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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是读书求学的场所，是成人成才的殿堂。同学们带着新的追求，满怀梦想走

进了朝气蓬勃的福州大学，成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大家庭的一员，电气学院欢迎你们。为了使同学们

更好完成学业，我们编写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修读指南。希望修读本专业的学生及家长通过阅读修

读指南，能尽快了解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学习的主要规定、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修读办法和课程学习

的时间安排，并结合个人的志向和学习兴趣，规划今后的职业生涯，合理安排修读相关课程和调整自己的

知识结构，为今后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同学们踏实的走好每一步，揽万卷文采，汲百代精华，展示

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风采，为美好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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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教

育部 2017 年最新版）的精神，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学术英语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学生

的综合文化素养，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不断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决定自 2020

级起，实施以下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方案： 

一、课程设置 

大学英语课程包括大学英语（一）、（二）、（三）、（四）、英语专题课。大学英语（一）、（二）

共 4学分为艺术类学生必修。 

二、课程安排及学分修读要求 

除艺术类专业外的所有本科生从二级起读，修读并获得大学英语及英语专题课共 8学分。 

级别 
大一上 

（2学分） 

大一下 

（2学分） 

大二上 

（2学分） 

大二下 

（2学分） 

二级起读 大学英语（二） 大学英语（三） 大学英语（四） 英语专题课 

 

 

                                                                202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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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按照“立德树人、

能力为重、注重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方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鼓励人才冒尖，落实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除完成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内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学分外，

必须同时获得不低于 2个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达到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学分的有关要求，方可取

得毕业资格。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通过积极参与各项创新创业实践和素质拓展活动获得学分。 

第三条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从事课外科研、创新创业、社会

实践与志愿服务、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体育活动、专业技术培训等实践活动而取

得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智力劳动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且成果署名第一单位为福州大学，经学校审核认定

后给予认可的学分。 

第四条学校教务处是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的组织与管理部门，负责该类学分的最终审核、

认定及检查等工作，教务处对学生获得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进行审批并登记进学生成绩档案。各学

院或相关部处依据具体管理的项目分别对学生所申请的相应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进行审核把关。 

!&#  '()*+,-+./ 

第五条认定对象和有效时间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获得的对象是在校全日制本科生，获取有效时间为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 

第六条认定范围 

1.校级及以上各类竞赛活动； 

2.大学生科研训练、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3.公开发表的作品和成果（论文、知识产权、科技成果）； 

4.大学生个性素质拓展（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

动与社会工作、专业技术培训等）。 

第七条认定程序 

1.学校定期公布可以认定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的项目与活动。首次公布后，以后仅对新增项

目进行审核并公布。相关部处负责的项目与活动应汇总到教务处统一公布。 

2.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原始分原则上以一个学期为审核认定单位时间，学校原则上每学期受

理一次原始分的录入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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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申报。学生登录学校本科教务管理系统，填写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原始分认定申请，

并上传必要的证明材料扫描原件。 

4.各学院或活动主管相关部门初审。在规定的审核时间内，各学院或活动主管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学生申报

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及原始分进行初审。 

5.教务处审批。教务处对经各学院或各相关部门审核通过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及原始分进

行审批。 

6.根据学校审批结果，学生上网申请记载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及成绩。学生在校期间申请记

载成绩仅一次，且成绩一经审核并记入成绩档案后，学生不得申请撤消或更改。 

7.学分成绩记载。教务处依据审批所认定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累计原始分值及学生申请确

定成绩，并记入学生的成绩档案。 

8.学生上网查询结果。学生每学期可登录学校本科教务管理系统查询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原

始分记录、学分认定与成绩记载情况。 

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可以举行临时性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原始分评审会议，以及时评定学生

的成果。 

!0#  '(12345678 

第八条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记入学生学籍成绩档案的课程名称为：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

课程。 

第九条在学校规定的项目范围内，每个项目根据相应的获奖级别或成果优秀程度对应一个原始分值。 

学生参加不同竞赛，所获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项目原始分可以累加。 

学生参加同一竞赛，同一参赛作品（或项目）在同一年度（或同一届）获得竞赛不同级别奖项，只取

获最高原始分值的 1 项作品（或项目）计算，不重复累加记分。 

学生参加同一竞赛不同赛道（或大类项目），所获原始分可以累加，但同一赛道（或大类项目）不同参赛

作品（或项目）在同一年度（或同一届）内获得不同奖项，只取获最高原始分值的 1 项作品（或项目）计算。 

其它未计算原始分值的获奖作品（或项目）只进行获奖情况记录，该获奖作品（或项目）的原始分值

按 0分标记。 

竞赛：指由竞赛主办方举办的各类竞赛，如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生运动会等。 

参赛作品（或项目）：指学生参加某一竞赛项目的具体参赛作品（或项目）名称，如“飞天巡警”“浮

游式太阳能超声波除藻装置”等。 

赛道（或大类项目）：指各类竞赛中设立的不同赛道（或大类项目），如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中设立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和萌芽版块等赛道；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简称“第九届全国大运会”)设立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武术等大类竞赛项目。 

第十条参赛作品（或项目）涉及多个成员的，仅认定排名前八名的成员。高水平运动员参加体育类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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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得奖项不予认定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 

第十一条记入学生学籍成绩档案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 2学分，成绩记为优秀、良好、中等、

合格，纳入课程绩点计算。 

具体记载方式如下： 

9:9;<=>?@AB12>345678 

项目内容 
成绩记载方式 累计项目 

原始分值 记载学分 记载课程名称 记载成绩 

所有认定的创新

创业实践与素质

拓展项目 
2学分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程 

优秀 8分 

良好 6分 

中等 4分 

合格 2分 

不予记载 小于 2分 

!C#  '(DEF 

第十二条各类竞赛活动 

主要包括：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的各类竞赛。具体国家级、省级竞赛项目与级别以教务处

发文认定的竞赛项目和级别为准，校级竞赛指教务处等主管部门发文主办的竞赛。 

1GHIJKLM2NO(EFP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所得原始分值 

个人 集体 

国际级 

特等奖（第 1 名） 6分 5分 

一等奖、单项奖 5分 4分 

二等奖 4分 3分 

三等奖 3分 2分 

国家级 

特等奖（第 1 名） 5分 4分 

一等奖 4分 3分 

二等奖、单项奖 3分 2分 

三等奖 2分 1.5分 

省部级 

特等奖（第 1 名） 4分 3分 

一等奖 3分 2分 

二等奖、单项奖 2分 1.5分 

三等奖 1.5分 1分 

校级 

特等奖（第 1 名） 2分 1.5分 

一等奖 1.5分 1分 

二等奖、单项奖 1分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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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学生参加并完成国家、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及校级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项目

的全过程，且项目结题评审合格以上，可获得相应分值。 

Q1R9:9;ST+SRTPUVLM2NO(EFP 

完成内容 级别 所得原始分值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负责人 
国家级 4分 

省级 3分 

参加人员 
国家级 3分 

省级 2分 

SRTP 项目 
项目负责人 2分 

参加人员 1分 

第十四条公开发表的论文 

学生以第一作者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均可获得相应原始分。学术论文发表以正式出版为准。 

WXYPZ[LM2NO(EFP 

项目 获奖名称和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论 
 
文 

顶级、卓越期刊上发表 第一作者 8分 

一类核心期刊上发表 第一作者 5分 

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 第一作者 2分 

其它 CN号学术刊物上发表 第一作者 1分 

第十五条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第一专利人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著作权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等，专利、

著作权获准以正式的专利、著作权证书为准。 

\]^_LM2NO(EFP 

获奖名称和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发明专利 第一专利人 8分 

实用新型专利、著作权 第一专利人 3分 

外观专利 第一专利人 2分 

专利转让 第一专利人 6分 

第十六条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省级科技活动以及各种产品、软件、课件等技术成果获得鉴定和转

让等。产品、软件、课件等技术成果转让，以双方鉴定的技术成果转让合同书和打入学校的转让经费为准；

产品、软件、课件的技术成果鉴定，以校级以上组织的专家鉴定会形成的科技成果鉴定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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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获奖名称和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国家级 
科技活动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第一负责人 8分 

省级 
科技活动 

特等奖、一等奖 第一负责人 8分 

二等奖、三等奖 第一负责人 6分 

产品 
软件 
课件 

技术转让 第一转让人 3分 

开发转让 第一开发人 2分 

一般性研制 第一研制人 1分 

第十七条思想成长 

学生参加党校、团校培训等思想引领类活动表现优秀，获得全国、省级、校级荣誉的，可获得相应的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原始分值。 

bc3dLM2NO(EFP 

项目 获奖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青马班”优秀学员 

国家级 2分 

省级 1分 

校级 0.5分 

第十八条社会实践 

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获得全国、省级、校级表彰的，可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

实践与素质拓展原始分值。 

ef<=LM2NO(EFP 

项目 获奖等级 所得原始分值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个人 

国家级 1.5分 

省级 1分 

校级 0.5分 

第十九条志愿公益 

志愿公益主要包括文明督导、支教助残、社区服务、公益环保、赛会服务等活动。学生参加学校组织

的各类志愿公益项目，获得全国、省级、校级荣誉的，可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原始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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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获奖级别 所得原始分值 备注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公益

创业赛 

国家级 3分 
项目成员前 

2 名予以加分 省部级 2分 

校级 1分 

日常志愿服务活动 

四年获得 300小时志愿

服务时长 2分 
以志愿汇平台累计服

务时长计算 四年获得 200小时志愿

服务时长 1分 

第二十条文体活动 

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体育、人文素养等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获得国际、全国、省级、校级荣誉

的，可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原始分值。具体国家级、省级文体活动项目与级别以教务处发文认

定的竞赛项目和级别为准。 

[jJKLM2NO(EFP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所得原始分值 

个人 集体 

国际级 
特等奖、一等奖 4分 3分 

二等奖、三等奖 3分 2分 

国家级 
特等奖、一等奖 3分 2分 

二等奖、三等奖 2分 1分 

省部级 
特等奖、一等奖 2分 1分 

二等奖、三等奖 1分 0.5分 

第二十一条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指在校内党团学（含学生社团）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学生在社会工作中表现优异，并取得

国家、省级或者校级表彰的，可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原始分值。 

efklLM2NO(EFP 

项目名称 级别 所得原始分值 备注 

优秀学生干部、团干部、团员

等先进个人 

国家级 2分 

 省级 1分 

校级十佳 0.5分 

优秀学生社团 

国家级 2分 
学生社团骨干排名前 2

名予以加分 省级 1分 

校级五星、四星社团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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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专业技术特长 

专业技术特长指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参加专业培训及其它活动所获得各种专业证书（指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最新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国家级证书 2学分/项、省部级

证书 1学分/项。 

!m#  no>pq 

第二十三条实行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检查制度。教务处定期对记载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

展项目原始分进行检查。 

第二十四条学院成立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审查领导小组，负责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

认定初审工作。 

第二十五条凡经查实弄虚作假者，取消该项目所得分值，报学校教务处和学生工作部以作弊处理，有

关责任人按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处理。 

!r#  s% 

第二十六条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的实施，对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有重要作用。各学院应认真组

织教师和学生学习管理办法及有关细则，并落实本学院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实施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七条教务处负责本科教学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维护以及各单位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数据

安全。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 2021 级学生开始执行，原《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

管理实施办法》（福大教〔2016〕66号）继续适用于 2017、2018、2019、2020 级本科生，待以上四届学

生毕业后自动废止。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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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JKL(MNO 

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是在原电气工程系的基础上，经过学科重组后于 2003 年 6 月成立。

电气工程系的前身为福州大学电机系，创建于 1958 年，为我校建校首批设置的五个系之一。学院现有总

建筑面积 1万 7千多平方米，设有电气工程系、电力工程系、自动化系、应用电子系、建筑电气系、电工

电子学科部、实验教学中心。 

学院目前拥有两个一级学科：电气工程（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福建省重点学科）。

学院设有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电气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面向两个一级学科招收各类硕士研究生，

设置的硕士点有：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电气工程领

域专业学位硕士点、控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点。其中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包含电机与电器、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五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其它硕士点按一级学科招生。学院现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电网信息

工程和储能科学与工程 5个本科专业。学院同时拥有智能配电网装备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福建省电

器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省新能源发电与电能变换重点实验室、福建省工业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与信息处理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建省电器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福建省医

疗器械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福建省工业大数据应用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福建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和福建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是目前省内具有最完整学科领域与培养体系的电气工程学科

和省内一流的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100 人，其中国家级人才 2 人，省级以上人才 11，教指委委员 1

人；教授 24人，副教授 48人；博士生导师 13人，硕士生导师 82人；具有海外背景 34人，具有博士学

位 87人。（2022年 12月统计数据）。    

学院围绕学校的办学特色，坚持开放式办学，面向社会需求走产学研合作、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

特色之路，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院通过科技合作及合作办学等方式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各类项

目，目前与企业共建本科实验室、学生实践基地、设立企业奖助学金、开展学生预就业培养模式等。加强

对外合作与交流，目前与德国凯泽斯劳滕理工大学进行本科“双学位”联合培养、与台湾元智大学和台湾科

技大学开展“双联”培养模式。学院经过近 60年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适应能力强的高

级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领域专业人才，得到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多年来学院就业率均名列全校前茅。目前

目前在校本科生 1711人，硕士研究生 895人、博士研究生 50人。（2022年 12月统计数据）。 

全院教职员工齐心协力，学院已建设成为具有特色学科优势、产学研联合办学特点的学院，电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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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福建省一流学科——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今后学院将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不断推进学院事业快速发

展，以学科发展为主线，以团队建设为中心，以国际化办学为突破，全面提升学院的办学水平、科研能力，

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向着创建国内外一流学科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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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PQJKLR9OS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福建省具有历史最长，专业领域门类齐全，唯一的具有系统专业方向的工

程强电类专业，在国内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福建省国民经济基础和建设密切相关，是福建省特色重点

学科和高等学校服务产业的特色专业。本专业是研究电能的生产、传输、分配、变换、控制和利用的国家

级特色专业，2018 年通过工程教育认证，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

电气工程师资质能力，能在电机电器及其控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等电气工程相

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技术开发、装备制造、系统运行、经济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工程技

术人才。学生接受电工、电子、信息、控制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基础

理论、专业技术，具有良好的工程实践能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 

学院从 2005 年开始与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联合办学，每年从入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自动

化 2个专业新生中选拔部分优秀学生到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系学习，毕业后可获得中、

德双方学校分别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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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atus 

3 48 8  4 1 5 

XY /g�?@A Expert Lectures 1 16   2 2 6 

ý� 11 176 26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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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X�m-p  Electric Circuits (Part II) 2.5 40 8  4 1 3 

XY XY~%� PLC  
Elect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LC 

2 32 6  4 1 5 

XY z{$e Machine Learning 2 32   4 1 5 

XY BCX{  Low Voltage Apparatus 2 32 8  4 1 6 

XY kCX{  High Voltage Apparatus 2 32 4  4 1 6 

XY X,DE  Electrical Material 2 32   4 1 5 

XY XzI�  Design of Electrical Machinery 2 32 4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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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j}Xz  Special Electrical Machinery 2 32 4  4 1 6 

XY ob��FbIM�� Technology of New Energy 
and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  

2 32 4  4 1 6 

XY kBCÀGX{ Low &.High Voltage 
Switchgear 

2 32   4 1 7 

XY XzX{×�I�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Electrical machine & 
Apparatus 

2 32   4 1 7 

XY X2,ZTU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3 48 8  4 1 5 

XY X2��H=ÛÜ Transient State Analysis of 
Power System 

2.5 40 4  4 1 6 

XY X2��IX«�TU  Fundamentals of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3 48 6  4 1 7 

XY =XJXYnÛ  Electrical Equipments and 
Circuits in Power Plants 

2.5 40 6  4 1 6 

XY kXC��  High Voltage Technology 2.5 40 2  4 1 6 

XY KLX��  Electric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2 32 4  4 1 7 

XY MXNQ����  Automation Technology of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2 32 4  4 1 7 

XY X2O=  Electric Power Market 2 32   4 1 6 

XY PXN�� Micro grid technology 1.5 24   4 1 7 

XY 
X2��AòQRkSA

B Simulation of Power System 2 32  16 4 1 7 

XY T�UrKX�� Flexible Direct Current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1.5 24   4 1 7 

XY tbèV��  Modern Variable-Speed Drives  3 48 4  4 1 6 

XY XYX<WX��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Technology   

2 32 4  4 1 6 

XY Y:X�{o�AB Power Electronic  
Device and its Application 

2 32 2  4 1 6 

XY X2X�LrZ[  Power Electronic Converters 2.5 40 4  4 1 6 

XY X2X�X���I� System Design of Power 
Electronics Circuit 

2 32 0 16 4 1 6 

XY Òr\]~%�� AC Servo Control System 2 32 0 0 4 1 7 

2.�W���"õ?A" 6$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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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ª_A"h 6$ÛP�W���"õ?}1�æµ¶S$° 4$Û!æ$�q�° 2$Û� 

3.¹�45õZ?A" 10$Û 

(1)non0Oa���Ö>õ?A" 2$Û 

$¨s^ª_A`a"h 2 $ÛPnon0Oa���Ö>õ?f®¯ 2 }bµWXEA$Û&○1$

¨rcdeÈfÊ$.S¨non0Oa���Ö>$Ûë$��O©gLh1PfFõ$WX$Û5○2$

¨"ij/0/k�IPnon0°Oaõ� 

(2) å$S!.ûüõZða 8$Û?lñnÛ�m�"õ$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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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0Oa���Ö>õ?A" 2$Û 

XY 
XY,ZnoI��n

0Oa 

Practice of Desig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 2{  n   2 6 

å$SõZ?A" 5$Û 

XY 7b�9�o��� Intelligent sensing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2 32 6 n  4 1 6 

XY ��HK�QR�� 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Technology 2 32 n  12 4 1 5 

XY ,Z¨°��)Î 
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1 16 n  n  2 1 5 

.ûõZ?A" 3$Û 

XY tbX2��ÛÜ 
Modern Power System 
Analysis 

3 48  n   4  1 7 

XY X2���~% Electrical Drive and Control 3 48 n  n  4  1 6 

XY 7b�X{ Intelligent Apparatus 3 48 n  n  4 1 6 

 

!)#*+,-./0 

�õ 
k+ 

1æõZþÿ !æõZþÿ 
$ 
Û 
A 

{A $ö 
v¹

)Ý 
�I 
$ª 

"# *+'(Oaõ Practical Cours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2 2  2 4 

2y 2y�b Military Skill 2 2  2 1 

zX 
1º XY,ZOa A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actice A 2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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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 
k+ 

1æõZþÿ !æõZþÿ 
$ 
Û 
A 

{A $ö 
v¹

)Ý 
�I 
$ª 

zX 
1º z7%Ç,ZpqA  Training of Mechanical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   2 2  2 5 

;� Ê$;�O�Am<p  Experiments of University Physics A 
(Part I) 1.5  36 2 2 

;� Ê$;�O�Am¯p  Experiments of University Physics 
A(Part II) 1  24 2 3 

XY X�O� Experimentation of Electric Circuits 1  24 2 2 

XY K�X�I��O
�  

Design experiment of Analog 
Electronical  1 1  2 3 

XY 
Aò�X���R

_O�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Practice 1.5 1.5  2 4 

XY XzO� Experiment of Electrical Machine 1  24 2 4 

XY kózS�|AB
õI  

Course Design of MCU’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 2  2 5 

XY 
XY��HK�O

a 
Electrical System Modeling and Practice 2 2  2 6 

XY XY/0õZI� Course Design of Electrical Major 1 1  2 6 

XY XY�X�,ZR
_Oa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3 3  2 6 

XY  0Oe Graduation Internship 3 3  2 7 

XY  0I�mÎæp Graduation Project (Thesis) 9 13.5  2 8 

ý� 35 35 1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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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表 

序

号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5-4 6-1 6-2 6-3 7-1 7-2 8-1 8-2 9-1 9-2 9-3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13-
1 

13-
2 

1 形势与政策 √ √ √                    √  √  √              

2 思想道德与

法治 √ √ √                    √    √              

3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 √ √                        √              

4 马克思主

义... √ √ √                        √              

5 习近平新时

代... √ √ √                        √              

6 毛泽东思

想... √ √ √                        √              

7 军事理论  √ √ √                        √              

8 大学英语                                   √       

9 英语专题课                                  √ √      

10 体育                                √           

11 大学生就业
与创业...                        √  √  √ √            

12 大学生职业
生涯...                        √       √ √       √  

13 大学生心理

健康...                                       √  

14 大学应用写
作                                 √        



 

23 

序

号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5-4 6-1 6-2 6-3 7-1 7-2 8-1 8-2 9-1 9-2 9-3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13-
1 

13-
2 

15 工程制图 E     √                                     

16 Python    √                                     

17 高等数学 A    √ √   √                                 

18 线性代数与

解析几何    √ √   √                                 

19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 √   √                                 

20 大学物理    √ √   √                                 

21 学科导论     √                              √     √  

22 电路（一）      √  √ √       √       √                  

23 模拟电子技

术       √  √ √       √       √                  

24 数字电子技

术       √  √ √       √       √                  

25 单片机原理

及应用      √  √ √       √       √                  

26 自动控制原

理 B      √  √ √       √       √                  

27 电机学 A      √  √ √       √       √                  

28 工程电磁场      √  √ √       √       √                  

29 电力电子技

术 A       √   √ √      √        √                

30 电力系统稳

态分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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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5-4 6-1 6-2 6-3 7-1 7-2 8-1 8-2 9-1 9-2 9-3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13-
1 

13-
2 

31 开关电器基
本原理       √   √ √      √        √                

32 智能传感器

与检测...       √   √ √      √        √                

33 系统建模与

仿真技术       √   √ √      √        √                

34 本硕课程
（选修课）       √   √ √      √        √                

35 工程项目管

理概论                                    √ √ √   

36 专家系列讲
座               √ √                  √  √      

37 专业选修课             √      √                    √ √ 

38 
电气工程创
新设计与创
业实践 

           √  √                      √ √    

39 思想政治实
践课               √            √   √           

40 军事技能                √            √   √           

41 电气工程实
践 A            √        √        √   √          

42 机械制造工
程训练 A            √        √        √   √          

43 大学物理实
验            √        √        √   √          

44 电路实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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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5-4 6-1 6-2 6-3 7-1 7-2 8-1 8-2 9-1 9-2 9-3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13-
1 

13-
2 

45 模拟电子设
计性实验             √     √   √   √        √         

46 数字与电子
技术...             √     √   √   √        √         

47 电机实验             √     √   √   √        √         

48 单片机原理
及应用课设              √ √    √   √    √       √     √   

49 电气系统建
模与实践              √ √    √   √    √       √     √   

50 电气专业课
程设计              √ √    √   √    √       √     √   

51 
电气与电子
工程综合实
践 

             √ √    √   √    √       √     √   

52 毕业实习            √   √     √   √      √        √  √  

53 毕业设计
（论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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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23VW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一共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学制与授予学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核心课程、毕业最低学分、课程设置和各教学环节安排。 

学制与授予学位：实行 4-6年弹性学习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延长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生在符合学位授予条件后可以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旨在对该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并明确

本专业人才定位、服务领域和毕业生的职业能力。 

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是对学生毕业时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能力的具体描述，包括学生通过本专业学习所

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素养。 

核心课程：包含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 

毕业最低学分：本专业毕业的最低学分为 168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133学分、集中性实践环节 35学

分（毕业设计（论文）9学分）。 

课程设置和各教学环节安排: 课程设置和各教学环节总体上分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堂教学所对

应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包含通识教育必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

包含通识教育选修课、专业选修课、跨学科课程、本硕博课程以及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实践教学

对应集中性实践环节。 

（一）通识教育必修课：是拓展本专业学生视野，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课程，课程安

排在第 1学期至第 4学期进行修读，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35学分。 

（二）学科基础必修课：是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安排在第 1学期至第 4学期进行修读，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56学分。 

（三）专业必修课：是与本专业知识、技能直接联系的重要课程，是保证本专业专门人才培养的根

本。课程安排在第 5学期至第 6学期进行修读，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11学分。 

（四）通识教育选修课：为了丰富工科学生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培养方案中规定须在面向全校开

设的文社科类校选课中选修部分课程。选修时间和选修课程可以自行安排，取得合格成绩并至少获得 6学

分。 

（五）专业选修课：是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学习的课程，以调整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

学生在修读本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选择专业选修课修读。专业选修课选修时间一般安排

在第 3学期至第 7学期进行学习，至少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 15学分。 

（六）跨学科课程和本硕博课程：是贯彻因材施教、分类指导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提高

个性化教育模块的学分比重阈值。选修时间一般安排在第 5学期至第 4学期进行学习，需要至少修读 5学

分跨学科课程和 3学分本硕博课程。 

（七）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学生在校

期间应修满 2学分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课，选修时间安排在第 6学期进行学习。学生也可通过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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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创新创业实践和素质拓展活动获得学分，具体要求详见《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与素质拓展学

分认定管理实施办法》。 

（八）集中性实践环节：包含实验、实训、实践、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内容,是为训练

和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实验技能、对专业的认知、分析思考与创新能力而开设的课程，修读时间贯

穿整个大学学习阶段。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取得合格成绩并获得集中性实践环节的全部 35 学分。其中毕

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内容在修读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以下办法进行。 

1、毕业实习 

是在学习专业课程之后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应用和巩固所学专业知识的一项重要实践环节。是培养

学生能力和技能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实习，加深对所学专业方向相关企业的认知，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

为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实现社会角色的转变打下基础。毕业实习可以在学院的安排下到与所学专业方向

相关企业，并在指导教师（企业教师、学院指派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也可以自行联系实习单位，

但应按教务处相关文件规定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到企业实习，在企业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实践活动。毕业

实习安排在第 7学期进行，为期 3周。实习期间应按实习教学大纲及学校、企业的有关规定开展实践活动，

写好实习日记，实习报告等，完成毕业实习的教学环节，经考核合格可以获得毕业实习学分。 

2、毕业设计 

是教学培养方案中最后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基

本技能独立开展设计工作的初步尝试，是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化、综合化运用、总结和深化的

过程。毕业设计安排在第 8学期进行，为期 13.5周。一般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在校内完成。也可以到拟就业

的企业或自行联系毕业设计单位，但应按教务处相关文件规定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到企业并在企业教师

的指导下进行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报告必须符合学校的规范要求。通过毕业设计可以检查学生的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的深度。通过毕业答辩考核，成绩合格者可以获得毕业设计学分。 

 

修读注意事项： 

1、本专业获取毕业资格的规定：必须在最多在校年限内（六年）修读 167学分，并按培养方案要求

完成各模块的修读学分。 

2、必修课程是每位学生都必须修读的，不合格必须重修；选修课程可以重修或重选其他课程。 

3、在开课学期学生如未通过非实验课的必修课程考试，在下一学期期初均安排一次补考，补考后仍

未合格则必须重修。选修课程没有安排补考。对于独立设课的实验课（如大学物理实验、电路实验等）、

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以及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没有安排补考，不合格必须重修。 

4、学生本人在教务网上完成选课。15人以下的选修课程原则上停开，选了停开的课程，可进行重选。

如有任何疑问，应及时向教学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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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电路（一） 

英文名称：Electric Circuits(Part I) 

开课学期：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5学分/80学时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必修课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线性代数、积分变换、复变函数、电磁学 

选用教材：邱关源. 《电路》（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主要参考书：1．陈希有. 《电路基本理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课程性质和目的：《电路》是电子与电气信息类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

院各专业学科基础必修课。它是电子与电气信息类所有专业的后续技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基础。《电

路》是一门理论严谨，逻辑性强的课程，有广阔的工程背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

力，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都有重要的作

用。要求学生能掌握电路的基本理论，分析电路的基本方法和进行实验的初步技能，为今后的课程打下必

要的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电路模型、电路定律、电路等效变换、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电路定理、向量法、正弦稳态电

路、耦合电感电路、电路的频率响应、三相电路、非正弦周期电路。 

 

课程名称：模拟电子技术 

英文名称：Analogue Electronic Technique 

开课学期：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必修课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 

选用教材：童诗白、华成英.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主要参考书：华成英.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课程性质和目的：通过课程教学，培养学生具有阅读模拟电子装置的电路原理图和分析模拟电子线路的基

本能力；具有初步设计模拟电子线路的能力；具有查阅集成电路手册和利用模拟器件的能力。通过课程教

学，使学生善于利用所掌握的模拟电子技术知识，分析和解决生产实际中所出现的技术问题；善于利用所

掌握的模拟电子知识进行电子新产品，电气设备相关产品电子回路的研制、开发。 

主要内容：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放大电路中的反

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变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和模拟电子电路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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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数字电子技术 

英文名称：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开课学期：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3.5学分/56学时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必修课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 

选用教材：阎石.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主要参考书：康华光.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 6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课程性质和目的：通过学习，学生必须具备以下能力：具有阅读数字电子装置电路原理图的初步能力；具

有分析逻辑电路的能力；具有设计简单逻辑电路的能力；具有查阅数字集成电路手册的能力。通过学习，

学生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善于利用所掌握的数字电子技术知识，分析和解决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问题；

善于利用所掌握的数字电子技术知识，研制开发新产品，并使产品的性能价格比最高。 

主要内容：半导体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数制与码制、正逻辑与负逻辑，逻辑变量与逻辑函数、与或非

三种基本逻辑运算、组合和时序、同步和异步、编码和译码以及脉冲触发、数码寄存、计数、分频、A/D

和 D/A转换等基本概念：正确掌握逻辑问题的几种描述方法、逻辑函数基本定律的运用、逻辑函数的化简

和变换，以及利用波形图、驱动方程、状态方程分析逻辑电路等基本分析方法。 

 

课程名称：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CU 

开课学期：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3.5学分/56学时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必修课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选用教材：微芯大学计划部编著. PIC 增强型中档单片机详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 

主要参考书： 

1、江和编著.《PIC16 系列单片机 C程序设计与 PROTEUS仿真》. 北京航空航天出版社, 2010.6 

2、周坚著.《PIC 单片机轻松入门(第 2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7.3 

3、彭伟编著.《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100例——基于 PIC+Proteus仿真（第 2版）》.电子工业出版

社, 2015.9 

课程性质和目的：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

片机的基本原理和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开发和设计方法。为单片机在本专业科学研究中的开发应用打下良好

的基础。 

主要内容：掌握单片机芯片的基本结构和组成，通过学习和实验训练，能熟练建立 MPLAB X IDE仿真工

程文件，掌握绘制 Proteus 仿真电路图，编写程序进行仿真调试的方法；理解并掌握单片机端口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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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时器/计数器、CCP模块、A/D转换模块，SPI、IIC及 USART串行通信接口的工作原理和注意事项，

通过学习和实验训练，能够根据实验要求绘制仿真电路、编写程序并进行仿真调试。熟练掌握利用设置断

点、查看变量等方法进行分析和解决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学习单片机应用相关基础，理解数码管和字符型

LCD显示的基本原理，能够通过单片机实现数码管和字符型 LCD的显示控制。 

 

课程名称：电机学 A 

英文名称：Electrical Machinery A 

开课学期：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5学分 80学时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必修课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工程电磁场 

选用教材：林荣文（福州大学）.《电机学》.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1、胡虔生.《电机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2、徐德淦.《电机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周鄂 .《电机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课程性质和目的：《电机学》是一门专业技术基础课，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科基础必修课，在本

专业的基础课与专业课学习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熟悉变压器、直流电机、异

步电机和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各种电机的分析方法、等效电路及参数测定；掌握电动机

的机械特性及其在起动、调速和制动等运行方式中的应用；掌握发电机外特性和调节特性在功率调节中的

应用；掌握变压器和同步发电机的并联运行；了解电机共性的电磁、设计、故障和节能降耗等问题的类比

法分析和研究。培养学生思考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有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要内容：变压器工作原理和运行分析，三相变压器运行分析，直流电机的基本原理和电磁关系，直流发

电机，直流电动机，交流电机的共同问题，异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

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和调速，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同步电机的基本理论和运行特性，同步发电

机在大电网上运行等。 

 

课程名称：开关电器基本原理 

英文名称：Basic Principle of Switching Apparatus 

开课学期：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等数学、工程电磁场 

选用教材：《电器理论基础》，许志红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开关电器现代设计方法。 刘志远，纽春萍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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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配电系统电力开关技术。勒内.斯梅等著，刘志远，王建华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3、开关电器计算学。荣命哲，吴翊编著。科学出版社，2019。 

课程性质和目的：本课程是电工学科的主干课,也是电机与电器专业的必修课，应用电子、建筑电气等专业

的选修课。课程着重介绍各类开关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开关涉及到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计

算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电器中涉及到的电接触理论、电弧理论、电磁机构理论、发热

理论、电动力理论等电器中的基本理论和典型电器的工作原理，为后续课程电器智能化技术、电机电器优

化设计、高低压成套电器、电气装备试验技术等课程打下基础。 

主要内容：课程系统描述了开关电器中的发热理论、电动力理论、电接触器理论、电弧理论和电磁机构理

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分析计算方法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在介绍基础理论的同时，增加了有限元温度

场计算、触头弹跳分析、电器电极材料喷溅侵蚀计算、三维电磁场计算、电磁机构动态计算、零电流分断

技术等相关内容，这些内容都是近年来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电气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从事

电器设计、制造、试验、运行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可使其掌握坚实的开关电器基本理论知识。 

 

课程名称：自动控制原理 B 

英文名称：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开课学期：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3.5学分/56学时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必修课 

先修课程：电路、大学物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选用教材：胡寿松.《自动控制原理》（第七版），科学出版社，北京，2013年 

主要参考书： 

1、夏德钤、翁贻芳编著.《自动控制理论》第 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12年 

2、李昌春主编.《自动控制理论基础实验指导与习题解答》，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13年 

3、徐颖秦、潘丰主编.《自动控制理论原理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12年 

4、自动控制原理（一）ppt，自制，福州，2016年 

课程性质和目的：自动控制原理是电气工程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自

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具有对简单连续系统进行定性分析、定量估算和初步设计的

能力，培养辨证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为专业课学习和控制方法在电气工程中的实践奠定基础。 

主要内容：课程主要以单变量线性定常系统展开控制理论与方法的知识学习。内容可概括为：线性控制系

统的数学描述方法、图形表示方法、三类数学模型(微分方程、传递函数、频率特性)和相应的分析与综合

方法(复域、频域和时域)，以及各类方法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同时，采用实物平台与Matlab方法相结合方

式进行控制系统 CAD的分析、仿真、设计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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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电力电子技术 A 

英文名称：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开课学期：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先修课程：电路（一）、电路（二）、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学（上） 

选用教材：刘进军等.《电力电子技术（第五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主要参考书： 

1．陈坚编著.电力电子学-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技术（第三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丁道宏主编.电力电子技术（修订版）.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3.徐德鸿主编，电力电子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课程性质和目的：本课程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的学科基础课程。它以电子技术在电气工程领域的应用

为背景，研究和探讨非线性、时变功率电子开关电路中的理论、方法与基本规律。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

熟悉并理解常用电力电子器件的基本结构、开关性能参数及其基本应用知识；熟悉并理解基本电力电子电

路的结构、工作原理；掌握电力电子电路的主要分析方法与基本电路参数的设计知识；理解电力电子电路

的主要控制方法与控制电路的基本技术要求；培养学生具备进行实际电力电子电路的分析能力；具备从事

电力电子工程基础技术水平的能力；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绪论和思政故事、典型电力电子器件和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的工作原理及基本特性；整流电路的

结构及在不同负载下的工作原理；不隔离 DC-DC 斩波器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外特性；隔离型斩波

电路的结构、基本工作原理；交流开关电路、交流调压电路、交流调功电路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单相与三

相方波逆变器、多重逆变器电路与多电平方波逆变器的电路结构与工作原理；逆变器 SPWM 控制原理及

SPWM波产生方法；PWM跟踪控制技术；基本的软开关实现方法；电力电子高频功率磁性元件典型磁芯

工作状态、典型磁芯材料磁特性及其设计；典型开关电源系统构成及其控制方法、VRM 多路交错并联技

术等典型电力电子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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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一）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军事理论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2 1-16 考试  

大学英语（二）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2 1-16 考试  

体育（一） 通识教育必修课 1 2 1-16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通识教育必修课 0.5 2 1-16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识教育必修课 1 2 1-16 考试  

工程制图 E 学科基础必修课 2 4 1-16 考试  

高等数学 A（上） 学科基础必修课 5 6 1-16 考试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学科基础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电气学科导论 学科基础必修课 1 2 1-16 考查  

军事技能 集中性实践环节 2  1-16 考查 2周 

小计 21.5 28  

!"1�!&1�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二）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2 1-16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通识教育必修课 2.5 3 1-16 考试  

大学英语（三）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2 1-16 考试  

体育（二） 通识教育必修课 1 2 1-16 考查  

Python 通识教育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高等数学 A（中） 学科基础必修课 5 6 1-16 考试  

大学物理（上） 学科基础必修课 3 3 1-16 考试  

电路（一） 学科基础必修课 5 5 1-16 考试  

大学物理实验（上） 集中性实践环节 1.5  1-16 考试 36学时 

电路实验 集中性实践环节 1  1-16 考查 24学时 

小计 24.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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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三）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通识教育必修课 2.5 2 1-16 考试  

大学英语（四）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2 1-16 考试  

体育（三） 通识教育必修课 1 2 1-16 考查  

高等数学 A（下） 学科基础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大学物理 A（下） 学科基础必修课 3.5 4 1-16 考试  

模拟电子技术 学科基础必修课 4 4 1-16 考试  

工程电磁场 学科基础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电路（二） 专业选修课 2.5 4 1-16 考试  

电气工程实践 A 集中性实践环节 2  1-16 考查 2周 

大学物理实验 A（下） 集中性实践环节 1  1-16 考试 24学时 

模拟电子设计性实验 集中性实践环节 1  1-16 考查 1周 

小计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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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四）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通识教育必修课 3 3 1-16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通识教育必修课 3 3 1-16 考试  

英语专题课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2 1-16 考试/考查  

体育（四） 通识教育必修课 1 2 1-16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科基础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数字电子技术 学科基础必修课 3.5 4 1-14 考试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学科基础必修课 3.5 4 1-16 考试  

自动控制原理 B 学科基础必修课 3.5 4 1-16 考试  

电机学 A 学科基础必修课 5 5 1-16 考试  

工程电磁场 学科基础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思想政治实践课 集中性实践环节 2  1-16 考查 2周 

数字与电子技术综合实验 集中性实践环节 1.5  1-16 考查 1.5周 

电机实验 集中性实践环节 1  1-16 考查 12学时 

小计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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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五）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大学应用写作 通识教育必修课 1 2 1-16 考试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 专业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电力电子技术 A 专业必修课 4 4 1-16 考试  

开关电器基本原理 专业必修课 3 4 1-16 考试  

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 跨学科课程 2 4 1-16 考试  

工程项目管理概论 跨学科课程 1 2 1-16 考试  

电气控制与 PLC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机器学习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工材料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力工程基础 专业选修课 3 4 1-16 考试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 A 集中性实践环节 2  1-16 考查 2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 集中性实践环节 2  1-16 考查 2周 

小计 2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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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六）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通识教育必修课 0.5 2 1-16 考查  

智能传感与检测技术 跨学科课程 2 4 1-16 考试  

电气系统建模与实践 集中性实践环节 2  1-16 考查 2周 

电气专业课程设计 集中性实践环节 1  1-16 考查 1周 

电气与电子工程综合实践 集中性实践环节 3  1-16 考查 3周 

专家系列讲座 专业必修课 1 2 1-16 考查  

电气工程创新设计与创业

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与素

质拓展课 
2  1-16 考查 2周 

低压电器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高压电器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机设计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特种电机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新能源与储能设备技术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专业选修课 2.5 4 1-16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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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电气部分 专业选修课 2.5 4 1-16 考试  

高电压技术 专业选修课 2.5 4 1-16 考试  

配电网自动化技术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力市场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现代调速系统 专业选修课 3 4 1-16 考试  

电气电磁兼容技术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功率电子器件与应用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力电子变流装置 专业选修课 2.5 4 1-16 考试  

电力电子电路系统设计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本硕课程 3 4 1-16 考试  

电力传动与控制 本硕课程 3 4 1-16 考试  

智能化电器 本硕课程 3 4 1-16 考试  

小计 53.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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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七） 通识教育必修课  2    

高低压成套电器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机电器优化设计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基础 专业选修课 3 4 1-16 考试  

输变电技术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微电网技术 专业选修课 1.5 4 1-16 考试  

电力系统数字仿真高级应用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 专业选修课 1.5 4 1-16 考试  

交流伺服控制系统 专业选修课 2 4 1-16 考试  

毕业实习 集中性实践环节 3   考查 3周 

小计 1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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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数 开课起止周 考核方式 备注 

形势与政策（八） 通识教育必修课    考查  

毕业设计（论文） 集中性实践环节 9   考查 13.5周 

小计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