编写嵌套调用函数；能够编制递归函数进行求阶乘的

运算；了解变量的作用域及生存期在程序中的影响。具备使用函数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模块化程序设计问题。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七：指针[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指针概念、指针运算、数组指针、指针函数、指针数据

学习目标：掌握指针的概念和指针运算；掌握数组指针；掌握指针函数；掌握

指针数组；了解二级指针、掌握 const关键字修饰指针变量。具备使用指针解决问

题的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教学重点： 指针的概念和指针运算

教学难点：数组指针、指针函数、指针数组、二级指针

授课建议：4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八：字符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字符数组、字符串、字符串指针、字符串输入输出函数、字符串操

作函数、字符串与数字间的转换。

学习目标：掌握字符数组、字符串；掌握字符串指针；掌握字符串输入输出函

数；掌握字符串操作函数；掌握字符串与数字间的转换；教学重点：字符数组、字

符串，具备使用字符串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教学难点：字符串指针、字符串操作函数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九：结构体[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结构体类型定义、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指针、结构体函数、typedef

关键字。

学习目标：掌握结构体类型的定义，掌握结构体数组，掌握结构体与指针，掌

握掌握结构体与函数，掌握 typedef关键字，具备使用结构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

教学重点：结构体类型的定义

教学难点：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指针、结构体与函数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十：预处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宏定义

学习目标：掌握宏定义；了解预处理；掌握条件编译；了解断言；具备使用预

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复杂多文件问题。

教学重点：宏定义



教学难点：条件编译、断言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可选），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十一：文件操作[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文件流、文件指针、文件位置指针、打开关闭文件、文件读写。

学习目标：了解文件流、文件指针及文件位置指针；掌握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掌握文件读写操作；了解文件随机读写。具备使用文件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多文

件处理等复杂工程问题。

教学重点：文件流、文件指针及文件位置指针、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教学难点：文件读写操作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演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C开发环境[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C语言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学习目标：会用 DevC++\VC、会读程序、会修改调试程序、会按规则自己编写

简单的 C程序。

授课建议：2学时上机。

任务二：运算符、表达式、输入输出语句[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运算符、表达式、printf、scanf、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学习目标：1.能够正确定义、输入、输出并使用常用数据类型：整型、实型、

字符型；2.掌握五种基本算术运算符的使用：+、-、*、/、%，知道优先级与结合性；

3.掌握逻辑运算符和关系运算符、条件运算符的使用；4.能够正确使用 printf() 和

scanf() 进行各种数据正确格式的输入输出；5.编写简单顺序结构程序。

授课建议： 2学时上机。

任务三：选择结构程序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if语句、嵌套 if语句、switch语句和多分支结构程序。

学习目标：1.能够使用 if 语句编写条件选择程序；2.能够使用嵌套 if 语句和

switch 语句编写多分支选择结构程序。

授课建议：2学时上机。

任务四：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For语句、do-while语句、while语句、多重循环嵌套。

学习目标：1.掌握 for、do-while、while 语句结构；2.能够使用 for、do-while、
while编写循环结构程序；3.使用 for、do-while、while编写多重循环语句。

授课建议： 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

任务五：数组[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一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操作、二维数组的定义。

学习目标：1.掌握一维数组的使用；2.能够进行二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输入、

输出、引用等操作；3.进行字符串、字符数组操作，熟悉常用字符串处理函数。

教学重点：一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操作、二维数组的定义

教学难点：二维数组的操作

授课建议： 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

任务六：函数[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函数的定义、函数的调用、参数传递、递归函数。

学习目标：1.能够通过定义、调用函数处理指定问题：如数组排序，数据交换，

字符串大、小写转换等；2.能够嵌套调用函数；3.编制递归函数进行求阶乘的运算；

4.了解变量的作用域及生存期在程序中的影响。



教学重点：函数的定义、函数的调用、参数传递

教学难点：参数传递、递归函数

授课建议： 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

任务七： 指针[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求：了解指针的概念和指针运算；掌握数组指针；掌握指针函数；了解

指针数组；了解二级指针。

教学重点： 指针的概念和指针运算

教学难点：数组指针、指针函数、指针数组、二级指针

授课建议：4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八： 字符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求：掌握字符数组、字符串；掌握字符串指针；掌握字符串输入输出函

数；掌握字符串操作函数；掌握字符串与数字间的转换。

教学重点：字符数组、字符串

教学难点：字符串指针、字符串操作函数

授课建议：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九： 结构体[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求：掌握结构体类型的定义；掌握结构体数组；了解结构体与指针；掌

握掌握结构体与函数；掌握 typedef关键字。

教学重点：结构体类型的定义

教学难点：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指针、结构体与函数

授课建议：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十： 预处理（可选）[支撑课程目标 1，2，3]
基本要求：掌握宏定义；了解预处理；掌握条件编译；了解断言。

教学重点：宏定义

教学难点：条件编译、断言

授课建议：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任务十一： 文件操作（可选）[支撑课程目标 1，2，3]
基本要求： 了解文件流、文件指针及文件位置指针；掌握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掌握文件读写操作；了解文件随机读写。

教学重点：文件流、文件指针及文件位置指针、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教学难点：文件读写操作

授课建议：2学时理论+2学时上机，课下慕课学习。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计算机，安装运行 Dev-c++或者 VisualC++6，每人 1台。

师资标准

1.具有计算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软件开发工程背景，熟悉软件开发流程有软件设计经验，并了解相关行业的

专业软件，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

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知识；能担任上机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熟悉计算机软件开发流程和相关专业知识，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教材应符合本课程的教学要求。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C语言开发基础教程（Dev-c++第 2版）》，黑马程序员，人民邮电出

版社，ISBN：9787115502025，十三五人才培养规划教材

《C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2481447，
2017年 5月，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计算机技术基础（C）》课程期末总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

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试成绩占期末总

成绩的 60%。

平时成绩（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建议成绩构成：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实
验+网络教学平台表现，教师可根据情况选择或增加相应的平时考核项目及权重。

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核）：

期末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性试卷，

通过试卷评分进行评价。

撰写人：王敏 系（教研室）主任：杨晓玲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人工智能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人工智能基础

英文名称 Found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课程编号 300204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物理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5
1.知识目标：

（1）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研究流派和应用

领域。

（2）掌握经典概念理论、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及经典集合。

（3）掌握知识表示概念，理解产生式表示、框架表示、状态

空间表示方法，了解知识图谱概念。

（4）掌握搜索的概念，理解盲目搜索、启发式搜索的基本过

程，了解博弈搜索。

（5）理解机器学习的概念、掌握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相关

算法，了解半监督学习及强化学习。

0.70 0.60

2.能力目标：

（1）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不断地扩展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

（2）具备人工智能的基本入门知识和思维，通过学习使学生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去研究应用、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

（3）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具备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及创

新人格所需要的基本技能。

0.20 0.30

3.素养目标：

（1）能够增强人工智能基本方法应用意识，提高科学素养。

（2）能够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0.10 0.10



课程概述

《人工智能基础》是面向全校各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承担

着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以及为其专业课打下深厚计算机理论思维基

础的任务。本课程共 16学时，以理论讲解为主，通过穿插大量的实例使学生能够快

速理解掌握相关内容。该课程主要解释人工智能的基本入门知识，通过学习使学生

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和思维方法，调动学生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

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各学科各专业学生创新创业和各专业

的“人工智能+”奠定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研究流派和应用领域。

学习目标：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熟悉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掌握人工智

能的研究流派；熟悉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具备有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了解人工

智能的发展趋势。

授课建议：1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问答

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应在教师

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鼓励通过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究等多种

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任务二：概念表示[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经典概念理论、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及经典集合。

学习目标：掌握经典概念基本理论知识；理解命题逻辑，掌握谓词逻辑；了解

经典集合理论。具备有逻辑推理能力，能够使用谓词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

授课建议：2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问答

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应在教师

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

任务三：知识表示[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知识表示概念、产生式表示、框架表示、状态空间表示及知识图谱。

教学目标：掌握知识表示相关概念；掌握产生式表示；掌握框架表示；理解状

态空间表示；了解知识图谱相关概念。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问答

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应在教师

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

任务四：搜索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搜索的概念、盲目搜索、启发式搜索和博弈搜索。

学习目标：掌握搜索的基本概念；掌握盲目搜索中得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

搜索；理解启发式搜索；了解博弈搜索。

授课建议：2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问答

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应在教师

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

任务五：机器学习[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机器学习概念、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及强化学习。

学习目标：掌握机器学习的相关概念；掌握监督学习的概念和常用算法包括

KNN，DT，SVM；掌握无监督学习概念和 K-means算法；了解半监督学习的相关

概念；了解强化学习相关概念。具有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能力，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

授课建议：4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问答

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应在教师

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

任务六：人工智能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图像处理和自然语言处理。

学习目标：了解图像处理中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应用；了解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

概念和相关应用；

授课建议：2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鼓励通过

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师资标准

1.具有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等学校教师培训经历，并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专业知识和时代前沿科学，了解该专业的专业知识，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

运用和补充。

4.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有扎实的人工智能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关注本学科的发展趋势。

5.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教材应符合本课程的教学要求。

2.教材应全面、准确地阐述本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3.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和开放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和应用性。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教材：

《人工智能导论》，李德毅，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9787504681195，2018.08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人工智能基础》课程期末总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两

部分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两者权重。

平时成绩（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包括：课堂表现（课堂纪律、

课堂听讲认真程度、回答问题情况等）、作业（作业认真程度和正确率）和优慕课

在线学习统计。其中考勤占平时成绩的 10%，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的 15%，作业占

平时成绩的 50%，网络在线学习占平时成绩的 25%，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平

时成绩组成及各项权重。

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核）：

期末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性试卷，

通过试卷评分进行评价。

撰写人： 陈珍锐 系（教研室）主任：杨晓玲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英文名称 University Physics

课程编号 300301 开课学期 二、三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4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64； 其中理论学时：64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物理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掌握微积分的概念和基本思想，能够利用微积分处理简单的

物理问题。

2.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和积分的计算方法。

3.掌握常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4.掌握矢量的运算。

后续课程 大学物理实验、海洋航行器流体力学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4
1.知识目标：

（1）掌握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定义及其关系，理解描述刚

体定轴转动的物理量定义及其关系。

（2）掌握静电场、恒定磁场的描述，掌握电磁感应的规律。

（3）掌握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理解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理

解波的干涉和衍射。

（4）理解光的波动性，掌握杨氏双缝干涉和薄膜干涉，了解

光的衍射。

（5）理解压强、温度与分子微观量的关系及气体分子速率分

布规律，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及第二定律，理解循环效率。

0.80 0.60 0.60

2.能力目标：

（1）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不断地扩展知识面，适应专业发展

的知识需求。

（2）具备运用物理方法、物理思维解决相关工程中的物理问

题。

0.10 0.30 0.30

3.素养目标：

（1）能够增强物理应用意识，提高物理素养。

（2）能够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0.10 0.10 0.10



课程概述

《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类各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承担

着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以及为其专业课打下深厚物理学理论基础的

任务。本课程共 64学时，课程主要任务为：使学生对力学、电磁学、机械振动、波

动、光学以及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有较系统的认识。通过学习，

训练学生运算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

生正确认识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辨

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参加工程实践打下必要的物理理论基

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力学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质点运动的描述，牛顿定律及应用，动量定理及动量守恒定律，动

能定理及机械能守恒定律，刚体定轴转动的角量描述，刚体定轴转动定律。

学习目标：掌握位置矢量、位移、速度、加速度和角速度等物理量；能熟练地

计算变力功，理解保守力做功的特点及势能的概念；掌握动能定理、动量定理、机

械能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理解转动惯量的概念及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

具备运用力学基本运动定律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授课建议：20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习题课、

讨论课是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

应在教师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鼓励通过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

究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任务二：电磁学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电场强度，静电场的高斯定律，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磁感应强度，

毕奥-萨伐尔定律，磁场的高斯定理，磁场的安培环路定理，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

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学习目标：掌握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及其叠加原理，掌握静电场的

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磁场的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掌握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具备分析工程问题中物理规律的能力，解决工程中电学和磁学理论相关的工程技术

问题。

授课建议：12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习题课、

讨论课是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

应在教师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鼓励通过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

究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任务三：机械振动与机械波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简谐振动，简谐振动的应用，简谐振动的合成，机械波的产生，波

速，波长，周期，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的干涉，波的衍射，多普勒效应。

教学目标：掌握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掌握据已知质点简谐振动方程建立平面

简谐波波函数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理解波的干涉和衍射，掌握机械波

的多普勒效应及其产生原因。具备较强地运用物理方法、物理思维解决工程技术问

题的能力，解决复杂的机械工程问题。

授课建议：12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习题课、

讨论课是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

应在教师的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鼓励通过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

究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任务四：光学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光源的发光机理，光的相干性，分波振面干涉，分振幅干涉，光的

衍射。

学习目标：掌握光程和光程差，掌握杨氏双缝干涉和薄膜干涉，了解劈尖和牛

顿环的应用，了解光的衍射。具备能够综合应用光学及其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知识的

能力，解决工程中的光学器件设计、光纤传导等问题。

授课建议：,6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鼓励通过

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任务五：分子热运动及热力学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气体的状态，气体分子的热运动，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能量均

分定理，热力学第一定律，等值过程，热力学循环和卡诺循环，热力学第二定律。

学习目标：掌握压强、温度、内能等概念，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

定律和统计意义。具备较强的热力学过程的计算能力，解决工程中的能源、动力问

题。

授课建议：14学时，采用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习题课、

讨论课是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并

应在教师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鼓励通过网络资源、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究

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

师资标准

1.具有物理学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

2.具有高等学校教师培训经历，并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专业知识和时代前沿科学，了解该专业的专业知识，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

运用和补充。

4.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善于发现和解决物理问题。

5.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教材应符合本课程的教学要求。

2.教材应全面、准确地阐述本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3.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和开放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和应用性。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教材：

《大学物理》（第二版 上册 ISBN：9787517049760），《大学物理》（第二版 下

册 ISBN：9787517049807），山东省教学名师梁志强教授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2017年 2月出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大学物理》课程期末总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

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两者权重。

平时成绩（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包括：考勤、课堂表现（课堂

纪律、课堂听讲认真程度、回答问题情况等）、作业（作业认真程度和正确率）和

阶段性测评（随堂测试或期中测试）。其中考勤占平时成绩的 10%，课堂表现占平

时成绩的 20%，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50%，阶段性测评占平时成绩的 20%，教师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平时成绩组成及各项权重。

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核）：

期末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主要是知识应用性试卷，



通过试卷评分进行评价。

撰写人：杨晓玲 系（教研室）主任：杨晓玲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实验

英文名称 Experimental College Physics

课程编号 300302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6 实验实践学时：42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物理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掌握微积分的概念和基本思想，能够利用微积分处理简单的

物理问题。

2.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和积分的计算方法。

3.掌握常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4.掌握矢量的运算。

后续课程 金属工艺学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4
1.知识目标：

（1）掌握不确定度评定测量结果的方法，能够用标准形式正

确表达测量结果。

（2）掌握基本的数据处理方法，学会使用逐差法、作图法等

对数据进行处理。

（3）掌握所学物理实验的基本原理。

（4）掌握所学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

（5）能够熟练地重复所学实验

0.60

2.能力目标：

（1）具备动手进行简单物理实验的能力，具备科学实验基本

素质，树立正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2）具备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能够合理地设计

并操作简单的物理实验。

0.2

3.素养目标：

（1）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具备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积极主

动的探索精神。

（2）能够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0.2



课程概述

《大学物理实验》是为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设置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

课程，是全校理工科唯一一门独立设课的实践课程，是学校理工科学生进入大学后

系统地接受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物理实验教学与物理理论教学具有同

等重要的地位,二者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配合,又有各自独立的任务和作用。《大学

物理实验》共 48学时，3.0学分。授课内容主要包含两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绪

论和第一章误差理论及数据处理（6 学时）；第二大板块，具体实验项目操作，共

计开出 14个实验项目。期末采取闭卷操作考试，在实验室进行，主要考察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及误差处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主要包含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不确定度评定测量结果的方法，有效数

字的运算规则，数据处理方法等。

学习目标：掌握不确定度评定测量结果的方法，并且能够用标准形式正确表达测量

结果。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6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的授课模式。

任务二 拉伸法测量金属丝的杨氏模量（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杨氏模量的概念、拉伸法测量杨氏模量的原理。

学习目标：理解杨氏模量概念，掌握拉伸法测量杨氏模量的原理和方法，能够使用

逐差法、作图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三 三线扭摆法测刚体的转动惯量（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三线扭摆法测量刚体转动惯量的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和平行轴定理。

学习目标：理解机械能守恒定律和简谐振动的特征，掌握转动惯量的测量方法，能

够验证平行轴定理。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四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量（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了解数字电压表的结构和调零原理；学习用标准砝码对硅压阻式力敏传

感器定标，确定出灵敏度；根据已学电桥知识，掌握力敏传感器芯片结构和工作原

理；学习用逐差法处理数据。

学习目标：掌握拉脱法测定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原理；能够用标准砝码对力敏传感

器进行定标；掌握测定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方法。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五 落球法测定液体的黏滞系数（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斯托克斯公式及其修正方法，读数显微镜测量小球直径。

学习目标：掌握小圆球在液体中下落时受到的黏滞阻力的计算公式，能够根据受力

能分析出小球的运动状态，掌握小球匀速运动状态的判定方法，准确熟练的使用测

量工具来测量长度、时间等基本物理量。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六 弦振动的研究（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驻波的形成原理、弦振动装置的操作。



学习目标：观察在弦线上形成驻波的波形；掌握均匀弦线上横波波长与弦线张力、

振动频率的关系；能够用图解法验证物理公式。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七 示波器的原理与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示波器使用前的校准，稳定波形的调节，信号峰峰值电压和周期、频率

的计算等。

学习目标：掌握示波器面板结构及工作原理；能够用示波器测信号的峰峰值电压和

周期、频率；能够用李萨如图形测量未知信号的频率。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八 静电场的描绘（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模拟法的原理和使用。

学习目标：掌握用模拟法测绘静电场分布的原理，能够做出等势线和电场线，加深

对电场强度和电势概念的理解。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九 惠斯通电桥（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惠斯通电桥的原理，滑线式惠斯通电桥测电阻，箱式惠斯通电桥测电阻，

电桥的测量误差和不确定分析，箱式惠斯通电桥测不确定度。

学习目标：掌握惠斯通电桥测电阻的原理，能够用滑线式和箱式惠斯通电桥测电阻，

能够用箱式惠斯通电桥分析电桥的不确定。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十 导体电阻率的测量（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主要包含了解四端引线法的意义及双臂电桥的结构，学会用双臂电桥测

低值电阻的方法；学习测量导体的电阻率等。

学习目标：理解并掌握直流双臂电桥的工作原理；掌握 QJ44型直流双臂电桥、SB82
滑线式直流双臂电桥的使用方法，能够用标准形式正确表达测量结果。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十一 直流电表的改装与校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将表头改装成电流表、电压表的原理及其校准量程和刻度的方法。

学习目标：能够用替代法测表头内阻；能够将表头改装成大量程电流表、电压表，

掌握其量程、刻度校准的步骤和方法；能够确定电表的准确度等级。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十二 霍尔效应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霍尔效应产生机理、霍尔效应的副效应及其消除方法。

学习目标：掌握霍尔效应产生机理、掌握“对称换向测量法”消除副效应的原理。

掌握霍尔效应发展历程、机理，能够使用对称换向测量法。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十三 等厚干涉（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光的干涉，等厚干涉的概念，等厚干涉的应用，读数显微镜测量直径的

方法。

学习目标：掌握用牛顿环仪测定凸透镜曲率半径的原理和方法，能够用劈尖法测量

细丝直径或薄片厚度。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十四 太阳能电池伏-安特性的测量（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了解半导体物理的基本概念；了解太阳能电池的原理；会正确使用万用

表测量电阻、电压和电流；学习测量太阳能电池不同组合状态下的开路电压、短路

电流；会计算太阳能电池的填充因子以及转化效率；学习用作图法描绘太阳电池伏-
安特性曲线、输出功率与负载电阻的关系曲线。

学习目标：掌握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能够测量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伏-
安特性曲线、输出功率与负载电阻的关系曲线，测量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开路电压和

短路电流。掌握太阳能电池的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和光强的关系；掌握填充因子和

转换效率的物理意义。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任务十五 密度的测量（设计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物理天平操作方法；密度的几种测量方法；设计性实验报告的设计步骤。

学习目标：掌握天平的操作方法；能够设计简单的物理实验，掌握报告的书写方法。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为 3学时，采取教师“现场讲解+操作示范”的两人一组小班授课

模式。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物理实验室应能满足实验课程教学需要，为演示实验、学生实验、科学实践活

动以及开放式探究实验提供场地。实验台、实验仪器、投影仪以及消防安全设施完

善且齐备。

师资标准

1、具有物理学、光学、原子与分子物理、半导体物理学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多年从事实验实践教学，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

及评价课程；

4、能将创新创业理念和思想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教材选用

标准

选用教材标准：

1、教材应充分体现了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2、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实验原理讲解清晰、文字表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3、教材应突出创新创业基本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教材：

1、《物理实验教程》（第 6 版），原所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7-04-055348-2，出版时间 2021.03，国家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期末总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两

部分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60%，期末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40%，

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两者权重。

平时成绩（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包括：考勤、课堂表现（课堂

纪律、课堂听讲认真程度、回答问题情况等）、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认真程度和正

确率）。其中考勤占平时成绩的 20%，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的 30%，实验报告占平

时成绩的 50%，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平时成绩组成及各项权重。

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核）：

期末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考核方式主要是实验操作考试以及

相关知识口试。

撰写人：孙德辉 系（教研室）主任：杨晓玲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大学生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生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

英文名称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编号 190203 开课学期 第 1-4 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16

开课单位 学生工作处劳动教育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7 …

1.了解劳动教育基本知识及高校进行劳动教育的意义 0.4

2.高校劳动教育理论与安全知识 0.6

3. 劳动教育与垃圾分类及家庭劳动相关知识 1

课程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020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我校于 2019年开始的劳动教育主要是实践性

劳动，存在理论性不足的问题。现拟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劳动课程，涵括了劳动教

育概述和意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设置等理论性内容，也

涵括了劳动教育与实习实训、勤工俭学与义务劳动、劳动教育与安全、劳动教育与

垃圾分类、家政服务与家庭劳动教育等内容。

同时，课程设有 10个学时的劳动实践课程，各专业学生结合专业特色，参加相

应的实践性活动，在实践中充分领会劳动的重要意义，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使其具

备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迁移和应用知识以及关于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

力，具备工作安全、环保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劳动教育概述应知应会（学时：2）（支撑课程目标 1）
了解劳动与劳动教育的概念与特征，熟悉劳动教育与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认识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要求与发展趋势。

任务二：高校进行劳动教育的意义应知应会 （学时：2）（支撑课程目标 1）
1.从哲学角度，了解劳动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强化

劳动教育是形成人才培养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的重要举措。

2.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新中国劳动教育的历史回顾，了解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动教育，对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再认识。

3.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劳动教育的新发展，认识劳动论

述的时代价值。

任务三：高校劳动教育理论应知应会（学时：6）（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高校劳动教育的原则、组织机构和职能分布；

2.了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设置特点，熟悉内容、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充分认

知劳动教育实施体系；

3.劳动教育与实习训练相关理论；

任务五：劳动教育与安全应知应会（学时：2）（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国防交通动员的意义。

2.了解 国防交通动员的主体、对象、范围。

3.了解国防交通动员的准备与实施。

任务六：劳动教育与垃圾分类应知应会（学时：2）（支撑课程目标 3）
1.了解垃圾分类概述；

2.垃圾分类对社会的意义；

3.垃圾分类原则和高校垃圾分类教育。

任务七：家政服务与家庭劳动教育应知应会（学时：2）（支撑课程目标 3）
1.家政服务概述；

2.家政服务现状；

3.家政服务发展特点和职业守则。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八：劳动实践（学时：16）
课程建议：1.校外劳动基地实践；

2.校内劳动基地实践；

3.结合专业特点的劳动实践。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根据劳动场所和劳动内容不同，采取不同的班额，创新组织形式。



师资标准

1.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2. 熟悉劳动理论课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4.熟悉高等学校劳动实践教学的方法与手段；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兼职教师应是来自劳动理论课教学一线的骨干或校内教师中有一定造诣的爱好者，

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教材以实际案例、知识拓展等多种手段，使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有深入了解，并

牢固树立劳动意识。

2.教材突出我国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最新思想和政策。教材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

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教材：《大学生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主编：于翊广、乔书凯，出版社：山

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书号：ISBN 978-7-5723-0692-1，出版时间：2020年 9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试形式：闭卷考试和劳动实践成绩；成绩构成：卷面分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其中实践环节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20%）。

撰写人： 系（教研室）主任：

学院（部）负责人：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国家安全与校园安全”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国家安全与校园安全

英文名称 Safe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编号 190204 开课学期
第一、三、五、七

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四年制本科专业

（含高职本科和

（3+4）贯通培养）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2，实践学时 10。

开课单位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人民武装部）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8 …

1.了解国家公共安全基本知识 0.3

2.了解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基本知识 0.6

3.了解心理和生理健康知识 0.3

4.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0.4

5.了解网络安全和应急事件的处理 0.4

课程概述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

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和“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
要求，教育部于 2018年 4月印发并实施《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

见》，要求各地学校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做好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工作，使

广大学生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本书共十一章，从国家公共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心理、生理健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安全及突发事件的应对等涉及大学生学

习生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讲授。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安全教育概况和国家公共安全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1）

1.了解国家公共安全概况。

2.了解如何保守国家秘密。

3.大学生面对邪教该如何做。

任务二：人身安全侵害的预防与应对应知应会 （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校内外人身伤害案件发生的常见原因有哪些。

2.了解高校人身伤害案件的预防原则。

3.了解高校人身伤害的应对原则。

4.了解高校性侵害案件的预防措施。

5.了解应对“两抢”勒索案的措施。

6.了解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任务三：财产安全和交通安全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校内盗窃案高发地点和时间。

2. 了解校内外防盗攻略。

3.了解高校诈骗案的特点、类型和手段。

4.了解防骗攻略和被骗后应对策略。

5.了解公共交通常识。

6.了解大学生易发生的交通事故。

7.了解交通意外应急处理措施。

任务四：消防安全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2）
1.了解日常防火要略。

2.了解扑救初起火灾的原则和方法。

3.了解火灾中的逃生与自救原则

4.了解各类消防灭火类器材的使用方法。

任务五：心理健康安全和生理健康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3）
1.了解如何化解矛盾。

2.了解心理健康的定义。

3.了解如何“安全”地分手。

4.了解赌博成瘾的原因。

任务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4）
1.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

2.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措施。

3.了解如何高校疫情防控工作体系。

任务七：网络安全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5）
1.了解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及预防。

2.了解预防网络成瘾的措施。

3.了解预防网络违法犯罪的措施。

4.了解预防校园贷的措施。



任务八：突发事件的应对应知应会（学时：4）（支撑课程目标 5）
1.了解如何应对踩踏。

2.了解地震求生措施。

3.了解洪水到来时的应对措施。

4.了解如何避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5.了解其他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无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无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教育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安全知识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4.熟悉高等学校安全知识教学的方法与手段；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兼职教师应是来自教学一线的骨干或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安全知识或对某

个领域有较深研究，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按照课程标准要求，学校组织编写了《大学生安全教育》教材。

2.本教材以实际案例、知识拓展等多种手段，使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有深入了解，

并树立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质。

3.教材突出大学生安全教育新理念。教材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

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试形式：平时考核（30%），期末应知（70%），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

撰写人： 系（教研室）主任：

学院（部）负责人：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英文名称 University student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education

课程编号 190205 开课学期
第一、三、五、七

学期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四年制本科专业

（含高职本科和

（3+4）贯通培养）

和专科专业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2 实践学时：10

开课单位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人民武装部）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9 12 …

1.了解大学生活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知知识 0.3

2.学会自我情绪管理等相关知识 0.3

3.了解大学生的压力管理、挫折与危机处理知识 0.4

4.了解幸福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0.5

5.学会生涯规划等相关知识 0.5

课程概述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强化心理健康意识,识别心理异常现象;提升心理健康素质,增
强社会适应能力,开发自我心理潜能;运用心理调节方法,掌握心理保健技能,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其重点是学习成才、人际交往、恋爱观、自我认知与人格发展、情调适

与压力管理以及就业创业与生涯规划。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适应大学生活（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了解大学学业规划

学习目标：养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二：大学生的自我认识 （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了解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及发展特点

学习目标： 理解自我意识的内容，了解自信和自卑的心理机制，区分自卑和自

卑情结，学习悦纳自己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三：大学生的情绪管理（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了解和认识情绪

学习目标：学会管理调节情绪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四：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熟悉人际交往的理论

学习目标：掌握人际交往与沟通的技巧和方法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五：大学生学习心理（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熟悉学习心理

学习目标：了解自己的学习特点，掌握合适的学习方法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六：大学生恋爱心理（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了解大学生的恋爱心理的特点

学习目标：理解爱情的真谛，提升爱的能力，培养健康的性心理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七：大学生的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了解压力与挫折的概念

学习目标：学会应对压力,科学管理压力，提升抗逆力和耐挫力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八：大学生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了解什么是心理危机了解压力与挫折的概念

学习目标：了解心理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应对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九：探究生命与幸福的意义（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了解生命的意义

学习目标：探究什么是幸福感，明确幸福目标，实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幸福观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任务十：大学生生涯规划与发展（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了解生涯规划

学习目标：探究自己的生涯规划

授课建议：2学时，课堂讲解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适应大学生活(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了解大学生活和高中生活的区别

学习目标：找到自己的大学生活节奏和目标

授课建议：讲座，团体辅导，4学时

任务二：学会人际合作(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团队合作方式

学习目标：学会团队合作共赢

授课建议：团体活动，2学时

任务三：学会应对挫折，规划未来(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生涯规划

学习目标：学会展望未来，舒缓压力

授课建议：讲座，团体活动，4学时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心理学、教育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4.熟悉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教学的方法与手段；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兼职教师应是来自学生工作一线的骨干教师，熟悉大学生心理发展规

律，熟悉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以案例分析为主，内容贴近学生需要，重在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实际案例、知识拓展等多种手段，使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有

深入了解，并树立心理健康意识。

参考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编陈朝霞、赵斐娜，海南出版社，

ISBN978-7-5443-9473-4，2020年 9月出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试形式：平时考核（40%），期末应知（60%），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

撰写人： 系（教研室）主任：

学院（部）负责人：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思政限选课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英文名称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Road

课程编号 300406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思政限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8
1.知识目标：

（1）掌握党和国家发展史上的主要人物与事件、相关理论、重

要成就等知识。掌握进入新时代后呈现的新特征和面对的新任

务，充分理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2）掌握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

会主义和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掌握中国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3）掌握并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4）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基本原理。

0.4 0.2

2.能力目标：

（1）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

解决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力，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2）具备承担历史责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

斗的行动能力。

（3）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具备对职业角色

的把握能力以及对社会角色的适应能力。

（4）具备独立学习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和深厚

人文素养。

0.3 0.4

3.素养目标： 0.3 0.4



（1）能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能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

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

（3）能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4）能够形成为国家交通强国、航运强国建设奉献的精神意志。

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全校思政限选课，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的部署安排，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开展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故开设本课程。鉴于高校

大学生的知识储备，本课程主要选取党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集中

讲授，突出科学性、理论性、学术性。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主要历史任务、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掌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二十世

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及由此导致的思潮变化、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现实的过

程、社会主义向世界的扩展等知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掌握

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相关理论等知识；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掌握中

国共产党相对之前政党的特性及优越性，掌握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学习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分析解决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力，具备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一定的独

立学习能力、洞察力、理解力和人文素养；能够通过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树立强

国意识。

授课建议：建议 6学时。授课方式主要为课堂讲授，适当结合教师导读、学生

讨论、翻转课堂、播放视频导学等教学方法。

任务二 中国革命新道路（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进行的艰辛探索、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进程。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党为革命进行艰辛探索，掌握其过程、人物、事件等知识；

通过学习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掌握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掌

握毛泽东思想，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相关理论及成果，掌握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

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学习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力，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进

一步加强洞察力、理解力、独立学习能力、承担历史责任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能

够通过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

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

授课建议：建议 6学时。授课方式主要为课堂讲授，适当结合教师导读、学生

讨论、翻转课堂、播放视频导学等教学方法。

任务三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支撑课程

目标 1、2、3）
知识要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国内外对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学习目标：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掌握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



发展以及国内外对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学术回顾，掌握中国改革开放和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力，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

致，进一步加强洞察力、理解力、独立学习能力、承担历史责任的能力和社会责任

感，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对职业角色的把握能力以及对社会角色的适

应能力；能够通过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

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形成为国家交通强国、航运强国建设奉献的精神意志。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授课方式主要为课堂讲授，适当结合教师导读、学生

讨论、翻转课堂、播放视频导学等教学方法。

任务四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支撑课程

目标 1、2、3）
知识要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熟现代国家的特征和发展

趋势、新时代的新特征和新任务。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新时代的新特征和新任务，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

成就，掌握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和选择改革

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学习，掌握并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掌握进入新时代后呈现的新特征，面对的新

任务，充分理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时代性、创新性和伟大

意义，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具备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力，与党和

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具备洞察力、理解力、独立学习能力、承担历史责任的能力和

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对职业角色的把握能力以及对社会角色的适应

能力；能够通过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听

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形成为国家交通强国、航运强国建设奉献的精神意志。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授课方式主要为课堂讲授，适当结合教师导读、学生

讨论、翻转课堂、播放视频导学等教学方法。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引

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

工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和《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要求选用教材，教材体现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

实用性以及时效性的有机统一。教材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1.教材名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作者：习近平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书号：987-7-5073-4805-7
出版时间：2021年 2月

2.教材名称：中国共产党简史

主编：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书号：978-7-01-023203-4
出版时间：2021年 2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 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

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 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小组汇报，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25%，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小组汇报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 分，出勤和课堂表现各占 50分。缺勤一次扣 10 分，

缺勤三次以上到课情况为 0分；课堂表现部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睡觉、

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课程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作业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小组汇报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小组展示汇报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

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王晓冉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新中国史的回顾与展望”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新中国史的回顾与展望

英文名称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课程编号 300407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思政限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8
1.知识目标：

（4）掌握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

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

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历史知识。

（2）掌握中国近现代海洋技术发展史知识。

0.4 0.3

4. 能力目标：

（3）具备科学认识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能够自觉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的影响。

（4）具备思考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和

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的能力。

（5）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社会主义实践

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

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0.3 0.4

5. 素养目标：

（4）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时代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5）能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重视历史、借鉴历史的意识。

（6）能够坚定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信念。

（4）能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

0.3 0.3

课程概述

《新中国史的回顾与展望》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门思

政限选课。课程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

外，使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了解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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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怎样选择了

改革开放，从而使学生确立并增强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信念。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祖国大陆的统一；清除匪患与镇压

反革命运动）；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基本禁绝娼赌毒，推行新婚姻制度，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恢复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外交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的建立；一五计划与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总体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进程；能够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以后中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

结合；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能够认识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

缺乏经验，再加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等多种原因，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犯

了“左”倾错误。正确认识这些错误的实质，正确分析犯这些错误的原因，正确地评

价党的历史。

授课建议：主要为课堂讲授（精讲），适当结合教师导读和学生讨论等教学方

式，6 学时。

任务二 从改革开放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世纪（支撑课程目标 1、2、
3）

知识要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与改革开放的起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

严峻考验中深化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总体小康目标的实现

和跨世纪发展战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改革开放的历程，理解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和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具备理解中国人民选择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然的能力；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理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认识到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能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社

会责任感，勇于担当时代大任。

授课建议：主要为课堂讲授（精讲），适当结合课堂讨论等教学方式，5课时。

任务三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主政治和文化繁荣发展；

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新时代的

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文化、生态

文明、军队改革；港澳台工作新进程；“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面从

严治党。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和发展过程，明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们党在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

作出的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考量；理解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

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过程，增强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授课建议：主要为课堂讲授（精讲），适当结合翻转课堂和学生讨论等教学方

式，5 学时。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和《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要求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作为

教材。教材的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教材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

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5154-0974-0
出版时间：2019.9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新中国史的回顾与展望》课程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

期末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

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小组汇报，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25%，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小组汇报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出勤和课堂表现各占 5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

缺勤三次以上到课情况为 0分；课堂表现部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睡觉、

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课程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作业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小组汇报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小组展示汇报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

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赵婧方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英文名称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课程编号 300408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思政限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8
1.知识目标：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伟大实践，包

括中国改革的过程，从小岗模式、苏南模式到国有企业改革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理解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改革”。
（2）全面了解中国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从经济特区、沿

海经济开区到内地，逐渐形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点

面结合的开放格局。

0.4 0.3

2.能力目标：

（1）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

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

力，能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非社会主义

思潮的影响，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2）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具备对职业角

色的把握能力，具备对社会角色的适应能力。

0.3 0.3

3.素养目标：

（1）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增强时

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

践，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船舶

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0.3 0.4



课程概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一门思政限选课，授课总学时为 16学时。本课

程主要是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与伟大实践。沿着中国“改革”和“开放”
两条主线，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问题，详细解读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的形成。明确中国

改革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梳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并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改革开放四十余

年的成就，观察分析现实中热点和难点问题，并能理性地直面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次

大讨论，如“真理标准大讨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充分认识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以，并自觉担当新时

代青年的历史使命，提升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等综合素质，

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动——80年代（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中国改革的酝酿与兴起：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对外开放的启动、中

央决策层的震动、邓小平初次南巡。

学习目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了解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和历史条件，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即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小岗模

式、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等理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与实

践的学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授课建议：建议 4学时。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适当播放视

频导学，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90年代（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带来的变化。

学习目标：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不断完善，通过解读邓小平同志南

巡讲话内容、十四大报告，结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际，了解中国改革进一步

深化的过程，树立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识，增强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授课建议：建议 4学时。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适当播放视频导学，

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成熟——00年代（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扩大改革。

学习目标：结合本世纪初的历史和实际，深入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

的改革，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难点和热点问题，增

强对改革开放的阐释力和对国家方针、路线、政策的解释力，增强贯彻党方针、路线

和政策的自觉性。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适当播放视频导学，

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0年代（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理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文件，结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此阶段的实践，以及中国在抗疫斗争中的制度优势，让学生全面深刻理解“中
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授课建议：建议 6 学时。综合利用教师讲授和翻转课堂的方式授课，学生分组展

示汇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小组划分以 6-8 人为宜。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术

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引入

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工

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和《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要求选用《改革开放简史》作为教材，教材具体信息如下

所示：

教材名称：改革开放简史

主编：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书号：978-7-01-023186-0
出版时间：2021年 8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

末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

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现、

课程作业、小组汇报，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

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小组汇报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细则考核如

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出勤和课堂表现各占 5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缺

勤三次以上到课情况为 0分；课堂表现部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睡觉、做

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

数。

课程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作业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小组汇报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小组展示汇报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当

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生

该项分数。

撰写人：邹秀娥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时代”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时代

英文名称 China's Era in World Socialism Development

课程编号 300409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思政限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8
1.知识目标：

（1）掌握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实践，包括社

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

（2）全面了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

动实践，正确认识中国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正确认识世

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0.3 0.5

2.能力目标：

（1）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

析解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的能力，

能够自觉抵制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和言论的影响，与党和政府

保持高度一致。

（2）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具备对职业角

色的把握能力，具备对社会角色的适应能力。

0.4 0.3

3.素养目标：

（1）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时

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能够发展走向海洋机器人领域所需要的思想、文化、

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0.3 0.2



课程概述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时代》是一门思政限选课，授课总学时为 16学时。

本课程主要是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背景下，介绍当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实

践推进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通

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把握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使学生能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及其客观依据，结合当代社会主义特别

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充分认识我国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及其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提升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

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基本主张，科学社会

主义的创立与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认识空想社会主义

产生的时代背景，明确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基本主张和历史地位，

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与历史必然性，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

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地位，坚定理想信念。

授课建议：建议 4学时。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适当播放

视频导学，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俄国革命运动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列宁“一国胜利论”、十月革

命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与

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历程，把握列宁的“一国胜

利论”，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把握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认识到社会主义建立的曲折历程，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

心。

授课建议：建议 4学时。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适当播放视频导

学，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三：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苏联模式”的形成与特征、二战之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苏

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经验与教训。

学习目标：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认识经济文化落后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明确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遵循社会

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的发展规律，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光明

未来。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适当播放视频导

学，全班集体授课。

任务四：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背景、意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艰辛历程，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和战略布

局、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习目标：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把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历程，明确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奋



斗目标和战略布局，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坚定“四个自

信”，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授课建议：建议 6学时。综合利用教师讲授和翻转课堂的方式授课，学生分组

展示汇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小组划分以 6-8 人为宜。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

工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和《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要求选用《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作为教材，教材具体

信息如下所示：

教材名称：社会主义发展简史

主编：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书号：978-7-5147-1074-8
出版时间：2021年 8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时代》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

与期末考核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

末总成绩的 5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小组汇报，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25%，课程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小组汇报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出勤和课堂表现各占 5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

缺勤三次以上到课情况为 0分；课堂表现部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上课睡觉、

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课程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作业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小组汇报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小组展示汇报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

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王鸿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

英文名称 Jiaodong Red Culture Education

课程编号 300410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思政限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8

1.知识目标：

（1）在立足胶东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基础上，学习胶东革命史实，

重点掌握胶东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丰富内涵。

（2）正确认识胶东独特的革命精神，了解胶东人民在中国近现代历

史进程中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英烈人物和模范人物事迹。

（3）充分熟悉胶东红色文化资源，掌握胶东红色文化精神实质。

了解并掌握胶东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补充红色历史知

识，以点带面，深入了解整个中国革命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坚定“四
个自信”。

0.5 0.2

2.能力目标：

（1）能够通过系统理解胶东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夯实

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根基，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2）能够自觉培育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并能够在海洋机

器人领域，面向海洋机器人一线，从事现代船舶、游艇、海洋工程、

智能海洋装备设计、研究、建造和行业管理工作环节中，充分考虑

到对国家社会、省市区域的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3）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能够把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具备独立思考和勇

于创新的能力。

0.3 0.5



3. 素养目标：

（1）能够形成走向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责任感和充实的人文科学素

养。

（2）能够在充分发挥个性才能的同时，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分工角

色

（3）具有稳定向上的人格力量。

0.2 0.3

课程概述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是一门融历史性、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

于一体的红色历史文化教育课，本课程为思政限选课，授课学时为 16学时。本课程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了解胶东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深刻理解胶东红色文化的精神实

质，自觉沐浴爱国主义熏陶，以新的视角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

以威海为主要代表的胶东地区，是山东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进行红

色革命最早的区域之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

出了历史性的特殊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展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原原本

本地呈现胶东地区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等胶东红色历史资源，

客观、科学、真实、明确地向学生展现胶东红色革命史并阐释其中蕴含的红色文化，

有利于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认识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胶东红色文化教育课程，目的在于进一步深化当代大学生中国共产党

百年党史以及胶东革命史的理解与把握，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自觉弘扬胶东革命

精神，传承胶东红色基因，赓续胶东革命先烈精神血脉。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胶东红色文化的历史源起（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胶东地区历史地理环境

2.胶东文化源起

学习目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观；以胶东红色文化为

切入点，深入了解党的红色历史。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多媒体展示、视频展播相

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任务二：胶东红色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脉络（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胶东红色文化的生成机制

2.甲午国殇与历史选择

3.红色胶东与民族独立

4.时代楷模与立国图强

5.勇立潮头与奋进胶东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学党史、悟思想，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国

革命道德，在传承红色精神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8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多媒体展示、视频展播相

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任务三：胶东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引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

1.胶东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历史选择、家国情怀、党民齐心

2.胶东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意义、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学习目标：学习红色文化，践行红色精神，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以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展示、

视频展播相结合，充分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3.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4.知晓教育规律和学生的思想认识实际，了解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去向。

5.爱岗敬业、教书育人。

6.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善于引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兼职教师要求：

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或党务工

作经历，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按照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和《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要求选用教材。

参考教材：

《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丛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胶东红色文化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

《胶东红色文化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

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50%。

平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课后作业、课程实践，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

的 30%，课后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0%，课程实践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

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考勤、做与课堂教学

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课堂互动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课后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随堂作业、随堂测试、课后作业情

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课程实践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实践报告

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或报告情况

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于妲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学科基础课

“海洋机器人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专业导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marine robot

课程编号 360401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2 实验实践学时：4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人工智能算法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 7 12
1.了解海洋机器人的概念与分类，熟悉海洋机器人的发展现状

和应用，熟悉海洋基础知识。
1

2.了解 ROV、AUV、USV 及其他海洋机器人的概念及特点，

熟悉其系统组成。
0.5

3.了解海洋机器人的设计基础、关键技术和作业系统。 0.5
4. 具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发扬科学精

神和工匠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国家对专业领域发展的引导，了解

海洋机器人可持续发展。

1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本课程指导学生认识国内外各种类型

海洋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及应用，能够较为清晰的了解海洋机器人的种类和系统组成，了

解海洋机器人的设计基础、关键技术和作业系统等，培养学生自我思考和学习能力，用

以解决海洋机器人工程实际问题。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海洋机器人概念与分类。

2. 海洋机器人发展现状。

3. 海洋机器人的应用。

4. 海洋基础知识：海洋环境概论、海洋环境要素、海洋资源与开发。

学习目标：

1. 了解海洋机器人的概念与分类。

2. 熟悉海洋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和应用。

3. 熟悉海洋基础知识。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

任务二：无人遥控潜水器（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ROV概念及特点。

2. ROV系统组成。

学习目标：

1. 了解 ROV概念及特点。

2. 熟悉 ROV系统组成。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

任务三：无人无缆潜水器（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AUV概念及特点。

2. AUV系统组成。

学习目标：

1. 了解 AUV概念及特点。

2. 熟悉 AUV系统组成。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

任务四：水面无人艇（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USV概念及特点。

2. USV系统组成。

学习目标：

1. 了解 USV概念及特点。

2. 熟悉 USV系统组成。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

任务五：其他海洋机器人（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水下滑翔机

2. 波浪滑翔器

3. 载人潜水器

4. 水下仿生机器人

学习目标：

1. 了解水下滑翔机概念及特点。

2. 了解波浪滑翔器概念及特点。

3. 了解载人潜水器概念及特点。

4. 了解水下仿生机器人概念及特点。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

任务六：海洋机器人设计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海洋机器人设计程序。

2. 海洋机器人设计方法。

3. 海洋机器人多学科设计优化。

学习目标：

1. 了解海洋机器人设计的程序和方法。

2. 了解海洋机器人多学科设计优化。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相关的专业知识及行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2.引入实际案例进行科学观教育；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发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传输勇

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国家对专业领域发展

的引导，了解海洋机器人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教学过程中注重素质能力的培养，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海洋机器人关键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耐压结构与密封技术

2. 动力与推进技术

3. 规划与控制技术

4. 导航与定位技术

5. 智能感知技术

6. 布放与回收技术

学习目标：

了解海洋机器人耐压结构与密封技术、动力与推进技术、规划与控制技术、导航与

定位技术、智能感知技术、布放与回收技术等关键技术。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通过参观专业实验室使学生掌握专业的发展状况，了解国家政策对专

业领域发展的引导。

任务二：海洋机器人作业系统（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海洋机器人作业技术

2. 海洋机器人作业设备

学习目标：

了解海洋机器人的作业技术和作业设备等。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通过参观专业实验室使学生掌握专业的发展状况，了解国家政策对专

业领域发展的引导。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实验室

最大分组人数为 40人。

师资标准

1. 具有船舶类专业、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海洋机器人工程背景，熟悉海洋机

器人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

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海洋机器人行业，

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种手段，

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操

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机械制图过程中使用的文

件、规定以及机械类相关行业职业资格标准及时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参考教材：自编讲义《海洋机器人概论》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平时作业占 40%，考勤及课堂提问占 30%，课程实践占 30%为平

时成绩，共占 4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卷面成绩占 60%。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英文名称 Mechanical Drawing

课程编号 360102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24 实验实践学时：24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机械设计基础、计算机绘图（AutoCAD）、工程训练与认知实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3
1. 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熟悉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规定，

能够熟练抄画平面图形。会查阅国标、机械手册等，具备正确

应用国家标准、行业技术规范的能力。

0.2

2. 掌握基本的投影原理和作图方法，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

及读图，掌握截交线和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0.2

3. 掌握组合体三视图、剖视图和断面图的绘制及读图，熟悉常

用的简化画法和规定画法，能够选择合理的表达方案。
0.2 0.25 0.25

4. 掌握螺纹、螺纹紧固件、齿轮、键、销、滚动轴承等标准件

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0.2 0.25 0.25

5. 掌握典型零件图和装配图的绘制和识读，能够对中等复杂程

度的零件和装配体进行测绘，绘制出符合国家标准的零件图和

装配图。

0.2 0.25 0.25

6. 具有严格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

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脚踏

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0.25 0.25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它是研究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的原理

和方法、培养学生制图技能和空间想象能力的课程，它是工程类各专业培养获得工程师

初步训练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一门技术基础课，为培养学生阅读和绘制工程图样的能

力打下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制图的基本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国家标准关于工程图样的基本规定：图幅、比例、字体、图线、尺寸标注等。

2. 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3. 平面图形分析、画图步骤和尺寸注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中图幅、比例、字体、图线、尺寸标注等的规定。

2. 掌握平面图形的分析、绘制与尺寸标注。

授课建议：

建议 2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与重

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二：投影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点的三面投影特性。

2. 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

3. 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

4. 能求出一般位置直线的实长；求一般位置平面的实形；点到直线间的距离；点到

平面间的距离等。

5. 两直线的相对位置关系；直线与平面的相对位置关系；两平面的相对位置关系。

6. 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的三面投影。

7. 平面截切立体的截交线的作图方法。

8. 常见两回转体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学习目标：

1. 掌握点、直线、平面的各种位置的投影特性和作图方法。

2. 掌握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

3. 掌握截交线和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4. 掌握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

5. 掌握截交线和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6. 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及读图。

授课建议：

建议 6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与重

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三：制图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三视图的形成及其投影特性。

2. 运用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画较复杂组合体的三视图、读图及尺寸标注。

3. 组合体正等轴测图的绘制。

4. 基本视图、局部视图的画法。

5. 剖视图、断面图的画法。

6. 对中等复杂程度的机件，给出较合理的表达方案。

学习目标：



1. 掌握剖视图的绘制。

2. 掌握断面图的绘制。

3. 了解常用的简化画法和规定画法。

授课建议：

建议 6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与重

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四：标准件和常用件(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的规定画法。

2. 齿轮、键、销、弹簧和滚动轴承等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标注。

3. 会查阅国标。

学习目标：

掌握螺纹、螺纹紧固件、齿轮、键、销、滚动轴承等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授课建议：

建议 4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与重

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五：机械制图(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零件图的组成内容、视图选择、尺寸标注、常见的工艺结构。

2. 零件图上的技术要求内容和意义。

3. 轴套类零件图的绘制。

4. 轮、盘、盖类零件图的绘制。

5. 叉架类零件图的绘制。

6. 箱壳类零件图的绘制。

7. 识读零件图。

8. 装配图的组成内容、视图选择、尺寸标注、零件序号和明细栏。

9. 装配工艺结构。

10．由零件图拼画成装配图。

11.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12. 识读装配图。

学习目标：

1. 了解零件图的组成，掌握典型零件图的绘制和识读。

2. 了解装配图的组成，掌握装配图的拼图和识读，掌握装配图的拆图。

授课建议：

建议 6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与重

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六：机械制图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点的投影绘制。

2. 线的投影绘制。

3. 面的投影绘制。

4. 平面立体投影绘制

5. 回转体投影绘制。

6. 截交线和相贯线的绘制。

7. 组合体的绘制。

8. 内外螺纹绘制。

9. 螺纹紧固件绘制。

10. 齿轮绘制。

11. 零件图的绘制。

12.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13. 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学习目标：

1. 掌握点、直线、平面的各种位置的投影特性和作图方法。

2. 掌握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

3. 掌握截交线和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4. 掌握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

5. 掌握截交线和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6. 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及读图。

7. 掌握螺纹、螺纹紧固件、齿轮等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8. 了解零件图的组成，掌握典型零件图的绘制和识读。

授课建议：

建议 24学时，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

力，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培养具有吃苦耐劳、脚踏实

地的精神，培养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A3绘图板、A3图纸、绘图工具等。

最大分组人数为 40人。

师资标准

1. 具有船舶类专业、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3.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工程师资格证书，或具有机械

工程背景，熟悉机械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

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

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机械零部件的生产

加工过程、组装过程，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种手段，

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操

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机械制图过程中使用的文

件、规定以及机械类相关行业职业资格标准及时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参考教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许淑珍、于利民等编著的《机械制图》和《机

械制图习题集》。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平时作业占 10%，考勤及课堂提问占 10%，绘图实践占 10%为平

时成绩，共占 3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卷面成绩占 70%。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计算机绘图（AutoCAD）”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

称
计算机绘图（AutoCAD）

英文名

称
Computer Graphics（AutoCAD）

课程编

号
360153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

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

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

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0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16

开课单

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

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制图

1. 了解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中图幅、比例、字体、图线、尺寸标

注等的规定。掌握平面图形的分析、绘制与尺寸标注。

2. 掌握点、直线、平面的各种位置的投影特性和作图方法。

3. 掌握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掌握截交

线和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4. 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及读图。

5. 掌握剖视图的绘制。

6. 掌握断面图的绘制。

7. 了解常用的简化画法和规定画法。

8. 掌握螺纹、螺纹紧固件、齿轮、键、销、滚动轴承等标准件

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9. 了解零件图的组成，掌握典型零件图的绘制和识读。

10.了解装配图的组成，掌握装配图的拼图和识读，掌握装配图

的拆图。

后续课

程
工程训练与认知实习

课程目

标及与

毕业要

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5 10
1. 掌握计算机图形软件 AutoCAD 的使用基础，绘图环境设

置。
0.25

2. 掌握二维对象绘制，图形显示和编辑。 0.25

3. 掌握图案填充、文本、块和交换图形数据。 0.25
4. 掌握尺寸标注；掌握计算机图形软件 AutoCAD 在设计领

域中的应用知识和技能，培养良好的绘图习惯，并为学习
0.25



其他图形软件打下基础。

5. 具有严格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具有较强的

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

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1

课程概

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

生在《机械制图》课程的基础上，对计算机绘图软件 AutoCAD 有一个较全面、系

统的了解，提高学生的应用计算机绘图的能力，为培养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打下

坚实的基础。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基本绘图命令(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初步掌握 AutoCAD 的操作环境；

2.了解 AutoCAD 的绘图流程；

3.掌握软件的安装步骤；

4.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任务及学习方法。

5.绘线命令：直线线段、射线、构造线、多行平行线、弧、样条曲线、多义

线。

6.几何图形命令：矩形、正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

7.填充图元命令：点、圆环、填充直线、填充多边形。

学习目标：

掌握 AutoCAD 的操作环境；掌握绘图命令，绘制基本图形。

授课建议：

建议 4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

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二：显示命令、对象捕捉和编辑命令(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视屏：平移、ZOOM 缩放、重画、刷新、鸟瞰视图。

2.几何特殊点：捕捉、自动追踪。

3.图元编辑：图形对象的选择——选择集。

4.复制型命令：复制、平移复制、镜像、阵列。

5.变更图形位置命令：移动、旋转、对齐。

6.改变图形尺寸命令：拉伸、比例缩放、延伸、修剪、倒角、倒圆角、断开。

7.综合命令：删除、分解、、中断、取消、恢复。

8.多行平行线、多义线、样条曲线的编辑。

9.快速编辑方法：夹点（或称穴点）编辑。

学习目标：

应用绘图辅助工具，显示命令和对象捕捉命令，精确、快捷绘制图形。正确

使用编辑命令，提高绘图精度、效力、减轻工作量。

授课建议：

建议 4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

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三：图层、颜色、剖面填充、文本和图块命令(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图层操作：创建新图层、图层命令、重命名、图层删除、图层关闭、冻结

/解冻、锁定/解锁、设为当前层。



2.线型管理器：线型类型加载、线型比例、线型删除、设为当前线型。

3.线宽管理器：创建线宽值、线宽是否可视、单位(公制或英制)。
4.颜色管理器：创建线型的颜色。

5.图层管理器：建立图层性质和绘图操作。

6.剖面填充：填充概述、填充命令、材料属性及填充图案、填充方式和显示

控制。

7.文本：创建文本样式、文本书写的对齐方式、文本输入命令、特殊符号的

输入、文本编辑与修改。

8.图块：概述、图块的定义和保存、图块调用和编辑、外部参照的管理与调

用。

学习目标：

合理、灵活使用图层，正确刻划样图内容、层次，提高绘图时的显示速度，

提高工作效力。有利与图纸的交流和应用。绘制剖视图，准确使用填充图案，刻

划材料的属性。图纸中合理应用文本注释工程要求。建立图库以便调用，节省磁

盘空间、提高工作效率、与外部文件交流。

授课建议：

建议 4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

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四：尺寸标注(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概述：尺寸标注基础、尺寸标注命令、尺寸标注变量。

2.公差：尺寸公差的标注。

3.特殊符号：特殊符号的标注与对齐方式。

4.编辑：尺寸标注的编辑、编辑命令、对象特性管理器的应用。

5.标注样式：尺寸管理器的操作、设置。

学习目标：

对图样作精确的尺寸标注，清晰的文本书写和对齐方式，按照国家标准尺寸

标注格式进行标注。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

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五：工程制图与图纸输出(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工程制图准则：复习“机械制图有关国家标准

2.绘图环境设置：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在计算机操作设置绘图环境。

3.工程绘图的要求、绘图技巧和注意事项。

4.工程图纸的输出。

学习目标：

掌握 Auto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包的二维绘图命令、编辑命令等等其它

操作。能应用该软件按样图绘制正确的工程图纸和出图。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培养严格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培养较强的团队意

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培养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培养创

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实验仪

器

设备要

求

实验室应在机房上课，计算机配置能够满足流畅运行 AutoCAD2014 的要求。

最大分组人数为 100 人。

师 资 标

准

1. 具有船舶类专业、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4.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计算机技能等级资格证

书，或具有工程背景，熟悉工程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

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

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6.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计算机绘

图软件 AutoCAD，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

用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

多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

的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

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参考教材：《工业产品类 CAD 技能一级（二维计算机绘图）AutoCAD 培训

教程》，许国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0 月出版；《工业产品类 CAD

技能等级考试试题集》，刘伟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1 月出版。

评价与

考核标

准

本课程为考察课。平时作业占 20%、考勤及课堂提问占 20％为平时成绩，共

占 40%。期末考试采用上机考试方式，期末成绩占 60%。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ED%B9%FA%D3%F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CE%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金属工艺学

英文名称 Metal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402 开课学期 2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0 实验实践学时：2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大学物理实验
1、掌握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的基

2、掌握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法及实验方法。

后续课程 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5
1. 能够采用材料基础知识对工程领域的问题进

行正确的表达。了解金属材料性能-成分-结构-
工艺关系的基础知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

担当意识。

0.2

2. 掌握热处理方面的理论知识，能够利用工程

材料基础知识选择制造机械零件产品材料制定

出合理的热加工工艺；激发学生奋斗精神，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勇攀科学的高峰的态度。

0.4 0.4

3. 掌握工业用钢的分类及了解有色金属材料；

初步具有选择钢材热处理方法的能力；引导学生

坚定“四个自信”，将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

0.2

4. 掌握常用工程材料及零件加工工艺的知识，

包括：铸造、金属塑性加工及焊接，培养学生工

艺分析的初步能力及创新意识，培养学生把个人

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以

及扎实的科研能力。

0.4 0.2 0.6

5. 综合考虑创新、安全、环境和社会因素，考

虑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工程材料

的影响，进行合理的选材，了解工程材料在机械

领域中的最新发展趋势。

0.6



课程概述

《金属工艺学》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重要学科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

术基础课程，是研究产品从原材料到合格零件或机器的制造工艺技术的科学。从材料到

毛坯、又由毛坯到零件的工艺过程是贯穿零件制造过程的一条主线，其课程内容体系结

构包含材料成形和机械制造工艺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目的是使学生获得

有关工程结构和机械零件常用的金属材料和加工工艺的基本理论，初步具备合理选择与

使用材料、正确制定零件的热加工工艺路线的能力。课程主要介绍材料的成分、加工工

艺、组织、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课程以物理、化学、材料力学等课程为基础，主要

介绍工程材料的基本知识及金属材料成形方法，包括材料的性能、金属材料结构、铁碳

合金相图、钢的热处理、工业用钢、有色金属材料、铸造、塑性加工及焊接等内容，在

教学过程中既注重系统的理论学习，同时结合专业需要，重视实验环节，使理论联系生

产实际，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规律，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金属材料的性能及结构（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1-1 材料的力学性能；1-2 金属的结构

学习目标：掌握材料的塑性、韧性、强度、硬度等性能指标的含义，了解拉伸实验

和硬度实验原理及过程，了解晶体与非晶体的区别，理解并掌握金属三种典型的晶体结

构；掌握实际金属晶体结构的缺陷（点、线、面）。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

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 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论

内容讲解。

任务二：铁碳合金相图（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2-1 纯金属的结晶；2-2 合金的结晶；2-3 铁碳合金相图及凝固分析

学习目标：掌握纯金属的结晶过程，晶核形成方式及其区别，晶核长大方式及其区

别；了解同素异构转变；了解二元相图的建立过程，二元相图的基本类型，杠杆定律的

应用；理解掌握铁碳相图的基本组成，合金结晶过程分析；掌握凝固组织及其控制方法。

解决工程零部件中金属材料的组织对性能的影响问题。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

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 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论

内容讲解。

任务三：钢的热处理（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5-1 钢在加热和冷却过程中的组织转变；5-2 钢的退火与正火；5-3 钢的

淬火与回火；5-4 钢的表面热处理

学习目标：理解钢在加热和冷却过程中的组织转变，转变条件及其转变后组织的性

能特点；理解钢的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的含义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不同热处理后的

组织转变；掌握钢的不同热处理工艺方法的应用；了解钢的表面热处理的能力；解决不

同工程零部件的金属材料合理选择热处理工艺的问题。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

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 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论

内容讲解。

任务四：工业用金属材料（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6-1 工业用钢的分类、成分及性能特点；6-2 化学成分在材料中的作用；

6-3 典型零件的加工路线； 6-5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学习目标：掌握工业用钢的基本分类、典型牌号及成分、性能特点；掌握工业用钢

中合金元素的作用；掌握典型零件加工路线中热处理的运用；掌握常用铸铁的分类、性

能特点及其应用；掌握常见有色金属的编号、性能特点、强化方式及其应用能力；解决

实际工程零部件的选材问题，从而达到实际工况条件的使用需要。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6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

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 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论

内容讲解。

任务五：铸造（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5-1 铸造工艺基础；5-2 常用合金铸件的生产；5-3 砂型铸造；5-4 特种

铸造

学习目标：了解铸造工艺过程从浇注到清理所产生的各种物理现象，铸件缺陷的特

征及识别；了解砂型铸造的方法；了解特种铸造中各种工艺方法的特点及应用范围。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4 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

形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

论内容讲解。

任务六：锻压（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6-1金属的塑性变形 6-2 锻造；6-3 板料冲压

学习目标：了解金属塑性变形的实质、塑性变形对金属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影

响金属变形的因素；了解各种锻造方法的主要工艺过程及特点；了解板料冲压的生产工

艺过程及特点。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4 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

形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

论内容讲解。

任务七：焊接 （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7-1电弧焊 7-2 其他常用焊接方法；7-3 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

学习目标：了解电弧焊的基础知识；了解其他焊接方法，如电阻焊、摩擦焊、钎焊、

电渣焊、激光焊接等；了解各种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性能，初步掌握各种材料的焊接工

艺

特点。

授课建议：课堂讲授，4 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

式、线上优慕课及雨课堂 APP 形式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进行理论

内容讲解。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

分）

任务一：铁碳合金平衡组织观察

知识要点：掌握平衡状态下的铁碳合金相图；了解不同铁碳合金成分下平衡状态的

组织性能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了解光学显微镜的结构及使用方法；掌握铁碳合金成分与组织之间的关

系；根据观察结果画出不同成分的铁碳合金的相图。

授课建议：本任务计划授课 2 课时。实验之前学生必须充分预习，教师先进行讲解

实验目的、实验要求，实验内容，注意事项等。然后进行学生分组操作，教师旁边进行

指导。最后对实验报告提出要求。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设备及材料名称：金相显微镜、铁碳合金金相试样（2 套及以上）；

性能要求：物境倍数：10X 和 40X ；目镜倍数：10X；光源：12V 50W 卤素灯

最大分组人数：5 人/组。

师资标准

1. 具有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讲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有材料及材料加工行业背景，熟悉材料科学发展趋势，与材料类行业企业保持紧密

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

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教材原则上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符合课程特点。

2.教材应体现知识新、应用性强，密切联系行业发展，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扩充。

3.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操作，

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建议教材：《金属工艺学》（上册第六版），邓文英，高等教育出版社，9787040476798，
2018年 12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出勤、作业、课堂

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

成绩的 60%。

撰写人：孟君晟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械设计基础

英文名称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Design

课程编号 360106 开课学期 四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制图

1.了解绘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标准件零件图、一般零件图及装配图的绘制方法；

3.具有阅读机械图样的基本能力。

后续课程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1. 能将工程原理和船舶专业知识运用于分析和解

决实际的海洋机器人问题。
0.1

2. 掌握船舶设计与建造方案论证过程所涉及的结

构方式、力学特征与机械加工的基本原则与相关要求。
0.2

3. 理解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齿轮

机构、带传动及链传动、蜗轮蜗杆的工作原理、特点、

应用及设计方法。

0.2

4. 熟悉轴的结构、轴系零件的安装与装拆知识。 0.2

5. 掌握轴承、联轴器、各类连接件的结构和标准。 0.2

6.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加强技术创新的职业道德；理解

课程在中国制造2025的体现，了解船舶高端设计发展趋

势。

0.1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机械设计能

力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

1. 理解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齿轮机构、带传动及链传动、蜗

轮蜗杆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及设计方法；

2. 熟悉轴的结构、轴系零件的安装与装拆知识；

3. 掌握轴承、联轴器、各类连接件的结构和标准。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机械设计基本知识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机械、机器、机构、构件、零件及部件的概念及分类；

2. 现代设计方概述；

3. 机器应满足的要求和设计程序；

学习目标：掌握机械设计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

慕课形式等开展，以 PPT 为主，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

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二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理解平面机构、自由度、运动副、复合铰链、局部自由度与虚约束的概念；

2. 能正确绘制简单机械的机构运动简图及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3. 初步掌握机构及零部件的测绘知识。

学习目标：掌握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三 平面连杆机构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理解并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和特性；

2. 理解并掌握铰链四杆机构有整转动副的条件；

4. 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运动特性；

5. 了解按照给定条件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的过程和方法，初步形成机构设计能

力；

学习目标：掌握平面连杆机构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四 凸轮机构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掌握凸轮机构的组成、应用、特点及分类；

2. 掌握凸轮机构从动件的运动规律；

3. 熟悉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过程；

4. 了解盘形凸轮的结构设计，进一步加强机构设计能力；

任务五 带传动和链传动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熟悉带传动和链传动；

2. 掌握带传动和链传动的运动特性、受力分析和应力分析并进行计算；

3. 了解带传动的张紧及链传动的润滑；

4. 结合实际分析带传动与链传动的应用场合。

学习目标：掌握带传动和链传动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六 齿轮传动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了解齿轮的特点、类型及主要参数；

2.了解齿轮的失效形式、材料及热处理方法，了解计算载荷的概念及齿轮的润

滑、 效率和设计准则；



3. 掌握圆柱直齿齿轮、斜齿轮、锥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传动设计及结构设计；

4. 比较不同机构的运动及结构特点，找出其共性与个性。

学习目标：掌握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七蜗杆传动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了解蜗杆传动的常见类型、传动特点和应用场合；

2. 掌握蜗杆传动的几何尺寸计算及强度计算方法；

3. 熟悉蜗杆传动的效率、润滑和热平衡。

学习目标：掌握蜗杆传动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八 轮系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了解轮系的种类，掌握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和复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2. 了解轮系的应用，结合汽车变速器进一步熟悉轮系知识。

学习目标：掌握轮系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九 轴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了解轴的功用、类型及常用材料；

2. 掌握轴的结构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 掌握轴的强度计算方法；

4. 了解轴的使用和维护方法。

学习目标：掌握轴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十 轴承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了解常用轴承的分类，掌握轴承类型、型号的选用；

2. 掌握轴承的组合设计及寿命的校核。

学习目标：掌握轴承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十一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掌握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用途、类型、结构和选用原则；

2. 结合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在产品中的运用，熟悉其选用。

学习目标：掌握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十二 螺纹连接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掌握螺纹的结构、尺寸、类型和应用场合；

2.掌握螺纹连接的类型、结构，掌握螺纹连接零件的设计计算；

3.掌握提高螺纹连接零件强度的措施。

学习目标：掌握螺纹连接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十三 键和销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了解键和花键的用途、特点和分类；

2.掌握平键连接的结构、类型、工作原理、主要失效形式和设计计算；

3.了解半圆键、楔键、切向键和花键的工作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计算；

学习目标：掌握键和销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讲授并结合教具进行模拟演示。

任务十四 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船舶机械设计基础的要求，领悟船舶制造业的机遇

和挑战；

2.践行精度造船、绿色造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船、绿色造船理念；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

解船舶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 具有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有机械行业背景，熟悉机械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

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机械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机

械设计及制造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具有机械传动装置的设计经验，具有丰富的机械设计及制造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便

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使学生明白为什么学、学成能做什么，从而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性、

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建议教材：《机械设计基础（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初嘉鹏，

刘艳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ISBN：9787111436553。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课后作业占 30%，

网络课程互动占 30%，考勤及课堂讨论占 4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于福临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理论力学

英文名称 Theoretical Mechanics

课程编号 360151 开课学期 三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4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64； 其中理论学时：64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掌握极限的概念和导数的计算；

2.掌握不定积分的计算和积分常数的确定；

3.掌握定积分的计算；

4.熟悉多元函数微分学和多元函数积分学；

5.掌握向量的概念和基本计算；

6.了解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

后续课程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与有限元分析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4
1. 掌握静力学基本公理和定理，各种约束的性质，物体受

力的分析方法；掌握各种力系的简化方法、平衡条件及平衡

方程（包括考虑摩擦的问题）。

0.3 0.3 0.3

2. 能够用直角坐标法和自然坐标法描述点的运动。刚体的

平动、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能够对点的运动的分解与合成。
0.3 0.3 0.3

3. 能够建立质点运动和刚体定轴转动的微分方程，求解质

点运动和刚体定轴转动的动力学两类问题；能够应用动量、

动量矩和动能定理求解简单的动力学问题（包括刚体平面运

动和碰撞问题）；了解达朗贝尔原理和虚位移原理的初步应

用。

0.3 0.3 0.3

4. 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和治学态度，具备

主动探索，勇于发现，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备相互合作，

团队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具备船舶行业文化修养。

0.1 0.1 0.1

课程概述

《理论力学》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学科基础课，是后续其它各门力学

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直接应用。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及从事海洋机器人专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静力学(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⒈ 理解和掌握静力学公理。

⒉ 熟悉各种常见约束的性质，对简单的物体系统能熟练、正确地画出受力图。

⒊ 能熟练地计算力在轴上的投影。

⒋ 熟练掌握汇交力系合成与平衡的几何法与解析法。

⒌ 在平面问题中，能熟练地计算力对点之矩并掌握平面力偶系的合成与平衡条

件。

⒍ 在空间问题中，能熟练地计算力对轴之矩，了解空间力偶系的合成与平衡条

件。

⒎ 掌握各种力系的简化方法，能熟练地计算力系的主矢与主矩，熟悉简化结果。

⒏ 熟练掌握各种力系（特别是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并能熟练地应用平衡方

程求解单个物体的平衡问题。

⒐ 对平面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能熟练地选取研究对象和应用平衡方程求解。

10. 能用节点法和截面法求简单平面桁架的内力。

11. 能熟练地计算组合形体的重心。

12. 理解滑动摩擦的概念，掌握摩擦力的特征，理解摩擦角的意义，会求解考

虑滑动摩擦时简单的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学习目标：

熟悉力、力矩和力偶的基本概念及其性质。熟练地计算力的投影，力对点之矩

和力对轴之矩。熟悉各种常见约束的性质，能熟练地取分离体并画出受力图。掌握

各种类型力系的简化方法，熟悉简化结果，能熟练地计算主矢和主矩。能应用平衡

条件和各种类型的平衡方程求解单个物体和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对平面一般力系

的平衡问题，能熟练地选取分离体和应用各种形式的平衡方程求解。掌握求解简单

桁架、组合桁架内力的节点法和截面法。掌握计算物体重心的各种方法。理解滑动

摩擦、摩擦力的概念，能求解考虑摩擦时简单的物体系统平衡问题。了解滚动摩擦

的概念、超静定问题概念。

授课建议：

建议 16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二 运动学(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⒈ 能建立一般简单机构上各点的运动方程和轨迹方程，掌握描述点的运动的矢

径法、直角坐标法、自然法。

⒉ 能熟练地求解与点的速度和加速度有关的问题。

⒊ 熟悉刚体的平动和绕定轴转动的特征，能正确地判断简单机构中作平动和绕

定轴转动的构件。

⒋ 能熟练地求解绕定轴转动刚体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及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

加速度有关的问题。

⒌ 了解角速度、角加速度及绕定轴转动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的矢量表示

法。

⒍ 掌握运动的分解与合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⒎ 掌握动点动系的选取，正确地分析绝对运动、相对运动、牵连运动。

⒏ 熟练掌握点的速度合成定理和牵连运动为平动时的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及

其应用。

⒐ 掌握牵连运动为转动时的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及其应用。

10.熟悉刚体平面运动的特征。

11.能熟练地应用基点法、瞬心法和速度投影法求解有关速度的问题。能熟练地

应用基点法求解有关加速度的问题。

12.对常见的平面机构能熟练地进行速度和加速度分析。

学习目标：

掌握描述点的运动的矢量法、直角坐标法、自然坐标法及各种方法下点的运动

轨迹、运动方程、速度和加速度。熟悉刚体平动、刚体定轴转动的概念，能求解转

动刚体的角速度、角加速度，转动刚体上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掌握运动合成和分

解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熟练掌握点的速度合成定理，牵连运动为平动、定轴转动时

的加速度合成定理及应用。熟悉刚体平面运动的特征，能熟练应用基点法、速度投

影定理和瞬心法求解有关速度问题。能熟练应用基点法求解有关加速度问题。

授课建议：

建议 18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三 动力学(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⒈ 能建立质点运动微分方程及求解简单情况下运动微分方程的积分。

⒉ 理解质点在非惯性坐标中运动的处理方法

⒊ 会建立质点相对运动微分方程，并能求有关的简单问题

⒋ 清晰地理解并能熟练地计算动量、动量矩、动能、冲量、功、势能、转动惯

量等。

⒌ 熟练掌握动力学普遍定理（动量定理、质心运动定理、对动点和质心的动量

矩定理、动能定理）及其相应的守恒形式。

⒍ 能正确地选用或综合应用动力学普遍定理求解质点、质点系（特别是刚体系

统）的动力学问题。

⒎ 能应用刚体绕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微分方程求解有关问题。

⒏ 会计算惯性力，熟悉刚体平动、对称刚体作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时惯性力系

的简化结果。

⒐ 熟练地应用达朗伯原理求解动力学问题。

10. 了解惯性积和惯性主轴的概念，会判定简单情况下刚体的惯性主轴。

11. 了解绕定轴转动刚体动反力的概念，和消除附加动反力的条件。

12. 熟悉自由度和广义坐标与理想约束的概念。

13. 理解虚位移的概念，并能正确地计算各点的虚位移，掌握虚位移原理的应

用。

学习目标：

能建立质点的运动微分方程，能求解简单情况下运动微分方程的积分。能理解

并熟练计算动力学中各基本物理量（动量、动量矩、动能、冲量、功、势能等），

熟练掌握动力学普遍定理（包括动量定理、质心运动定理、对固定点和对质心的动

量矩定理、动能定理）及相应的守恒定理，能正确选择和综合应用这些定理求解质

点、质点系的动力学问题。掌握刚体转动惯量的计算。能应用刚体定轴转动和平面



运动的微分方程求解刚体动力学问题。能计算惯性力，熟悉刚体平动、刚体定轴转

动和平面运动时惯性力系的简化结果。熟练掌握达朗伯原理的应用。熟悉自由度、

广义坐标、虚位移和理想约束等概念。熟练应用虚位移原理求解平衡位置或平衡时

主动力间的关系、约束反力、桁架内力问题。

授课建议：

建议 18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四 习题精讲精练(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对质点、质点系和刚体机械运动（包括平衡）的规律有较系统、全面的了解；

2. 掌握有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

培养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和治学态度，培养主动探索，勇于发现，

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培养相互合作，团队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较强的学习

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船舶行业文化修养。

授课建议：

建议 12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师资标准

1. 具有船舶类专业、力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5.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工程师资格证书，或具

有机械工程背景，熟悉机械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

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

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

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6.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机械零部件的

生产加工过程、组装过程，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工程力学过程

中使用的文件、规定以及工程力学相关行业职业资格标准及时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参考教材：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编，《理论力学（1）》（第 8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平时作业占 15%、考勤及课堂提问占 15％为平时成绩，共占

3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卷面成绩占 70%。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材料力学

英文名称 Mechanics of Materials

课程编号 360152 开课学期 四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4.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72； 其中理论学时：66 实验实践学时：6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 掌握函数与极限的的概念；

2. 掌握导数与微分的概念和计算；

3. 掌握积分的计算。

后续课程 结构力学与有限元分析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4

1.掌握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变形体的基本假设。 0.1
2. 掌握杆件的四种基本变形，能够用截面法求解四种基本变形

杆件的内力并绘制内力图，能够进行四种基本变形杆件的强

度、刚度计算。

0.2 0.2

3. 掌握压杆稳定的基本公式和计算。 0.1 0.1

4. 掌握平面应力状态的分析计算 0.2 0.2 0.2
5. 能够综合利用学习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满足强度、刚度、

稳定性的要求下，以最经济的代价，选择适宜的材料，为构件

确定合理的形状和尺寸。

0.2 0.3 0.4

6. 能够掌握测定材料基本力学性能的实验方法 0.1 0.2 0.4
7.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

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

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0.1

课程概述

材料力学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重要的学科基础课，是学习后续力学课程的基

础，与理论力学、结构力学并称三大力学。材料力学主要研究材料在各种外力作用

下产生的应变、应力、强度、刚度、稳定和导致各种材料破坏的极限。材料力学的

研究对象主要是棒状材料，如杆、梁、轴等。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变形体的基本假

设；杆件的四种基本变形；内力图的绘制；四种基本变形杆件的强度、刚度计算；

压杆稳定问题计算；平面应力状态的分析计算；测定材料基本力学性能的实验方法

等内容。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掌握材料力学的主要任务、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

2. 掌握材料力学的基本假定；

3. 掌握外力与内力、应力与应变、四种基本变形形式的概念；

4. 了解整个课程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对整个课程形成基本认知；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二：拉伸（压缩）、剪切与挤压的强度计算(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掌握截面法求轴力，绘制轴力图；

2. 掌握轴向拉压杆的强度计算；

3. 掌握轴向拉压时的胡克定律及变形计算；

4. 掌握低碳钢、铸铁拉伸和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5. 能对铆钉、镙拴、销钉等连接件进行受力分析及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

学习目标：

掌握轴向拉压、剪切与挤压问题的求解；

授课建议：

建议 10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三：轴的扭转(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掌握扭转的概念；

2. 掌握扭转杆件的扭矩计算和画扭矩图；

3. 了解切应力互等定理及其应用；

4. 掌握扭转杆件横截面上的切应力计算方法和扭转强度计算方法；

5. 掌握扭转杆件扭转角计算方法和扭转刚度计算方法；

学习目标：

掌握扭转问题的求解；

授课建议：

建议 8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四：梁的弯曲(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了解平面弯曲的概念；

2. 掌握内力方程法绘制剪力图和弯矩图；

3. 了解微分关系法绘制剪力图和弯矩图；

4. 掌握梁横截面上正应力计算公式和正应力强度计算；

5. 熟悉矩形截面梁横截面上切应力计算；

6. 掌握平面图形几何性质计算；

7. 理解挠度和转角的概念；

8. 熟悉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9. 了解计算弯曲变形的两种方法。

学习目标：



掌握弯曲问题的求解；

授课建议：

建议 14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五：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理解一点应力状态的概念；

2. 掌握平面应力状态分析的解析法及应力圆的作法；

3. 了解三向应力圆及最大切应力的概念；

4. 了解广义胡克定律；

5. 掌握四种常用强度理论的强度条件。

学习目标：

能够应用常用的强度理论进行强度衡准；

授课建议：

建议 8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六：组合变形及连接部分的计算(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掌握拉伸（压缩）与弯曲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2. 掌握弯曲与扭转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3. 了解连接件的实用计算；

4. 了解铆钉连接的计算

学习目标：

掌握简单的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七：压杆稳定(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理解稳定性的概念；

2. 掌握压杆的临界压力公式；

3. 掌握压杆稳定性计算的方法；

4. 掌握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学习目标：

掌握细长杆压杆稳定问题的求解；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八：习题精讲精练(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深入理解构件设计中强度、刚度、稳定性的具体要求；

2. 进一步掌握材料力学课程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3. 通过习题练习，掌握构件形状和尺寸设计的方法。

学习目标：

能够综合利用学习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满足强度、刚度、稳定性的要求下，

以最经济的代价，选择适宜的材料，为构件确定合理的形状和尺寸。

授课建议：

建议 10个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



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九：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 理解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船舶的要求，领悟船舶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2. 弘扬工匠精神；

3. 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

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拉伸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学习了解万能试验机的结构原理，并进行操作练习。

2. 确定低碳钢试样的屈服极限、强度极限、伸长率 、面积收缩率。

3. 确定铸铁试样的强度极限 。

4. 观察不同材料的试样在拉伸过程中表现的各种现象。

学习目标：

能够使用万能试验机测量材料轴向拉伸时的力学性能；

授课建议：

建议本实验 2学时，教师讲解实验内容，学生分组自主完成实验。

任务二：压缩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测定压缩时低碳钢的屈服极限和铸铁的强度极限；

2. 观察低碳钢和铸铁压缩时的变形和破坏情况。

学习目标：

能够使用万能试验机测量材料轴向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授课建议：

建议本实验 2学时，教师讲解实验内容，学生分组自主完成实验。

任务三：弯曲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测定矩形截面梁在纯弯曲时横截面上正应力的大小及其分布规律；

2. 将实验结果并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以验证纯弯曲正应力公式的正确

性；

3. 观察直梁弯曲变形的特点；

学习目标：

掌握实验测量弯曲正应力的方法；

授课建议：

建议本实验 2学时，教师讲解实验内容，学生分组自主完成实验。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所需实验设备及工具为万能试验机、游标卡尺；最大分组人数为 6人。

师资标准

1. 具有力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熟

悉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

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

学规律，熟悉材料力学，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

多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

的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材

料力学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规定、标准等及时纳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

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 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 建议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材料力学》

（Ⅰ，Ⅱ）第 6版，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期中考试占 40%，

平时作业占 40%，课堂表现及考勤占 2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

成绩的 60%。

撰写人：王瑶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海洋航行器流体力学”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航行器流体力学

英文名称 Marine vehicle hydrodynamics

课程编号 360403 开课学期 四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4.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72； 其中理论学时：48 实验实践学时：8 上机学时：16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熟悉高等数学中的极限、连续、微分和积分等基本概念；

2.熟练掌握一元微积分中的基本定理；

3.熟悉多元微积分中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定理；

4.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掌握向量的运算；

5.理解级数的概念，熟悉泰勒级数和傅里叶级数展开定理；

6.了解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7.掌握一阶、二阶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后续课程 液压与气压传动、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4

1.了解流体力学与专业的关系，并掌

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0.1

2.掌握流体静力学的相关原理与计

算方法，并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与科学实

验中。

0.1 0.2 0.1

3.掌握流体运动学的相关原理与计

算方法，并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与科学实

验中。

0.2 0.1

4.掌握流体动力学的相关原理与计

算方法，并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与科学实

验中。

0.1 0.2 0.1

5.掌握边界层的相关原理与计算方

法，并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中。
0.1 0.2 0.1

6.了解波浪的相关理论，为船舶阻力

与推进的学习奠定基础。
0.2 0.1

7.了解相似概念、相似理论、因此分 0.1 0.3



析法。

8.掌握计算流体力学的一般步骤，并

能够解决简单工程问题。
0.3 0.2

9.了解国内外流体力学的科学家生

平，以我国流体力学科学家先烈为榜样，

培养敬业精神，增强爱国主义意识。具有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

神，践行精益造船、绿色造船理念。

0.2

课程概述

海洋航行器流体力学是海洋机器人专业学科基础课。学生在学习完高等数学、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的基础上，掌握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原理，为后续专业课

程的学习打下基础，并能运用所学的方程和方法去解决工程实际中的有关流体力学

问题。本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

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流体力学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流体力学发展简史

2.连续介质模型

3.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4.作用流体上的力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知晓流体力学的研究对象与发展简史；理解流体连续介质模

型的相关概念；掌握流体的性质；理解流体力学中的质量力、表面力、表面张力。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慕课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二：流体静力学（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欧拉平衡微分方程

2. 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式

3. 常用侧压仪表

4. 静止流体对平板的作用力及压力中心

5. 静止流体对曲面的作用力

6. 阿基米德原理

7. 海洋航行器静力学相关原理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欧拉平衡微分方程的推导过程；能够应用流体静力学基

本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理解常用测压仪表原理；掌握静止流体对平面、曲面作用力

的计算方法；掌握阿基米德原理，并灵活运用；海洋航行器形状和近似计算；浮性

原理及应用；初稳性原理及应用；大倾角稳性原理及应用。

授课建议：

14 课时，其中海洋航行器静力学相关原理部分为 8-10 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

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

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



涵的认识。

任务三：流体运动学（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研究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

2. 几个基本概念

3. 连续性方程

4. 流体微团运动的分析

5. 旋涡运动与无旋运动

6. 速度势函数与流函数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欧拉法与拉格朗日法，并能够灵活运用；掌握流体的基

本概念；掌握连续性方程；理解流体微团的运动形式；理解旋涡运动与无旋运动的

相关理论；掌握速度势函数与流函数的原理，并能够灵活运用。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四：理想流体动力学（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欧拉运动微分方程式

2. 拉格朗日积分式与伯努利积分式

3. 两种积分的意义及其应用

4. 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及其应用

5. 涡旋理论基本概念

6. 速度环量定理

7. 涡旋运动基本定理

8. 势流问题的基本方程和边界条件

9. 平面基础流动的复势

10. 平面势流基本解的叠加

11. 水波问题的基本方程

12. 浅水波、波群与群速度

13. 船行波及开尔文波系、波能的转移及兴波阻力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欧拉运动微分方程式的推导过程；掌握拉格朗日积分式

与伯努利积分式的区别及应用；掌握伯努利方程、动量方程、动量矩方程的原理及

应用；了解涡旋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理解简单势流的计算过程；了解达朗

贝尔谬论、麦格鲁斯效应、附加阻力、附加质量等概念；了解微幅波基本方程的各

项意义；掌握波速、波长、周期之间的关系；了解波浪与兴波阻力之间的关系。

授课建议：

10 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五：理想流体动力学（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

2. 圆管中层流运动的精确解

3. 湍流及其运动特征、普朗特混合长度理论

4. 圆管内的湍流

5. 管道流动的局部损失

6. 管路计算

7. 边界层的概念

8. 边界层的基本微分方程

9. 边界层的厚度

10. 平板层流边界层、湍流边界层、混合边界层

11. 边界层的分离及形状阻力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黏性流体运动微分方程式的推导过程；掌握管路计算的

基本方程式；理解流体的两种流动状态及特征；掌握圆管内的层流运动；掌握沿程

阻力、局部阻力的计算；掌握层流边界层、过渡区、湍流边界层的概念、分类、计

算过程；理解边界层微分方程、边界层动量积分方程的计算过程；掌握边界层分离、

形状阻力、物体阻力的产出原因，以及如何降低阻力的方法。

授课建议：

10 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六：相似理论（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相似概念

2. 相似理论

3. 因子分析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几何相似、物理相似、动力相似的概念；掌握相似准数

的物理意义；了解因次分析法的原理。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8）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船舶的要求，领悟船舶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2.践行精度造船、绿色造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流体力学科学家生平

5.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

船、绿色造船理念；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

制造 2025 的体现，了解船舶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上机部

分）

任务：计算流体力学基础上机（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 计算流体力学（CFD）基础理论

2. 计算流体力学(CFD)前处理

3. 计算流体力学（CFD）计算器

4. 计算流体力学（CFD）后处理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计算流体力学的基础原理；掌握一种 CFD商业软件画网

格的方法；掌握一种 CFD软件参数设置、数值计算及后处理的方法。

授课建议：

16 学时。以“案例教学”为方法，针对真实的工程案例，独立开展上机模拟实

验，并完成上机报告。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

分）

任务：流体力学实验

知识要点：

1. 流体力学演示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2）

2. 静水压强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2）

3. 平面静水总压力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2）

4. 雷诺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5）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流体力学实验的相关仪器设备，掌握流体力学实验实验

的一般方法，加深对流体静力学、动力学相关知识的理解。

授课建议：

8 学时。采用“虚实结合”的教学方式，以“流体力学虚拟实验室”软件为课

前自学手段，分小组开展流体力学实验操作，并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1. 流体力学实验室具备静水压强实验仪、自循环平面静水总压力实验仪、自

循环雷诺实验仪、自循环流动演示仪、自循环能量方程实验仪等实验设备。

2. 机房具备运行 CFD 大型商业计算软件的能力。

3. 上机每位学生 1 台电脑；实验每个试验台学生 3-5 人。



师资标准

1. 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

学经验，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4. 校外兼职教师，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相关的船舶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教

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 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使学生明白为什么学、学成能做什么，从而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

系，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

的设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

识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教材建议：本课程建议使用的教材是（1）《船舶流体力学》，朱仁庆等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本教材是“十二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教材出

版得到了江苏省高校重点教材建设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江苏

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资助。ISBN号 9787118103830。（2）《流体力学》，

王家楣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3224449。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实验成绩占 30%，

上机实践成绩占 30%，考勤及课堂讨论占 4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孙洪源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结构力学与有限元分析”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结构力学与有限元分析

英文名称 Structural mechanics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课程编号 360404 开课学期 5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72； 其中理论学时：42 实验实践学时：6 上机学时：24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材料力学

1. 静力学基本受力分析及求解方法；

2. 静定和超静定结构基本分析及求解方法；

3. 各种力的基本概念及工程应用（拉、压、扭转、弯矩、剪

切等）；

4. 梁的基本概念及应力分布规律；

5. 材料应力强度概念及弯矩、剪力图的绘制。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4

1.能够结合海洋机器人结构工程问题，了解结构力学的

研究内容和发展现状，掌握结构强度与稳定性的基本概念，

具备结构力学计算模型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0.5 0.2 0.3

2.掌握海洋机器人典型结构(杆、杆系、刚架、板架、板、

壳等)弯曲要素问题的各种求解方法（初参数法、力法、位移

法、能量法、矩阵法）,具备海洋机器人典型结构力学模型的

建立与分析能力。

0.2

3.掌握典型结构(杆、杆系、板、壳等)稳性问题分析求解

的各种方法，具备解决船体结构稳定性问题的基本能力。
0.2

4.熟悉典型结构的测试原理、实验装置及操作流程，能

够通过教学试验对力学计算理论方法进行验证，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

0.2 0.2 0.5

5.具有建设海洋强国使命感，培养创新精神和素养，坚

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了解海洋机器人结构设计领域的发展方

向，培养积极投身海洋工程建设的工程人才。

0.3 0.2 0.2

课程概述

结构力学与有限元分析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重要学科基础课，它在《材料

力学》的基础上，讲述结构力学的基本理论，结构强度与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及船体

结构(杆、杆系、平板等)的计算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海洋机器



人结构（杆件、板）强度与稳定性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为以后学习海洋机

器人设计与制造、毕业设计等课程打下基础。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实现多媒体教

学与传统讲授方式的有机结合，增加学生对力学模型的直观性、增强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积极性。内容上对经典结构力学部分精讲多练，保证习题、

练习的数量和质量，注重基础，注重分析、计算能力培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

意其与材料力学及后续课程的衔接，注重自学能力的培养。结合课程教学进度，安

排一定学时的实验课和上机，进行结构力学学科基本技能训练和相关理论知识的验

证。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结构力学的内容、任务、研究方法及发展现状；

2.结构力学计算模型建立的依据及方法；

学习目标：了解结构力学的内容、任务、研究方法及发展现状；了解结构力学

计算模型建立的依据及方法；掌握结构力学分析的典型结构模型。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2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练习与课后作业等教学

方式。

任务二：梁的弯曲理论（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符号法则、边界条件、初参数法、迭加原理及画弯矩剪力图；

2.复杂弯曲梁及弹性基础梁的解题思路，辅助函数查表法；

3.剪切、轴力、弹性基础对梁的弯曲的影响。

学习目标：要求掌握符号法则、边界条件、初参数法、迭加原理及画弯矩剪力

图；了解复杂弯曲梁及弹性基础梁的解题思路，会使用辅助函数查表法；了解剪切、

轴力、弹性基础对梁的弯曲的影响。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8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练习与课后作业等教学

方式。

任务三：力法（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力法原理、三弯矩方程、五弯矩方程；

2.用力法求解船体连续梁、简单刚架、阶梯变断面梁的弯曲要素；

3.多节点板架，一根交叉构件板架的计算模型并求解弯曲要素的方法；

4.弹性支座、弹性固定端的实际概念。

学习目标：掌握力法原理、三弯矩方程、五弯矩方程；会用根据工程实际问题

建立结构模型，熟练用力法求解船体连续梁、简单刚架、阶梯变断面梁的弯曲要素；

会用根据工程实际分析多节点板架，一根交叉构件板架的受力情况，建立计算模型

并求解其弯曲要素；理解弹性支座、弹性固定端的实际概念，会求解相邻构件影响

的柔性系数并应用于工程实例。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6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练习与课后作业等教学

方式。

任务四：位移法（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位移法原理，符号法则；

2.位移法在杆系结构中的应用；

3.位移法在复杂刚架中的应用。

学习目标：掌握位移法原理，符号法则；位移法在杆系结构中的应用；会求解

复杂刚架并画其弯矩图。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6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练习与课后作业等教学

方式。

任务五：能量法（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李兹法及其应用；

2.余位能驻值原理；

学习目标：掌握变形能计算，掌握从虚位移原理出发导出李兹法及其应用；了

解从虚力原理出发，导出余位能驻值原理，应力能原理等；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6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练习与课后作业等教学

方式。

任务六：矩阵位移法（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矩阵位移法的基本概念；

2.杆元的基本类型；

3.杆元的刚度矩阵；

4.结构的刚度矩阵。

5.约束处理

学习目标：理解矩阵位移法的基本原理；了解杆元的刚度矩阵、结构的刚度矩

阵的推导过程；能够借助于数学工具应用矩阵位移法进行连续梁的求解。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6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与课堂练习等教学

方式。

任务七：薄板的弯曲理论（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船体板的实际工况；

2.四周刚性固定板的查表求解法；

3.板的筒形弯曲，刚性板、柔性板的概念及计算思路；

4.薄板弯曲的能量解法。

学习目标：掌握船体板的实际工况；了解四周刚性固定板的查表求解法；掌握

薄板的筒形弯曲，区分刚性板、柔性板的力学概念；了解薄板的筒形弯曲的计算思

路。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4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与课堂练习等教学

方式。

任务八：杆及板的稳定性（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解析法、能量法求解单跨压杆稳定性问题；



2.板的稳定性的计算(解析法、能量法)；
学习目标：掌握解析法、能量法求解单跨压杆稳定性问题；了解板架（中间弹

性支座）稳定性临界刚度的计算思路；了解板的稳定性的计算(解析法、能量法)思
路。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4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与课堂练习等教学

方式。

任务九：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造船领域我国著名的力学专家以及爱国报国事迹；

2.力学学科对绿色造船、高性能船舶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

3.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了解力学学科基础对绿色造船、高性能船舶和

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

好的职业道德。

授课建议：采用 PPT、板书、案例讲解等方式，建立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

点，通过混合式互动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

分）

任务一：应变片粘贴试验（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应变片的测量原理及应变片的贴粘工艺过程

学习目标：通过实验了解应变片的测量原理及应变片的选用；通过应变片的实

际粘贴、接线，初步掌握应变片的贴粘工艺过程；能够进行粘贴质量的检查并会采

取适当防潮措施。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在结构力学实验室采用现场讲解、小组操作的方式。

任务二：支座结构柔性系数的测量试验（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支座结构的柔性系数

学习目标：通过实验进一步了解结构相对刚度的概念；熟悉百分表的使用方法

及实验数据的处理。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在结构力学实验室采用现场讲解、小组操作的方式。

任务三：板架结构加载试验（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板架结构在水平载荷作用下的内力与变形

学习目标：掌握杆件内力测试的基本原理，了解应变测试基本技术；掌握杆件

结构荷载的施加方法；与位移法的计算结论相互验证。

授课建议：建议 2学时，在结构力学实验室采用现场讲解、小组操作的方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上机部

分）

任务一：结构力学有限元分析技术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 有限元分析（FEM）基础理论

2. 结构力学有限元分析软件前处理

3. 结构力学有限元分析软件计算器

4. 结构力学有限元分析软件后处理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结构有限元分析的基础原理；掌握一种 FEM 商业软件画

网格的方法；掌握一种 FEM软件参数设置、数值计算及后处理的方法。

授课建议：

24学时。以“案例教学”为方法，针对真实的工程案例，独立开展上机模拟实

验，并完成上机报告。

师资标准

1.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机器人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

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

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

的船舶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现海洋机器人工程结构力学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

来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

领域的发展趋势；

3.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准确，有适合的习题数量，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

突出重点，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上机实践课程

作业占 50%、考勤占 25%、试验报告占 5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

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 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电路原理”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电路原理

英文名称 Circuits Principle

课程编号 360304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48； 其中理论学时：40 实验实践学时：8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1. 能够熟练对各种函数进行微积分计算；

2. 能够熟练对一阶和二阶微分方程进行求解；

3．理解复数的含义并能够熟练计算。

大学物理
1.充分理解和电路有关的物理量的含义及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2.熟练使用欧姆定律对电路进行分析和计算。

后续课程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4

1．掌握电路模型和电路定理； 0.3 0.2

2．掌握直流电阻电路的计算、分析方法； 0.4 0.2
3．掌握电容、电感的特点，并通过对电路的暂态过程进行

适当的分析，理解电路的暂态过程；
0.2 0.3 0.3

4．掌握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计算； 0.3 0.4 0.4

5. 塑造学生的政治担当、坚毅品格，培育“工匠”精神，激励

学生为国家富强而奋发努力向上。
0.2

课程概述

电路原理课程是高等学校本科电子与电气类专业重要的基础课，授课学时为 48
学时，学分 3分，授课对象为海洋机器人专业本科生。该课程以分析电路中的电磁

现象，研究电路的基本规律及电路的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担负着为后续的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课提供电路理论基础知识及电路分析方法支撑的重任。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支撑课程目标 1，5）
知识要点：

1．电路和电路的模型

2．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3．电功率和能量，电路元件 n
4．电压源、电流源及受控源

5．基尔霍夫定律。

学习目标：掌握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运用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进行电路分析，

验证基尔霍夫定律的实验；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和 PPT相结合，在后续实训

课中将学生分组，进行基尔霍夫定律验证实验操作，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任务二：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支撑课程目标 2，5）
知识要点：

1．电路等效变换的概念

2．电阻串并联电路的等效变换

3．电阻的 Y形联结和Δ形联结的等效变换

4．实际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变换

学习目标：掌握电路的等效变换概念，掌握电阻的串联和并联电路计算方法，

能够对 Y形连接和△形连接的电路进行等效变换；掌握 电源（电压源、电流源）

的串联和并联；掌握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掌握输入电阻的概念及计

算方法；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和 PPT相结合，在后续实训

课中将学生分组，进行实际电压源与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变换验证性实验，将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

任务三：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2，5）
知识要点：

1．电路的图及 KVL和 KCL的独立方程数

2．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回路电流法和结点电压法

学习目标：熟练应用支路电流法，回路电流法，结点电压法的“方程通式”写出

支路电流方程，回路电流方程，结点电压方程，并求解。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和 PPT相结合，引导学生采

用观察法观察电路，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进行电路分析。

任务四：电路定理（支撑课程目标 2，5）
知识要点：

1．叠加定理和替代定理

2．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理

3．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学习目标：掌握叠加定理和替代定理，掌握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掌握最大

功率传输定理。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和 PPT相结合，在后续实训

课中将学生分组，进行参加定理和戴维宁定理的验证性实验，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任务五：储能元件（支撑课程目标 3、5）
知识要点：

1．电容元件、电感元件的特性



2．电容元件、电感元件串并联计算

学习目标：掌握电容元件、电感元件的特性及串并联计算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六：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支撑课程目标 3、5）
知识要点：

1．动态电路的方程及初始条件

2．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时序控制系统的常见故障及分

析

3.了解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了解阶跃响应、冲激响应

学习目标：掌握动态电路的方程及初始条件，掌握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

状态响应和全响应，了解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了解阶跃响应、冲激响应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注重数学的

推导过程，便于学生理解。

任务七：相量法（支撑课程目标 4、5）
知识要点：

1．复数、正弦量

2．相量法基础、电路的相量形式

学习目标：掌握复数的基本计算方法，掌握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及定律的相量

形式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注重相量的

几何表达，便于学生接受理解，学生分组进行一阶 RC电路的时域响应的验证性实

验，将理论实际相结合。

任务八：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支撑课程目标 4、5）
知识要点：

1．阻抗和导纳

2．电路的相量图

3．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4．复功率

5．最大功率传输

学习目标：掌握阻抗和导纳的概念，掌握用电路的相量图进行计算分析，掌握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能对复功率的计算并掌握应用最大功率传输求解。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注重相量的

几何表达，便于学生接受理解。

任务九：三相电路（支撑课程目标 4、5）
知识要点：

1．线电压（电流）与相电压（电流）

2．对称及不对称三相电路计算

3．三相电路功率

学习目标：掌握三相电路的特点及线电流（电压）与相电流（相电压）的关系，

掌握三相对称电路和三相不对称电路的概念及计算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学生分组进

行三相电路电压、电流和相序的测量，三相电路的功率测量的综合性实验，将理论

与实际结合。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基尔霍夫定律实验 （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验证 KCL和 KVL
学习目标：验证 KCL 和 KVL，通过实验加强对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掌握和

运用能力。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解和亲自示范。

任务二：叠加定理实验、戴维宁定理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验证叠加定理和戴维宁定理

学习目标：通过实验加深对叠加原理和戴维宁定理的理解，正确使用万用表、

磁电式仪表及直流稳压电源。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解和亲自示范。

任务三：一阶 RC电路的时域响应（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研究和分析一阶 RC电路的时域响应

学习目标：用实验方法研究和分析一阶 RC电路的矩形脉冲响应及应用。学会

用示波器测定时间常数。学会正确使用信号发生器。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解和亲自示范。

任务四：三相电路电压、电流和相序及三相电路功率测量（支撑课程目标 4、5）
知识要点： 三相电路电压、电流、三相电路功率

学习目标：判断三相电源相序，掌握 Y形连接和△形连接两种连接方式相电压

电流及线电压电流的测量方法，熟悉一瓦表法、二瓦表法测量三相电路的有功和无

功功率的原理及方法。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解和亲自示范。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电路试验箱

万用表（交流 0.01-750V，直流 0.0001-1000V）；

示波器；

功率测量仪；

师资标准

师资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具备较好的课堂讲授和组织

能力，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

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且满足下列其中一项：

1.具有电气工程、自动控制、电力电子等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有讲师及

以上技术职称；

2、具备双师素质，持有电气工程师证书或电子电气员适任证书，且有扎实的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关注本学科的发展趋势，能将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海洋机器人专业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

3．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

的发展趋势，将相关的行业标准、规范等纳入其中；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参考教程：

《电路（第 5 版）》，邱关源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ISBN 978-7-04-01967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901997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出勤、作业、课

堂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付振山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模拟电子技术

英文名称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315 开课学期 三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8 实验实践学时：4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电路原理

1. 了解电气电路的基本结构，电压、电流的基本概念；

2.能够正确理解并熟练运用机械电气电路的基本定律和基尔霍

夫电压定律；

3.RC电路的暂态与稳态分析。

后续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6

1.能够运用模拟电子技术之专业知识与工程技能。 0.4 0.3 0.4
2.在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的影

响下，具备从事海洋机器人、信息系统集成等相关

领域的软硬件维护、研究、设计能力。

0.3 0.4 0.3

3.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

践行精益求精；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

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2025的体现，了解

可持续发展。

0.3 0.3 0.3

课程概述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六大部分：1.常用半导体器件，二极管、晶体管和场效应管

的特性及应用。2.基本、多级和功率放大电路，放大电路静态、动态分析，OTL、
OCL、BTL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和集成功率放大电路。3.集成运放及其相关应用，

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电流源电路、性能指标及等效电路，各种基本运算电路、模拟

乘法器、有源滤波电路。4.反馈放大电路，反馈的概念及分类，负反馈对放大电路

性能的影响等技术指标进行分析计算。5.波形的产生和信号的转换，正弦振荡电路、

电压比较器、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和信号转换电路。6.直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

源的构成和工作原理，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常用半导体器件（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二极管、晶体管和场效应管的特性及应用。

学习目标：掌握二极管、三极管的结构、图形符号、分类、特性、参数，查阅

资料，掌握其识别与选取方法；能够根据图纸计算选择合适的电容、电阻、整流二

极管、三极晶体管等元件；知道二极管、晶体管和场效应管的特性及应用；具有独

立学习和文献查阅能力，更新扩容提升专业知识。

授课建议：本部分概念性比较强应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

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有效运用翻转

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建议理论学时 6学时。

任务二：基本、多级和功率放大电路（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放大电路静态、动态分析，OTL、OCL、BTL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

路和集成功率放大电路。

学习目标：知道各种放大电路的分析计算，知道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并能

够进行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知道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和集成功率放大电路，

能够根据给定电路制作相对应的功放电路，分析 OTL、BTL的结构特点，并加以运

用；具备对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信号问题能够进行独立分析、建模和排除的能力。

授课建议：本部分内容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应注重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启

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方式教学，充分利用课件

等教学资源直观、形象、互动性强的特点，有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理解并加以实际应用。

建议理论学时 8学时。

任务三：集成运放及其相关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电流源电路、性能指标及等效电路，各种基本

运算电路、模拟乘法器、有源滤波电路,合理利用已学知识进行集成运放应用电路“创
新”设计。

学习目标：了解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电流源电路、性能指标及等效电路；掌握

各种基本运算电路、模拟乘法器、有源滤波电路的分析与设计；集成运放应用电路“创
新创业”设计，能够利用各种基本运算电路进行指定要求放大电路设计，框图绘制，

相关元器件参数的计算、选择，总体电路的集成和分析。

授课建议：本部分和实际应用结合比较紧密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建议熟练使

用现代教学设施，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灵活设计教学活动，有效

掌握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并实时回馈于教学，有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微课等

教学形式开展师生互动，灵活运用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建议理论学时 6学时。

任务四：反馈放大电路（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反馈的概念及分类，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等技术指标进行

分析计算。

学习目标：知道反馈的概念及分类，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的一般表达式，能对

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等技术指标进行分析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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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建议：本部分为教学重点，建议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

法，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有效运用

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开展师生



互动，有效管理课堂，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建议理论学时 2学时。

任务五：波形的产生和信号的转换（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正弦振荡电路、电压比较器、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和信号转换电路。

学习目标：知道正弦振荡电路、电压比较器、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和信号转换

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理解非正弦波发生电路的组成原则；具有独立学习和文献

查阅能力，更新扩容提升专业知识。

授课建议：本部分为教学难点，建议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

法，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方式教学，充分利

用课件等教学资源直观、形象、互动性强的特点，有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

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议理论学时 4学时。

任务六：直流稳压电源（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直流稳压电源的构成和工作原理，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利用已学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集成应用电路“创新”设计。

学习目标：知道直流稳压电源的构成和工作原理，知道整流电路、滤波电路、

稳压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合理利用已学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集成应用电路“创
新创业”设计，能够根据给定要求设计直流电源，框图绘制，相关元器件参数的计算、

选择，总体电路的集成和分析。

授课建议：本部分和实际应用结合比较紧密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建议熟练使

用现代教学设施，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灵活设计教学活动，有效

掌握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并实时回馈于教学，有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微课等

教学形式开展师生互动，灵活运用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建议理论学时 2学时。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中对于海洋机器人的要求，领悟机械电子制造业的机遇和

挑战；

2.践行精度机械电子、绿色机械电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

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的体现，了解还演过机器人可持续

发展。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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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可从以下实验中任选 2个：

任务一：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信号源、数字示波器，稳压电源，毫伏表的维护及使用。

学习目标：知道由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比例等基本运算电路的功能，了解运

算放大器在实际应用时应考虑的一些问题。了解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基本知识，具备

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授课建议：本实验较为简单，学生可以首先利用MATLAB、Labview、Multisim
进行仿真，得到仿真结果，然后进入实验室自己动手搭建电路，并进行结果比对，

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议实验学时 2学时。

任务二：直流稳压电源（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交流电压源、数字示波器，稳压电源，毫伏表的维护及使用,创新。

学习目标：知道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的特性，知道本模块在实验系统

中的作用及使用方法，掌握集成稳压器的特点和性能指标的测试方法，依据所有的

软硬件进行相应设计与集成，了解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基本知识，具备运用标准、规

范、手册、图册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授课建议：本实验为创新性设计试验，有一定设计创新性，老师可以加以引导，

并在试验过程中加以指导，学生本人可以首先利用 MATLAB、Labview、Multisim
进行仿真，得到仿真结果，然后进入实验室自己动手搭建电路，并进行结果比对，

加强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议实验学时 2学时。

建议实验学时 2学时。

任务三 常用电子元器件认知（实验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常用电子元件的使用；

2.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电子仪器的原理及应用。

学习目标：

1.学会识别常用电路元件的方法。

2.具备独立使用各种电工仪表和设备的能力。

授课建议：2学时 分组实验

实验设备

要求

所需仪器设备：模拟电子技术实验台，万用表、连接导线若干、示波器、各种电子

元器件，信号发生器

最大分组数 10人/组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

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

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相关的行业标准、国家

标准、试验规程等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理论参考教材：

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主编谷雷 张学军,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64759728,2018.4.1,普通高校“十三五”规划教材。

2.《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主编童诗白 华成英 , 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25055,2015.8.1, 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优秀教材。

3.《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系统方法》,主编托马斯 L.弗洛伊德(Thomas L.Floy), 机械工

业出版社,ISBN: 9787111502678,2015.6.1,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优秀教材。

4.《电子制作基础入门》 ,主编方大千 朱丽宁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ISBN:
9787122256768,2014-07-06,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实验参考教材：

1.《电子技术实验教程 (第 2 版 )》 , 主编司朝良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ISBN:
9787301237366, 2014年 2月, 普通高校“十三五”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总成绩为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包括各个考核环节）得分乘以权重后之和，包

括以下考核环节：

（1）课堂表现包括学生出勤、参与课堂学习过程（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提问问题）、

课堂讨论等；课堂表现成绩为总成绩的 10%。

（2）平时测验包括不定期考试、月考、随堂测验，成绩单次为百分制，总体为总成

绩的 10%，随堂测验成绩每次及时向学生公布。

（3）课后作业（不包括课程报告、口头报告、在线学习等）作业成绩单次十分制，

总体为总成绩的 10%。

（4）在线学习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和习惯；该环节开始前向学生公布详细评

分方法，采用期末集中考核成绩，总体为总成绩的 10%，严格按照二级学院（部）

相关考核规定考核、评分。

（5）正式考试命题、监考、阅卷均应满足学校相关要求，期末考试成绩总分为百分

制，总体为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刘坤 系（教研室）主任： 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

英文名称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316 开课学期 四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8 实验实践学时：4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电路原理

1. 了解电气电路的基本结构，电压、电流的基本概念；

2.能够正确理解并熟练运用机械电气电路的基本定律和基尔霍

夫电压定律；

3.RC电路的暂态与稳态分析。

后续课程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6

1.掌握数字电子工程领域相关的基本知识，并通过

文献研究对相关工程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有效

结论。

0.4 0.3 0.4

2.能够运用数字电子技术之专业知识与工程技能。 0.3 0.4 0.3
3.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

神，践行精益求精；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

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2025的体现，

了解可持续发展。

0.3 0.3 0.3

课程概述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六大部分：1. 数字系统基本概念、数制和编码，学习数字量和模

拟量的概念，各种数制的定义和相互之间的转换，编码。2. 逻辑门电路，学习三类

基本逻辑门和常用逻辑门以及常用组合逻辑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真值表和逻

辑表达式等。3. 布尔代数和逻辑化简，学习布尔运算的基本规则和表达式，狄摩根

定理，布尔分析和卡诺图。4.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学习基本组合逻辑电路

的分析，加法器、比较器、译码器和编码器以及数据选择器的逻辑功能和应用，合

理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组合逻辑电路的“创新”分析设计。5. 触发器和定时器，学习基

本 RS触发器以及各种其他触发器的基本逻辑功能及运算特性, 单稳态触发器和 555
定时器的基本功能和应用。6.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学习同步时序逻辑电路

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异步计数器、同步计数器和加减计数器的运算特点，

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合理利用所学知识进行时序逻辑电路的“创新”分析设计。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数字系统基本概念、数制和编码（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数字量和模拟量的概念，各种数制的定义和相互之间的转换，编码。

学习目标：能够正确理解数字量与模拟量的概念；知道二进制数、逻辑电平和

数字波形的概念及特点；知道十进制、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四种计数系统及

其相互转换；了解二进制数的反码和补码；知道二进制的加法规则，会进行带符号

二进制数的加减运算；知道二-十进制编码，会 8421BCD码和十进制数的相互转换。

授课建议：本部分概念性比较强应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

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有效运用翻转

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建议理论学时 2学时。

任务二：逻辑门电路 （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三类基本逻辑门和常用逻辑门以及常用组合逻辑门的逻辑符号，逻

辑功能，真值表和逻辑表达式等。

学习目标：知道三类基本逻辑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真值表和逻辑表达式：

反相器（非门），与门和或门；知道两类通用逻辑门与非门和或非门的逻辑符号，

逻辑功能，真值表和逻辑表达式；知道两类常用组合逻辑门异或门和同或门的逻辑

符号，逻辑功能，真值表和逻辑表达式。

授课建议：本部分概念性比较强应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

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有效运用翻转

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建议理论学时 2学时。

任务三：布尔代数和逻辑化简（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布尔运算的基本规则和表达式，狄摩根定理，布尔分析和卡诺图。

学习目标：知道布尔运算的基本规则和表达式；会应用布尔代数的定律和法则；

会应用狄摩根定理变换逻辑表达式；会对逻辑电路进行布尔分析，得出表达式，列

出真值表；会应用布尔代数对表达式进行化简；会根据真值表写表达式，会根据表

达式列真值表；会应用卡诺图对表达式进行化简。

授课建议：本部分内容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应注重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启

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方式教学，充分利用课件

等教学资源直观、形象、互动性强的特点，有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理解并加以实际应用。

建议理论学时 6学时。

任务四：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基本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加法器、比较器、译码器和编码器以及

数据选择器的逻辑功能和应用，合理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组合逻辑电路的“创新”分析

设计。

学习目标：会分析几类常见基本组合逻辑电路；会根据表达式用逻辑电路实现

该逻辑功能；会用与非门实现其他任何逻辑功能；会根据脉冲波形分析逻辑电路；

会根据逻辑功能描述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知道加法器的基本逻辑功能，会用加法器

芯片；知道比较器的基本逻辑功能，会用比较器芯片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知道译码

器的基本逻辑功能，会用译码器芯片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知道编码器的基本逻辑功



能，会用编码器芯片；知道数据选择器的基本逻辑功能，会用数据选择器芯片；组

合逻辑电路的线性系统的“创新”设计，能够利用指定的芯片以及必要的门电路进行

指定要求的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系统的框图绘制，相关参数的计算、选择，

总体系统的集成和分析。

授课建议：本部分为教学重点和难点，建议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

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有

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开

展师生互动，有效管理课堂，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建议理论学时 6学时。

任务五：触发器和定时器（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包括基本 RS触发器以及各种其他触发器的基本逻辑功能及运算特

性, 单稳态触发器和 555定时器的基本功能和应用。

学习目标：知道基本 RS 触发器的基本逻辑功能及运算特性；了解同步触发器、主

从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的基本逻辑功能及运算特性；知道触发器在存储数据、分频

和计数方面的应用；了解单稳态触发器的概念和工作模式；了解 555定时器的概念

以及 555定时器芯片构成单稳态振荡器或非稳态多谐振荡器。

授课建议：本部分为教学重点，建议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

法，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方式教学，充分利

用课件等教学资源直观、形象、互动性强的特点，有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

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议理论学时 6学时。

任务六：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同步时序逻辑电路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异步计数器、同步

计数器和加减计数器的运算特点，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合理利用所学知识进行

时序逻辑电路的“创新”分析设计。

学习目标：会分析常见的同步时序逻辑电路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会根据要求

利用触发器和必要的门电路设计实现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知道异步计数器、同步计

数器和加减计数器的运算特点；会用常见的计数器芯片及其级联构成任意进制的计

数器；时序逻辑电路的线性系统的“创新”设计，能够利用指定的芯片以及必要的门

电路进行指定要求的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系统的框图绘制，相关参数的计

算、选择，总体系统的集成和分析。

授课建议：本部分为教学重点和难点，建议注重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启发式等

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思维，根据课程特点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教学手段，有

效运用翻转式课堂、慕课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开

展师生互动，有效管理课堂，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建议理论学时 6学时。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中对于海洋机器人的要求，领悟机械电子制造业的机遇和

挑战；

2.践行精度机械电子、绿色机械电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传输勇于奉

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的体现，了解机械电子

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

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

程

应

知

应

会

具

体

内

容

要

求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集成逻辑门电路（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与非门、或门和或非门的逻辑功能及实现。

学习目标：掌握 TTL器件的使用规则；熟悉数字电路实验装置的结构，基本功

能和使用方法；并掌握利用与非门电路设计实现其他逻辑门电路。

授课建议：本实验较为简单，学生利用数字电子技术实验箱进行实验，完成实验要

求，并进行结果分析，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议实验学时 2学时。

任务二：计数器及其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计数器的异步清零和置数设置，加法计数器和减肥计数器，任意计

数器。

学习目标：学习用集成触发器构成计数器的方法，掌握中规模集成计数器的异

步清零和置数设置，掌握运用集成计数器的任意进制计数器的实现方法。

授课建议：本实验内容较多，有一定的难度和创造性，老师可以加以引导，并

在试验过程中加以指导，学生利用数字电子技术实验箱进行仿真，得到仿真结果，

并进行结果对比分析，加强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议实验学时 2学时。

实验设备

要求

所需仪器设备：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台，万用表、连接导线若干、示波器、各种电子

元器件，信号发生器

最大分组数 10人/组。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熟悉建设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的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

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



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相关的行业标准、国家

标准、试验规程等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理论参考教材：

1.《实用数字电子技术(第 1版)》，主编 罗忠亮，祁浩东，吴浪，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ISBN:9787564745066，2017.7.1。
2.《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6版》，主编 阎石，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9787040444933，
2016.4。
3.《电子技术实验教程 (第 1 版 )》，主编司朝良，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37366，2014.2，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电气信息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

养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总成绩为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包括各个考核环节）得分乘以权重后之和，包

括以下考核环节：

（1）课堂表现包括学生出勤、参与课堂学习过程（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提问问题）、

课堂讨论等；课堂表现成绩为总成绩的 10%。

（2）平时测验包括不定期考试、月考、随堂测验，成绩单次为百分制，总体为总成

绩的 10%，随堂测验成绩每次及时向学生公布。

（3）课后作业（不包括课程报告、口头报告、在线学习等）作业成绩单次十分制，

总体为总成绩的 10%。

（4）实验实践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和习惯，该环节开始前向学生公布详细评

分方法，参考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并在期末集中考核成绩，总体为总成绩的 10%，

严格按照二级学院（部）相关考核规定考核、评分。

（5）正式考试命题、监考、阅卷均应满足学校相关要求，期末考试成绩总分为百分

制，总体为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刘坤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海洋环境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环境基础

英文名称 Fundament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

课程编号 360405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导论

1. 了解国内外各种类型海洋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及应用；

2. 了解海洋机器人的种类和系统组成；

3. 了解海洋机器人的设计基础、关键技术和作业系统等。

后续课程 海洋航行器流体力学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7

1.了解海洋科学和海洋工程环境，了解中

国近海海洋环境特点。
0.1

2.了解各种海洋工程环境因素的特性、分

布变化规律、运动方程及其作用。
0.2 0.2

3.掌握风、波浪及海流的速度与作用力等

方面的计算与分析。
0.5 0.4

4.掌握潮汐特性、类型判断，了解潮汐理

论、潮汐特征值及潮汐现象分析。
0.1 0.3

5.了解海冰特性、作用力及其危害性。 0.1 0.1

6.了解海洋环境现状，增强海洋环境保护

意识，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1

课程概述

《海洋环境基础》是一门学科基础课程。它以各种海洋物理环境（温度、盐度、

密度、风、浪、流、潮汐、海冰）为主要教学内容，同时介绍海洋科学相关方面的

知识，这包括海洋气象、海洋化学、海洋地质、海洋资源、海洋技术、海洋金属腐

蚀、海洋生态与海洋环境保护等。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系统掌握海洋科学基础知



识，尤其是有关海洋工程环境方面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了解海水的各种运动形

式，了解海洋工程环境因子的分类、特性、作用机理及一些基本计算方法，了解和

分析海洋中各种物理现象及其过程的形成、发展、分布与变化规律，拓宽学生的海

洋科学知识，提高海洋意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海

洋科学及海洋工程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海洋工程与海洋工程环境

2.海洋的基本特性

3.中国沿岸近海海域特点

学习目标：

了解海洋科学和海洋工程环境，了解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特点。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慕课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二：海洋环境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海岸、海底地貌与海洋沉积

2.海洋的科学研究发展与海洋技术

3.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

4.海洋光学与声学现象

5.海洋腐蚀与防护

6.海水温度及其在大洋中的分布化特点

7.中国近海温度、盐度、密度的特征

学习目标：了解海岸地形特点，了解海水温、盐、密度及其分布变化特征等。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三：风（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大气压强和大气运动

2.风速计算与风速资料统计分析

3.风对结构物的作用力

学习目标：了解风的特性、大气运动，掌握风速及风力计算等。。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四：海洋波浪（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波浪理论

2.过程的海浪



3.浅海近岸的海浪特性

4.波浪对结构物的作用力

5.海啸与风暴潮

学习目标：了解海浪特性、波浪理论，掌握波浪要素计算及其随水深变化特性、

波浪力计算等。。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五：海洋潮汐（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潮汐理论与潮汐现象

2.潮位特征值

3.中国近海潮汐与潮流

学习目标：了解海洋潮汐现象、潮汐理论、潮汐特征值等。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六：海流（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地转流与风海流

2.大洋环流及中国近海环流

3.海流作用力与流致涡激振动

学习目标：了解海流特性、理论模型、大洋环流及海气耦合相互作用，掌握流

速及其作用力计算等。。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七：海冰（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海冰的形成特性

2.海冰的物理力学特性与海冰的作用力

3.海冰作用力分析

学习目标：了解海冰特性、作用力及危害等。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线

上优质资源为辅助，以优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

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八：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理解海洋强国战略、黄河国家战略、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海洋智能装备的要

求；



2.了解海洋生态保护重要性；

3.弘扬工匠精神；

4.相关科学家生平介绍；

5.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绿色制

造、保护环境；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 具有海洋科学、海洋工程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

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

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 校外兼职教师，具有海洋科学、海洋工程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关的船舶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教

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 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使学生明白为什么学、学成能做什么，从而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

系，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

的设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

识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教材建议：本课程建议使用的教材是（1）《海洋工程环境》，曾一非等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ISBN号 ISBN 978-7-313-04855-4。（2）《海洋工程环境概

论》，董胜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0677004。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孙洪源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专业必选课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英文名称 Python language programming

课程编号 360406 开课学期 三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0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32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人工智能基础 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研究流派和应用领域。

后续课程 人工智能算法、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实践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5
1. 掌握 Python 的安装与使用，Python 扩展库的管理，

Python 中的数据类型；Python 中的内置函数、基本输入输

出，Python 代码编写规范，Python 文件名和程序运行。

0.2 0.2

2. 掌握选择和循环结构；函数的设计与使用。 0.2 0.2
3. 掌握字符串和正则表达式；类的定义与使用，类的方法

和属性；文本文件的基本操作，二进制文件操作，文件操

作和目录操作。

0.2 0.2

4. 掌握 Python 中的列表、元组、字典及集合使用。 0.2 0.2
5.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抽象思维、逻辑推理以及自己获取

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能力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0.2 0.2

课程概述

《Python 语言基础》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选课。通过对本门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系统学习一种常用的数据分析处理编程语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能，并

注重培养学生抽象分析问题和设计算法、编程实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常见的程序设

计能力﹑排错能力以及 Python 软件包查找、使用能力，从而使学生学会利用程序语

言去建模、解决一些数据处理问题。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

分）

任务一：Python 语言简介(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Python 语言的发展过程、安装及简单使用；

2.Python 程序设计中的基本知识；

3.Python 代码的编写规范；

4.Python 文件名的要求；

5.Python 程序的运行方式。

学习目标：

Python 安装与简单使用。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抽象思维、

逻辑推理以及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能力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任务二：变量、表达式与语句和条件执行(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掌握变量命名规则、熟悉 Python 保留关键字；

2.掌握语句概念以及 Python 语句特征；

3.掌握表达式合法性概念；

4.掌握运算符、模运算以及运算顺序的规则；

5.掌握输入的基本方式；

6.掌握注释的书写方法；

7.掌握 Python 程序基本调试方法；

8.掌握布尔表达式概念；

9.掌握三种逻辑运算符的意义和用法；

10.掌握条件执行语句、分支执行和链式条件语句的写法；

11.掌握嵌套条件语句的写法；

12.掌握 try 与 catch 异常捕获概念与用法；

13.熟悉逻辑表达式短路评估的原理；

14.掌握 Python 追踪调试方法。

学习目标：

Python 中的对象；Python 代码的编写规范。Python 中的条件表达式。

授课建议：

建议 8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三：函数和迭代(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掌握函数调用使用方法；

2.熟悉常用的内置函数名和使用方法（输入参数与输出格式）；

3.掌握类型转换概念；

4.掌握随机函数使用方法；

5.掌握数学函数包 import 方法和常见数学函数；

6.掌握新函数定义和使用方法；

7.掌握形参与实参的概念以及区别；

8.掌握函数的返回值概念；

9.掌握 While 语句迭代结构的用法和常见问题方式；



10.掌握 break 和 continue 的用法与区别；

11.掌握 for 循环结构的用法；

12.掌握统计求和、求最大最小值循环的程序实现方法。

学习目标：

Python 中函数的定义方法；参数类型；变量作用域。选择结构和循环结构的基

本使用。

授课建议：

建议 8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四：字符串和文件(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掌握字符串是字符序列这一概念；

2.掌握 len 函数；

3.掌握通过循环遍历字符串的方法；

4.掌握字符串分割的方法；

5.掌握字符串是对象的概念；

6.掌握 in 运算符的应用；

7.掌握字符串比较方法；

8.熟悉字符串对象各种内置方法；

9.熟悉字符串解析方法和格式操作符；

10.掌握文件的打开、关闭方法；

11.掌握文本文件和文本行概念以及文本行读取方法；

12.熟悉文件搜索方法；

13.掌握 try、except 与 open 等文件检查方法；

14.掌握文件写入方法；

15.掌握文件常见错误与调试方法。

学习目标：

Python中的字符串及字符串的常用方法。文本文件的基本操作。

授课建议：

建议 8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五：列表、字典和元组(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掌握列表基本概念和可变特性；

2.掌握列表的遍历方法；

3.掌握列表的运算符操作、分割操作以及其他操作方法；

4.掌握列表中删除元素的方法；

5.掌握一些能用于列表的内嵌函数（len、max、min、sum 等）；

6.掌握列表与字符串之间的转换方式；

7.熟悉行间解析；

8.掌握列表对象的复制方法；

9.掌握列表的别名引用和列表参数；

10.熟悉列表常见错误与调试方法；

11.掌握字典概念及其与列表的区别；



12.熟悉字典做计数器的使用方法；

13.熟悉字典与文件的操作方法；

14.掌握字典的循环方法；

15.熟悉用字典进行高级文本解析的方法；

16.掌握元组基本特性及其与列表的区别；

17.掌握元组 sort 函数；

18.掌握元组赋值方法；

19.熟悉元组与字典的区别；

20.熟悉通过字典对元组进行多个赋值的方法；

21.熟悉用元组进行高频词汇分析的方法并能应用到其它环境下。

学习目标：

掌握 Python 中的列表。掌握 Python 中的字典。掌握 Python 中的元组。

授课建议：

建议 6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抽讲与精讲相结合，难点

与重点相结合，注重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在机房上课，机房电脑能够安装 python 语言的 IDE，如 Anaconda和 Pycharm 等。

最大分组为 100 人。

师资标准

1. 具有船海类或计算机类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计算机等级资格证书，或具

有工程背景，熟悉工程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

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

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5.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 python 编程

语言，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 参考教材：《Python 基础教程（第 3 版）》，Magnus Lie Hetland 著，袁国

忠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2018。《Python 学习手册（第 4 版）》，Mark Lutz
著，李军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1。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形式：上机考试。

成绩构成：平时测验占 20%，考勤占 20%，期末上机考试占 60%。

https://book.jd.com/writer/Magnus%20Lie%20Hetland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袁国忠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袁国忠_1.html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154516/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154516/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英文名称 Microchip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课程编号 360331 开课学期 四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选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4，实验学时 8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电路原理

1.掌握概念：电阻、电容、电感、电路等；

2.正确理解电路的基本定律：欧姆定律、楞次定律、法拉第电

磁感应定律。

计算机技术基础 1.掌握 C语言的编程方法和编程技巧；

模拟电子技术

1. 掌握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管、集成运放等元器件；

2. 掌握三极管放大放大电路、集成运放的使用；

3. 功率驱动电路的设计；

数字电子技术

1.掌握二进制数、逻辑电平和数字波形的概念及特点；

2.掌握三类基本逻辑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真值表和逻辑

表达式：反相器（非门），与门和或门；

3.掌握锁存器、触发器的基本逻辑功能；了解触发器在存储数

据、分频和计数方面的应用。

后续课程 自动控制原理、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5
1．掌握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0.5 0.5
2. 培养单片的程序设计和硬件电路设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0.5 0.8

3.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和国家情怀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0.2 0.5

课程概述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选课。主要包括单片机体系

结构、指令系统、程序设计、输入输出模块、扩展模块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应熟悉单片机在信息技术、自动化与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应用；了解单片机的内部

结构、单片机硬件及其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掌握单片机的编程方法、单片机应用

系统的扩展、以及单片机软件开发等。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 1 单片机基础知识概述[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数制；

学习目标：进行单片机简介、掌握数制、码制与编码等等概念和方法；

建议课时：2课时，课堂讲授



任务 2 MCS-51单片机的结构及原理[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和引脚；

学习目标：掌握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引脚的功能特点、存储器结构以及复位

电路和时钟电路；

建议课时：4课时，课堂讲授

任务 3 单片机的汇编语言与程序设计[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汇编指令系统和程序设计方法

学习目标：掌握 51指令系统的寻址方式、基本汇编指令系统、伪指令；掌握汇

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结构程序设计

建议课时：4课时，课堂讲授

任务 4 单片机的 C51语言[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C51语言进行程序开发和 Proteus仿真；

学习目标：掌握 C51语言的特点、与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并利用 Keil的编译

环境μVision3进行功能开发，基于 Proteus编程仿真；

建议课时：4课时

任务 5 单片机的中断系统[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中断的概念和处理过程，中断编程；

学习目标：掌握 5.1 中断的概念、中断控制系统、中断处理过程，并能进行中

断程序设计；

建议课时：4课时

任务 6 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时/计数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控制功能字

学习目标： 掌握定时/计数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定时/计数器的控制、定时/计

数器的工作方式，并能够掌握定时器的编程和应用；

建议课时：4课时,课堂讲授

任务 7 单片机的串行口及应用（[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串行通信的概念和实现；

学习目标：掌握串行通信概念、掌握串行口内部结构和控制功能字的设置和工

作方式的设置，并进行串行通信编程；

建议课时：2课时，课堂讲授

任务 8 课程思政（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了解单片机在工业控制中作用，国内外芯片技术发展的差别，领悟

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践行精度制造、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弘扬工匠精

神；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

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高

尚的爱国情怀，在解决办法过程中启发和建立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七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

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

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流水灯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单片机 IO口控制

学习目标：熟悉 Keil C51集成开发环境，学会自己编写程序，进行编译，仿真

调试，学会用单片机机 P0口控制 LED实现流水灯。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述和亲自示范。

任务二：数码管显示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7段数码管工作原理

学习目标：掌握 7段共阴及共阳数码管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述和亲自示范。

任务三：按键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按键的工作原理

学习目标：接口的定义、中断、矩形和独立按键；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述和亲自示范。

任务四：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实验（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定时/计数器工作原理

学习目标：掌握定时/计数器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可通过编程实现对蜂鸣器发

声频率的控制。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原理讲述和亲自示范。

实验设备

要求
单片机开发仿真板、电脑、示波器、万用表；每 1-2人一组。

师资标准

1.具有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机械行业背景，熟悉机械电子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

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

程；

4.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

任机械电子系统设计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

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参考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 Proteus和 Keil C（第 4版）》是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林立，张俊亮。 ISBN：9787121332470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出勤、作业、

课堂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

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付振山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自动控制原理

英文名称 Principle of Automatic Control

课程编号 360407 开课学期 五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能够熟练掌握拉普拉斯变换、反拉普拉斯变换。

电路原理

能够正确理解并熟练运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和基尔霍夫电压定

律；

能够熟练运用各类定律对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并求解。

后续课程 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海洋机器人控制实践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1. 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熟悉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

成及分类方法。
0.2

2. 掌握系统结构图的建立，熟悉掌握重要的传递函数，信号流

图的定义和组成方法，信号流图的定义和组成方法，梅森公式

求闭环传递函数的方法。

0.3 0.5

3. 了解改善系统动态性及其提高系统控制精度的措施，掌握一

阶系统的数学模型和阶跃相应的特点，正确理解线性定常系统

的稳定条件，熟练应用劳斯判据判断系统的稳定性。

0.5

4. 了解控制系统根轨迹的概念，掌握绘制基本原则，熟练运用

根轨迹分析系统性能。了解一个系统和一个环节的频率特性并

得出系统的正弦传递函数。

0.3

5. 具有严格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

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脚踏

实地的精神。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

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0.2



课程概述

自动控制原理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必选课（必修）。主要内容是以传递函

数为基础，研究单输入单输出一类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问题。这些理论研究

较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在工程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学习，掌握经

典控制论中，线性定常连续系统、单输入单输出闭环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掌握反

馈控制系统的应用以及分析和设计的一般规律，使学生具有分析和设计自动控制系

统的初步能力，对系统的认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自动控制系统简介（课程目标 1、5）
知识要点：自动控制系统组成及术语；自动控制系统的分类；自动控制系统的

性能指标；自动控制系统实例分析。

学习目标：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分类，掌握自动控

制系统的评价指标，能够对任一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系统分析。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二：线性系统的数学模型（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的建立；传递函数的建立；结构图的等效变换；

信号流图的绘制及化简原则；利用梅森公式求系统的传递函数。

学习目标：熟悉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熟悉传递函数的建立，掌握结构图

的等效变换原则，掌握信号流图的绘制方法，掌握梅森公式应用准则。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三：线性系统的时域分析（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一阶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二阶系统的单位

阶跃相应；自动控制系统的代数稳定判据；系统的稳态误差。构成典型环节的模拟

电路；用MATLAB/Simulink仿真各典型环节。

学习目标：掌握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掌握一阶、二阶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

熟练应用稳定判据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会求各类系统的稳态误差。通过观察典型

环节在单位阶跃信号作用下的动态特性，熟悉各种典型环节的响应曲线；定性了解

各参数变化对典型环节动态特性的影响。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四：根轨迹（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根轨迹的基本概念；绘制根轨迹的基本法则；用根轨迹分析系统的

性能。MATLAB 仿真分析二阶系统的 和 对系统动态性能的影响。

学习目标：熟悉根轨迹的基本概念，掌握绘制根轨迹的基本法则，能够利用根

轨迹分析系统的性能。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8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五：线性系统的频域分析（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典型环节的频率特性；控制系统的开环频率

特性；奈奎斯特稳定判据；稳定裕度。

学习目标：熟悉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典型环节的频率特性，掌握控制系统开

环频率特性，掌握奈奎斯特稳定稳定判据法则，能够熟练求出系统的稳定裕度。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六：课程思政（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理解制造业对于控制系统的要求，领悟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践行

精度制造、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弘扬工匠精神；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

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的体现。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五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

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

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安装有 MATLAB 软件的电脑，运行速度能够达到仿真标准，建议 1 人 1 台电

脑。

师资标准

1.控制科学与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设计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本行

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

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

施及评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

悉互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

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

和工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

加实践实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及时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1. 《自动控制原理》 丁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0月，第 2版；

2. 《现代控制理论》 朱玉华、庄殿铮，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2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的评定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小测和课后作

业等部分。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百分制。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占 30%，小测和

课后作业各占平时成绩的 70%。

撰写人：王玉刚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液压与气压传动

英文名称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课程编号 360305 开课学期 五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8 实验实践学时：4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航行器流体力

学
能解释流体力学主要术语；能解释液压元件的原理和现象。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8
1. 能解释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原理，能够正确理解液压传动技

术的优缺点发展方向和组成及各部分的功用，熟练掌握液压泵、液

压缸、液压阀的结构、基本原理及应用。

0.2

2. 掌握各类液压元件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条件，各类液

压元件的各性能参数间的关系式并能灵活应用这些关系式；掌握各

类液压元件对应液压基本回路的工作原理特性及应用;能够正确选

用液压元件。

0.5

3. 分析常见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清楚各液压元件在各基本回路

中的功能以及各子系统中基本回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0.3 0.5 0.3

4.了解气压传动与液压传动的区别、气压传动的工作原理、气动控

制基本回路的分类、回路组成原理及特点。
0.2

5. 具有严格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

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

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传

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0.5 0.5

课程概述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是研究以液体作为传动介质来实现各种机械传动和控制的一门

学科。主要讲述液压传动的重要概念、基本参数和流体力学基础；液压及气动元件的工

作原理、结构和性能；液压系统分析、设计及控制等内容。培养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

严谨的科学作风及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为以后从事机械制造、自动化及使用维修方面

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液压与气压传动基本知识（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液压与气压传动工作原理、组成部分；液压油的性质、污染及控制措施；

相关流体力学知识。。

学习目标：掌握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其组成部分；了解液压传动的控制方

式；了解液压传动的优缺点；了解液压传动在机械工业中的应用；了解液压液的物理性

质及分类；能正确选择和使用液压液；了解液压液的污染物的种类及危害；掌握液压液

的污染控制措施；复习流体力学相关知识。

授课建议：4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难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

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二：液压泵和液压马达（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液压泵、马达的工作原理及组成。

学习目标：掌握液压泵的作用、分类及工作参数；掌握液压泵的工作原理、结构组

成及应用场合等；熟悉液压泵的选用；掌握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及其主要参数；

授课建议：4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难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

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三：液压缸与液压阀（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液压缸及液压阀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以及应用。

学习目标：掌握液压缸的类型及特点；掌握液压缸的典型结构及组成；初步了解液

压缸的设计和计算；掌握液压阀的作用、分类及基本要求；了解液压阀的液动力、卡紧

力及泄漏特性等共性问题；掌握各类液压阀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

授课建议：8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难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

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四：液压辅助装置（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辅助装置的分类及应用

学习目标：了解液压辅助装置的分类和安装方法；掌握液压辅助装置的结构功能和

选用方法。

授课建议：4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难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

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五：液压基本回路应知应会（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液压基本回路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学习目标：掌握调压回路、减压回路、增压回路、保压回路、平衡回路、卸荷回路

等压力控制回路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掌握节流调速回路、容积调速回路、容积节流

调速回路的基本原理、连接形式和速度负载特性；掌握顺序动作回路、同步回路的各种

连接方法；了解多缸快慢互不干涉回路、多缸卸荷回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合。

授课建议：4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难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

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六：气压传动系统（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气压传动的工作原理、气压系统的组成、气压传动的优缺点、气动执行



元件分类、工作原理及特点、气动控制元件分类、作用；各种阀工作原理及应用；气动

控制基本回路的分类；回路组成原理及特点。

学习目标：掌握气动元件的工作原理及应用；掌握常用的气动基本回路及系统。

授课建议：4学时，授课方式为课堂讲授，教学过程中注意难点与重点相结合，注重

强化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任务七：课程思政（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了解当今工业对于液压和气压系统的要求，领悟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践行精度制造、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弘扬工匠精神；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

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传输勇于奉

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七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

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液压元件拆装实验（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液压元件结构、组成

学习目标：能解释常用液压元件的结构及分类；能解释常用液压元件的工作原理及

组成、应用场合。

学时：2

任务二：液压基本回路实验（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液压基本回路

学习目标：能解释液压基本回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能设计常用的液压基本

回路。

学时：2

授课建议：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

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培养具有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

精神，培养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液压与气压教学演示平台、液压拆装实验台，最大分组人数 30人

师资标准

1.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设计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本行业的生产

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海洋机器人



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

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互

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和工

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加实践实

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时

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液压与气压传动》刘延俊，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4月，第 4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的评定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成绩、课堂表现、小

测和课后作业等部分。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百分制。平时成绩中，实验成绩占 40%，课堂表

现、小测和课后作业各占平时成绩的 20%。

撰写人：崔文超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嵌入式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嵌入式系统设计

英文名称 Embedded system design

课程编号 360408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24； 其中理论学时：24 ，实验学时 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1. 掌握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和硬件机构

2. 掌握单片机输入输出接口的定义；

3. 掌握单片机的编程方法；

模拟电子技术
1. 掌握电子元件的工作原理；

2. 掌握驱动电路的设计方法；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10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概念和设计方法； 0.5 0.2

2.掌握 STM32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0.2 0.5

3.掌握 STM32单片机各功能的库函数和工作流程； 0.3 0.5 0.3

4.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怀； 0.5

课程概述

嵌入式系统设计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必选课。课程是在计算机应用技术的

新发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培养学生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领域工作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操作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课程以嵌入式微处理器 STM32 单片机、51单片机位

基础，掌握处理器、开发工具和开发语言的设计，掌握嵌入式设备驱动程序的设计

方法，为设计更高级的嵌入式系统打下必要的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嵌入式系统简介 （支撑课程目标 1）
教学要点：嵌入式系统特点及发展趋势、

教学目标：掌握嵌入式系统特点趋势，掌握嵌入式处理器 STM32 系列微控制

器的特点；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任务二 嵌入式单片机 STM32硬件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2）
教学要点：STM32 系列单片机外部结构、内部结构和输入输出口

教学目标：了解 STM32 系列单片机外部结构、引脚、时钟、存储器、复位电路



等，掌握外部接口功能和最小系统的设计；

教学课时：4，课堂讲授；

任务三 嵌入式单片机 STM32 软件开发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3）
教学要点：Cortex - M3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 CMSIS、基于 MDK 和标准库

的 STM32 软件开发过程；

教学目标：掌握MDK5 的 STM32 软件开发过程；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任务四 STM32 单片机的通用功能输入输出 ( GPIO) （支撑课程目标 3）
教学要点：STM32F10x 的 IO 端口的组成及功能、GPIO 常用库函数、GPIO 使

用流程；

教学目标：掌握 STM32F10x 的 IO 端口的组成及功能,并能够利用 GPIO 库函

数编写程序，掌握 GPIO 使用流程；

教学课时：4，课堂讲授；

任务五 STM32 单片机外部中断（支撑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中断的相关概念、中断控制、中断控制器 ( NVIC) 库，外部中断使

用流程

教学目标：掌握中断的概念，中断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利用中断控制器控制中段，

并掌握中断使用流程；

教学课时：4，课堂讲授；

任务六 STM32 通用同步/异步通信 （支撑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串行通信与并行通信、STM32 的 USART 的结构及工作方式、常用

库函数和工作流程

教学目标：掌握串行通信的概念，并掌握 STM32 的 USART 的结构及工作方

式，会调用宽口库函数设置工作方式，和并掌握 STM32 的 USART工作流程，编写

串行通信程序；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任务七 STM32 通用定时器（支撑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STM32 定时/计数器结构、功能、常用库函数和工作流程；

教学目标：掌握 STM32 定时/计数器时钟源、功能寄存器和外部触发及输入/输
出通道，掌握通用定时器常用库函数和工作流程，并编写通用定时器工作程序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任务八 STM32 直接存储器存取 DMA（支撑课程目标 3）
教学要点：直接存储器存取 DMA、工作过程和库函数

教学目标：掌握直接存储器存取 DMA、工作原理和过程，并利用库函数编写

DMA程序；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任务九 STM32 的模/数转换器 （支撑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STM32 的 ADC 结构、工作模式和库函数



教学目标：掌握 STM32 的 ADC 概念、性能和工作模式，并掌握利用库函数编

写控制函数工 ADC工作过程，编写 ADC采用程序；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任务十 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爱岗敬业、工匠精神和爱国情怀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爱岗敬业；传输勇于奉

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授课建议：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相关行业背景，熟悉海洋机器人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

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

课程；

4.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

任机械电子系统设计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

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

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参考教材：

嵌入式单片机 STM32原理及应用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卓越工程能力培养与工程教育

作者：张淑清 胡永涛 张立国 等编著

ISBN：978-7-111-63352-5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出勤、作业、

课堂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

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陈国栋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机器人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器人技术基础

英文名称 Fundamentals of Robotics

课程编号 360409 开课学期 第五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24； 其中理论学时：24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设计基础

掌握常用机构的结构、特性等基本知识，并初步具有选用和分析基

本结构的能力；掌握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和简单的

设计计算方法，并初步具有选用和分析简单机械和传动装置的能

力；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7
1.了解机器人的组成及设计原则，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简单机器人的

设计及相关计算。
0.5 0.5

2.掌握机器人的机械系统、控制系统、驱动系统、检测系统的方案

设计方法；了解机器人编程。
0.2

3.掌握机器人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

4. 具有严格规范的操作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

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脚踏实地

的精神。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

生产的职业道德。

0.3 0.5

课程概述

课程主要讲授机器人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以及发展趋势，旨在通过本课程讲授和实

验过程让学生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调动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使

学生掌握机器人的总体设计方法。了解机器人机械结构分析、控制方案选择、驱动原件

与检测原件的选择方法。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机器人基本概念（课程目标 1、4）
知识要点：机器人定义、基本参数、分类；机器人的发展及应用。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基本概念，了解机器人的起源与现代各领域机



器人发展状况；掌握机器人的特点、结构和分类。

授课建议：讲授 2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二 机器人的数学基础（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掌握机器人位置、方位和姿态描述方法；掌握机器人运动的坐标变换；

了解物体的变换及旋转变换。

学习目标：使学生熟悉机器人的相关数学基础知识，掌握机器人位置、方位和姿态

表示方法；熟悉物体方位表示方法，了解旋转变换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机器人操作变

换方程的初步概念。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三 机器人运动学（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机器人运动方程的表示；机械手运动方程的求解；工业机器人运动方程。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机器人的运动学描述和分析方法，掌握典型机器人的坐标系

建立方法，掌握用运动方程描述机器人运动姿态的方法，能够根据机器人运动方程获得

机器人各关节位置的表达式。

授课建议：8学时，互动教学，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四 机器人动力学（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了解机器人动力学的基本问题；掌握机器人静力学的基本知识及计算方

法；了解机器人动力学的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了解机器人动力学分析相关方法和概念，了解计算机械手上某一点的速

度、动能和位能的方法，能够分析简单机器人动力学问题。

授课建议：讲授 6学时，互动式教学。

任务五 机器人的应用（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应用工业机器人必须考虑的因素；机器人的应用领域。

学习目标：通过实例，使学生了解机器人在各领域的典型应用，了解典型机器人的

核心技术或参数，培养学生理解和评价现代复杂机器人特征的能力。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互动式教学。

任务六：课程思政（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理解中国市场对于机器人的要求，领悟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践行精度

制造、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弘扬工匠精神；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

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

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传输勇于奉

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的体现。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六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

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设计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本行业的生

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

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

评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互

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和工

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加实践实

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时

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机器人学基础》董付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11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的评定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小测和课后作

业等部分。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百分制。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占 30%，小测和

课后作业各占平时成绩的 70%。

撰写人：陈国栋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水下密封与腐蚀防护”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

称
水下密封与腐蚀防护

英文名

称
Underwater sealing and corrosion protection

课程编

号
360410 开课学期 五

课程性

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

分
1.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

时
总学时：24； 其中理论学时：24

开课单

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

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导论
1.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分类及功能特点；

2.了解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所涵盖的关键问题。

后续课

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课程目

标及与

毕业要

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7

1.了解水下密封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认识水下密封的材料，

了解水下密封技术和材料腐蚀防护的研究现状。
0.1 0.1

2.掌握垫片密封技术的原理与结构，熟悉垫片的种类和常用

的密封形式，具备对垫片密封进行维护的能力以及故障分析

处理能力。

0.2 0.2

3.掌握机械密封的基本原理，熟悉机械密封的种类，掌握动

压型和集装式机械密封，具备机械密封安装维护和故障分析

的能力。

0.2 0.2

4.掌握软填料密封、硬填料密封、橡胶密封、油封的使用与

维护方法。
0.1 0.1

5.了解非接触型密封，包括间隙密封，迷宫密封，浮环密封，

动力密封，磁流体密封，全封闭密封。
0.1 0.1

6.掌握差压法、流量法、声压原理的侧漏技术，熟悉海洋机

器人的常用侧漏方法。
0.1 0.1

7.了解电化学腐蚀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理解海水腐蚀和海洋

微生物腐蚀，认识常用材料在海水中的腐蚀行为，掌握海水

腐蚀的试验方法和防护，掌握海洋机器人的腐蚀控制方法。

0.1 0.1



8.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爱国精神，具备较强

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

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0.1 0.1

课程概

述

《水下密封与腐蚀防护》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必选课。本课程培养学生掌握

海洋机器人密封和腐蚀防护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掌握海洋机器人常用密封元件的

使用和维护方法，使学生具备应用水下密封与腐蚀防护知识解决海洋机器人制造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的创新思维能力。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任务一：水下密封与腐蚀防护概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水下密封的概念与分类；

2.水下密封的材料；

3.水下密封研究现状；

4.材料的腐蚀与防护研究现状。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水下密封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认识水下密封的材料，了解

水下密封技术和材料腐蚀防护的研究现状。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二：垫片密封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垫片密封技术的原理与结构；

2.垫片的种类；

3.海洋机器人常用的垫片密封形式；

4.垫片密封的使用与维护方法；

5.垫片密封的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垫片密封技术的原理与结构，熟悉垫片的种类和常用的密

封形式，具备对垫片密封进行维护的能力以及故障分析处理能力。

授课建议：

建议 4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三：机械密封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机械密封技术的基本原理；

2.机械密封的种类；

3.动压型机械密封；

4.集装式机械密封；

5.机械密封的安装与维护；

6.机械密封的故障分析。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机械密封的基本原理，熟悉机械密封的种类，掌握动压型

和集装式机械密封，具备机械密封安装维护和故障分析的能力。



授课建议：

建议 4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四：填充密封（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软填料密封技术的使用与维护；

2.硬填料密封的使用与维护；

3.橡胶密封件的使用与维护；

4.油封的使用与维护。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软填料密封、硬填料密封、橡胶密封、油封的使用与维护

方法。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五：非接触型密封（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间隙密封简介；

2.迷宫密封简介；

3.浮环密封简介；

4.动力密封简介；

5.磁流体密封简介；

6.全封闭密封简介。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非接触型密封，包括间隙密封，迷宫密封，浮环密封，动

力密封，磁流体密封，全封闭密封。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六：泄漏监测（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差压法与流量法测漏技术；

2.基于声波原理的测漏技术；

3.海洋机器人常用测漏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差压法、流量法、声压原理的侧漏技术，熟悉海洋机器人

的常用侧漏方法。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七：海洋环境腐蚀与防护（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电化学腐蚀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2.海水腐蚀的原理及影响因素；



3.海洋微生物腐蚀；

4.常用材料在海水中的腐蚀行为；

5.海水腐蚀的试验方法；

6.海水腐蚀的防护；

7.海洋机器人的腐蚀控制。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电化学腐蚀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理解海水腐蚀和海洋微生

物腐蚀，认识常用材料在海水中的腐蚀行为，掌握海水腐蚀的试验方法和防护，掌握

海洋机器人的腐蚀控制方法。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八：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8）

知识要点：

1. 中国科学家对水下密封与腐蚀防护技术方面研究的贡献；

2. 弘扬爱国奉献，爱国奋进精神；

3. 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爱国精神，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

准

1. 具有海洋化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

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

担任海洋技术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

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传感技术及其应用，具

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

用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材料力

学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规定、标准等及时纳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 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 建议教材：《密封原理、应用于维护》，黄志坚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材



料腐蚀与防护》，杨世伟，常铁军主编，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评价与

考核标

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考勤占 10%，课堂

表现占 10%，课后作业占 1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海洋传感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

称
海洋传感器技术

英文名

称
Ocean sensor technology

课程编

号
360411 开课学期 五

课程性

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

分
1.5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

时
总学时：24； 其中理论学时：24

开课单

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

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大学物理

1.充分理解和电路有关的物理量的含义及各物理量

之间的关系；

2.熟悉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基本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

1.信号放大的概念和电路；

2.功率驱动；

3.电路的设计和分析；

后续课

程
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

课程目

标及与

毕业要

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4 5

1.掌握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及分类，掌握传感器的数学模型，

传感器静、动态特性及其指标，传感器的标定与校准的定义。
0.1 0.1

2.掌握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输入输出特性，典型产品及

其性能参数，能够根据需要合理的选择和应用。
0.3 0.3 0.3

3.掌握光纤波导原理，光调制与解调技术，光纤传感器应用。 0.2 0.2 0.2

4. 掌握感应同步器的测量系统，光栅的结构与测量原理，

绝对式编码器。
0.2 0.2 0.2

5.掌握智能传感器与传感系统的特点。 0.1 0.2 0.1

6.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

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

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0.1 0.1 0.1



课程概

述

《海洋传感器技术》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了解传感器的基本概念、传感器的构成、传感器工作的有关定律、传感器的作用、

传感器和现代检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其作用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利用现代

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解决信息采集与处理问题的能力，为海洋机器人

的设计与开发奠定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主要传感器的原理、特性，

各种应用条件下传感器的选用原则和应用电路设计。技能目标：独立分析、解决传感

器方面问题的能力；利用网络、数据手册、厂商名录等获取和查阅传感器技术资料的

能力。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任务一：传感器技术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分类与发展现状；

2.传感器的一般数学模型；

3.传感器静态特性及其指标；

4.传感器动态特性及其指标；

5.改善传感器性能的技术途径；

6.传感器的标定与校准。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及分类，掌握传感器的数学模型，传感

器静、动态特性及其指标，传感器的标定与校准的定义。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

任务二：几种常用典型传感器（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应变片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典型应用；

2.压阻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典型应用；

3.电感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典型应用；

4.电容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典型应用；

5.压电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典型应用；

6.光电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典型应用；

7.了解各类传感器的典型产品和应用场景。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输入输出特性，典型产品及其性

能参数，能够根据需要合理的选择和应用。

授课建议：

建议 14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

任务三：光纤传感器（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光纤波导原理。

2.光纤传感器分类。

3.光调制与解调技术。

4.光纤传感器应用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光纤波导原理，光调制与解调技术，光纤传感器应用。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

任务四：数字式传感器（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感应同步器、光栅传感器、编码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测量系统。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感应同步器的测量系统，光栅的结构与测量原理，绝对式

编码器。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

任务五：智能化传感器（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智能传感器的定义及功能。

2.智能传感器与传感系统的特点。

3.智能传感器与传感系统的发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智能传感器与传感系统的特点。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

任务六：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理解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传感器的要求，领悟传感技术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2. 弘扬工匠精神；

3. 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

准

1. 具有信息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

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

担任海洋技术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

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传感技术及其应用，具

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

用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材料力

学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规定、标准等及时纳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 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 建议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陈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评价与

考核标

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考勤占 10%，课堂

表现占 10%，课后作业占 1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专业英语

英文名称 Specialized English

课程编号 360412 开课学期 5

课程性质 专业必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大学英语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

2.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

3.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英文报刊和杂志上专业类题材的

文章；

4.写作能力：掌握基本的写作技能，能完成一般性写作任务，

能描述个人经历、表达个人观点和描述发生的事件等。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0 12

1.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读懂专业英语文献，提高学生专业

英语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培养学生与业界同行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能力；

0.8

2.通过教学，使学生具备查阅、提炼各种英语技术资料、文

献的能力，优化工程问题方案。
0.2 0.5

3.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笃定

“四个自信”，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为国家

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个人的理想，成为实现民族复兴

的时代新人。

0.5

课程概述

海洋机器人专业英语课程用英语介绍涉及海洋机器人专业的基本知识，具体内

容包括海洋机器人专业知识的基本英文词汇，并通过阅读、写作、讨论等方式，使

学生具备阅读和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英文文献、用英文撰写专业论文、以及用英文

表达专业思想和见解的能力。本课程对于学生具备海洋机器人工程领域的涉外交流

能力、了解海洋机器人领域的国际前沿技术，以及未来写作和发表高水平论文具有

重要作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Introduction of Marine Robot（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的概念和发展；

2.海洋机器人的分类；

3.海洋机器人的应用；

4.海洋环境介绍。

学习目标：能够用英语表述海洋机器人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应用用途、海洋环

境的特点。

授课建议：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

展，采用分小组阅读、翻译、讨论的形式进行内容讲解，使学生熟悉并记忆专业英

语词汇、短语及长句的构成。

任务二：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支撑课程目标 1）
1. AUV的系统组成；

2. AUV的设计原理；

学习目标：能够用英语表述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的基本设计原理和

系统组成、能够掌握设计原理、主要设备与系统的相关英语单词及表达方式。

授课建议：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

展，采用分小组阅读、翻译、写作的形式进行内容讲解，使学生熟悉并记忆专业英

语词汇、短语及长句的构成。

任务三：Remote Operated Vehicle（支撑课程目标 1）
1. ROV的类型与设计特点；

2. ROV的机械手设计。

学习目标：能够用英语表述 Remote Operated Vehicle 的基本设计原理和系统组

成、能够掌握设计原理、主要设备与系统的相关英语单词及表达方式。

授课建议：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

展，采用分小组阅读、翻译、写作的形式进行内容讲解，使学生熟悉并记忆专业英

语词汇、短语及长句的构成。

任务四：th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of Marine Robot（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的控制技术；

2.海洋机器人的观测技术；

3.海洋机器人的传感器设备介绍。

学习目标：能够掌握与海洋机器人关键技术问题相关的英语单词及表达方式。

授课建议：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

展，采用分小组阅读、翻译、写作的形式进行内容讲解，使学生熟悉并记忆专业英

语词汇、短语及长句的构成。

任务五：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2.提升学生对道路、制度、文化、理论的自信；



3.培育学生的爱国奋斗精神、提高能源强国意识；

4.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学习目标：使学生深刻了解海洋强国战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培养学生良好的爱国情操与职业道德。

授课建议：在组织学生分小组进行英文资料检索和英文演讲，采用学生自主思

考、分组讨论、师生互动交流以及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和手段，将德育教育有机融

入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获得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和职业道德规范。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研究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海洋机器人与制造设计的研究经历、相关企业工作及管

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机器人工程产品设计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使学生明白为什么学、学成能做什么，从而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本科专业层次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组织编

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操作

与培训，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课后作业占 50%，

考勤及课堂讨论占 5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 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专业限选课

“人工智能算法”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人工智能算法

英文名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课程编号 360413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专业方向限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Python 语言程序

设计

1.掌握 Python语言的程序编写与使用。

2.掌握 Python扩展库的管理，Python中的数据类型；Python中
的内置函数、基本输入输出，Python代码编写规范，Python文
件名和程序运行。

后续课程 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实践、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5

1.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常识，以及与大数据、互联网、物

联网等信息环境结合，在自然语言理解、语音识别、视觉

分析和数据挖掘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0.3

2.熟悉以符号主义为核心的逻辑推理、以问题求解为核心

的探询搜索、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机器学习、以行为主义

为核心的强化学习和以博弈对抗为核心的决策智能的基

本方法和基本原理。

0.7

5.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设计的职业道德。培养学生在

设计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及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1

课程概述

人工智能算法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限定选修课。本课程是学生掌握人工智

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及研究应用领域。人工智能具有“至大无外、至小有内”的特

点。当前正在形成的人工智能生态（AI Ecosystem）正推动人工智能这一使能技术

不断赋能社会，以数据建模和机器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通过整合数据（知识）、

模型、算法和算力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语音识别等特定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本课程主要从数据智能这一角度来讲授人工智能的

基本算法和模型，辅以一定的实训题目促进对模型的深入了解，希望学生能够掌握

逻辑推理、机器学习、强化学习、博弈对抗等基本模型，明晰人工智能具能、使能



和赋能的手段和方法。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人工智能概述（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人工智能及研究目标；

2.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

3.人工智能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4.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领域。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及研究应用领域。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任务二：搜索与求解（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启发式搜索；

2.对抗搜索；

3.蒙特卡洛树搜索。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启发式搜索、对抗搜索和蒙特卡洛树搜索的方法。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

任务三：逻辑与推理（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命题逻辑；

2.谓词逻辑；

3.知识图谱推理：一阶归纳推理算法；

4.知识图谱推理：路径排序算法；

5.因果推理。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逻辑与推力的基本方法。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

任务四：统计机器学习（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机器学习基本概念；

2.线性回归分析；

3.提升算法；

4.K均值聚类；

5.主成分分析；



6.特征人脸算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统计机器学习中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的基本原理。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

任务五：深度学习（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深度学习基本概念；

2.前馈神经网络；

3.误差后向传播(BP)；
4.卷积神经网络；

5.自然语言理解与视觉分析。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深度学习的基本概念、神经网络的结构组成和卷积神经

网络的基本原理。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

任务六：强化学习（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强化学习定义；

2.策略优化与策略评估；

3.强化学习求解: Q Learning；
4.深度强化学习。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强化学习的基本概念、策略优化与评估的方法和深度强化学

习的基本原理。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

任务七：人工智能博弈（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博弈相关概念；

2.遗憾最小化算法；

3.虚拟遗憾最小化算法；

4.人工智能安全；

5.人工智能发展与挑战。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博弈的相关概念和算法，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挑战。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

任务八：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人工智能领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科学家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的职业

道德。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

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

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人工智能领域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海洋机器人与制造设计的研究经历、相关企业工作及管

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机器人工程产品设计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结合规范采用人工智能案例，引导学

生掌握人工智能基本原理；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人工智能算法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组织编

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

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建议教材：吴飞，《人工智能导论：模型与算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04-053466-5)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课后作业占 50%，

考勤及课堂讨论占 5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 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

英文名称 Robot driving and Motion control

课程编号 360414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方向）限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单片机技术

1.掌握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和硬件机构

2.掌握单片机输入输出接口的定义；

3.掌握单片机的编程方法；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控制实践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4 10
1掌握机器人的由来与发展、组成与技术参数，及机器人分类与应

用，使学生能够对机器人系统进行简单的分析，通过对本课程学

习并综合运用其他相关知识，通过自主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

能够对机器人系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0.5 0.5

2.能通过掌握机器人系统的基本原理（运动学、动力学、轨迹规划

和关节插补）和相关技术（机器人本体基本结构、传感检测装置、

驱动装置和控制装置及编程），分析、设计和使用简单的机器人

系统，理解不同机器人系统，掌握典型机器人系统的工作原理和

设计准则，能够针对技术指标与技术实现形式设计具体的机器人

系统，满足机器人系统的工作过程及其技术性能的要求，在设计

过程中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实现技术创新，同时考虑设计、制造、

运行过程的节能、环保、安全、经济、艺美等因。

0.2 0.5

3.能够运用机器人系统的基本原理，基于机电一体化的仿真分析技

术、机器人的机械技术、传感检测、驱动和控制技术，能够针对

复杂的机械工程问题，培养学生运用学习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设计实验与测试分析系统的能力，培养一定的理

论分析与实验分析能力。

0.5

4. 了解机器人系统在智能制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机器人系统

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能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0.3 0.5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限选课之一。它综合了运用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中的

基本理论及基本技术，是培养学生具有机器人工程问题分析、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

运转和维护的初步能力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主要讲了机器人的由来与发展、

组成与技术参数，及机器人分类与应用，使学生能够对机器人系统进行简单的分析，通

过对本课程学习并综合运用其他相关知识，通过自主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能够对机

器人系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概述（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机器人的定义，机器人的组成，机器人的分类，机器人技术参数，机器

人控制方式，机器人控制系统概述。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基本概念；掌握机器人的特点、结构和分类。

授课建议：讲授 2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二 机器人运动学分析（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机器人空间描述，机器人位姿描述，机器人坐标变换，机器人 D-H建模，

机器人正运动学计算，机器人逆运动学计算。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机器人的运动学描述和分析方法，掌握典型机器人的坐标系

建立方法，掌握用运动方程描述机器人运动姿态的方法，能够根据机器人运动方程获得

机器人各关节位置的表达式。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三 机器人控制系统与控制方式（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机器人控制系统，机器人控制方式，典型机器人应用控制系统。

学习目标：使学生们掌握机器人的控制方式以及典型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有哪些。

授课建议：6学时，互动教学，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四 机器人传感器（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机器人的传感系，机器人内部传感器装置，机器人外部传感器装置，传

感器在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制中的应用。

学习目标：同学们需要掌握机器人的传感器装置以及传感器在机器人驱动与运动控

制中的应用。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互动式教学。

任务五 机器人步进电机驱动与控制（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步进电动机概述，步进电动机原理，步进电动机的驱动与控制技术，机

器人步进电动机应用实例。

学习目标：掌握步进电动机的基本原理以及机器人与步进电机应用实例有哪些。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六 机器人直流伺服电机驱动与控制（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直流伺服电动机概述，直流伺服电动机原理，直流伺服电机的驱动与运

动控制，机器人直流伺服电机应用实例。



学习目标：掌握直流伺服电机基本工作原理与机器人与直流伺服电机应用实例有哪

些。

授课建议：讲授 2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七 交机器人流伺服电机驱动与控制（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交流伺服电机概述，交流伺服电机原理，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与运动控

制，机器人交流伺服电机应用实例。

学习目标：掌握交流伺服电机基本工作原理与机器人与交流伺服电机应用实例有哪

些。

授课建议：讲授 2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八 机器人气压与液压驱动（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机器人气压驱动系统，机器人气压控制系统，机器人液压驱动系统，机

器人液压控制系统。

学习目标：使学生熟练掌握机器人气压驱动系统，机器人气压控制系统，机器人液

压驱动系统，机器人液压控制系统。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任务九 机器视觉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机器人视觉概述，视觉算法与图像处理，3D视觉技术，机器人视觉实

例。

学习目标：学生能对机器人视觉进行概述，对机器人视觉举出实例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结合工程案例教学。

师资标准

1.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设计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本行业的生

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机械电子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机械电

子工程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

评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互

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和工

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加实践实

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时

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1.机器人学导论.[美] 约翰 J.克雷格（John Craig） 著，贠超等译；

2.现代机器人学：机构、规划与控制 [Modern Robotics: Mechanics, Planning, and
Control].[美] 凯文• M.林奇（Kevin M. Lynch），[韩] 朴钟宇（Frank C. Park） 著，于靖

军 等译

3.机器人学、机器视觉与控制：MATLAB算法基础.[澳] 科克 著，刘荣 等 译

4.机器人手册第 1 卷 机器人基础.[意] BrunoSiciliano（布鲁诺·西西利亚诺），Oussama
Khatib（欧沙玛·哈提卜） 著，《机器人手册》翻译委员会 译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的评定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小测和课后作

业等部分。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撰写人：陈国栋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英文名称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marine robot

课程编号 360415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专业方向限选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

导论、机械设计基

础

1.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分类与应用；

2.掌握常见工程机械装置的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实践课程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5

1.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分类、应用及未来发展； 0.1 0.1 0.2
2.掌握海洋机器人设计内容与内涵，了解海洋机器人的一

般设计过程；
0.1 0.1

3.了解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内容和设计计算方法，能够根

据一般设计任务，完成海洋机器人的方案设计；
0.2 0.2

4. 掌握海洋机器人的耐压结构设计、轻外壳结构设计和

框架结构设计；
0.2 0.2

5. 了解海洋机器人的作业工具，掌握作业机械手的基本

设计与制造方法；
0.2 0.2

6.了解海洋机器人操纵推进装置、液压系统与压载系统、

浮力调节系统、吊放回收系统等设计与制造方法；
0.2 0.2

7.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设计的职业道德。培养学生在

设计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及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0.8

课程概述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限定选修课。课程主要讲述海

洋机器人的分类与应用、方案设计、水动力性能估算、结构设计、推进与操纵系统

设计、动力与能源系统设计、压载系统等其他功能系统设计，还包括浮力材料选择、

载体结构材料选择、水下作业机械手的设计与制造。课程帮助学习者了解海洋机器

人载体的结构型式和制造特点，能够为完成功能简单的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做好

理论基础，为学习者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专业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海洋机器人分类与发展（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的分类与应用；

2.海洋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的类型；了解国内外海洋机器人发展现状及

趋势。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优

秀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不同类型海洋机器人的载体结构型式和制造特点。

任务二：海洋机器人设计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设计概述；

2.海洋机器人设计方法与设计程序；

3.海洋机器人的重量特征与重量分析；

4.海洋机器人的浮力特征与浮力分析；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设计内容与内涵，了解海洋机器人的设计过

程，能够对海洋机器人上升、下潜过程中的重量特征与浮力特征进行分析。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

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三：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艇型选择；

2.海洋机器人能源类型与选择；

3.海洋机器人推进装置选择；

4.海洋机器人的总布置设计与排水量估算；

5.海洋机器人的性能估算。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与方法，能够根据一般设计任务，

完成海洋机器人的方案设计。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

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四：海洋机器人结构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圆柱形耐压舱结构设计；

2.球形耐压舱结构设计；



3.贯穿件与舱口该设计；

4.AUV的轻外壳结构设计；

5.ROV的框架结构设计。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的耐压结构设计、轻外壳结构设计和框架结

构设计；了解平台上的主要设备及布置方法。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潜

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为依据，结合具体算例，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

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理论的理解。

任务五：海洋机器人作业装置设计与制造（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的作业工具；

2.ROV的液压作业机械手功能与设计；

3.ROV的液压作业机械手制造。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的作业工具，掌握 ROV 的液压作业机械手

的基本设计与制造方法。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海洋机器人

作业装置设计与制造的理解。

任务六：海洋机器人操纵与推进系统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操纵与推进装置介绍；

2.操纵与推进装置设计原理；

3.海洋机器人操纵控制系统设计。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操纵、推进装置设计原理和操纵控制系统设

计方法。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海洋机器人

设计与制造的理解。

任务七：海洋机器人的其他系统与设备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系统和设备设计基础；

2.液压系统与压载系统；

3.浮力调节系统；

4.吊放回收系统。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液压系统与压载系统、浮力调节系统、吊放

回收系统的基本设计知识及制造方法。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具

体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海洋机器人

辅助功能系统与设备的设计理解。

任务八：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研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科学家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的职业

道德。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

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

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设计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海洋机器人与制造设计的研究经历、相关企业工作及管

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机器人工程产品设计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结合规范采用海洋机器人工程案例，

引导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流程；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

来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

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课后作业占 50%，

考勤及课堂讨论占 5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 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专业任选课

“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

英文名称 Underwater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416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微积分基础知识，积分变换以及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

大学物理 能够熟练运用各类物理定律对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并分析。

后续课程 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实践、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实践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5
1. 掌握惯性导航、卫星导航、水声定位等各种水下机器人典型

系统与器件的性能指标、工作机理以及数学方法
0.3 0.2

2. 针对水下组合导航问题，能够运用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数学

理论解决水下导航问题，建立数学模型。
0.3 0.3 0.2

3. 能够应用Matlab 等现代仿真系统软件，设计实现简单的导

航仿真程序，验证导航算法。
0.5 0.8

4. 培养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与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相结合的研

究能力，具备交叉学科融合创新能力和工程问题的基础科学研

究素养。

0.4

课程概述

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选修）。主要包括惯性

导航定位系统、水下声学导航定位系统以及基于地球物理属性匹配的水下导航定位

系统。基于上述系统，以惯性导航系统为主导航系统，匹配导航系统为辅助导航系

统，介绍了不同水下组合导航定位系统。水下组合导航系统可充分利用各导航子系

统之间优势互补的特点，大大提高导航系统的精度与可靠性，已成为实现定位导航

的有效手段，它一直是导航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使学生了解和设计水下导

航系统的初步能力，对导航与定位认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简介（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导航的内涵与外艇；导航系统分类；水下导航与定位系统的概念与

作用；常用的水下定位与导航系统；水下导航与定位实例

学习目标：掌握水下导航与定位系统的分类，掌握水下导航与定位系统的概念，

能够对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进行简单分析。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二：水下导航与定位常用 （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惯性坐标系；地固坐标系；导航坐标系；载体坐标系。

学习目标：熟悉导航与定位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掌握坐标系建立的原则与方

法。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三：旋转、比力与地磁测量元件（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陀螺仪原理、加速度计原理、磁强计原理

学习目标：掌握旋转、比力与地磁测量元件的性能指标，掌握旋转、比力与地

磁测量元件工作原理。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2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四：水下无人机航行器的航姿参考系统（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坐标系变换关系式，包含矢量以及变换矩阵等；姿态更新计算的欧

拉角法、姿态矩阵法以及四元数法；电磁罗经姿态解算方法。

学习目标：熟悉航姿参考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姿态更新计算的相关方法，能

够熟练运用相关方法对水下无人机航行器的姿态。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8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五：水下无人航行器的惯性导航系统（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惯导系统的组成及分类；平台惯导系统；接连管道系统；捷联惯导

系统机械编排。

学习目标：水下无人航行器的惯性导航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特性，掌握各个惯

导系统的工作原理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六：水下声学定位系统（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水声多普勒测速声纳，包含声纳的发展，多普勒效应的时域分析、

测速原理以及影响因素及改进方法；水下声学导航定位；长短基线水声定位系统。

学习目标：水下无人航行器的惯性导航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特性，掌握各个惯

导系统的工作原理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七：水下组合导航系统（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卡尔曼滤波简介；卡尔曼滤波理论基础；卡尔曼滤波的推导；基于



卡尔曼滤波的推位导航系统；基于卡尔曼滤波的组合导航系统；基于 MATLAB 的

导航仿真系统设计。

学习目标：了解卡尔曼滤波的基本概念以及理论基础，运用卡尔曼滤波实现水

下组合导航定位设计；学会应用MATLAB软件设计并实现导航仿真系统。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8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机房电脑上

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

任务八：课程思政（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引入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最新发展状况，详细中国科学家对卫星导

航技术的贡献和我国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和民族自豪感。弘扬工匠精神；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

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

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五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

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

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安装有 MATLAB 软件的电脑，运行速度能够达到仿真标准，建议 1 人 1 台电

脑。

师资标准

1.控制科学与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导航经历或背景，熟悉本行业的生产

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当前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控制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

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

施及评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

悉互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

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

和工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

加实践实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及时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1. 《水下组合导航系统》 王国臣，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
2. 《水下导航信息融合技术》 朱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第一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的评定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小测和课后作

业等部分。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百分制。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占 30%，小测和

课后作业各占平时成绩的 70%。

撰写人：王玉刚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

称
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

英文名

称
Environment perception of marine robot

课程编

号
360417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

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

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

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开课单

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

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传感器技术
1.熟悉常用传感器的原理及适用范围；

2.掌握常用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后续课

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课程目

标及与

毕业要

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4 5

1.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应用需求，对环境感知的需求，环境感

知的概念、内涵及发展现状。
0.1

2.掌握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系统的传感器技术，计算分析技

术，通信传输技术，具备硬件架构设计和软件设计的能力。
0.1 0.1 0.1

3.掌握传感器信息质量的评价方法，熟悉光学传感器和声学

传感器的干扰抑制及信息处理方法，熟悉二维/三维雷达数据

干扰分析及滤波方法，了解其它传感器简介及数据特点。

0.1 0.2 0.2

4.掌握面向传感器的特征分析方法，掌握感知数据人工特征

设计方法，特征映射、降维与压缩方法，能够对环境感知常

见特征进行计算表达，了解基于深度学习的自适应特征提取

方法。

0.2 0.2 0.2

5.熟悉基于滤波框架的目标跟踪方法和基于特征判别模型的

目标跟踪方法，掌握目标特征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了解海

洋环境中多传感器联合标定原理和海洋环境中目标立体定位

原理。

0.2 0.2 0.2

6.掌握数据融合基本原理与有效性验证方法，熟悉同构传感

器和多源异构传感器的特征融合方法，了解基于认知结果的
0.2 0.2 0.2



决策融合方法和空间约束条件的传感器信息匹配方法。

7.使学生深刻了解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战略，领会海洋机器

人行业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培养学生爱国奉献，激发学

生学习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0.1 0.1 0.1

课程概

述

《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培养学生掌握

环境感知系统的基本原理与设计方法，针对海洋机器人的环境感知使命任务，能够运

用所学知识完成系统硬件和软件架构设计，掌握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的特征感知、检

测、识别、跟踪、定位等方法的分类、原理及特点，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海洋

机器人在复杂海洋环境中作业时，环境感知系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与困难的创新思维、

系统设计能力。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任务一：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的应用需求；

2.海洋机器人的使命任务对环境感知的需求；

3.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的概念、内涵及发展现状。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应用需求，对环境感知的需求，环境感知的

概念、内涵及发展现状。

授课建议：

建议 2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

任务二：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系统架构（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技术；

2.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的计算分析技术；

3.面向环境感知的通信传输技术；

4.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系统硬件架构设计；

5.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系统软件设计。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环境感知系统的传感器技术，计算分析技术，

通信传输技术，具备硬件架构设计和软件设计的能力。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三：海洋机器人传感器信息增强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传感器信息质量评价方法；

2.光学传感器干扰抑制及信息增强方法；

3.声学传感器干扰抑制及信息恢复方法；

4.二维/三维雷达数据干扰分析及滤波方法；

5.其它传感器简介及数据特点。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传感器信息质量的评价方法，熟悉光学传感器和声学传感



器的干扰抑制及信息处理方法，熟悉二维/三维雷达数据干扰分析及滤波方法，了解其

它传感器简介及数据特点。

授课建议：

建议 4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四：海洋机器人特征感知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面向传感器的特征分析方法；

2.感知数据人工特征设计方法；

3.特征映射、降维与压缩方法；

4.环境感知常见特征及计算表达方法；

5.基于深度学习的自适应特征提取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面向传感器的特征分析方法，掌握感知数据人工特征设计

方法，特征映射、降维与压缩方法，能够对环境感知常见特征进行计算表达，了解基

于深度学习的自适应特征提取方法。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五：海洋环境中目标跟踪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基于滤波框架的目标跟踪方法；

2.基于特征判别模型的目标跟踪方法；

3.目标特征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

4.海洋环境中多传感器联合标定原理；

5.海洋环境中目标立体定位原理。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基于滤波框架的目标跟踪方法和基于特征判别模型的目标

跟踪方法，掌握目标特征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了解海洋环境中多传感器联合标定原

理和海洋环境中目标立体定位原理。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六：海洋机器人的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数据融合基本原理与有效性验证方法；

2.同构传感器的数据融合方法；

3.多源异构传感器的特征融合方法；

4.基于认知结果的决策融合方法；

5.空间约束条件的传感器信息匹配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数据融合基本原理与有效性验证方法，熟悉同构传感器和

多源异构传感器的特征融合方法，了解基于认知结果的决策融合方法和空间约束条件

的传感器信息匹配方法。



授课建议：

建议 6 个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

展，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教学。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战略，中国制造 2025 对海洋机器人行业的要求；

2.弘扬爱国奉献，激发学生学习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3.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了解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战略，领会海洋机器人行业行业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培养学生爱国奉献，激发学生学习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培养创新

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授课建议：

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板书、案例讲解等方式，建立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

点，通过混合式互动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

师资标

准

1. 具有信息技术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

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

担任海洋技术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

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传感技术及其应用，具

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

用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材料力

学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规定、标准等及时纳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 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评价与

考核标

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考勤占 10%，课堂

表现占 10%，课后作业占 1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船体结构与制图”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

称
船体结构与制图

英文名

称
Hull Structure and Graphics

课程编

号
360418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

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

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

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8，实践实验学时：4

开课单

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

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

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

标及与

毕业要

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4 6 10

1.熟悉船舶分类、各类船舶用途及特点。 0.1 0.1 0.1

2.掌握船体结构的一般知识，包括受力特点、强度概念、船

体结构材料及船体结构型式。
0.1 0.1 0.1

3.熟悉船体各部分结构型式、构件组成、构件名称、作用和

受力情况以及一般民用船舶的结构特点。
0.1 0.1 0.1

4.熟练掌握散货船、杂货船、油船、集装箱船和客船等常规

运输船舶的结构特点。
0.1 0.1 0.1

5.运用船体制图知识和标准，正确表达船体制图图样，正确

标注零部件和理论线符号，掌握船体制图统一标准。
0.1 0.1 0.1

6.能够知道绘制型线图的步骤和方法，知道检验型线精确性

的原则，能够独立完成型线图的绘制。
0.1 0.1 0.1

7.能够掌握总布置图的组成、表达内容及特点；掌握总布置

图的常用图线及其应用范围；能够识读总布置图；了解总布

置图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0.1 0.1 0.1

8.掌握中横剖面图和基本结构图的组成和表达内容；能够识

读中横剖面图和基本结构图；掌握绘制中横剖面图和基本结

构图的方法和步骤。

0.2 0.2 0.2

9.具有建设海洋强国使命感，培养创新精神和素养，坚持可

持续发展理念，了解绿色船舶、智能船舶等发展方向，培养

积极投身海洋工程建设的工程人才。

0.1 0.1 0.1



课程概

述

《船体结构与制图》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

够熟悉船舶的类型和特点；掌握船体结构的一般知识；熟悉船体各部分结构型式、构

件组成、构件名称、作用和受力情况以及一般民用船舶的结构特点。使学生了解船体

制图的标准、规定，掌握船体图样的表达方法和绘制方法。具备熟练地阅读和绘制船

体图样的基本技能。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任务一：船舶的类型与特点（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船舶分类；

2. 船舶的类型与特点。

学习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熟悉船舶的种类和用途，掌握常见的民用船舶、

军用舰艇类型及特点。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2 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在线慕课学习、课堂讨论与练

习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二：船体结构的一般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作用在船体上的力及强度概念；

2. 船体结构材料及构件连接方式；

3. 船体结构型式。

学习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以船体受力和强度为出发点，理解掌握典型

船舶结构型式。

授课建议：2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采

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

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三：船体各部分结构详细介绍（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外板和甲板板；

2. 船底结构；

3. 舷侧结构；

4. 甲板结构；

5. 舱壁结构；

6. 首尾端结构；

7. 上层建筑和机舱棚结构。

学习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熟悉船体各部分结构形式、构件组成、构件

名称、作用和受力情况以及对结构的要求。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6 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在线慕课学习、课堂讨论与练

习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四：典型船舶结构特点（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散货船的结构特点；

2. 杂货船的结构特点；

3. 油船的结构特点；

4. 集装箱船的结构特点；

5. 客船的结构特点。

学习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散货船、杂货船、油船、集装箱船



和客船等常规运输船舶的结构特点。

授课建议：本单元建议 4 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在线慕课学习、课堂讨论与练

习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五 ：船体制图的有关规定（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船体制图有关标准；

2.船体制图的图线形式及主要应用；

3.船体制图尺寸标注的原则；

4.船舶焊接方法和焊缝形式及表达，金属船体构件理论线的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船体制图有关标准的分类，会选择船体制图的图纸幅面、图

样比例，会画图纸边框、标题栏、明细栏和反向代号栏等；能够熟练掌握船体制图的

图线形式及其主要应用，能够掌握各种线型的画法和要求；能够知道船体制图尺寸标

注的一般原则以及尺寸标注的一些规定；能够知道船舶的焊接方法和焊缝形式，能看

懂焊缝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能够知道金属船体构件理论线的意义，知道确定理论线的

基本规定以及其他规定。

授课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和计算方法

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

的认识。

任务六：型线图（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船体型表面的定义和表达方法；

2.型线图的三视图和尺寸标注；

3.型线图的绘制步骤和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知道船体型表面的定义，掌握船体型表面的表达方法；掌握

型线图三视图的名称及其配置形式，知道各型线的名称、编号和标注，能说出各视图

中反映真形的线型；能够知道型线图的尺寸标注方法，能说出各主尺度的意义，能看

懂型值表；能够知道绘制型线图的步骤和方法，知道检验型线精确性的原则，能够独

立完成型线图的绘制。

授课建议：

4 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和计算方法

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

的认识。

任务七：总布置图（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总布置图的组成、表达内容；

2.识读总布置图；

3.总布置图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总布置图的组成、表达内容及特点；掌握总布置图的常

用图线及其应用范围；能够识读总布置图；了解总布置图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授课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和计算方法

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

的认识。

任务八：中横剖面图和基本结构图（支撑课程目标 8）

知识要点：

1.中横剖面图的组成和表达内容；

2.中横剖面图的识读与绘制方法；

4.基本结构图的组成和表达内容；

6.基本结构图的识读与绘制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中横剖面图和基本结构图的组成和表达内容；能够识读中横

剖面图和基本结构图；掌握绘制中横剖面图和基本结构图的方法和步骤。

授课建议：

4 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应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

生不断地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概念以及方法的认识。

任务九：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9）

知识要点：

1.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战略，中国制造 2025 对海洋机器人专业的要求；

2.绿色造船、智能船舶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了解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战略，中国制造 2025 对海洋机器人

专业的要求，领会船舶制造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培养学生绿色造船、智能船舶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

业道德。

授课建议：

2 学时，采用 PPT、板书、案例讲解等方式，建立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点，将

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通过混合式互动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思政

教育润物细无声。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实验

部分）

任务一：CAD 绘制船体图纸（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AutoCAD 文档设置；

2.块的使用；

3.文件图纸打印。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 AutoCAD 在船图绘制中的基本应用。主要包括通过 AutoCAD

绘制船图，能够掌握作业文档的设置、块的应用以及文件的打印方法等船图绘制基本

操作。

授课建议：

4 学时，采用 PPT、板书讲解等方式，通过上机授课，采用教师演示讲解，学生练

习实践的教学方式。



实验仪

器设备

要求

上机训练专用机房，能够容纳上课学生人数，1人 1台计算机，计算机安装 AutoCAD

等工程应用软件,版本不限，但为当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为好。

师资标

准

1. 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

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

担任海洋技术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

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传感技术及其应用，具

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

用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材料力

学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规定、标准等及时纳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 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7. 建议教材：《船体制图》，杨永祥，管义锋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评价与

考核标

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考勤占 10%，课堂

表现占 10%，课后作业占 10%，实验部分占 1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

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

英文名称 Marine robot placement and recovery

课程编号 360420 开课学期 6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设计基础、海

洋机器人设计与

制造

1.掌握常见工程机械装置的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

2.了解海洋机器人载体的结构型式和制造特点。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7

1.了解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的工作意义； 0.2 0.5

2.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海试的准备工作和步骤； 0.2

3.能够常用的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的主要方式和内容，并对不同

布放回收方式的特点进行评价；

0.2

4.了解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方案设计，能够对回收系统的吊

钩与吊环进行设计与校核分析；

0.2

5. 具备新信息加工能力、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法能力、了解与海

洋机器人相关的其它专业知识，具备与其它专业人员沟通交流

的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0.2 0.5

课程概述

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是海洋机器人完成海

中作业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习者进行海洋机器人设计能力、制造能力、综合运用

能力的综合性教学，是帮助学习者使用海洋机器人进行工程应用的教学环节。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的主要方式和内容，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海试

的准备工作和步骤，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方式优缺点与注意事项，进而了解海洋机

器人布放与回收的方案设计。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概述（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的种类与用途；

2.布放和回收的重要意义；

3.布放和回收的要求与试验条件。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学生应了解布放和回收的重要意义，布放和回收的要求与试验

条件。



授课建议：

4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以 PPT为主，

对不同布放和回收案例进行主要内容的讲解，使学生逐渐深化对海洋机器人布放和

回收的要求。

任务二：布放与回收的安全与防护（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布放的一般流程；

2.海洋机器人回收的一般流程；

3.布放与回收潜在的危险因素；

4.常见布放与回收危险的处理方式。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结合当前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中关注的技术难题，使学生掌

握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一般流程，了解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中危险因素和处

理方式。

授课建议：

6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互动形式，以 PPT
为主，对布放和回收流程、危险因素和处理方式进行主要内容的讲解，使学生逐渐

深化布放与回收的安全与防护。

任务三：海洋机器人海上试验常用的布放回收装置（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起重机吊放装置；

2.A型架机构；

3.台架系统；

4.网兜式收放装置；

5.水下沉箱式收放装置；

6.滑道式收放装置；

7.空投式布放方式。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使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海上试验常用的布放回收装置，了解各

布放回收装置的功能、特点和各部分组成，能够分析海洋机器人采用不同的海上布

放回收装置的优缺点。

授课建议：

10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以

教师讲解为主，尤其是采用布放回收装置案例分析法进行主要内容的讲解，使学生

掌握各布放回收装置的功能、特点和各部分组成，增强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任务四：海洋机器人吊钩与吊环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常用的吊钩与吊环形式；

2.单点吊放与多点吊放的优缺点；

3.吊钩与吊环的设计原则；

4.吊钩与吊环的强度计算与分析；



5.吊钩与吊环的设计实例。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要求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常用的吊钩与吊环形式，掌握吊钩与

吊环的设计原则，能够针对海洋机器人布放回收装置中的吊钩与吊环完成强度计算

与分析。

授课建议：

8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案例分析和讨论相结合的形

式，教师主要以海洋机器人常用的吊钩与吊环设计为基础进行讲解，学生跟着教师

的讲解进行结构设计和计算分析，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主要内容的讲解，使学生提

高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应用能力。

任务五：手拉式释放和电动释放装置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手拉式释放装置形式与原理；

2.电动释放装置形式与原理；

3.手拉式释放装置方案设计；

4.电动释放装置方案设计。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要求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手拉式释放和电动释放的形式与释放

原理，了解手拉式释放和电动释放装置方案设计的内容。

授课建议：

8学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案例分析和讨论相结合的形

式，教师主要以手拉式释放和电动释放装置设计原理为基础进行讲解，学生跟着教

师的了解手拉式释放和电动释放装置方案设计的内容，提高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应

用能力。

任务六：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未来发展预测与展望（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未来发展预测；

2.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发展展望。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要求学生了解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未来发展，思考并预测

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发展展望。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讨论、互动的方式，学生们进行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的文献检

索，培养学生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行业需求热点的能力，提炼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为我国船海装备业走在世界前列培养专业人才。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研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科学家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的职业

道德。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设计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海洋机器人与制造设计的研究经历、相关企业工作及管

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机器人工程产品设计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案例采用实际工程中海洋机器人布放

与回收装置，引导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装置的设计原理；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现海洋机器人布放与回收装置所需知识的深度

及广度来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

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平时成绩包含课后

作业，考勤及课堂讨论；采用课程大作业的方式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系统创新及机器人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系统创新及机器人实践

英文名称 System innovation and robot practice

课程编号 360332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电路原理

单片机技术及应

用

机器人技术基础

1. 了解机械电气电路的基本结构，电压、电流的基本概念；

2.能够正确理解并熟练运用机械电气电路的基本定律和基尔霍

夫电压定律；

3.RC电路的暂态与稳态分析。

4.单片机的基本原理

5.机器人技术原理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4 6

1.具备运用理论知识创新性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能力。
0.4 0.4 0.3

2.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系统创新及及机器人实践

及应用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
0.3 0.3 0.4

3.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

践行精益求精；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

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2025的体现，了解

可持续发展。

0.3 0.3 0.3

课程概述

课程主要讲授系统化创新思维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等内容学习，培养学习者的

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为学习者提供创新设计的理论基础。着重讲解系统创新及及

机器人实践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以及发展趋势，旨在通过本课程讲授让学生了解现代

科技的发展速度，调动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现代科学

技术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创新概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设计的本质

2.传统的产品创新方法



3.课程实践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了解创新的发展脉络，熟悉创新的现代应用领域及面临的技术挑战，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授课建议：讲授 2学时，互动式教学。

任务二 .机器人技术发展与前景展望（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机器人概述

2.人工智能概述

3.工业机器人发展

4.服务机器人典型案例

5.服务机器人发展与前景

培养学生掌握机器人技术基本原理及未来发展前景，机器人技术相关技术，培

养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三 Solidworks（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Solidworks-钳式机械手

2.Solidworks-码垛机械臂

3.Solidworks-迷你型激光雕刻机

4.Solidworks-ROV 水下作业机器人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了解 Solidworks体系结构，掌握各种 Solidworks体系结构的特点和应

用领域。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

任务四 3D打印（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了解 3D打印

2.认识 3D打印机

3.3D打印切片软件介绍与使用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了解 3D打印的形态结构，掌握 3D打印的形态结构的特点和应用领域。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

任务五 Arduino/STM32（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嵌入式系统与机器人技术

2.常用嵌入式平台

3.Arduino系列开发板

4.闪灯实验

5.超声波测距



6.光照传感器

7.PWM调速

8.蓝牙遥控小车

9.STM32系列开发板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了解 Arduino/STM32，掌握 Arduino/STM32的特点和应用领域。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

任务六 树莓派（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树莓派

2.闪灯控制

3.PWM调速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树莓派技术应用技术、基本原理及未来发展前景与挑战。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七 破坏性创新（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破坏性创新方法介绍

1.成熟企业为何失败，如何应对破坏性创新

2.新兴企业的破坏性创新成功之道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了解破坏性创新的应用，掌握破坏性创新在机械电子领域的应用技术。

授课建议：讲授 6学时，工程实例教学。

任务八 工程创新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TRIZ方法介绍

2.TRIZ技术矛盾解决方法

3.TRIZ物理矛盾介绍

4.TRIZ物场分析法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了解工程创新方法的应用，掌握工程创新方法在机械电子领域的应用

技术。

授课建议：讲授 4学时，工程实例教学。

任务九：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中对于机械电子的要求，领悟机械电子制造业的机遇和挑

战；

2.践行精度机械电子、绿色机械电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

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的体现，了解机械电子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备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术职务；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熟悉机械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行业的新

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熟悉工程机械特别是数值模拟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实

践教学的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使学生明白为什么学、学成能做什么，从而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

系，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

的设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

识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参考教材：《设计思维：整合创新、用户体验与品牌价值》，托马斯·洛克伍德，

2012年，电子工业出版社

《创新设计思维——设计思维方法论以及实践手册》，鲁百年，2015年，清华

大学出版社

《Arduino思维大爆炸—机器人创客综合能力实训教程》，隋金雪、邢建平，2016
年

《设计思维玩转创业》，杜绍基，机械工业出版社，《创新思维与方法》，周

苏，2017年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成绩包括平时考核（40%）和期末试卷考核（60%）。平时考核包括考勤评分

（50%），作业评分（50%）

撰写人： 付振山 刘坤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海洋机器人仿生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仿生技术

英文名称 Bionic technology of marine robot

课程编号 360420 开课学期 6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

导论、海洋航行器

流体力学

1.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分类与应用；

2.掌握流体静力学、运动学的相关原理与计算方法。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1.了解海洋机器人及仿生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应

用领域及发展趋势；
0.2 0.5

2.针对不同作业需求，分析仿生技术的应用前景，提高海洋机

器人作业性能；
0.2

3.能够应用现代实验和计算工具等不同技术手段，发展并完善

仿生技术；
0.2

4.培养将仿生技术与工程问题相联系的研究能力，提高创新能

力。
0.2 0.3

5.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思维及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0.2 0.2

课程概述

海洋机器人仿生技术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该课程融合了智能机器

人、仿生机理、仿生驱动、仿生材料、机械结构与设计等多学科理论知识。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海洋仿生机器人的结构、组成及应用，更好地把握海洋

机器人仿生技术的前沿知识，拓宽海洋机器人专业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综合素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仿生学基本介绍（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仿生学的起源；

2.机器人仿生的基本要素；

3.仿生与海洋机器人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学生应了解仿生学的起源和机器人仿生的基本要素，能够从海洋机

器人应用角度出发，分析仿生与海洋机器人的关系。

授课建议：

2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仿

生学的起源为切入点，以仿生机器人优秀案例为基础，使学生将抽象的仿生学理论

与实际工程应用相印证，深化对仿生与海洋机器人关系的认识。

任务二：仿生的研究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常见的海洋生物介绍；

2.海洋生物模型分析；

3. 海洋生物仿生原理分析。

学习目标：

通过常见的海洋生物的游动特征介绍，使学生对海洋生物模型分析、海洋生物

仿生原理建立系统的知识概念。

授课建议：

10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海

洋生物的游动特征为切入点，以海洋生物仿生原理为基础，使学生将抽象的仿生学

理论与实际工程应用相印证，深化对海洋生物数学模型的认识。

任务三：仿生运动及流体力学机理（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游动中的流体力学机理；

2.水下减阻机理；

3.仿生减阻结构和功能材料介绍；

4.常见的仿生推进器介绍。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游动中的流体力学机理、水下减阻机理，熟悉仿生减阻

结构和功能材料，掌握常见的仿生推进器的设计思路。

授课建议：

10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流

体力学机理为基础，以优秀仿生推进器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

工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四：常见的仿生机器人介绍（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仿生机器鱼关键技术介绍；

2.仿生蟹关键技术介绍；

3.仿生水母关键技术介绍。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仿生机器鱼、仿生蟹和仿生水母关键技术。



授课建议：

10课时。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相结合，以仿

生机器鱼、仿生蟹、仿生水母典型案例为切入点，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工程

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五：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仿生学的发展简史；

2.科学家对仿生学的贡献；

3.仿生机器人的应用现状；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与职业荣誉感。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科学家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的职业

道德。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机器人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

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相关的船舶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现海洋仿生机器人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组

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

的发展趋势；

3.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平时成绩包含课后

作业，考勤及课堂讨论；采用课程大作业的方式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60%。

撰写人： 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水面无人艇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

称
水面无人艇设计

英文名

称
Design of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课程编

号
360421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

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

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

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开课单

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

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船体结构与制图

1.掌握船体结构的类型、特点；

2.掌握船体各部分结构及名称；

3.掌握船体结构部位的有关构件名称，熟悉船体构件

的连接方法和节点形式；

4. 船体制图标准和绘制方法。

后续课

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

标及与

毕业要

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1. 了解水面无人艇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认识水面无人艇

的船型类型及水动力性能特点，了解水面无人艇的典型应用

情况。

0.1

2. 了解船舶设计基本内容和工作特点和方法，船舶设计的要

求及设计阶段的划分；
0.2 0.1

3. 掌握设计荷载的分类；掌握水面无人艇的各种设计载荷的

计算方法。
0.1 0.2

4. 了解艇体阻力，耐波性和操纵性的概念，掌握水面无人艇

水动力计算的一般方法。
0.1 0.2

5. 掌握多种型线设计的方法，具备结合实际需求选择合适方

法的风力，能够绘制型线图。
0.2 0.2

6. 认识水面无人艇的系统构成和划分，对运动控制系统，环

境感知系统，自主决策与规范系统，导航与通讯系统有更深

的认识，了解水面无人艇的任务载荷组成，布放与回收方法。

0.2 0.2

7.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

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解

船舶设计可持续发展。

0.1 0.1



课程概

述

《水面无人艇设计》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水面无

人艇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介绍，水动力性能分析方法，总体设计方法等。通过本课

程学习，学生能够具有水面无人艇设计相关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解决水面无人

艇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船舶、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知

识进行水面无人艇的总体设计。

课程应

知应会

具体内

容要求

任务一：绪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水面无人艇概述及发展现状；

2. 水面无人艇的船型类型及水动力性能特点；

3. 水面无人艇的典型应用及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学生能够了解水面无人艇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认识水面无人艇的

船型类型及水动力性能特点，了解水面无人艇的典型应用情况。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展。

任务二：船舶设计原理（支撑课程目标 2）
1.掌握船舶设计的特点和要求；

2.掌握船舶设计工作的方法；

3.掌握船舶设计阶段的划分和工作内容；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船舶设计基本内容和工作特点和方法，船舶设计的要

求及设计阶段的划分。

授课建议：

4学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展。

任务三：设计荷载（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设计荷载的分类；

2. 水面无人艇的各种设计载荷的计算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设计荷载的分类；掌握水面无人艇的各种设计载荷的计算

方法。

授课建议：

4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展。

任务四：水面无人艇的水动力性能（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艇体阻力；

2. 艇体耐波性；

3. 艇体操纵性；

4. 水动力计算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艇体阻力，耐波性和操纵性的概念，掌握水面无人艇水动

力计算的一般方法。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展。



任务五：水面无人艇的型线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掌握横剖面面积曲线特征和特征数的选择及设计方法；

2．掌握型线几何形状特征和参数的选择方法；

3. 掌握型线图设绘方法；

4. 了解新型首尾型线的特点和作用；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多种型线设计的方法，具备结合实际需

求选择合适方法的风力，能够绘制型线图。

授课建议：

6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展。

任务六：水面无人艇的总体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系统构成与划分；

2．运动控制系统；

3. 环境感知系统；

4. 自主决策与规范系统；

5. 导航与通讯系统；

6. 任务载荷；

7. 布放与回收。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认识水面无人艇的系统构成和划分，对运动

控制系统，环境感知系统，自主决策与规范系统，导航与通讯系统有更深的认识，了

解水面无人艇的任务载荷组成，布放与回收方法。

授课建议：

8课时，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的方式开展。

任务七：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传播设计工作正能量，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2.践行安全设计理念，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

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解船舶设计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

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

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

准

1. 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

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



担任海洋技术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

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传感技术及其应用，具

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

用标准

1. 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 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

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材料力

学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规定、标准等及时纳入其中；

5.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 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评价与

考核标

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考勤占 10%，课堂

表现占 10%，课后作业占 1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潜水器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潜水器设计基础

英文名称 Basic Design of Underwater Vehicle

课程编号 360171 开课学期 6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

导论

1. 熟悉海洋机器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

2. 了解海洋机器人的技术性能和发展前景。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1.了解潜水器的发展概况、熟悉潜水器的分类、特点及应用

情况，具备一定的海洋环境基础知识。
0.5

2.熟悉潜水器设计的方法和流程、应考虑的因素。 0.5

3.熟悉潜水器的系统组成、各系统的设计内容及设计原理。 0.8

4.了解智能潜水器设计领域的国际机遇和挑战、了解智能潜

水器对国防安全的支撑作用，具有建设海洋强国使命感，具

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培养积极投身海洋工程建设的工

程人才。

0.2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针对海洋机器人专业本科生开设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够全面了解潜水器的发展历史与趋势、潜水器载体结构、能源、操纵性、控制

原理与应用、导航定位与通信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课程内容上注重设计原理与工

程经验、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潜水器设计领域的相关内容。，

对拓展学生专业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有重要作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潜水器发展简史与分类（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潜水器发展简史；

2．潜水器的分类及用途。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了解潜水器的发展概况、熟悉潜水器的分类、特点及

应用情况。

授课建议：

本单元建议 4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二：海洋基础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海洋自然环境概况；

2. 海洋应用与开发；

3. 水下潜器在海洋开发中的应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了解海洋环境的基础知识，了解海洋环境对潜水器设

计的影响因素。

授课建议：

本单元建议 2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三：潜水器系统设计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潜水器设计时应考虑的因素；

2.潜水器的设计方法；

3.潜水器的设计程序；

4.潜水器方案设计的内容及方法；

5.潜水器结构设计的内容及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了解潜水器设计的方法和流程、应考虑的因素；熟悉

潜水器方案设计的内容、步骤及方法；熟悉潜水器结构设计的内容、步骤及方法。

授课建议：

本单元建议 4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四：潜水器的操纵与控制（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潜水器操纵性分析；

2.潜水器运动控制方法概要。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了解潜水器的操纵与控制方式及原理。

授课建议：

本单元建议 4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五：潜水器水下导航系统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3）
1.潜水器导航传感器；

2.潜水器水下导航系统工作原理；

3.潜水器组合导航及应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了解潜水器的水下导航系统设计内容及原理。

授课建议：

本单元建议 4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六：潜水器设备与系统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潜水器设备与系统设计要求；

2.潜水器系统工作原理及设计特点。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了解潜水器设备与系统中包括压载与浮力调节系统、

液压系统、水下机械手与作业工具、潜水器吊放回收系统、生命支持系统等工作原



理、设计要求及设计特点。

授课建议：

本单元建议 10学时，采用多媒体授课、课堂讨论等混合式教学方式。

任务十：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智能潜水器对国防安全的支撑作用；

2.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了解智能潜水器设计领域的国际机遇和挑战、了解智能潜水器对国防安全的支

撑作用，具有建设海洋强国使命感，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培养积极投身海

洋工程建设的工程人才。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案例讲解等方式，建立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点，

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通过混合式互动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将

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

师资标准

1. 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海洋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

施及评价课程；

4. 校外兼职教师，具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相关的海洋机器人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 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

教材；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 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本科专业层次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组织

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操

作与培训，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 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 建议教材：《潜水器设计原理》，张铁栋主编，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平时成绩包括课后

作业、考勤及课堂表现等；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9%FE%B6%FB%B1%F5%B9%A4%B3%CC%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PLC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PLC 技术及应用

英文名称 PLC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课程编号 36042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4 ，实验学时 8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电路原理
1.掌握概念：电阻、电容、电感、电路等；

2.电压、电流的计算。

模拟电子技术

1.信号放大的概念和电路；

2.功率驱动；

3.电路的设计和分析；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控制实践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10

1.学生具备 PLC控制系统设计、调试、运行与维护的基本能力，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0.5 0.5 0.5

2.能够对 PLC控制系统电路进行分析，具备 PLC应用项目的硬件、

软件设计能力以及设备安装调试、故障排查与维修能力；
0.5 0.5

3.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怀，在解决办法过

程中启发和建立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
0.5

课程概述

PLC 技术及应用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是研究可编程控制器

在工业技术领域应用的一门课程，属于专业必修课。通过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可编程

控制器的基本知识，利用可编程控制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完成系统的设计、运行、

维护和调试，培养学时的工程实践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 （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常用低压电器；

2.继电器接触器控系统；

3.电机的常见控制电路。

学习目标：

1.了解常用的低压电器；

2.掌握电机的常见控制电路。

授课建议：4学时

任务二 电气控制线路分析与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电气控制线路的基本要求

2.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

3.电气控制电路的设计方法

学习目标：

掌握电气控制线路设计基本要球，能够进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控制；

授课建议：4学时

任务三 可编程控制器基础与 S71200 PLC （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PLC 的概念、基本结构及分类；

2. I/O 地址分配和外部接线；

3. PLC 的工作原理；

4.编程软件

学习目标：

1.了解 S7-1200 PLC 的常用型号、基本结构；

2.根据任务需要选择合适的 PLC 型号。

3．掌握 PLC 编程软件的安装使用方法

授课建议：4 学时，课堂讲授

任务四 S7-1200 编程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PLC 的编程基础；

2. PLC 的基本指令；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数据类型及寻址方式；

2.理解并掌握 CPU 的存储区；

3.掌握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的方法和区别；

5.掌握触点类指令及编程应用；

6.掌握定时器、计数器指令及编程应用；

7.初步形成梯形图编程能力。

授课建议：4 学时，课堂讲授

任务五 S71200 PLC及其扩展与工艺指令 （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扩展指令

2. 工艺指令

学习目标：

1.掌握 PLC 的日期时间、字符串、脉冲、数控块、配方等控制指令，并掌握常

用的错误代码；

2掌握高速计算脉冲指令、PID 指令和运动控制指令；‘

授课建议：4 学时，课堂讲授

任务六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设计与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控制系统设计；

2. 应用程序的典型环节及设计技巧；

学习目标：



1.掌握控制系统设计的设计原则、设计步骤和设计技巧；

2.掌握 PLC 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授课建议：2 学时，课堂讲授

任务七 S71200 PLC 通信与网络（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S71200 PLC 通信基础；

2. PROFINET 通信；

学习目标：

1.掌握 PLC 的通信协议；

2.掌握 PLC 的 PROFINNET 通讯；

授课建议：2 学时，课堂讲授

任务八 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了解 PLC在工业控制中作用，国内外 PLC发展的差别，领悟制造业

的机遇和挑战；践行精度制造、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弘扬工匠精神；正

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

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高

尚的爱国情怀，在解决办法过程中启发和建立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七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

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

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 电机的顺序启动（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硬件接线和编程；

学习目标：掌握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正反转的控制接线方法，掌握 PLC 的

编程方法，掌握程序的调试、任务的分析方法；

授课建议：2 课时，学生进行预习，教师分析实验目的、要求、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

学生分组完成，教师进行指导，给出实验报告的要求和格式；

任务二 两电机的顺序启动和顺序停止（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定时器、顺序控制；

学习目标：学生掌握定时器的 PLC 编程，和顺序控制编程；掌握硬件接线；

授课建议：2 课时，学生进行预习，教师分析实验目的、要求、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

学生分组完成，教师进行指导，给出实验报告的要求和格式；

任务三 运输小车顺序控制（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利用顺序功能字进行运输小车顺序控制实验；

学习目标：学生掌握定时器的顺序指令编程，完成顺序控制的编程；掌握硬件

接线；掌握 PLC 项目的调试方法；

授课建议：4 课时，学生进行预习，教师分析实验目的、要求、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

学生分组完成，教师进行指导，给出实验报告的要求和格式；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PLC 试验台，电脑；电机控制实验台；学生每 2-3 人一组；



师资标准

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具备较好的课堂讲授和组织能力，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且满足下列其中一项：

1.具有电气工程、自动控制、电力电子、轮机工程或相关专业专业，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或有讲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具备双师素质，且有一定实践工作经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

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优先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

7.参考教材：

《电气控制与 PLC 原理及应用——西门子 S7-1200PLC》 主编：陈建明 白磊，

ISBN：978-7-111-66046-0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卓越工程能力

培养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系列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40%，包括出勤、作业、课

堂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60%。

撰写人：陈国栋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 2022 年 5 月 20 日



“机电一体化技术及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及系统设计

英文名称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and System Design

课程编号 360322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28，实验学时 4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设计基础 1.机械运动的机构和原理；

可编程控制技术 1．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1.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液压与气压传动
1、执行元件液压与气动元件的工作原理；

2、执行元件的控制方法；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11
1.熟悉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相关技术，具有机电一体化系统数

学模型的建立、仿真及性能分析能力；
0.3 0.3

2.具有工程机械常用传感器的正确选择及应用能力，能够针

对传感器的不同应用环境选择合理的硬件及数据处理方法；
0.2 0.3 0.2

3.具有直流伺服、交流伺服及步进电动机伺服系统的设计及

性能分析能力。
0.2 0.3

4.具有基本的计算机通信及接口电路的设计、分析能力。 0.3 0.2
5.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最新成果及发展

趋势，具备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为能够胜任今后所从事的机电一体化技术相关

工作打下基础。

0.2 0.3

6. 塑造学生的注重科学的精神，重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向所有的机

械类学生树立专业报国和服务社会的志向，以爱国情怀激发

学习动力，让学习成果服务民族复兴大局。

0.2

课程概述

机电一体化技术及系统设计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选修课，是一门“机”“电”继结合

的课程，将学生所学“机”“电”只是在微电子的手段下的高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机电

一体化知识和技能。学习利用机电技术进行设备的设计。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机电一体化技术绪论（课程目标 1、6）
知识要点：

1.机电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

2.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基本功能要素；

3.机电一体化的相关技术；

4.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机电一体化的定义、研究内容、产生与发展历程，了解机电一体化技术在

各行业的应用情况；

2. 熟悉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基本组成及每一部分的功能；

3. 熟悉机电一体化的相关技术；

4.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的目标、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与系统设计的类型。

授课建议：4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二：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机械系统（课程目标 1、6）
知识要点：

1.机械传动系统的设计特点与要求；

2.机械传动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

3.摩擦、阻尼等特性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分析；

4.齿轮传动系统总传动比的确定及各级传动比的最佳分配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机械传动系统的设计特点与要求、常用的机械传动装置；

2.熟悉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机械传动系统建立数学模型的基本方法；

3.了解摩擦、阻尼等特性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熟悉影响过程的分析方法；

4.掌握齿轮传动系统总传动比的确定方法以及各级传动比的最佳分配原则。

授课建议：4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三：传感与检测技术（课程目标 2、6）
知识要点：

1.传感器的组成、分类、常用性能指标；

2.工程机械常用传感器；

3.传感器前期信号处理；

4.传感器数字滤波、非线性补偿原理；

5.传感器数据的标度变换。

学习目标：

1.了解传感器的组成、分类、常用性能指标定义；

2.熟悉工程机械常用传感器的组成、原理、性能特点和使用；

3.熟悉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各种信号放大电路的组成和原理；

4.熟悉数字滤波的特点、常用的数字滤波方法、适用范围；

5.了解传感器非线性补偿以及方法、工作原理、特点；

6.掌握传感器数据的标度变换目的、方法。

授课建议：6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四：伺服电动机及其驱动（课程目标 3、6）
知识要点：



1.常用功率驱动元件；

2.步进电动机特性、结构原理，步进电动机的控制；

3.直流伺服电动机及其控制；

4.交流伺服电动机及其控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常用伺服电动机、电机特点及应用；

2.熟悉常用功率电子器件的功能、特点、应用电路原理；

3.了解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结构特点、优缺点、分类、驱动方式，掌握脉宽调制驱

动电路及工作原理；

4.了解步进电动机的特点，熟悉步进电机的结构、工作原理；熟悉步进电动机的

分类与主要性能指标；熟悉步进电动机的常用驱动控制方法及电路；

5.了解交流伺服电动机的特点、结构组成及其控制电路和原理。

授课建议：8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五：工业控制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课程目标 4、6）
知识要点：

1.工业控制计算机；

2.常用数字逻辑电路；

3.计算机并行与串行接口技术；

4.人机接口电路；

5.单片机及 PLC原理。

学习目标：

1.熟悉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对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基本要求；了解工业控

制计算机的分类及其应用特点；

2.了解 TTL和 CMOS电路的特点、分类及系列、主要参数；

3.熟悉计算机并行接口的特点、数据传送方式及常用并行接口芯片；

4.熟悉计算机串行接口的特点、数据传送方式、数据的格式；掌握 RS-232C及

RS-485的特点及应用；

5.了解人机接口电路，熟悉单片机及 PLC的原理及应用。

授课建议：2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六：系统抗干扰技术（课程目标 5、6）
知识要点：

1.电磁干扰概述；

2.电磁干扰的常用抑制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电磁干扰现象、危害、干扰的分类、传播途径；

2.熟悉电磁干扰的常用抑制方法。

授课建议：2学时，互动教学

任务七：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目标 5、6）
知识要点：

1.系统方案的设计；

2.系统设计举例。

学习目标：

熟悉系统设计的基本过程，掌握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授课建议：2学时，案例教学

任务七：课程思政（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了解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践行精度制造、

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弘扬工匠精神；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

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人沟通、协作的工作能力，具有吃苦

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具备创新和总结经验的能力。具有助力强国建设使命感；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高

尚的爱国情怀，在解决办法过程中启发和建立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六完成过程中穿插进行，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

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

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 机电一体化系统控制设计实例 （课程目标 1、2、3、4、5、6、7）

1. 通过一个机电一体化设备设计，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的结构设计、机电一体

化系统控制设计、机电一体化系统信息流设计过程

授课建议：6学时

实验设备

要求

机电控制实验室或单片机实验室或嵌入式控制实验室或传感器实验室

每 2-4人组；

师资标准

1.具有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机械行业背景，熟悉机械电子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

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

程；

4.熟悉海洋机器人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能担任机械电子系统设计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

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参考教材：

刘宏新 主编《机 电一体化技 术》（第 1 版）， 机械工 业出版社 ，

https://book.jd.com/publish/%E7%94%B5%E5%AD%90%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ISBN978-7-111-51028-4，2015.7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出勤、作业、

课堂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

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付振山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机电系统仿真”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电系统仿真

英文名称 Simulation of Mechatrical Systems

课程编号 360423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学时 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自动控制原理

1.解并掌握控制系统的组成，分类、控制方法及发展趋势，能

够根据所学知识分析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点。

2.能够运用数学工具，物理知识对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常见系统

进行建模，求解，分析其特点

3.，能够运用本课程的知识对控制系统进行化简，求解，分析

其特性。

4.能够结合相关数学知识分析控制系统的时域响应特性，并对

不同参数下的系统进行完整全面分析。

5.能够对不同的系统进行频域分析，能够对系统的性能改善提

供设计参数与设计方法。

MATLAB

1.掌握MATLAB的数据类型、矩阵输入和操作方法:

2.掌握MATLAB的语法结构、函数的使用以及二维、三维绘图

功能:

3.能够熟练地将MATLAB应用于学习中，解决相关课程中的复

杂的数学计算问题。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5

1了解控制系统仿真的目的和意义，掌握对控制系统进行数

字仿真的基本方法；
0.5 0.2

2.熟练掌握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不同表示形式，了解不同数

学模型的不同特点以及相互转换的方法，能利用MATLAB

函数进行控制系统模型的转换；

0.2 0.5

3. 了解 SIMULINK的基本特点，能利用 SIMULINK进行简

单的控制系统的动态仿真；
0.3 0.5 0.3



4.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怀； 0.5

课程概述

机电系统仿真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课程是在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新

发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学生掌握用计算机仿真控制系统的基本方法，使学生

熟练应用仿真技术分析控制系统，为今后从事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打下基础。

系统地讲授计算机仿真的基本原理、方法，讲授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本课程主要以控制系统的分析与仿真为重点，系统的讲授计算机仿真的基本原

理、方法以及仿真软件MATLAB的使用方法，具体解决仿真技术在控制系统中的应

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第 1 章 机电系统仿真概述 （支撑课程目标 1）
教学要点：仿真的基本概念、方法及分类，仿真的目的及优点，相似理论及模

拟仿真的一般概念，实时仿真的基本概念，控制系统仿真的概念、发展及应用。

教学目标：对计算机仿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有明确认识，了解并行仿真、

分布交互仿真、虚拟现实仿真以及当代仿真技术的发展趋势；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第 2 章 MATLAB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2）
教学要点：MATTAB的图形界面环境、MATLAB 语言的基本特点

教学目标：掌握仿真软件MATLAB的使用方法和一般的编程技巧，能够独立在

计算机上调试仿真程序；

教学课时：4，课堂讲授；

第 3 章 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及其转换 （支撑课程目标 2）
教学要点：控制系统不同数学模型的MATLAB表示方法及其之间的转换，以及

连续系统数学模型的数值积分方法及其数字仿真；

教学目标：掌握用MATLAB表示控制系统不同数学模型的方法和相互之间的转

换。掌握控制系统的数学描述方法，理解数值积分法的基本原理。同时，要求堂握

利用数值积分仿真连续系统的各种方法，能够熟练应用 Enler 法、Runge-kutta法、

Adams法对系统进行仿真:
教学课时：6，课堂讲授；

第 4 章 连续系统的数字仿真 （支撑课程目标 2）
教学要点：在数值积分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数字仿直原理和面向连续系统结构

图的基本仿真方法；

教学目标：掌握面向结构图的数字仿真方法，能够独立实现典型环节控制系统

的计算机仿真；

教学课时：6，课堂讲授；

第 5 章 动态仿真集成环境--Simulink（支撑课程目标 3）
教学要点：Simulink工作环境、特点及具体操作介绍

教学目标：掌握 Simulink的使用方法，能够利用 Simulink实现控制系统的模型

构造、数字仿真以及系统简单分析；



教学课时：6，课堂讲授；

第 6 章 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辅助分析与设计 （支撑课程目标 4）
教学要点：利用分析控制系统的特性并设计最优控制系统

教学目标：利用分析控制系统的特性并设计最优控制系统。

基本要求:掌握用MATLAB求取控制系统特征函数和稳定性的方法:同时，实现

控制系统串联校正的辅助设计；

教学课时：8，课堂讲授；

师资标准

1.具有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机械行业背景，熟悉机械电子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

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

程；

4.熟悉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

用；能担任机械电子系统设计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

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

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参考教材：

教材:《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 CAD》李国勇，电子工业出版社

参考资料:

《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 CAD》张晓华，机械工业出版社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MATLAB语言及应用》，薛定宇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1996

《控制系统 CAD与MATLAB语言》，陈怀琛 编著，电子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出勤、作业、

课堂测验、其他（线上学习、讨论）以及实验成绩；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

绩，占总成绩的 60%。

撰写人：陈国栋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水声学原理”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水声学原理

英文名称 Principles of Underwater Acoustics

课程编号 360424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其中理论学时：24 实验实践学时：8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大学物理 掌握声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后续课程 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5

1.了解水声学在海洋技术领域的作用和地位，了解我国水声学、

海洋声学取得的成就，增强同学们对国家和行业的认同感、荣

誉感和责任感，增强同学们投身国家海洋事业的信心和行动。

0.2

2.掌握水声学、海洋声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能够将所学理论

和知识与实践结合，用于分析解决从事海洋事业过程中海洋技

术与水声学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海洋中的各种声学现象，具备

水声学理论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0.2 0.3

3.掌握水声学基础实验的操作技能，能够分析解决实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能够通过水声学实验，深化对水声学有关理论和

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具备水声学实验的设计、操作能力，以及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研究能力。

0.4 0.5

4.掌握水声学学科发展趋势，了解学科前沿，具备文献查阅能

力以及水声学知识拓展学习的能力，为水声学领域的深入研究

打下基础。

0.2 0.2

课程概述

“水声学原理”是海洋机器人专业学生的专业（方向）任选课。本课程重点介绍

水声物理的基础知识，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开展水声研究或毕业后从事相关工

作打下基础。本课程侧重水声物理基础，通过水声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

学习水声物理的基本原理，掌握水声发射、传播和接收的机理和规律，为学生进一

步的深造学习和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水声学基础知识和声学特性[课程目标 1、2、4]
知识要点：海水中的声速、典型垂直剖面、声速剖面、声吸收、海洋变异性、

海面声散射、海底声学特性。

学习目标：掌握海水介质的复杂性及其对海洋中声场的影响；了解海水声速的

经验公式；掌握海洋中典型垂直剖面及相应的声传播情况，了解水下声道、表面声

道和双轴水下声道等主要形式的声速剖面及相应的声传播类型；理解海洋中声的吸

收和衰减概念；掌握海洋变异性及其对声学的影响，能够熟练分析大尺度海流和锋

区、中尺度涡旋和内波条件下声波的传播特性；掌握海面声散射的原理，理解散射

波的概念；掌握海底对声波的吸收、散射和反射等声学特性。了解我国在水声学领

域取得的成就，增强学生对国家和行业的认同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学生投身

国家水声学事业的信心和勇气。

授课建议：课堂授课，6学时；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任务二：海洋声学传播理论[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简正波模型、绝热简正波模型、耦合简正波模型等声传播波动理论，

简正波的临界频率、截止频率、相速度和群速度，射线声学理论，射线声学基本方

程。

学习目标：掌握声传播波动理论，理解简正波模型、绝热简正波模型、耦合简

正波模型的特性，了解简正波的临界频率、截止频率、相速度和群速度等概念；掌

握射线声学基本理论，理解生线、声线的传播时间、传播距离等概念，了解射线声

学基本方程及其应用条件；掌握波动理论和射线理论二者的差异。

授课建议：课堂授课，6学时；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实例计算相结合。

任务三：海洋混响[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海洋混响类型，散射强度，等效平面波混响等级及混响预报，气泡

声学特性。

学习目标：掌握海洋混响的产生条件和特点，理解海洋混响的概念；掌握体积

混响、海面混响和海底混响三种类型海洋混响的产生原因，区分不同类型混响的机

理和特性；掌握散射强度的概念，能够利用散射强度计算各类混响等效平面波混响

级或混响预报；了解海洋气泡声学特性和海洋混响之间的关系。

授课建议：课堂授课，6学时；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实例计算相结合。

任务四：声波在目标上的反射和散射[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声呐目标强度，目标回波，刚性和弹性球体散射场特性，声呐，声

呐方程，声呐设备性能预报。

学习目标：掌握目标强度的概念，了解常见声呐目标强度的一般特性及其测量

影响因素；了解目标强度测量原理和方法；掌握目标回波的概念；掌握刚性球体散

射声场、弹性物体散射声场的一般特征和二者的差异；掌握目标回波的概念及其形

成的原理，了解目标回波的一般特性；掌握声呐的概念和分类，熟悉声呐及其工作

方式，了解声呐方程在声呐设备性能预报和声呐设备设计上的应用。

授课建议：课堂授课，6学时；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实例计算相结合。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任务一：水听器自由场电压灵敏度校准实验[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水听器的自由场灵敏度和声压灵敏度，水听器灵敏度的比较校准方

法。

学习目标：根据实验条件给定发射换能器、标准水听器和待校水听器以及相应

测量仪器，然后采用比较校准法测得该待校水听器的自由场电压灵敏度。通过本实

验掌握水听器灵敏度的比较校准方法，了解水听器灵敏度的比较校准法误差的产生

原因，并熟悉有关测量仪器的使用。

授课建议：实验室授课，2学时，教师指导，学生分组操作。

任务二：水声发射换能器发送电压响应测量实验[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水声发射换能器，发送响应，压电换能器，发送电压响应，磁致伸

缩换能器，发送电流响应。

学习目标：根据实验条件给定待测发射换能器、标准水听器以及相应的测量仪

器，然后采用比较法校准发射器，即可测得发射换能器的发送电压响应。通过本实

验掌握水声发射器发送电压响应的测量，了解发射换能器发送响应的测量过程中、

产生误差的原因。

授课建议：实验室授课，2学时，教师指导，学生分组操作。

任务三：水声换能器指向性测量实验[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水声换能器自由场远场的指向性响应，指向性图，指向性因数，指

向性指数。

学习目标：根据实验条件给定发射换能器、水听器和相应的设备，然后测量换

能器的指向性图。通过本实验掌握测量水声换能器指向性的方法，了解影响指向性

图测绘精度的因素。

授课建议：实验室授课，4学时，教师指导，学生分组操作。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任务一：水听器自由场电压灵敏度校准实验

本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包括消声水池、发射换能器、标准水听器、待校水听器以

及包括信号源、选通门电路、功率放大器、示波器、滤波器、测量放大器在内的相

应测量仪器，其中发射换能器为 18.8×7.2×11cm方型换能器，标准水听器为 B&K8104
型水听器，待测水听器为仿 8104型。

本实验最大分组人数为 4人。

任务二：水声发射换能器发送电压响应测量实验

本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包括消声水池、待测发射换能器、标准水听器以及包括信

号源、选通门电路、功率放大器、示波器、滤波器、测量放大器在内的相应测量仪

器，其中待测发射换能器为 18.8×7.2×11cm方型换能器，标准水听器为 B&K8104型
水听器。

本实验最大分组人数为 4人。

任务三：水听器自由场电压灵敏度校准实验

本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包括消声水池、发射换能器、标准水听器、待校水听器以

及包括信号源、选通门电路、功率放大器、示波器、滤波器、测量放大器在内的相

应测量仪器，其中发射换能器为 8.8×7.2×11cm 方型活塞换能器，标准水听器为



B&K8104型水听器。

本实验最大分组人数为 4人。

师资标准

1.具有声学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讲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

3.具有扎实的声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关注声学发展趋势，能将新知识和新理论

补充进课程中。

教材选用

标准

1.教材原则上选用国家规划教材，也可自编特色教材。

2.教材应体现知识新、应用性强，密切联系行业发展，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

扩充。

选用教材：《水声学原理》（第二版），刘伯胜 黄益旺 陈文剑 雷家煜著，科学出

版社，ISBN：9787030630117，2019年 11月出版。

参考教材：《水声学》（第二版），汪德昭 尚尔昌著，科学出版社，ISBN：

9787030380425，2013年 07月出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形式：闭卷考试

成绩构成及权重：总成绩由平日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平日成绩占比 40%，期末成

绩占比 60%。

平日成绩由三部分构成，课堂成绩、作业成绩和实验成绩。课堂成绩占平日成绩的

40%；作业成绩占平日成绩的 30%；实验成绩占平日成绩的 30%。

期末成绩为考试卷面成绩。

撰写人：王玉刚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三维软件应用”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三维软件应用

英文名称 Applications of 3D Software

课程编号 360134 开课学期 6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0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32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

导论
熟悉海洋机器人的类型与特点

计算机绘图

了船体图样表达的内容、方法和特点，以及船体制图的有关规

定；能够识读和绘制船体型线图、总布置图、结构图、分段划

分图的方法和步骤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4 5

1.能够区别不同的船舶专业软件的应用范围以及各自的优

缺点；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设计软件
0.1

2.能够熟练掌握 CATIA 软件中草图、实体零件建模的绘制建

模方法，并能完成草图案例、角片、拨叉等案例的设计
0.3 0.1

3.能够掌握船体实体建模方法，完成分段部件的建模，如：

某横骨架式的建模，了解该分段的结构形式和特点
0.2 0.2

4.完成船体曲面造型和内部结构建模，加载板厚、宽度、型

材样式、舱壁设置等内容，并学会实船建模的思路、过程和方法
0.2 0.3

5.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

造船、绿色造船理念；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

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2025的体现，了解船舶可持续发展。

0.3 0.2

课程概述

本课程主要讲述海洋机器人中所需的三维软件的相关知识，着重介绍 CATIA 软件的

基础操作及其在机器人工业中的应用，培养学生运用 CATIA 的三维软件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上机部

分）

任务一：船舶三维软件综述（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船舶常用软件介绍适用范围

2.分析各种三维软件的优缺点

学习目标：了解不同三维软件的应用范围和优缺点



授课建议：本单元 4 个学时，利用项目实例教师进行演示和学生上机相结合

任务二：CATIA 软件的基本情况和基本操作（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草图的绘制和基础操作以及案例设计

2.实体模型绘制和基础操作以及实体案例设计

3.工程制图的应用

4.创成式曲面建模

学习目标：了解 CATIA 的基本功能，掌握 CATIA 软件的基础操作

授课建议：本单元 10 个学时，利用角片、拨叉项目实例教师进行演示和学生上

机相结合

任务三：CATIA 软件在造船工程的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船舶横骨架式、纵骨架式的实体建模

2. 船体外板和船体形状的确定方法

3.利用型值表，完成实船的外形设计并能校验光顺性

学习目标：掌握利用 CATIA 软件完成船体曲面建模的操作方法，进行船体平面

分段的基本结构建模

授课建议：本单元 8 个学时，利用渔船项目实例教师进行演示和学生上机相结

合

任务四：生产设计过程（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 船舶型材和板材的加载方法

2. 完成实船分段结构建模

3. 分析船舶结构干涉情况，并能初步解决干涉问题

学习目标：掌握利用 CATIA 软件进行生产设计的内容和步骤

授课建议：本单元 8 个学时，利用项目实例教师进行演示和学生上机相结合

任务五：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船舶的要求，领悟船舶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2.践行精度造船、绿色造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船、绿色造船理念；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

解船舶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内容中，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安装 WINDOWS 系统的计算机，每人一台。



师资标准

1.具有船舶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软件开发工程背景，熟悉软件开发流程有软件设计经验，并了解相关行业的

专业软件，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

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知识；能担任上机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熟悉计算机软件开发流程和相关专业知识，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种手

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

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船舶设计过程中使

用的文件、规定及时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建议教材：《CATIA 案例教材》 科技部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 组编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采用上机考试，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课后作业占

50%，考勤及课堂表现占 50%；采用上机考试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许娜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动力与推进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动力与推进技术

英文名称 Power and propulsion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426 开课学期 6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

导论
熟悉海洋机器人的类型与特点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3

1.掌握海洋机器人工程领域所需动力与推进基础知识、基本

原理和科学方法。
0.5

2.针对海洋机器人复杂作业环境问题，能够运用数学物理基

础知识，建立恰当的海洋机器人能耗数学物理模型。
0.5

3.能够掌握现有海洋机器人能源动力的种类及基本原理，应

用现代实验和计算工具设计合适的能源动力系统。
0.6

4.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

造船、绿色造船理念；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

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解可持续发展。

0.4

课程概述

本课程主要讲述海洋机器人中所需的动力与推进技术的相关知识，主要介绍电池动

力源、燃料动力源、环境能等内容以及海洋机器人推进技术，培养学生解决海洋机

器人动力与推进相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上机部

分）

任务一：海洋机器人动力与推进技术概述（支撑课程目标 1、4）

知识要点：

1.常规动力

2.绿色动力

3.海洋机器人动力与推进技术发展简史

学习目标：了解海洋机器人动力与推进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具有助力

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船、绿色造船理念；传输勇于奉

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解可持续发



展。

授课建议：本单元 2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二：电池动力源（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常规动力电池

2.新型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石墨烯电池等）

3.动力电池发展趋势

4.电池动力系统设计选型案例

5.电池管理系统设计

学习目标：了解电池动力源的基础理论、选型设计和系统设计等

授课建议：本单元 6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三：燃料动力源（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柴油/汽油发动机

2.核动力

学习目标：了解柴油/汽油发动机与核动力的基本原理

授课建议：本单元 4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四：环境能（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太阳能

2.温差能

3.风能

4.波浪能

学习目标：了解太阳能、温差能、风能和波浪能的基本原理

授课建议：本单元 6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五：海洋机器人推进技术简介（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螺旋桨推进

2.喷水推进

3.泵喷推进

4.磁流体推进

5.水下滑翔推进

6.仿生推进

学习目标：了解螺旋桨推进、喷水推进、泵喷推进、磁流体推进、水下滑翔推

进和仿生推进的基本原理

授课建议：本单元 6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师资标准

1.具有船海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推进器设计开发工程背景，熟悉推进技术，并了解相关行业，与行业企业保

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知识；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熟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种手

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

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设计过程中使用的

文件、规定及时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建议参考用书：

1.无人潜水器及其动力系统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舰船科学技术，2019，8：31-34

2.动力电池现状及发展趋势，鱼雷技术，2010，4：81-87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平时作业占 20%、考勤及课堂提问占 20％为平时成绩，共占

4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卷面成绩占 60%。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多海洋机器人协同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多海洋机器人协同技术

英文名称 Multi ocean robot cooperation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427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其中理论学时：32实验实践学时：0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能够熟练掌握拉普拉斯变换、反拉普拉斯变换。

电路原理

能够正确理解并熟练运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和基尔霍夫电压定

律；

能够熟练运用各类定律对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并求解。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5
1. 掌握多海洋机器人协同技术领域所需协同控制基础知识、基

本原理以及科学方法。
0.2 0.5

2. 针对海洋复杂环境和装备特性，结合常规海洋机器人水动力

学模型，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
0.3 0.3

3. 应用 MATLAB/Simulink 软件模拟设计的协同控制算法，验

证算法的可靠性。
0.5

4. 培养将多海洋机器人协同技术与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的研

究能力，具备学习交流和创新素养。
0.2

课程概述

多海洋机器人协同技术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选修）。主要内容是

以机器人水动力学模型结合协同算法，研究多海洋机器人协同工作问题。这些技术

以及理论紧跟科技前沿，并在海洋相关行业中得到应用，形成比较系统的体系。通

过学习，掌握多海洋机器人协同技术，并且会用MATLAB 进行软件模拟设计，培

养学生的的创新与交流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海洋机器人的教学模型（课程目标 1、4）
知识要点：坐标系、基本假设与主要参数；动力学模型、运动学模型；海洋机

器人简史。

学习目标：掌握海洋机器人的数学模型以及发展历程，能够掌握海洋机器人的

种类以及操作方式。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4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结合海洋机

器人简史进行科学观教育。

任务二：多海洋机器人控制基本理论（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几何构型（一致、跟踪、包含）；代数图论（有向图、有向树、有

向生成树、具有有向生成树）；控制类型（分布式、集中式）；通讯类型（有向、

无向）；矩阵分析、非线性系统稳定性理论。

学习目标：熟悉海洋机器人的基本控制类型，学会应用拉格朗日矩阵计算，有

向图和无向图分析，分布式，集中式控制分析。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结合代数图

论、控制和通讯类型进行研讨案例教学。

任务三：多海洋机器人分布式一致控制（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基于无向图的分布式一致控制/举例；基于有向图的分布式一致控制

/举例。

学习目标：掌握有向图/无向图的分布式一致控制原理，具备对分布式一致控制

应用案例分析能力。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结合一致性

控制方法进行研讨案例教学。

任务四：多海洋机器人分布式跟踪控制（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具有静态领航者的分布式跟踪控制/举例；具有动态领航者的分布式

跟踪控制/举例。

学习目标：掌握领航者分布式跟踪控制理论，参数辨别以及特征分析；分布式

跟踪控制应用案例分析。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五：多海洋机器人分布式包含控制（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二阶非线性系统的分布式包含控制/举例，多海洋机器人系统的分布

式包含控制/举例。

学习目标：掌握二阶非线性系统和海洋机器人系统分析；典型包含构型计算分

析，分布式包含控制应用案例分析。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6学时，授课方式为板书与 PPT相结合。

任务六：仿真验证（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MATLAB/simulink讲解；实例教学；残例验证。

学习目标：掌握 m文件编写，simulink模块搭建，学会自己设计仿真实例，并

会仿真分析结果。



授课建议：建议授课学时 4学时，采用 PPT，应用电脑、MATLAB软件。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安装有 MATLAB 软件的电脑，运行速度能够达到仿真标准，建议 1 人 1 台电

脑。

师资标准

1.控制科学与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器人设计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本

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机器人的

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

施及评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

悉互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

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

和工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

加实践实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及时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1. 《自动控制原理》 丁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0月，第 2版；

2. 《现代控制理论》 朱玉华、庄殿铮，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2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的评定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小测和课后作

业等部分。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40%。

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百分制。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占 30%，小测和

课后作业各占平时成绩的 70%。

撰写人：王玉刚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高级程序语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高级程序语言

英文名称 High level Program Language

课程编号 360428 开课学期 第六学期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0 ，实验学时 0，上机学时 32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高等数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基本了解微积分学的基础理论:充分理

解微积分学的背景思想及数学思想。掌握微积分学的基本方法、

手段、技巧，并具备一定的分析论证能力和较强的运算能力。

能较熟练地应用微积分学的思想方法解决应用问题。

后续课程 毕业论文

课程目标

及毕业要

求的对应

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5 10 12

1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专业基础知识用于解决复杂的集

成电路工程问题；
0.5 0.2

2.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集成电路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的集成电路工程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0.2 0.5

3. 能够针对集成电路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加工工艺、仪器设备、仿真软件等资源及工具，包括对

集成电路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0.3 0.5 0.3

4.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0.5

课程概述

高级程序语言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任务是结

合一般数值计算向学生介绍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 C语言的基本

内容及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与编程技巧，了解进行科学计算的一般思路,培养学生应

用计算机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与基本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应用计算机

打下基础

课程应知
第 1 章程序设计和 C语言（课程目标 1）
教学要点：什么是计算机程序，什么是计算机语言。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教学目标：了解 C语言特点及 C简单程序的构成，掌握 C程序的编辑、编译、

链接和运行的过程，C语言的发展及其特点，最简单的 C语言程序，运行 C程序的

步骤与方法，程序设计的任务；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第 2 章 算法--程序的灵魂（课程目标 2）
教学要点：什么是算法，简单的算法举例，算法的特性，怎样表示一个算法，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教学目标：了解算法的概念、表示和特性；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第 3 章 最简单的 C程序设计--顺序程序设计 （课程目标 3）
教学要点：顺序程序设计举例，数据的表现形式及其运算，C语句，数据的输

入输出；

教学目标：掌握数据类型、常量与变量、整型数据、实型数据、字符型数据、

变量赋初值、名；类数值型数据间的混合运算、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

算符和赋值表达式逻辑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掌握赋值语句、putchar 函数、getchar
函数、printf函数、scanf函数和顺序程序结构。

教学课时：6，课堂讲授；

第 4 章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课程目标 3）
教学要点：选择结构和条件判断，用 if语句实现选择结构，关系运算符和关系

表达式，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条件运算符和条件表达式，选择结构的嵌套，

用 switch语句实现多分支选择结构，选择结构程序综合举例；

教学目标：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if语句和

switch语句结构；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第 5 章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为什么需要循环控制，用 while 语句实现循环，用 do...while语句实

现循环，用 for语句实现循环，循环的嵌套，几种循环的比较，改变循环执行的状态

，循环程序举例；

教学目标：掌握 while、do-while 和 for 语句实现循环的相同点，掌握 while、
do-while、for循环语句的区别:掌握 while、do-while、for循环语句的使用技巧。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第 6 章 数组（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怎样定义和引用一维数组，怎样定义和引用二维数组， 字符数组；

教学目标：掌握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和多维数组的应用，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

串的异同点；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第 7章 函数（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为什么要用函数，怎样定义函数，调用函数对，被调用函数的声明

和函数原型，函数的嵌套调用，函数的递归调用，数组作为函数参数，局部变量和

全局变量，变量的存储方式和生存，关于变量的声明和定义，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

教学目标：掌握函数定义、形式参数、实际参数、返回值；掌握函数一般调用、

递归调用；掌握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了解变量的几种存储类别以及内部函数和外

部函数

教学课时：4，课堂讲授；



第 8章 指针（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指针是什么， 指针变量，通过指针引用数组，通过指针引用字符串

，指向函数的指针，返回指针值的函数，指针数组和多重指针，动态内存分配与指

它的指针变量，有关指针的小结；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指针、地址、指针类型、void 指针类型、空指针等概念，

熟练掌握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指针的间接访问、指针的加减运算和指针表达

式，掌握指针与数组、函数、字符串、自由空间等的联系，了解引用变量、值传送、

引用传送的概念，掌握引用参数的使用；

教学课时：6，课堂讲授；

第 9 章 结构体与共用体 （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定义和使用结构体变量，使用结构体数组， 结构体指针，用指针处

理链表， 共用体类型，使用枚举类型，用 typedef声明新类型名；

教学目标：掌握定义结构体类型变量的方法、结构体变量的引用和初始化结构、

结构体数组。

教学课时：4，课堂讲授；

第 10 章 文件 （课程目标 2，3）
教学要点：C文件的有关基本知识，打开与关闭文件，顺序读写数据文件， 随

机读写数据文件， 文件读写的出错检测；

教学目标：掌握文件的打开与关闭、灵活使用文件的读写函数、会用定位函数

的使用及出错检测函数的使用

教学课时：2，课堂讲授；

师资标准

1.具有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机械行业背景，熟悉机械电子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

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

程；

4.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

任机械电子系统设计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

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要求编写或选用教材与专业密切相关的

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要求；

3.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重理论的同时，增加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实践案例，

便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展开；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开放性和适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避免单纯理论知识的叙述和公式的推导；同时要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把先进的设

计技术和手段、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引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规范，公式推导严谨，实践案例的引入注重知识

性、典型性、启发性与真实性；

6.参考教材：

[1]《C程序设计题解与上机指导》(第四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C程序设计实用教程--基于问题驱动模式》，李凤云主编，水利水电出版社

[3]《C语言趣味编程 100例》，陈耿炎、张惠瑶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4]《C程序

设计实验指导与习题集》，刘华蓥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

CAD》张晓华，机械工业出版社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考核采取试卷或者上机方式，总成绩建议平时成绩占 20%，期中成

绩占 20%，期末成绩占 60%。

撰写人：陈国栋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英文名称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课程编号 360429 开课学期 6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32； 其中理论学时：32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5 10

1.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基本原理和重要术语；

掌握网络体系结构 OSI/RM 和 TCP/IP 分层技术和原理、网络拓扑

结构、广域网协议以及网络安全基本技术；掌握 IPv4 地址分类

和划分方法。

0.5

2.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制定出中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绘出网

络的物理拓扑结构，能够根据给出的设计方案，正确连接一个物

理局域网络。

0.5

3.通过实际案例的讲解，激发学生对网络技术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实训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

精神。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学会利用网络资源与他人进行交流与

共享, 提高学生良好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

1

课程概述

计算机网络技术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主要讲述海洋机

器人中所需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扎实的计算机系统知识、通信

技术知识以及网络系统软件的操作技能，具备组建、管理和使用计算机网络系统的

技能。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上机部

分）

任务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掌握计算机网络结构的层次关系和对应功能

2．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各种拓扑结构特点和设计要点

3．掌握构成计算机网络的各种通信介质的基本性能和特点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基本原理和重要术语



授课建议：本单元 2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二：数据通信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掌握数据通信系统模型

2．掌握数据通信的基本术语

3．掌握数据通信的几种方式

4．掌握数据传输的几种方式

5．掌握多路复用技术

6．掌握数据交换技术

7．了解差错控制技术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基本原理和重要术语

授课建议：本单元 6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三：网络体系结构（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掌握物理层工作原理

2．掌握数据链路层工作原理

3．掌握网络层工作原理

4．掌握传输层工作原理

5．掌握会话层工作原理

6．掌握表示层工作原理

7．掌握应用层工作原理

学习目标：掌握网络体系结构 OSI/RM 和 TCP/IP 分层技术和原理、网络拓扑结

构、广域网协议以及网络安全基本技术

授课建议：本单元 8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四：TCP/IP 协议体系结构（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掌握 TCP/IP 的体系结构

2．掌握网络接口层工作原理

3．掌握网络互连层工作原理

4．掌握传输层工作原理

学习目标：掌握 IPv4 地址分类和划分方法

授课建议：本单元 6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五：局域网技术（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掌握局域网各种拓扑结构

2．掌握传统以太网技术

3．掌握高速局域网技术

4．熟悉无线局域网

5．了解虚拟局域网

学习目标：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制定出中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绘出网络的物理

拓扑结构，能够根据给出的设计方案，正确连接一个物理局域网络

授课建议：本单元 8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任务六：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案例教学

学习目标：通过实际案例的讲解，激发学生对网络技术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勤于思考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实训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

学会利用网络资源与他人进行交流与共享, 提高学生良好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

授课建议：本单元 2 个学时，讲授与 PPT 教学相结合

师资标准

1.具有船海类专业或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推进器设计开发工程背景，熟悉推进技术，并了解相关行业，与行业企业保

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知识；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6.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熟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视频、实际案例、课后拓展作业等多种手

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

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将实际设计过程中使用的

文件、规定及时纳入其中。

5.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

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6.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建议教材：

周奇等主编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 年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平时作业占 20%、考勤及课堂提问占 20%为平时成绩，共占

4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卷面成绩占 60%。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创新创业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英文名称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编号 190101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就业指导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8 12
1.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

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

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思政）

0.1 0.1

2.正确客观的审视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做好自我评估；

确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目标；

0.3 0.3

3.考虑性格与职业匹配、船舶专业与职业目标的匹配情况； 0.3 0.3

4.了解船舶行业的发展史及发展趋势，构建专业相关的科学的

职业生涯规范。

0.3 0.3

课程概述

1、了解大学和大学生涯；

2、掌握对船舶职业的认知；

3、掌握应具备的职业素质；

4、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明确的规划。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知识要点：认识大学——新的起点

首先提问：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国家高等教育的学府，综合性地提供教学和研

究条件和授权版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

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

带着学生走进大学，了解大学中应该怎样度过，通过追求知识、掌握方法、培养兴

趣、发展友情等几方面进行讲述。

学习目标（课程思政）：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任务二：

知识要点：认识自我——我是谁

1.兴趣是什么？2.兴趣与职业 3.性格探索 4.技能探索 5.价值观探索

本任务通过霍兰德兴趣岛、成就事件、职业价值观分类卡等各类测评方法和工

具，使大学生客观地认识自我，正确地评价自我，积极地悦纳自我，建立健康的自

我形象。

学习目标（课程思政）：认识自我

任务三：

知识要点：认识职业生涯规划

1.职业生涯规划概述

2.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因素及设计

本任务通过对职业生涯规划概念、理论的阐述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的介绍，

帮助血生正确认识和理解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从而积

极地对自己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学习目标（课程思政）：认识职业生涯规划

任务四：

知识要点：认识工作世界

1. 认识职业

2. 认识企业

3. 认识社会环境

4. 探索工作世界的策略和方法

本任务通过介绍职业、企业、社会环境让大学生对工作世界有初步认识，并介

绍了探索工作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让大学生认识岛工作世界的重要性；开阔思维，

多角度、多途径获取工作信息。

知识目标（课程思政）：认识工作世界

任务五：

知识要点：规划与行动

1. 职业生涯目标

2. 职业生涯决策

3. 行动与反馈

知识目标：规划与行动

任务六：

知识要点：自我的力量

1. 管理我的生活

2. 自信培养与潜能开发

3. 积极应对的力量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一定的学生管理经验；

3、具有一定的高校教学经验

4、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

展趋势，将实际纳入教学；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

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王华奇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就业指导

英文名称 Employment Guidance

课程编号 190102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后续课程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9 12 …
1.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

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

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0.1 0.1

2.通过学习，毕业生能够客观认清形势，理解掌握国内外海洋

机器人专业的就业政策

0.3 0.3

3.了解企业相关情况，把握海洋机器人行业的走向，树立明确

的职业目标

0.3 0.3

4.努力增强个人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就业竞争力 0.3 0.3

课程概述

1.了解就业政策及就业市场

2.掌握对船舶职业的认知及求职方法

3.掌握就业权益和保障的相关政策法律

4.掌握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及职业准备

5.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着明确的方向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1.学会自我调节及人际关系处理的方法等

2.能够充分认识从事海洋机器人行业的职业素质要求，了解和掌握提升职业素质的

途径，进而思考个人职业素质提升计划，并有意识地在大学期间进行锻炼和培养。

3.让海洋机器人类专业毕业生针对海洋机器人类专业学生就业的特点，针对各种实

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心理调适，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就业；

4.同时掌握海洋机器人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信息收集渠道和方法，确保信息的有效

使用；

5.掌握海洋机器人类专业毕业生的求职准备、面试技巧等，确保顺利就业

6.了解船舶行业职业发展趋势；

7.了解毕业以后晋升路径及职业发展的拓展路径。

学习目标（课程思政）：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具备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师资标准

1. 具有力学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就业方向，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就业指导工作。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

展趋势，将实际纳入教学；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采用闭卷考试作为期末

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撰写人：王华奇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创业指导

英文名称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课程编号 290101 开课学期 第五学期

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课程 课程属性 必修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8 9 11

1.掌握海洋机器人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建立起科学的创新观念。 0.3 0.1 0.3

2. 掌握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历史、军事、外语等

知识，并能够在机器人设计与建造环节中综合考虑。

0.2 0.2 0.2

3.熟悉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0.1 0.1 0.1

4.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表达能力，能与相关专业人员进

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协调处理工程建设各方面关系。

0.1 0.3 0.1

5. 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和

工程技术的进步。

0.1 0.2 0.1

6.能够不断探索、勤于思考，具有求新、求异的兴趣和欲望。 0.1 0.1 0.1

7. 了解国家的政策与方针 0.1 0.1

权重和 1 1

课程概述

目前开设创业教育正成为各高校的热点。全国高等院校普遍都十分重视创业教

育，不仅把创业教育看成是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同时上升到转变传统

教育观念、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高度，将培育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

提倡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视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解决社会矛盾和保障经济社

会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创业教育也成为各高校转变学生就业观念、为毕业生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学校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有必要在各专业开展创业教育。

创业指导是一门实用型课程，应以“实用性、操作性”为追求目标，为大学生踏

实创业的第一步提供必要的知识与帮助，包括培养大学生鉴别项目和判断市场的眼

力，教给大学生自主创业所必须的知识和技巧，指引大学生走上成功创业之路。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了解国家创业政策及创业方法

1.通过学习，毕业生能够客观认清形势，理解掌握国家创业政策

2.了解企业相关情况，把握创业思路方法，树立明确的职业目标

3.努力增强个人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创业水平及创业能力

任务二：掌握对大学生创业常见问题，创业项目

1.学会自我调节及人际关系处理的方法等

2.能够充分认识社会对创业类人才的要求，了解和掌握提升职业素质的途径，

进而思考个人职业素质提升计划，并有意识地在大学期间进行锻炼和培养。

任务三：掌握大学生常见创业误区及预防大学生创业诈骗

1.掌握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历史、军事、外语等知识，并能够在

创业环节中综合考虑。

2.列举大学生创业诈骗事例，表明注意事项

任务四：具备大学生创业应具备的技能素养

1．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组织协调与团队合作精神；

2．培养诚实守信和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

3．培育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认同感；

任务五：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着明确的方向

1.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和工程技术的进步。

2.能够不断探索、勤于思考，具有求新、求异的兴趣和欲望。

3.具备新信息加工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法能力、创新成果

表达能力。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一定的学生管理经验；

3.具有一定的高校教学经验

4.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

展趋势，将实际纳入教学；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成绩够成：平时考核（30%）期末应知（70%）

考试形式：期末论文

撰写人：丛景妤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海洋机器人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创新创业基础

英文名称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of marine robot

课程编号 360430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课程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器人技术基础

1. 熟悉典型机器人的特点和功能；

2. 掌握机器人的机械系统设计方法；

3. 掌握机器人运动学与动力学；

4. 熟悉机器人的智能感知系统和驱动系统。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9 11 12

1.了解国内外海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了解企

业的生产技术条件的认可、生产企业的资质认证和许可证

制度。

0.2 0.1 0.1

2.了解海洋机器人制造企业工程质量管理、工艺技术管理

方面的相关内容及规章制度。
0.1 0.2 0.1

3.系统学习创业知识与技能，培养创业精神与素质，了解

创业过程与模式，掌握创业方法与步骤，提高自主创业意

识与创业成功率。

0.6 0.6 0.7

4.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求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0.1 0.1 0.1

课程概述

本门课程重点讲述创新创业的基础知识，结合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专业特点，对

创业商业模式和就业创业中可能存在的机遇与风险进行介绍。使学习者树立科学的

创业观。了解互联网+在海洋机器人行业中的应用，具备新信息加工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法能力、创新成果表达能力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

本知识。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海洋机器人行业认知（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了解国内外海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2.了解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的认可、生产企业的资质认证和许可证制度。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海洋机器人行业及相关单位有基本的认知。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 和板书等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二：海洋机器人企业管理模式（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了解海洋机器人制造企业工程质量管理；

2.了解海洋机器人制造企业工艺技术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及规章制度。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海洋机器人制造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有基本的认识。

授课建议：

2学时，采用 PPT 和板书等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

任务三：就业与创业基础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理解创业的本质，给出每位学习者自己对创业的理解与定义。；

2. 理解创业过程中各种机会的把握与利用的过程，感受创业过程中价值创造的

本质与内涵。

3. 理解无形资源（信息、人际关系等）在创业过程中的影响及作用。

4.了解商业模式；

5.了解创业项目种类、发展趋势；

6.了解创业项目路演。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就业与创业的基础知识，创业的商业模式，对项目种类

和路演等有所理解。

授课建议：

10 学时，采用 PPT 和板书等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运用情景展

示、任务驱动等方式对学生的创业实践进行锻炼。

任务四：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掌握职业认知与评估方法，包括职业性格评估、职业兴趣评估、职业发展规

划等基础知识和方法；

2.了解创业认知与准备，了解创新创业过程中的成败案例。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新创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机会与风险，使学习者正确

评估自身优劣势，把握正确的创新创业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授课建议：

2 学时，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开展，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

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

师资标准

1.具有船舶类，机械类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海洋机器人设计建造背景，

熟悉相关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熟悉海洋机器人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5.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

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6.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相关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

教学规律，具有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

3.教材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来驱动，通过多种手段，使学生在各种教学活动任

务中树立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突出重点，重在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采取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和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其中前

三者各占最终成绩的 10%，期末考试成绩占最终成绩的 70%。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科技前沿讲座”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科技前沿讲座

英文名称 Sh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ntier lectures

课程编号 360144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5 12
1.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方法。

0.7 0.5

2.掌握科技论文写作的规范及要求，了解科技论文写作的方法与

技巧。 0.1

3.拓展专业领域知识面，了解海洋机器人相关的科学技术现状及

发展趋势。 0.3 0.3

4.增强国家和民族自豪感，提高职业认同感，遵守职业和学术道

德。 0.1

课程概述

《科技前沿讲座》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创新创业选修课，一方面针对学习者在

信息资源获取、科技论文写作等方面进行方法和技巧的介绍，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研

究方向的专业教师进行本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与重点难点问题的讲解，使学习者对

未来从事本领域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文献检索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文献和信息分类，常用检索工具，文献检索途径、方法与步骤。

学习目标：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方法。

授课建议：4学时，以课堂讲授+课后练习方式开展教学，适当增加课堂应用练

习环节，可进行课堂翻转，提高学生参与度。

任务二：科技论文写作规范与技巧（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科技论文选题方法，论文写作规范与技巧，论文投稿方法，本科毕

业论文写作要求。

学习目标：掌握科技论文写作要求与方法，熟悉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写作相关内

容和要求。

授课建议：4学时，以课堂讲授开展教学，可多结合范例论文（好坏结合），进

行课堂翻转，提高学生参与度。

任务三：海洋机器人前沿科技介绍（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海洋机器人前沿技术。

学习目标：了解海洋机器人技术现状与趋势，提高对我国海洋机器人行业现状

及未来发展的认知。

授课建议：6学时，以课堂讲授开展教学，可多结合工程实际和必要的视频、图

片等资料，提高学生感性认识，授课过程中适当增加答疑或提问环节，扩展学习的

深度和广度。

任务四：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大国重器、船海科技力量、学术道德与学术造假

学习目标：增强国家和民族自豪感，提高职业认同感，遵守职业和学术道德。

授课建议：2学时，以课堂讲授为主，可适当开展小组讨论，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教学全过程，结合正、反案例加强思想引领。

师资标准

1.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

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

4.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

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5.若为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

的船舶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例题采用实际工程中原理和方法，引导学生

掌握海洋机器人基本知识；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现代船舶设计方法和技术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

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

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6.参考教材：《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黄军左/丁书江主编，中国石化出版社，

2018年，ISBN：9787511447395，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创新创业课程，成绩考核包含考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以及

期末提交的综述报告四部分，其中考勤、课堂表现以及平时作业占 50%，期末提交

的综述报告占 50%.

撰写人：孙承猛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企业新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企业新技术应用

英文名称 Company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课程编号 360145 开课学期 六

课程性质 选修 课程属性 创新创业课程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5 11

1. 掌握海洋机器人相关企业新技术内容。 0.2 0.2
2.了解海洋机器人类制造企业传统技术的创新模式。 0.2 0.2
3. 了解先进造船模式：灵捷制造模式，绿色造船模式、智能化造船等。 0.2 0.2
4. 理解先进项目管理理论方法在海洋机器人类企业应用。 0.2 0.2
5.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了解企业新技术应

用对于国家产业发展需求的影响，了解我国在企业新技术领域的前沿进展，

增强科技自豪感，培育学生通过国家科技进步而获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认同。

0.2 0.2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创新创业课，企业新技术应用课程主要包括 4章内：单

元一：企业新技术应用概论；单元二：船舶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单元三：先进管理模式

在海洋机器人行业的应用；单元四：数字化、绿色造船现状及发展趋势。使得学生能实现：

1.能够知道我国海洋机器人类行业新技术 2.了解我国海洋机器人类行业新技术应用 3.能够自

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企业新技术应用概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掌握企业新技术概念

2.能够知道海洋机器人行业企业新技术

3.了解世界先进船企数字化造船现状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掌握企业新技术概念。

授课建议：

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慕课形式等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

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二：船舶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模式（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船舶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内容

2.我国船舶制造企业传统技术创新模式的主要类别

3.我国船舶制造企业传统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问题

4.船舶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实施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船舶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模式。

授课建议：

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慕课形式等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

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三：先进管理模式在海洋机器人行业的应用（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项目管理理论方法

2.先进项目管理理论在船舶工业中应用的理论框架

3.先进项目管理理论在船舶工业中应用的理论框的关键技术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进管理模式在海洋机器人行业的应用。

授课建议：

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慕课形式等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

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四：数字化、绿色造船现状及发展趋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世界船企数字化造船现状

2.我国船舶绿色造船模式现状

3.数字化、绿色造船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数字化、绿色造船现状及发展趋势。

授课建议：

采用 PPT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慕课形式等开展，以

PPT为主，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



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五：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中对于船舶的要求，领悟船舶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2.践行精度造船、绿色造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船、绿色造船理念；传输勇

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的体现，了解船舶可持续

发展。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进行混

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

职称；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海洋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具

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 校外兼职教师，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海洋

机器人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例题采用实际工程中典型原理和方法，引导学

生掌握海洋机器人基本知识；

3. 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现代船舶设计方法和技术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组

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的技能操作，同

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重在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行。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创新创业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其中课后作业占 30%，

网络课程互动占 30%，考勤及课堂讨论占 40%；采用期末论文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70%。

撰写人：于福临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美育必修课

“艺术导论”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艺术导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Art

课程编号 300701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美育必修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8
1. 知识目标：

掌握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生活方式等各角度中的艺

术，掌握艺术的本质意义和发展趋势，理解不同艺术与文化及

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0.4

2.能力目标：

（1）具备艺术理论、鉴赏艺术作品的理论知识，具备艺

术实践中形象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备感受美、表现

美、实践美、创造美的能力。

（2）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具备对职业角

色的把握能力，具备对社会角色的适应能力，能够在工作中遵

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0.4

3.素养目标：

（1）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升

文化素养，激发创造创新活力。

（2）能够发展走向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方

面的综合素质。

0.2



课程概述

《艺术导论》是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授课总学时为 16学时。本课程是一门综

合性的艺术总论课程，是学校实施美育教育的途径之一，对于提高学生审美素养，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是了解艺术的本质、起源、特征等基本理论知识，掌握

各艺术门类的审美差异，掌握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的构成，提高创造美、

感受美、鉴赏美的能力，培养高雅审美品味。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艺术起源及特征（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1.艺术的基本含义；

2.艺术的起源和特征；

3.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艺术的本质、起源、特征以及艺术与哲学、科学、道德、

宗教的关系，使学生了解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掌握艺术的基本特征。

授课建议：共计 6时，讲授与讨论结合，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的理解认

知能力。

任务二：介绍各艺术门类（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1.实用艺术；

2.造型艺术；

3.表情艺术；

4.综合艺术；

5.语言艺术；

学习目标：了解各艺术门类的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了解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

异，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授课建议：共计 6课时，讲授与讨论结合。

任务三：艺术系统构成（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1.艺术创作；

2.艺术作品；

3.艺术鉴赏；

学习目标：了解艺术系统的构成，掌握艺术作品鉴赏的一般方法，提高艺术审

美能力。

授课建议：共计 4课时，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的理解

认知能力。

师资标准

专职教师要求：

1.具有文学、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具有讲师以上技术职称。

2.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

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兼职教师要求：

1.应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2.具有丰富的教学经历。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精品课程教材。

2.教材应体现知识新、实用性强，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扩充。

参考教材：

艺术导论.黎荔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月出版.
ISBN：9787560528038.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公共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规划教

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艺术导论》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构

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课堂表

现、平时作业，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课堂表现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平

时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迟到、上课睡觉、做

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

分数；

平时作业：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内展示汇报及课后提交作业情况给与

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罗群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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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鉴赏”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影视鉴赏

英文名称 Film Appreciating

课程编号 300704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美育必修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8
1.知识目标：

（1）掌握影视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包括影视艺术的特性、好

莱坞电影发展史、欧洲艺术电影发展简史、中国影视发展史等。

（2）掌握影视鉴赏的基本方法，提高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力和

鉴赏能力。

0.4

2.能力目标

（1）能够了解中外经典影视艺术作品，透过不同时代影视作品的表现

形式，看中外文化、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具备区别、品鉴、品评不

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影视作品的能力，提高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相统一的审美素质。

（2）能够具备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具有高尚的审美情趣。

0.3

3．素养目标

（1）能够提高对于影视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同时提

升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

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2）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健全人

格、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提升综合素质。

0.3



课程概述

《影视鉴赏》是一门美育必修课，授课总学时为 16学时。本课程是激发学生想象力

和创造力、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高校美育理论课，是帮助学生

了解国内外优秀的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人文精神

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讲授国内外影视艺术欣赏的特征、思维方式及方法，系

统介绍影视艺术基础及理论常识和影视艺术发展概况，通过经典名片的观摩与赏析，切

实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提高学生对影视这门综合艺术的鉴赏水平和分析能力；通过分

析介绍优秀影片的结构、视听语言，导演手法等提高学生对于影视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

提高艺术修养，同时提升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

化、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世界影视艺术发展史（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掌握好莱坞电影发展史、欧洲艺术电影发展简史、中国影视发展史、日

韩电影发展史、电视发展历程.
学习目标：熟悉了解中外经典影视艺术作品，具备区别、品鉴、品评不同时代、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影视作品的能力，提高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统一的审美素质。具

备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授课建议：建议影视鉴赏总学时 16学时，世界影视艺术发展史 10学时。具体教学

内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

为辅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二：影视艺术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掌握影视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了解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

学习目标：掌握影视鉴赏的基本方法，提高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力和鉴赏能力。

授课建议：建议影视鉴赏总学时 16学时，影视艺术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 4学时。具

体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论

和自学为辅的方式进行授课。
·
任务三:影评写作基本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2、3）
知识要点：掌握影视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了解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

学习目标：能够提高对于影视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同时提升在学习、

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授课建议：建议影视鉴赏总学时 16学时，影评写作基本方法 2学时。具体教学内容

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

的方式进行授课。

师资标准

专职老师要求：

1.具有文学、艺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引入海

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能正确

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精品课程教材。

2.教材应体现知识新、实用性强，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扩充。

参考教材：

《大学影视鉴赏》，张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号 ISBN： 9787576014808， 2021
年 5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影视鉴赏》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构成。

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考勤、课堂

表现、随堂作业，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考勤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课堂表现

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25%，随堂作业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考勤部分：满分 10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缺勤三次以上考勤部分为 0分；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 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迟到、上课睡觉、做与课

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随堂作业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与学生该项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当调

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生该

项分数。

撰写人：房蕾蕾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美育选修课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

英文名称 ChineseClassical PoetryAppreciation

课程编号 300706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美育选修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8
1.知识目标：

（1）掌握中国古典诗词发展的基本轮廓，及各种文学现象的

因革兴衰和交融演变等。

（2）掌握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

0.4

2.能力目标

（1）能够独立分析、评论、鉴赏中国古代诗词作品，较为准

确掌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2）能够发展走向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方面的

综合素质。

0.4

3．素养目标

（1）能够具备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念，具有高尚的审美情趣。

（2）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

健全人格、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提升综

合素质。

0.3



课程概述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是一门美育选修课，授课总学时为 16学时。本课程是激

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高校美育理

论课，是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典诗词文化，提高文化艺术素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提升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各个历史时期

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艺术修养，同时提升学生在学习、生活、

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历史及各阶段特点概述（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先秦诗歌、汉代乐府、建安诗歌、两晋南北朝诗歌、唐宋词名作、

律格诗。

学习目标：掌握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基本脉络以及各阶段诗词基本特点和代表作

品，能够独立分析、评论、鉴赏中国古代诗词作品，较为准确掌握作品的思想内容

和艺术特征。

授课建议：建议中国古典诗词课程总学时 16学时，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历史及各

阶段特点概述 10学时。具体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

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二：中国古典诗词鉴赏方法（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汉字文化、汉语艺术、古典诗词鉴赏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评价古代作家及

古代诗词作品，提升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全面

提升综合素质。

授课建议：建议中国古典诗词课程总学时 16 学时，中国古典诗词鉴赏方法 6
学时。具体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

主，学生讨论和自学为辅的方式进行授课。

师资标准

专职老师要求：

1.具有文学、艺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海洋机器人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能

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精品课程教材。

2.教材应体现知识新、实用性强，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扩充。

参考教材：



大学国文教程（第 2版），江胜清 李明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ISBN：978-7-3002-6892-7，2019年 5月。（高校公共课精品教材）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

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二部分组成，分别是考勤、

课堂表现，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考勤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课堂表现占

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考勤部分：满分 10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缺勤三次以上考勤部分为 0分；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迟到、上课睡觉、做

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

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房蕾蕾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民乐欣赏”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民乐欣赏

英文名称 FolkMusicAppreciation

课程编号 300707 开课学期 二

课程性质 美育选修课 课程属性 选修课

课程学分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6； 其中理论学时：16 实验实践学时：0 上机学时：0

开课单位 基础教学部 政治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8
1.知识目标：

（1）掌握民乐欣赏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包括民乐发展史、

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汉族说唱音乐等。

（2）掌握经典代表性曲目，提高对民族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

力和鉴赏能力。

0.4

2.能力目标

（1）能够了解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本发展脉络，掌握民族

民间音乐各门类的基本特点和代表曲目，提高对民族音乐的鉴

赏能力，提高人文素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能够发展海洋机器人本科专业走向社会所需要的思想、

文化、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0.3

3．素养目标

（1）能够具备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念，具有高尚的审美情趣。

（2）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

健全人格、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提升综

合素质。

0.3



课程概述

《民乐欣赏》是一门美育选修课，授课总学时为 16学时。本课程是激发学生想

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高校美育理论课，是

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民族音乐中优秀的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提升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讲授汉族民间歌曲、汉族民间歌舞音乐、汉族说唱

音乐、汉族戏曲音乐、汉族器乐、少数民族音乐相关知识，通过经典曲目赏析，切

实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提高学生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鉴赏水平和分析能力；同

时提升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方

面的综合素质。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汉族民间音乐基本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汉族民间歌曲、汉族民间歌舞音乐、汉族说唱音乐、汉族戏曲音乐、

汉族器乐。

学习目标：掌握中国汉族民间音乐作品，具备区别、品鉴、品评不同时期、不

同种类音乐作品的能力，提高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统一的审美素质。具备感受美、

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授课建议：建议民乐欣赏总学时 16学时，汉族民间音乐基本知识 12学时。具

体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

讨论和自学为辅的方式进行授课。

任务二:少数民族音乐基本知识(支撑课程目标 1、2、3)
知识要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色、少数民族民歌与说唱音乐、少数民族歌舞

与戏曲音乐、少数民族乐器与器乐。

学习目标：掌握少数民族音乐作品，具备区别、品鉴、品评不同时期、不同种

类音乐作品的能力，能够提高对于民族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健全人格、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激发创造创新活力，提升综合素质。

授课建议：建议民乐欣赏总学时 16学时，少数民族音乐基本知识 4学时。具体

教学内容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实际情况确定。采取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学生讨

论和自学为辅的方式进行授课。

师资标准

专职老师要求：

1.具有文学、艺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讲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在教学中适当

引入交通管理专业的相关内容。

兼职教师要求：

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能

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标准：

1.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精品课程教材。

2.教材应体现知识新、实用性强，教材内容应进行适时更新和扩充。

参考教材：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王燕，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书号 ISBN：

978-7-5629-5911-3，2018年 11月。

评价与

考核标准

《民乐欣赏》课程期末成绩满分 100分，由平时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两部分构

成。其中，平时过程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40%，期末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 60%。

平时过程考核：

平时过程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主要由二部分组成，分别是考勤、

课堂表现，每部分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考勤占平时过程考核的 50%，课堂表现占

平时过程考核的 50%。具体细则考核如下：

考勤部分：满分 100分，缺勤一次扣 10分，缺勤三次以上考勤部分为 0分；

课堂表现部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如迟到、上课睡觉、做

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回答问题次数及正确率、随堂测试等）情况给与学生该项

分数；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需要，对平时过程考核的构成和权重进行适

当调整。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以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分。教师根据学生提交专题论文情况给与学

生该项分数。

撰写人：房蕾蕾 系（教研室）主任：胡楠

学院（部）负责人：唐敬伟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集中实践教学

“入学教育及军训”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入学教育及军训

英文名称 Adapt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Freshmen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一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课程学时 总学时：140 其中理论学时：24 实验实践学时：116

开课单位 党委学生工作部（人民武装部）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8 9

1. 全面了解大学校园和学校规章制度，并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0.1 0.1 0.1

2. 具有健全的人格，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文素养。 0.2 03 0.2

3.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

路，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

0.4 0.3 0.3

4. 理论联系实际，勤奋好学，得到创新意识、协作精神、适应

能力的初步培养和训练。

0.3 0.3 0.4

课程概述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本

着对新生未来的学习、成长和发展高度关注的态度，通过周密细致的安排和富有实

效性的活动，帮助学生全面、迅速地认识和了解大学校园，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提

高学生学习的使命感、增进成长和发展的意识和准备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入学教育活动

任务一：校史校情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交院的历史

学习目标：了解交院，认识交院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参观校史馆结合

任务二：校园生活指导(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教育管理规定

学习目标：了解教育管理规定和学生评价体系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学生实践相结合

任务三：行为规范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行为规范教育

学习目标：了解法制纪律观念教育和学风教育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学生实践相结合

任务四：三生涯规划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了解学涯、职涯、生涯规划中的原则

学习目标：做出四年的对学涯、职涯、生涯的具体规划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学生实践相结合

任务五：心理健康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大学学习、人际和自我中的适应与调节

学习目标：清楚如何适应大学中的学习、人际关系和情绪变化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学生实践相结合

任务六：资助育人(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了解国家、学校对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

学习目标：知道申请国家贷款、奖助学金的流程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学生实践相结合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实验部分）

军训

任务一：开训典礼(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开训动员教育、学习《内务条令》、学习《纪律条令》、学习《队

列条令》

学习目标:了解部队的日常管理制度

授课建议:4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二：单个军人队列动作训练(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整理着装, 军姿养成训练、立正稍息、报数、跨立、整理内务，叠

军被训练、寝室内的物品摆放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12学时，教官讲解并实践操作示范

任务三：坐下、蹲下、起立(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坐下，蹲下，敬礼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4学时，教官讲解并实践操作示范

任务四：停止间转法 (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综合训练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8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五：行进与停止(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齐步的摆臂练习、齐步的一步一动练习、踏步、便步走的练习、齐

步走的综合练习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12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六：跑步走的行进与停止(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跑步的摆臂练习、跑步的起始步练习、跑步的起始步练习、跑步走

的综合练习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12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七：正步走的行进与停止(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正步的摆臂练习、正步的起始步练习、正步的起始步练习、正步走

的综合练习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12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八：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综合练习(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停止间的队列动作综合练习、行进间的队列动作综合练习、三大步

伐的行进与停止

学习目标：掌握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的要领

授课建议：8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九：军事素质养成训练(支撑课程目标 3、4)
知识要点：军训间的拉歌活动学习三首军歌：《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

《一二三四》（可换）、军体拳、匕首操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团队意识

授课建议：12学时，讲解和实践相结合

任务十：对军事体育的了解及基本掌握 (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体验性战术训练、战场救护、定向越野、射击训练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团队意识

授课建议：8学时，主要由教官讲解并实践操作示范

任务十一：政训(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新生入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一日养成教育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良好心态

授课建议：4学时，通过相关教师讲述教学

任务十二：消防教育(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了解并熟记相关的消防知识、了解并学会使用相关的消防器材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掌握消防基本知识

授课建议：4学时，教官讲述同时操作示范，让同学们亲自操作体验

任务十三：综合彩排演练(支撑课程目标 3、4)
知识要点：阅兵彩排、汇报表演彩排

学习目标：巩固训练成果

授课建议：12学时，教官带领统一彩排

任务十四：汇报表演 (支撑课程目标 3、4)
知识要点：阅兵、综合汇报表演

学习目标：检验训练成果



实验仪器

设备要求
军训需要使用训练场

师资标准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具备教师资格证

2.对于入学教育，需要教师熟悉学生工作、心理健康以及资助育人相关专业知识和

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对于军训，需要教师熟悉军事技能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必须拥有军事专业培

训经历及专业素质

教材选用

标准

入学讲座，只有心理健康需要选用教材，现将该课程的教材呈现如下：

按照课程标准要求，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组织编写了《新生入学心理应

知手册》。本教材以知识讲解、练习反思等多种手段，使学生对心理健康的知识体

系有深入了解，并树培养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教材编写生动有趣。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一、出勤情况（30%）通过出勤表现评比

二、课堂表现（70%）入学讲座通过辅导员、同学的观察予以评分；军训根据训练

掌握动作要领情况以及训练态度,教官综合评判的予以评分

撰写人： 系（教研室）主任：

学院（部）负责人：于翊广、隋翀 时间：2022年 5 月 20 日



“工程训练与认知实习”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工程训练与认知实习

英文名称 Engineering training and cognitive practice

课程编号 360080A 开课学期 三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2 课程周数 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制图 国家绘图标准及投影规律、机件的表达、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

计算机绘图

（AutoCAD）
对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理解和基本的绘图软件操作能力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5 12

1. 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0.2 0.1 0.2

2. 了解 Solidworks软件的基本功能，熟悉软件的界面和安

装方法，能够熟练绘制二维草图
0.3 0.4 0.3

3. 能熟练使用 Solidworks 三维绘图软件进行零件造型设

计、装配，生成符合国标的工程图等
0.5 0.4 0.3

4. 具备机械制造行业的规范意识、法制意识、具备严谨细

致、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
0.1 0.2

课程概述

介绍计算机绘图软件发展历程、基本功能和使用技巧，了解绘图界面，利用

Solidworks三维绘图软件拉伸、旋转、扫描、放样等命令，对零件进行建模和造型

设计、对装配体进行装配，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设计、加工、改进和装配，并生成

工程图。通过参观企业认知实习，了解产品设计、加工、检测、装配和生产管理、

组织等过程，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以提高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三维绘图基础知识、绘图入门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

1.了解当前计算机绘图软件及应用

2.了解 SolidWorks造型设计过程

3.熟悉 SolidWorks建模工作界面

4.掌握 SolidWorks的草图命令

学习目标：能绘制出简单草图

授课建议：

1.学时 6
2.组织形式：班级授课、个别辅导

3.授课方式：讲授+实操

任务二：基本特征的绘制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了解基本特征：拉伸、旋转、扫描、放样

2.握拉伸属性框里的各个选项

3.熟练使用拉伸、旋转命令造型

4.了解扫描、放样造型

5.倒角、圆角过渡、筋板、异型孔

学习目标：能绘制出复杂三维模型

授课建议：

1.学时 12
2.组织形式：班级授课、个别辅导

3.授课方式：讲授+实操

任务三：装配体、爆炸图的绘制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熟悉装配体工作界面

2.掌握装配体的装配过程

3.掌握各种基本的配合命令

4.了解各种高级配合命令

5.掌握爆炸图的绘制

6.了解装配动画的制作

学习目标：能绘制爆炸图

授课建议：

1.学时 6
2.组织形式：班级授课、个别辅导

3.授课方式：讲授+实操

任务四：工程图的绘制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3、4)
知识要点：

1.了解工程图绘制的工作界面

2.掌握由零件模型生成二维零件图

3.了解由装配体生成二维装配图



4.了解和掌握各种工程标注

5.掌握各种视图和剖视图形的绘制

6.了解断面图、局部放大图的绘制

7.了解图形格式的转换、共享

8.掌握一定的绘图技巧

学习目标：由零件模型生成符合国标的工程图

授课建议：

1.学时 6
2.组织形式：班级授课、个别辅导

3.授课方式：讲授+实操

任务五：认知实习应知应会(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参观了解合作企业和企业文化

2.了解产品的设计、制造、检测、装配等过程

3.了解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的相关内容

学习目标：提高工程意识、产品意识、质量意识等工程素质

授课建议：

1.学时 12
2.组织形式：企业参观

3.授课方式：参观+讲授

授课建议：在任务一至五完成过程中尽量采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利用企业

真实案例穿插进行讲解绘图命令，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的始终，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
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场所设施

设备要求
计算机机房及电脑、投影仪、绘图软件、计算机房管理系统；企业车间和展厅等

师资标准

1.具有船海类专业或机械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有工程师资格证书，或具有机械工程背景，熟悉海洋机器人行业的生产技术情

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

实施及评价课程。

5.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机械零部件的生产

加工过程、组装过程，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教材选用必须符合本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充分体现任务驱动、实践导向

的教学思路；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将实际生产中的图样和新国标及

时纳入其中；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教材名称：《SolidWorks 2014 实用教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绘图（AutoCAD
2011版）》



教材主编：王喜仓 于利民、王喜仓 刘勇

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5170-2217-6 、ISBN 978-7-5084-7709-1
出版时间：2014年 8月第 1版 、2010年 8月第 1版

评价与

考核

考核项目 评分方式

平时考核（40%）

出勤情况（15%） 通过考勤评分

课堂表现（15%）
课堂听讲、回答问题、操作、分组讨

论是的表现等

实训（70%） 实训操作评分

期末考核（60%） 上机测试 电子试卷评分

撰写人：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金工实习”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金工实习

英文名称 Metalworking Practice

课程编号 360001A 开课学期 第四学期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课程周数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专业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教研室（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制图 掌握机械加工方法及设计原理

机械设计基础 掌握设计相关知识

后续课程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5 8
1. 了解海洋机器人及其它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的设计建造

的流程；
0.7 0.3

2. 认识海洋机器人及其它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设计制造与

测试的基本理论与工艺方法；
0.5

3. 能够综合运用各门专业课的相关知识分析解决海洋机器人

及其它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设计、制造及使用过程中所遇到

一般问题

0.2

4. 通过对学生专业动手能力的实践锻炼，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和技能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鼓

励并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工

程意识、产品意识、质量意识，提高其工程素质。

0.3 1.0

课程概述

海洋机器人设备加工与工艺技术，钳工划线、锉削、锯削、钻孔、扩孔、铰孔、

攻丝、套扣、刮研、研磨等加工方法以及工具的选用。焊接、铸造、锻压和热处理

加工的基本知识，加工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分析热加工成形过程、编制热加工

零件的成形工艺。机械零件常用的车削、铣削、刨削和磨削加工的特点，所用加工

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具有独立完成简单零件的加工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钳工实习（课程目标 1、4）
知识要点：钳工，锯削，锉削，钻孔扩孔与铰孔，攻螺纹与套螺纹，錾削，刮

削，虎钳拆装

学习目标：

钳工概述及划线。学习平面划线、立体划线的操作方法，各种划线工具的正确

使用。学生练习划线操作（六角螺母及手锤练习）。

锯削。学习锯削所用工具，锯条的选择与安装，起锯和锯割的方法。学生锯割

练习，棒料、板料与管料的锯割。

锉削。学习锉削的应用范围和锉刀的选用，锉削的正确操作及锉削质量检验。

各种锉削操作练习：顺向锉、交叉锉、推锉及圆弧面锉削，并掌握操作要点。

钻孔、扩孔与铰孔。学习钻床的结构特点，掌握钻头与工件的装夹、拆卸，主

轴转速的调整，钻头的刃磨。学生操作练习钻孔、扩孔和铰孔。

攻螺纹与套螺纹。学习螺纹加工的工艺特点，掌握丝锥、板牙等工具及切削液

的选用。学生练习完成内、外螺纹的加工，掌握操作工艺要点。

錾削。学习各种錾削工具的选用及工艺特点。学生练习操作錾平面、錾断、錾

槽等。

刮削。学习刮削的工艺特点与应用范围，常用的刮削工具及刮削要领。学生练

习操作平面刮削，学习刮削的质量检验。

虎钳拆装。学习机械装配与拆卸的基本知识。练习虎钳的拆卸、装配、保养清

理。

授课建议：学时 0.5周，教师示范讲解，学生操作训练

任务二：机加工实习（课程目标 2、4）
知识要点：车削加工，铣削加工，刨削加工，磨削加工

学习目标：

车削加工实习。车床：学习车削加工的特点及加工范围；熟悉车床的构造、工

作原理及主要部分的作用；掌握各操作手柄的名称、作用及使用方法；并进行操作

练习。车刀：学习各种车刀的结构、特点、用途；分析车刀几何角度的作用及对切

削加工的影响；练习车刀的刃磨及安装。外圆柱面的车削加工：学习工件的安装，

掌握切削用量要素(Vc、f、ap)的选用原则及调整方法，在实习教师指导下自选参数(Vc、

f、ap)进行切削，并分析其对切削过程的影响。车端面、外圆、台阶、切槽及钻中心

孔：根据图纸要求制定车削加工工艺，掌握利用刻度盘控制尺寸精度的方法，熟悉

车端面、外圆、台阶、切槽及钻中心孔的操作要点。内孔加工：了解车床上加工孔

的方法及特点，练习钻孔、扩孔及铰孔，掌握其操作要点。车圆锥面：了解小刀架

转位法和偏移尾座法车圆锥面的操作过程，练习用小刀架转位法车削圆锥面并掌握

其操作要点。车螺纹：学习车床螺纹加工方法，根据螺距调整进给手柄或挂轮，掌

握螺纹加工的操作要点，练习对刀并完成螺纹的加工。数控车床的组成及加工：学

习数控车床的组成及工作原理，练习数控编程并示范加工。

铣削加工实习。铣床与铣刀：学习铣床的结构及铣刀的种类，掌握铣削加工的

特点及加工范围，练习铣刀的安装、铣床的调整及操作。铣平面、台阶及沟槽：学

习平面、台阶及沟槽的铣削加工方法，弄清顺铣、逆铣的优缺点及应用范围，练习

平面、沟槽的铣削加工。齿轮齿形的铣削：学习齿轮齿形的加工方法，练习用盘状

模数铣刀和万能分度头铣削直齿圆柱齿轮。



刨削加工实习。刨床与刨刀：学习牛头刨床的结构及刨刀的特点，熟悉刨削加

工的特点及加工范围，练习刨床的调整及刨刀的安装。刨平面、沟槽：学习平面、

沟槽的刨削加工方法，掌握其刨削过程及操作要点，练习水平面、垂直面及倾斜面

的刨削。插削加工：学习插削加工的特点、应用范围及插削加工过程。

磨削加工实习。磨床与砂轮：学习磨床的结构和砂轮的特性，掌握磨削加工的

特点及应用范围，练习磨床的调整及操作。外圆、平面的磨削：学习外圆、平面、

内孔的磨削方法及操作要点，练习外圆、平面的磨削。无心外圆磨削：学习无心外

圆磨削的特点及加工范围，熟悉无心外圆磨床的结构特点及操作要领，练习圆柱销

的无心磨削。

授课建议：学时 1周，教师示范讲解，学生操作训练

任务三：热加工实习（课程目标 3、4）
知识要点：焊接实习，铸造实习，锻压实习，热处理实习

学习目标：

焊接实习。手工电弧焊：学习手工电弧焊的基本知识，熟悉焊接参数的选择及

设备调整，掌握焊接过程的操作要领，练习引弧、运条及收尾操作，分析焊接缺陷

及焊接质量的影响因素。气焊及气割：学习气焊、气割的基本知识，掌握气焊、气

割的操作过程及要领，练习气焊点火、火焰调节及熄火，进行平焊操作。

铸造实习。手工造型：学习砂型铸造的基本知识，掌握手工造型的方法及特点，练

习手工造型。铸造合金的熔炼与浇注：了解铸造合金（铝合金）的熔化及浇注过程，

进行铸件的落砂、清理工作，分析常见铸造缺陷及产生的原因。

锻压实习。锻造的基本知识：学习常用锻造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常用工具

的用途，熟悉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及设备的简单操作。自由锻：学习自由锻的基本

工序，掌握自由锻的操作要领，练习手工自由锻镦粗、拔长的操作。模锻：学习模

锻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模锻工装、模具的组成，掌握模锻设备、模具的安装调

整，模锻件练习。板料冲压：学习板料冲压设备的结构及冲压模具的组成，熟悉冲

压的基本工序，练习冲压设备及模具的调整，并进行板料冲压练习。

热处理实习。学习常用热处理设备，熟悉热处理工艺方法、种类、目的及应用，

结合钢材的火花鉴别，了解常用钢材的牌号、性能、用途。

授课建议：学时 0.5周，教师示范讲解，学生操作训练

场所设施

设备要求

1. 钳工实习车间：台虎钳、手锯、锉刀、台式钻床、钻头、平板等。

2. 机加工实习车间：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机械加工设备、刀具及附件。

3. 热加工实习车间：金属熔炼设备、造型材料，锻造、冲压设备及模具，电焊机、

气焊切割设备，盐浴炉、箱式加热炉等热处理设备。

师资标准

1. 具有机械类专业或机器人专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有高级技师资格证书，或具有机械行业背景，熟悉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

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 熟悉机械设计制造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

任机械类相关的实习、实训的指导工作。

兼职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熟悉机械加工的过程和方法，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无

评价与

考核

1. 学生完成本大纲所要求操作的每一道工序后，由负责教师进行成绩考核（劳动纪

律、安全生产等占总成绩的 40％、操作技能占总成绩的 30%，实习报告占总成绩的

30%）来评定实习成绩，计入学生实习成绩登记表中。

2. 由上面成绩综合评定实习总成绩，由实习指导教师，按五级计分制评定每个学生

的实习成绩，于实习结束，上报系部。

3. 学生缺勤（病假、事假）达到实习期间的 1/4，不给成绩，要求学生另找时间待补

全实习后，才给实习成绩，无故旷课 2天，取消实习资格，成绩为不及格。

4. 学生因病休假 1~2天，缺某工种的实习，按教师要求找时间补完某工种的实习后，

才给出实习成绩。

5. 学生实习成绩不及格者，按校有关规定处理。

考核项目 评分方式

平时考核（40%）

实习态度、劳动纪律、安全生产等，特

别是在现场具体的分析问题和解决文题

的能力

操作技能（30%） 加工作业零件的质量评定

实习报告（30%）
实习报告的完整性，具体问题的分析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

撰写人：王玉刚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 2022 年 5月 20 日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英文名称 Design of Mechanical Design Course

课程编号 360002A 开课学期 五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 课程周数 1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机械设计基础

1. 各种典型机械零部件的设计；

2. 能够掌握各种零部件的工作特点，并进行应用选择；

3. 能够绘制典型零件的二维结构图；

4. 能够读懂并绘制产品的装配图；

后续课程 机器人技术基础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1. 掌握齿轮机构、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及设计方法，

可以进行机械传动装置总体设计。
0.1

2. 掌握轴承、联轴器、各类连接件的结构和标准，传动零件设

计。
0.1

3. 熟悉轴的结构、轴系零件的安装与装拆知识，轴系零件的设

计。
0.1

4. 减速器草图设计。 0.1

5. 减速器装配图绘制。 0.1

6. 零件工作图绘制。 0.1

7. 编制设计计算说明书。 0.2

8.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

船、绿色造船理念；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

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2025的体现，了解船舶可持续发展。

0.2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是机械设

计基础的后续课程，包括三部分内容：1. 掌握齿轮机构、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

应用及设计方法；2. 熟悉轴的结构、轴系零件的安装与装拆知识；3. 掌握轴承、

联轴器、各类连接件的结构和标准。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机械传动装置总体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 确定合理的传动方案；

2. 合理选择电动机；

3. 传动装置总传动比的计算及其分配；

4. 传动装置的运动参数和动力参数的计算。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机械传动装置总体设计。

授课建议：

采用 PPT 与板书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慕课形式等

开展，以 PPT 为主，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

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二：传动零件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 V 带传动的设计计算；

2. 齿轮传动的设计计算。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传动零件设计。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视频动画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形式、线上优质

慕课形式开展，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

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三：轴系零件的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 轴的设计计算；

2. 滚动轴承的选择与计算；

3. 键连接和联轴器的选择与计算。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熟悉轴系零件的设计。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虚拟仿真软件、线上优质慕课形式开展，采用案例分析法进

行理论内容讲解，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

的定义与内涵的认识。

任务四：减速器草图设计（支撑课程目标 4）

1. 箱体结构设计；

2. 传动零件结构设计；

3. 轴的结构设计；

4. 滚动轴承的组合结构设计；

5. 减速器附属零件的结构设计；

6. 润滑和密封。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减速器草图设计。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线上优质慕课形式开展，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



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

识。

任务五：减速器装配图绘制（支撑课程目标 5）

知识要点：

1．减速器装配图的布置；

2．按绘图规定和规范绘制减速器装配图中的各视图；

3. 装配图尺寸标注、编写零件序号；

4. 绘制减速器技术特性表，编写技术要求；

5. 编制标题栏和明细表。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减速器装配图绘制。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线上优质慕课形式开展，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

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

识。

任务六：零件工作图绘制（支撑课程目标 6）

知识要点：

1. 绘制低速轴零件工作图；

2. 绘制低速轴上齿轮零件工作图。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零件工作图绘制。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线上优质慕课形式开展，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理论内容讲解，

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逐渐深化对方法的定义与内涵的认

识。

任务七：编制设计计算说明书（支撑课程目标 7）

知识要点：

1. 机械传动装置传动设计过程；

2. 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过程；

3. 轴系零件的设计计算过程；

4. 箱体、传动零件、轴、滚动轴承及减速器附属零件的结构设计过程；

5. 减速器润滑方式和密封的选择。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编制设计计算说明书。

授课建议：

采用 PPT、学生练习和动手，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课程引入，结合工程实际和

科技创新创业比赛，使学生不断地将抽象的方法与实际案例相印证，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提升学生的工程能力。

任务八：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8）

知识要点：

1.理解中国制造 2025 中对于船舶的要求，领悟船舶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2.践行精度造船、绿色造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弘扬工匠精神；

4.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学习目标：

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工匠精神，践行精益造船、绿色造船理念；

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生产的职业道德；理解课程在中国制造 2025 的体现，了

解船舶可持续发展。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

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立体化

教学模式。

师资标准

1.具有机械设计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

上技术职称；

2.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机械设计专业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具备一定专业建设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

评价课程；

4. 校外兼职教师，具有机械设计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

船舶企业生产设计工作及管理的经验；具备理论基础及表达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例题采用实际工程中典型船舶设计原

理和方法，引导学生掌握船舶设计基本知识；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现代船舶设计方法和技术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

度来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应避免把专业能力理解为纯粹

的技能操作，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教材中的工作任务设计要具有可操作行。

6.建议教材：《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指导书》，陈立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ISBN：9787040515992。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课程设计成果一般不应少于3000字。

1. 设计报告基本格式

说明书手写或打印均可。手写要用统一的课程设计用纸，用黑或蓝黑墨水书写

工整；打印时统一使用 word 文档，正文采用小 4 号宋体，A4 开纸，页边距均为

20mm，行间距采用 18 磅，装订线留 5mm。文中标题采用小三号宋体加粗。

2. 设计报告要求

（1）封面：包括题目、系（部）、班级、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及时间（年、

月、日）等项。

（2）摘要、关键词（3～4 个）。

（3）目录：要求层次清晰，给出标题及页次。最后一项为参考文献。

（4）正文：应按照目录所定的顺序依次撰写，要求计算准确，论述清楚、简练、

通顺，插图清晰，书写整洁。文中图、表及公式应规范地绘制和书写。

（5）参考文献：必须是学生在课程设计中真正阅读过和运用过的，文献按照在正

文中的出现顺序排列。

（6）课程设计资料装订成册：顺序为封面、课程设计任务书、成绩评定表、目

录、摘要、正文、设计体会及今后的改进意见、参考文献。

优秀：

1. 按期完成课程设计任务书规定任务，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强；

2. 设计过程规范、参数选择合理、总体设计正确无误；

3. 图纸符合国家标准，图面整洁，布局合理，尺寸标准正确，标题栏内容全面（零

部件数及编号等）；技术要求合理；

4. 设计计算说明书内容全面、表达清楚、计算过程正确无误，有新见解；

5. 答辩时能简明、准确地表达论文主要内容，熟练、正确回答问题。

良好：

1. 按期完成设计任务书规定的任务，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较强；

2. 设计过程较为规范、参数选择合理、总体设计基本正确无误；

3. 图纸符合国家标准，图面整洁，布局合理，尺寸标准较正确，标题栏内容较全面

（零部件数及编号等）；技术要求合理；

4. 设计计算说明书内容较全面、表达较清楚、计算过程正确无误，有新见解；

5. 答辩时可以简明、准确地表达论文主要内容，正确回答问题。

中等：

1. 按期完成设计任务书所规定的任务，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具有基本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2. 设计方案比较合理，论述清楚，计算基本正确，文字表达较清楚；

3. 图纸基本符合国家标准，图面较整洁，布局较合理，尺寸标准基本正确，标题栏

内容较全面（零部件数及编号等）；技术要求合理；

4. 设计计算说明书内容基本全面、表达清楚、计算过程基本正确无误，；

5. 答辩时尚能正确介绍方案，表达设计内容，主要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及格：

1. 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基本上能完成设计任务书所规定任务；

2. 设计方案基本正确，论述基本清楚，计算基本正确，文字表达无原则性错误；

3. 图纸基本符合国家标准，图面质量尚可，书写较工整；

4. 设计计算说明书内容基本全面、表达基本清楚、计算过程有少许错误；

5. 答辩时能基本正确回答大部分问题。

不及格：

1. 未按期完成课程设计任务，设计未达到最低要求；

2. 态度不认真，纪律松懈，独立工作能力差；

3. 设计方案有原则性错误，缺乏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4. 图纸不符合国家标准，图面质量较差；

5. 设计计算说明书质量差，文字表达差，文理不通，答辩时有原则性错误，经启发

后仍不能正确回答问题。

撰写人：周佳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实践”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实践

英文名称 Marine Engineering Design

课程编号 360032A 开课学期 7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8 课程周数 8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设计

与制造

1.了解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内容和设计计算方法；

2.掌握海洋机器人的耐压结构设计、轻外壳结构设计和框架结

构设计；

3.了解海洋机器人的作业工具，掌握作业机械手的基本设计与

制造方法。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4
1.掌握海洋机器人设计内容与内涵，能够正确使用潜水器设计

相关规范，能够在实践环节中提升工程问题的计算分析能力、

相关软件操作技能水平；

0.4 0.2

2.掌握一般作业型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并能够

完成方案设计包含的计算说明书、图纸设绘等工作。
0.3 0.3 0.4

3.掌握一般探测型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并能够

完成方案设计包含的计算说明书、图纸设绘等工作
0.3 0.3 0.4

4.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传输

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设计的职业道德。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及相互合作的团

队精神。

0.2 0.2

课程概述

本实践课程主要依据设计任务要求，能够正确使用规范、软件，完成目标海洋

机器人的方案设计与任务模块搭建，要求正确运用海洋机器人设计原理和计算方法。

通过本实践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海洋机器人设计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具

备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探测型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与任务模块搭建（支撑课程目标 1、2）

知识要点：

1.探测型海洋机器人艇型选择；

2.探测型海洋机器人能源类型与选择；

3.探测型海洋机器人推进装置选择；

4.探测型海洋机器人的总布置设计与排水量估算；

5.探测型海洋机器人的阻力性能估算；

6.探测型海洋机器人耐压结构设计。

学习目标：以 AUV为设计目标，掌握一般探测型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的思路

和方法，并能够完成方案设计包含的计算说明书、图纸设绘等工作。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4周，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分组研究的形式开展。

任务二：作业型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与任务模块搭建（支撑课程目标 1、3）
知识要点：

1.作业型海洋机器人推进装置选择；

2.作业型海洋机器人的总布置设计与排水量估算；

3.作业型海洋机器人的阻力性能估算；

4.作业型海洋机器人耐压结构设计；

5.作业型海洋机器人的机械手设计。

学习目标：以 ROV为设计目标，掌握一般作业型海洋机器人方案设计的思路

和方法，并能够完成方案设计包含的计算说明书、图纸设绘等工作。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4周，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分组研究的形式开展。

任务三：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

1.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研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科学家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的职业

道德。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案例讲解等方式，建立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点，将思政

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通过混合式互动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思政教

育润物细无声。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设计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海洋机器人与制造设计的研究经历、相关企业工作及管

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机器人工程产品设计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结合规范采用海洋机器人工程案例，

引导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流程；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

来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

领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优秀（90-100分）：能很好地完成设计任务，设计日志工整、完善，设计报告

能够运用专业所学知识对设计内容进行全面的总结，并有一定独立见解。遵守纪律，

无迟到、早退、缺勤，实习态度积极。

良好（80-89分）：能较好地完成规定设计任务，设计日志工整、完整，设计报

告能对设计内容进行全面总结。遵守纪律，无迟到、早退、缺勤。

中等（70—79分）：能完成规定设计任务，设计日志工整、完整，设计报告能

对设计内容进行全面总结。遵守纪律，无迟到、早退、缺勤。

及格（60-69分）：能基本完成规定设计任务，有设计日志，但欠工整、完整，

设计报告能对设计内容进行基本总结。基本遵守纪律，态度基本端正。

不及格（60分以下）：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设计任务。或不能提交设计报告，

或设计报告有抄袭现象。或设计态度不端正，有严重违纪情节。

撰写人： 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海洋机器人控制实践”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海洋机器人控制实践

英文名称 Control practice of marine robot

课程编号 3600033A 开课学期 第七学期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6 课程周数 6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海洋机器人专业导论
培养学生的工程观点和工程设计能力，培养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

要的工程技术人才，梳理准确过去和计算工程数据的工程意识。

自动控制原理

1. 了解控制理论的发展，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及控制系统的分

类；

2. 掌握单变量控制系统的分析和综合方法；

3. 掌握采样控制系统的分析和综合方法。

后续课程 毕业论文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4
1.了解教学 ROV载体基本结构、基本功能，了解基本操作方法，

完成基本的航行、定点悬停、观测、抓取等实际操作:
0.5 0.5

2.了解教学 USV载体基本结构、基本功能，了解基本操作方法，

完成遥控模式的航行操作，以及自主控制模式下的使命任务文件

编写、调试运行。

0.2 0.5

3.了解教学 AUV载体基本结构、基本功能，了解基本操作方法，

完成遥控模式的航行操作，以及自主控制模式下的使命任务文件

编写、调试运行。

0.5

4. 培养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的基本操纵方法，了解海洋机器人的

基本构成，对海洋机器人设计、运动特性形成感性认识，为后续

专业课程奠定学习基础。

0.3 0.5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海洋机器人专业的一门专业教育实践课。上承海洋机器人专业导论、自动

控制原理、电路与电子技术等基础课程，下接水下导航与定位技术、海洋机器人环境感

知、海洋机器人设计等海洋机器人专业课，外联海洋机器人及无人系统行业国内外发展

动向，培养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的基本操控方法，了解海洋机器人的基本构成，对海洋

机器人设计、运动特性形成感性认识，为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学习基础。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 教学 ROV操控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教学 ROV系统组成，基本功能，系统检查与上电检查，航行及定点悬停

操控，观测及抓取操控

学习目标：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基本概念；掌握系统组成和基本功能等等。

授课建议：教师讲授 2学时，实践操作 3学时。

任务二 教学 USV操控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教学 USV系统组成，基本功能，系统检查与上电检查，遥控模式下航行

操控，自主控制模式下使命文件编写与调试试验

学习目标：使学生能够控模式下航行操控，自主控制模式下使命文件编写与调试试

验。

授课建议：教师讲授 2学时，实践操作 3学时。

任务三 教学 AUV操控实践（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教学 AUV系统组成，基本功能，系统检查与上电检查，自主控制模式

下使命文件编写与调试试验

学习目标：使学生能够自主进行系统检查和上电检查，自主控制模式下使命文件编

写与调试试验。

授课建议：教师讲授 2学时，实践操作 4学时

任务四 思政目标（支撑课程目标 4）
知识要点：教学 ROV操控实践

学习目标：结合教学 ROV观测及抓取需要多人配合完成的实际，强化团队协作观测

及抓取操控，分工合作、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的观念。

师资标准

1.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机械设计经历或工程背景，熟悉本行业的生

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课程；

4.机械电子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能担任机械电

子工程相关的实习实训指导工作；

5.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

评价课程；

6. 教师要求：兼职教师应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熟悉互

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具有执教能力。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和工

作项目要求，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增加实践实

操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时

地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教材：

(一)参考教材

[1]自编海洋机器人操作规程

(二)学习资源:
http://rovmaker.cn/
http://forum.bluerobots.cn

评价与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包括平时作业、闭卷笔试、慕课学习及测试、现场答辩等。

撰写人：陈国栋 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 李光正 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实践”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实践

英文名称 Practice of underwater target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课程编号 3600034A 开课学期 第七学期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4 课程周数 4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Python 语言程序

设计

1.掌握 Python语言的程序编写与使用。

2.掌握 Python扩展库的管理，Python中的数据类型；Python中
的内置函数、基本输入输出，Python代码编写规范，Python文
件名和程序运行。

人工智能算法
1.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熟悉深度学习中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和算法；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 3 4
1.具备利用水下机器人采集水下目标图像的能力，掌握水下目

标图像预处理的方法。
1

2.能够利用 python语言构建水下目标检测算法，能够训练网络

模型并优化，能够测试网络模型并给出合理分析
1

3.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传输

勇于奉献和担当、安全设计的职业道德。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及相互合作的团

队精神。

1

课程概述

本实践课程主要依据设计任务要求，能够正确使用规范、软件，完成目标海洋

机器人的方案设计与任务模块搭建，要求正确运用海洋机器人设计原理和计算方法。

通过本实践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海洋机器人设计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具

备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制造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水下目标图像数据集采集与预处理（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

1.利用水下机器人采集水下目标图像；

2.水下目标图像预处理；

3.水下目标分类与标记。

学习目标：能够利用水下机器人的采集水下目标图像，掌握水下目标图像预处

理的方法。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2周，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分组研究的形式开展。

任务二：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支撑课程目标 2）
知识要点：

1.利用 python语言实现水下目标检测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2.利用迁移学习对水下目标图像数据集进行训练；

3.对训练过程中的参数进行优化；

4.对水下目标检测算法进行测试；

5.对水下目标检测算法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

学习目标：能够利用 python语言构建水下目标检测算法，能够训练网络模型并

优化，能够测试网络模型并给出合理分析。

授课建议：建议学时 2周，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分组研究的形式开展。

任务三：课程思政（支撑课程目标 3）
知识要点：

1.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3.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发扬科学家精神、传输勇于奉献和担当的职业

道德。

授课建议：

采用 PPT、板书、案例讲解等方式，建立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点，将思政

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通过混合式互动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思政教

育润物细无声。

师资标准

1.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具有讲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具备海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背景的教师优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一定的

教学经验，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4.校外兼职教师应具有目标检测与识别的研究经历、相关企业工作及管理的经

验，具有丰富的目标检测与识别的经验及知识。

教材选用

标准

1.必须依据海洋机器人专业的本科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要求标准编写或选用教

材；

2.教材应充分体现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结合规范采用海洋机器人工程案例，

引导学生掌握海洋机器人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

3.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应根据水下目标检测与识别所需知识的深度及广度来

组织编写，突出实用性、开放性和专业定向性，同时要具有前瞻性，把握本专业领



域的发展趋势；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重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与

考核标准

优秀（90-100分）：能很好地完成设计任务，设计日志工整、完善，设计报告

能够运用专业所学知识对设计内容进行全面的总结，并有一定独立见解。遵守纪律，

无迟到、早退、缺勤，实习态度积极。

良好（80-89分）：能较好地完成规定设计任务，设计日志工整、完整，设计报

告能对设计内容进行全面总结。遵守纪律，无迟到、早退、缺勤。

中等（70—79分）：能完成规定设计任务，设计日志工整、完整，设计报告能

对设计内容进行全面总结。遵守纪律，无迟到、早退、缺勤。

及格（60-69分）：能基本完成规定设计任务，有设计日志，但欠工整、完整，

设计报告能对设计内容进行基本总结。基本遵守纪律，态度基本端正。

不及格（60分以下）：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设计任务。或不能提交设计报告，

或设计报告有抄袭现象。或设计态度不端正，有严重违纪情节。

撰写人： 贾风光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毕业实习”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英文名称 Graduation Practice

课程编号 3600011A 开课学期 第八学期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3 课程周数 3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先修课程

课程名称 对先修课应知应会具体要求

无

后续课程 无

课程目标

及与毕业

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9 10 11
1.遵守实习单位的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组织纪律观念，虚心学习，勤奋探索，认真求教，提升

学生的专业职业素养，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道德观，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岗敬业精神。

0.5

2.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

反过来检验书本上理论的正确性。
0.5 0.3

3.培养学生自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对海洋技术

业务的认识。
0.5

4.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综合理解，提高对专业的整体认识

并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强化学生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

能力。

0.7

5.经过毕业实习，学生能够接触现实社会，获得初步的社会工

作经验，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0.5

课程概述
安排学生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完成相应的实习任务，达到实习目标，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应知

应会具体

内容要求

任务一：实习基础(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实习安全、劳动纪律、爱岗敬业

学习目标：了解并遵守实习期间的各项安全事项、实习单位的劳动纪律，了解

实习单位的日常管理和规章制度，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

授课建议：1周，实习单位专门人员讲解交流

任务二：实习工作(支撑课程目标 2、3、4、5)
知识要点：实习工作、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学习目标：参与实习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锻炼学生的

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对专业的整体

认识并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强化学生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授课建议：3周，实习单位专门人员现场教学

任务三：实习总结(支撑课程目标 1，5)
知识要点：周日志、实习报告

学习目标：在实习工作中对实习过程进行总结，提交周日志、实习报告等，锻

炼学生的总结、交流能力。

授课建议：与任务一、任务二同步进行，实习指导教师指导

任务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支撑课程目标 1)
知识要点：职业道德、职业认同感、社会价值观

学习目标：通过实习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组织纪律观念，提升学生的专业职

业素养，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道德观，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价值观和爱

岗敬业精神。

授课建议：与任务一、任务二、任务三同步进行，实习指导教师指导

场所设施

设备要求
与本专业相关的场所、设施设备。

师资标准
指导教师具有较高的素质与水平，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熟悉实习内容、工作

态度认真，能够胜任实习管理及指导任务。

教材选用

标准
无

评价与

考核

毕业实习成绩由周日志成绩、实习报告成绩、实习单位评价成绩和指导教师评

价成绩四部分组成。考核结果分优秀、良好、中等、合格和不合格五个等次。考核

合格以上等次的学生获得学分，并纳入学籍档案。实习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撰写人：王玉刚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质量标准）

课程名称 毕业设计

英文名称 Graduation Design

课程编号 360060C 开课学期 8

课程性质 实践课 课程属性 必修课

课程学分 12 课程周数 12

适用专业 海洋机器人

开课单位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海洋机器人专业教研室

课程目标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3 4 5
1.能够正确使用海洋机器人设计相关规范，能够在实践环节中

提升工程问题的计算分析能力、相关软件操作技能水平和任务

模块搭建能力；

0.3 0.3 0.3

2.能够综合运用各门专业课的相关知识分析解决海洋机器人

的设计、制造及使用过程中的工程问题；
0.3 0.4 0.3

3.具备自主学习海洋机器人行业有关的法规规范和标准，搜集相

关资料的能力；具备主动查阅文献，了解海洋机器人专业相关背

景的能力，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能够运用正确的方法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0.2 0.3 0.4

4.具有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使命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传输勇

于奉献和担当、安全设计的职业道德；具备主动探索，勇于发现，

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备相互合作，团队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

0.2 0.4

课程要求

指导计划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第七学期第 18周前，确定题目和指导教师。

2.第七学期第 18周后，做好论文开题、写作的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开题及写作阶段）：

1.第八学期实习周前，做好开题报告。

2.第八学期第 8周前，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检查工作。

3.第八学期第 8-10 周，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

第三阶段（评审答辩阶段）：

1.第八学期答辩前两周，指导教师评定毕业设计（论文）；评阅老师评阅

毕业设计（论文）。

2.第八学期答辩周，论文答辩。

3.第八学期答辩后一周，毕业设计（论文）归档管理。

资料组成

1.毕业设计（论文）全部内容，包括毕业设计说明书或论文、全部图纸或

调研报告；

2.《山东交通学院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3.《山东交通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书》；

4.《山东交通学院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表》；

5.《山东交通学院毕业设计（论文）文字复制检测报告》；



6. 外文翻译原文及译文；

7.《山东交通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手册》。

规范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正文字数要求：理工科研究类论文一般不少于 12000
字，计类一般不少于 8000 字；设允许学生用外文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正文一般不少于 5000 外文单词，需有对应的中外文摘要。凡要求用外文撰

写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需经学院批准。

2.为锻炼学生的科技外语能力，每位学生还必须提交不少于 2000 单词的

外文翻译。采用外文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不做此项要求。

3.文字复制比在 30%以内（含 30%），指导教师同意后可申请答辩；在

30%至 50%（含 50%）的由各学院根据具体情况(毕业设计（论文）核心内容

是否存在抄袭现象)确定处理意见，核心内容不存在抄袭现象，经指导教师同

意后可申请答辩，存在抄袭行为，需重做毕业设计（论文），检测通过并经

指导教师同意后可申请答辩；超过 50%的由学院组织三人以上的专家组进行

认定：存在抄袭行为，需重做毕业设计（论文），检测通过并经指导教师同

意后可申请答辩，存在严重抄袭行为，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按“零”分记。文

字复制比在 20%以内（含 20%）的毕业设计（论文）方可推荐参加校级优秀

毕业设计（论文）评选。

师资标准

指导教师

1. 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校内指导老师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 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

熟悉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

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设计。

4. 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并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

用；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毕业设计指导工作。

5. 具备课程开发和专业研究能力，能遵循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规律，正确

分析、设计、实施及评价课程。

评阅教师

1.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具备双师素质，“双师型”教师优先考虑。具有工程经历或工程背景，

熟悉本行业的生产技术情况及发展趋势，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能将企

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补充进设计。

3.熟悉海洋机器人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能担任海洋机器人相关的毕

业设计指导工作。

答辩组

成员

1.具有海洋机器人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答辩成员具备讲师或相当技术职务以上职称。

评价与

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由指导教师成绩、评阅成绩和答辩成绩三部分组成，其中指导

教师成绩占 30%，评阅成绩占 20%，答辩成绩占 50%。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分为优秀、

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优秀等级不超过毕业设计（论文）总数的 25%。

撰写人： 杨卓懿 系（教研室）主任：贾风光

学院（部）负责人：李光正 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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