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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3 版） 

制订人：刘凌云 

审核人：罗  敏 

1. 专业概况 

机器人工程（专业代码：080803T）是在中国制造 2025 战略提出的大背景下，由教育部

于 2015 年设立的新兴本科专业。我校 2023 年首次招生，以汽车零部件、3C 电子制造为背

景，以运动控制与机器视觉为核心，突出机器人系统集成及应用的培养特色。 

本专业充分整合校内外工程教育资源，通过共引、共育、共享建设工程应用型教师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4 人，研究员级高工 1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有 1 个湖北高

校省级教学团队。本专业依托我校省级品牌自动化专业的教学资源，以我校控制科学与工程

省级重点学科为学科平台、以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汽院分中心（2014 年组建）

为科技创新平台、以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实验室（2022 年新建）为实践平台开展机器人专业

人才培养。 

2.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汽车工业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掌握自然科学、工程基础、机器人工程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能

够在机器人工程及相关领域，尤其是汽车工业领域，从事机器人装置或系统的技术开发与应

用、工程设计与实施、运行维护与管理等方面工作，在机器人工程及系统应用领域具有专业

特长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预期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具有人文素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职

业道德、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目标 2：能够综合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非技术因素，运用数理基础、工程基础

和控制科学专业知识，对机器人及相关领域，尤其是汽车工业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具有承担机器人功能模块或系统开发与推广、设计与调试、维护与管理能力。 

目标 3：具有沟通交流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组织与管理机器人相关领域的工程项目。 

目标 4：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能够根据职业发展需要自主学习新知识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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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要求 

为满足和适应社会需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电路原理、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

机器视觉及运动控制系统等方面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工程实践基本训练，具

有从事自动化系统特别是机器人工程系统设计、开发、集成、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的基本

能力。本专业学生毕业时应达到如下要求：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具有从事机器人工程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

专业知识，并能够综合应用这些知识对机器人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工程问题进行求解。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机器人工程相关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

基本原理，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对机器人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建模和分析。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机

器人工程中硬件部分、软件系统及智能算法、机器人系统总成及控制，并能够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通过建模/仿真/优化和综

合、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研究机器人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并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机器人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

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机器人工程系统复

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利用机器人

工程设计、实施及评估规范评价机器人工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中复杂工程

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能够在机器人工程项目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

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 10：（沟通）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就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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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面向机器人工程项目的多学科环境，理解、掌握并应用工

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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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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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关系对应表 

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关系对应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  √ 

毕业要求 4：（研究）  √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

具） 
 √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 √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 
√ √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  

毕业要求 10：（沟通）   √ √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 

5.培养特色 

本专业以汽车产业为背景，以运动控制和机器视觉为核心，突出机器人系统集成及应用

的培养特色，使学生在自动化及相关领域，尤其是汽车工业自动化工程领域具有比较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并具有良好适应能力，为汽车工业和中西部经济提供人才

支持。 

6.专业代码、学制与学位 

专业代码：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基本学制：四年，学生在校修读年限原则上为 3-6 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7.专业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 

8.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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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A、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 A、自动控制原理 A、现代

控制理论、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电机拖动、电力电子技术、运动控制系统、机器人建

模与控制、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机器人软件工程、机器视觉与

图像处理。 

9.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 

主要集中实践环节包括：金工实习、自动化工程实训 1~2、机器人工程实训 1~2、机器

人工程综合训练、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序

号 

实 践 环

节名称 

教学目标 开展方式 

1 金 工

实习 

1.使学生初步理解机械制造的生产过程，机械制造工艺知

识，掌握对简单零件冷热加工方法选择，培养一定的操作

技能，增强实践工作能力，接受思想、作风教育。 

2.完成工程基本训练，培养工程素质 

通过组织学生在工程训练

中心（机械工程部）分组

完成钳工、车工、数控车、

数控铣、特种加工和综合

训练实际操作方法；在工

程训练中心（材料工程部）

分组完成铸造实际操作。 

2 自 动

化 工

程 实

训 1 

1.掌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性能特点、命名方法、识别方法

及检测方法；掌握电子焊接工艺，制作与测试简单电子电

路，能够分析与处理线性直流稳压电源或数字万用表电路

一般故障。 

2.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基本 

原理，掌握交流接触器、交流断路器、 

直流继电器、控制按钮开关等常用电气控制元件性能特

点、命名方法、识别方法及检测方法；能够规范、正确地

进行简单低压配电线路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气控制的电

气连接，能够分析与处理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气控制电路基

本故障。 

3.了解炉温 PID 控制的基本原理，掌握温控仪表、温度传

感器、固态继电器等常用自动控制元件性能特点、命名方

法、识别方法及检测方法，能够规范、正确地进行炉温自

动控制系统的电气连接、参数整定与调试。 

4.学会并运用 Altium Designer 软件，按照国家电子制图

标准，设计制作简单电子电路图。 

5.学会并运用 AUTOCAD 软件，按照国家电气制图标准，设

计制作简单电气控制电路图。 

6.理解 MODBUS RTU 通讯协议，学会并运用工控组态软件，

采集和绘制炉温自动控制系统调节过程温度曲线。 

7.能够运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对线性直流稳

压电源或数字万用表电路、三相异步电动机控制电路、炉

采取“做学教合一”的教

学方式，组织学生分组完

成电子、电工、控制三类

装置（或系统或工程）的

设计、调试、性能测定、验

收和故障排除等具有工程

含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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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自动控制系统等训练项目进行初步成本分析。 

3 自 动

化 工

程 实

训 2 

1.能够利用电子技术对自动化系统子模块开展电路设计，

并以电路原理图、电路实物和设计报告等形式科学、合理

地展示设计方案及结果。 

2.能够采用适当的实验方式对电路设计结果进行实验分

析，能够解释所设计电路的特点，并得到有效结论。 

3.在开展电路项目设计中，能够与团队成员积极、融洽地

分工合作，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具备一定的组织与

协调能力。 

组织学生分组完成选定项

目 

4 机 器

人 工

程 实

训 1 

1. 围绕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开展三维造型、数字孪生实训。

能用设计说明书、电路原理图、机器人程序等形式科学、

合理地展示业机器人工作站设计方案、过程及结果。 

2.能够通过答辩 PPT 等形式展示课题设计方案、过程和结

果，与老师和同学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3.针对实际工程问题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过程，能基

于设计、生产的成本分析计算，并评价该工程或项目产出

的产品或服务的经济回报。 

组织学生分组完成课题。 

5 机 器

人 工

程 实

训 2 

1. 围绕工业产品的缺陷检测及自动分类开展深度学习算

法、模型训练、部署及应用、机器人轨迹规划等方面的实

训。能用设计说明书、电路原理图、机器人程序等形式科

学、合理地展示业机器人工作站设计方案、过程及结果。 

2.能够通过答辩 PPT 等形式展示课题设计方案、过程和结

果，与老师和同学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3.针对实际工程问题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过程，能基

于设计、生产的成本分析计算，并评价该工程或项目产出

的产品或服务的经济回报。 

组织学生分组完成课题。 

6 机 器

人 工

程 综

合 训

练 

使学生了解工程设计规范以及安全、法律、环境等工程设

计约束因素，理解机器人工程项目设计的内涵，掌握工艺

对象的建模方法、简单控制系统及常用复杂控制系统的设

计方法，掌握常用控制规律算法设计及控制参数的整定方

法，学会自动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的设计方法，在传感器、

执行器、智能模块、单片机、PLC、机器人、电机电力驱动

与控制、上位机监控组态等多方面提高工程应用能力。 

组织学生分组完成自动控

制系统方案设计、硬软件

设计与调试。 

7 机 器

人 工

程 生

产 实

习 

了解实习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方式，调查实习企业

生产工艺流程以及自动化尤其是机器人相关技术应用情

况，培养学生分析典型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的组成与运行

原理的能力以及评价企业自动化工程项目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自动化技术工程应用水平，同时在自动化生产

实习中能够理解并自觉遵守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

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在本专业工程技术岗位

上，亲身参加专业技术工

作和生产劳动。采取跟班

生产、典型设备调查分析、

现场工程技术人员讲座的

实习方式。 

8 机 器

人 工

强化学生对本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和训练，

并全面检验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效果；

学生在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的指导下，严格按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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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毕

业 设

计 

使学生了解和熟悉科学研究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方法，应用

所学数学、自然科学与工程图学基础知识，采用适当的工

程方法对自动化系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使学生学

会如何从事工程设计、科学研究工作和撰写学位论文，从

而具备从事自动化系统的设计、集成、调试、运行、维护

及管理等工作，以及协调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 

方案和学院的总体要求，

认真进行毕业设计的各项

工作，及时向指导教师汇

报进展情况，独立按时完

成毕业设计课题的全部工

作。 

10.课程体系统计表与毕业学分要求 

10.1 课程体系学期学分统计表如下： 

说明：统计整个课程体系的学分和学时（不含公选课和线上选修课）。 

10.2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如下： 

课程平台 毕业最低学分 具体说明 

通识课程 47 
其中必修课学分 36，选修课学分 11(含素质教育 6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49 全部为必修 

专业课程 39.5 其中必修课学分 35.5，选修课学分 4.0 

集中实践环节 36.5 全部为必修 

小计 172 其中必修课学分 153.5，选修课学分 18.5 

第二课堂 15  

11.培养方案制订与执行说明 

（1）本培养方案从 2023 级开始执行。 

（2）创新创业类素质教育课必须修读《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大学生创新 

与创业教育基础》、《大学生就业指导》等 3 门课程，获得 2 个学分。 

（3）本专业学生通过参加教师科研课题、学校组织各种科技、文化、体育、社团、学 

科竞赛及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可以获得一定量的课外学分。记分办法根据本

计划 

“自动化专业第二课堂育人活动体系及考核要求”的规定。 

（4）学生在取得本培养计划规定的最低学分后方准毕业。 

学分类别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必修理论课学分 24.5 21 19.5 22.5 15 15.5 2 0 

必修实践环节学

分 
4 2.5 3 3 2 2 8 12 

必修小计 28.5 23.5 22.5 25.5 17 17.5 10 12 

选修课学分 0 0 5 7.5 7.5 7.5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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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附件 

12.1 机器人工程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对应关系表 

12.2 机器人工程专业（2023）培养计划进程表 

12.3 机器人工程专业第二课堂育人活动体系及考核要求说明 

12.4 机器人工程专业课程设置、衔接关系及选课指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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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机器人工程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对应关系表 

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关联度矩阵 

毕业要求及其内涵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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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课

程支

撑内

涵观

测点

数 

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研究 使用现代工具 

工程 

与社会 

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通 项目管理 终身学习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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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1.1 11.2 12.1 12.2 

数学

与自

然科

学知

识领

域 

高等数学 H                                 1 

线性代数 M    L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H                                1 

大学物理 A H     M                            2 

离散数学  H                                1 

工 

程 

基 

础 

知 

识 

领 

域 

工程制图 M    H                             2 

汽车概论 A                     M  H           2 

电路 A  M   H        H                     3 

模拟电子技术      M  H     H                     3 

数字电子技术   M    M       H                    3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1 

微机原理及应用 A       H   M    M                    3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H                 1 

自动控制原理 A   H     M       H  M                 4 

专业

基础

知识

领域 

机器人工程导论       H               M          H  3 

现代控制理论    H  H          H                  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M            H     H             3 

电机拖动   H            M       H            3 

电力电子技术   M      H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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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及其内涵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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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课

程支

撑内

涵观

测点

数 

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研究 使用现代工具 

工程 

与社会 

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通 项目管理 终身学习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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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1.1 11.2 12.1 12.2 

运动控制系统    H      H   L      H               4 

机器人建模与控制        M          M  H              3 

专 

业 

知 

识 

领 

域 

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         H  H         M              3 

机器人工程专业英语       M               H      H      3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M   H    M           H     4 

机器人软件工程    M    H     H      M               4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H  M                   M 3 

机器学习基础      H             H         H      3 

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      H             H         M      3 

汽车工业先进自动化讲座                    M        M     H 3 

数控技术导论          M         M               2 

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            M               H  H     3 

人 

文 

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L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H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L          2 

体育                          H        1 

大学英语                            H      1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H    1 

大学生心理健康                                  0 

大学生就业指导                         H         1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H  1 

大学生创新与创业教育基础                              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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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及其内涵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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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课

程支

撑内

涵观

测点

数 

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研究 使用现代工具 

工程 

与社会 

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 

个人和 

团队 
沟通 项目管理 终身学习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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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1.1 11.2 12.1 12.2 

工 

程 

实 

践 

与 

毕 

业 

设 

计 

军事训练                          H        1 

劳动教育与实践                        H        H  2 

金工实习                         M  H       2 

自动化工程实训 1     H          M  M             M    4 

机器人工程专业认识实习                      M   H         2 

自动化工程实训 2          M      H  H                3 

机器人工程实训 1          H        H           L  H   4 

机器人工程实训 2           M        M        H       3 

工业机器人工程综合训练         H   M                   H   3 

机器人工程专业生产实习                     H  H  M        M 4 

机器人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H H           M      H  H  H 6 

各毕业要求内涵观测点对应课程数 4 4 4 4 4 5 4 4 3 4 4 4 4 4 4 3 4 4 5 4 3 4 3 4 4 3 3 5 4 3 3 4 4 124 

说明：表中“H（高）、M（中）、L（弱）”表示课程与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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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与达成度评价支撑课程与毕业要求内涵观测点对应支撑表 

毕业要求 内涵观测点 支撑的课程/教学环节名称 权重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具有从事机器人工程所需

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专业知识，并能够综

合应用这些知识解决机器

人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 

1.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基础

知识，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高等数学 0.3 

线性代数 0.2 

大学物理 A 0.3 

工程制图 0.2 

1.2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建立数学模型

并求解。 

电路 A 0.2 

离散数学 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 

1.3 能够将机器人工程领域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

析机器人系统的性能。 

自动控制原理 A 0.3 

数字电子技术 0.2 

电机拖动 0.3 

电力电子技术 0.2 

1.4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数学模

型方法，对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工业

机器人系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进行比较与综合。 

现代控制理论 0.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 

运动控制系统 0.3 

机器人软件工程 0.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机器人工程相关

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对机器人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建模和分析。 

2.1 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和工程基础，

识别和判断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关键环节。 

电路 A 0.3 

工程制图 0.3 

线性代数 0.1 

自动化工程实训 1 0.3 

2.2 能够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

型方法，正确表达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 

大学物理 A 0.2 

模拟电子技术 0.2 

现代控制理论 0.2 

机器学习基础 0.2 

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 0.2 

2.3 能认识到解决机器人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

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机器人工程专业导论 0.3 

机器人工程专业英语 0.2 

数字电子技术 0.2 

微机原理及应用 A 0.3 

2.4 能运用机器人工程领域基本原理，

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

证实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工业机器

自动控制原理 A 0.2 

模拟电子技术 0.3 

机器人建模与控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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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内涵观测点 支撑的课程/教学环节名称 权重 

人系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合理

性。 
机器人软件工程 0.3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设计机器人工程中硬件部

分、软件系统及智能算法、

机器人系统总成及控制，

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

环境等因素。 

3.1 掌握机器人系统工程设计全周期

的基本设计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

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因素。 

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 0.3 

电力电子技术 0.4 

机器人工程综合训练 0.3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机器人单

元或装置，特别是汽车工业机器人单元

或装置的设计，并能够用图纸、报告等

形式展示设计结果。 

微机原理及应用 A 0.2 

运动控制系统 0.3 

自动化工程实训 2 0.2 

机器人工程实训 1 0.3 

3.3 能够进行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

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

新意识。 

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 0.3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2 

机器人工程实训 2 0.2 

机器人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0.3 

3.4 在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工业机

器人系统设计中能够考虑社会、安全、

健康、法律、文化、环境等现实约束条

件。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0.3 

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 0.2 

机器人工程综合训练 0.2 

机器人工程毕业设计 0.3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

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

方法，通过建模/仿真/优

化和综合、设计实验/分析

与解释数据，研究机器人

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并通过信息综合

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

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机器人工程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运动控制系统 0.1 

机器人软件工程 0.3 

电路 A 0.3 

模拟电子技术 0.3 

4.2 能够根据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

工业机器人系统特征，选择研究路线，

设计实验方案。 

数字电子技术 0.3 

微机原理及应用 A 0.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3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0.2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

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和整理实

验数据。  

自动控制原理 A 0.3 

电机拖动 0.2 

电力电子技术 0.3 

自动化工程实训 1 0.2 

4.4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

进行信息处理与信息综合，得到有效结

论。 

现代控制理论 0.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4 

自动化工程实训 2 0.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

具）：能够针对机器人工程

5.1 掌握常用的电工电子仪器、信息技

术工具、自动控制模拟软件、计算机辅

大学计算机基础 0.3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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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内涵观测点 支撑的课程/教学环节名称 权重 

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

的自动化技术、资源、现代

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包括对机器人工程系

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

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助设计软件等现代工具的使用原理和

方法。 

自动控制原理 A 0.2 

自动化工程实训 1 0.2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现代工具，

对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分析与计算。 

机器人建模与控制 0.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2 

自动化工程实训 2 0.3 

机器人工程实训 1 0.3 

5.3 能够针对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

工业机器人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或

选用满足需求的现代工具，进行模拟和

预测，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运动控制系统 0.2 

机器人软件工程 0.2 

机器学习基础 0.2 

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 0.2 

机器人工程实训 2 0.2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

识进行合理分析，利用机

器人工程设计、实施及评

估规范评价机器人工程专

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

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 熟悉与机器人系统特别是汽车工

业机器人系统相关的技术标准、知识产

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机器人建模与控制 0.3 

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 0.2 

汽车工业先进自动化讲座 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6.2 能分析和评价机器人领域新技术、

新器件和新装置的应用及失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潜在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汽车概论 A 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4 

机器人工程生产实习 0.4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

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中复杂

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7.1 知晓机器人领域技术在工业节能

减排中的作用，理解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和内涵。 

机器人工程导论 0.2 

电机拖动 0.3 

机器人工程认识实习 0.2 

机器人工程专业英语 0.3 

7.2 能够针对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评价其对环境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汽车概论 A   0.4 

机器人工程生产实习 0.4 

机器人工程毕业设计 0.2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能够在机器人

工程项目实践中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责任。 

8.1 具有人文知识、科学精神、思辨能

力、处事能力和审美能力，了解中国国

情，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劳动教育与法治 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3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8.2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自觉遵

守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履行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金工实习 0.2 

大学生就业指导 0.3 

机器人工程认识实习 0.3 

机器人工程生产实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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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内涵观测点 支撑的课程/教学环节名称 权重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

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和协作精神，能

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

事。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0.2 

军事训练 0.4 

体育 0.4 

9.2 能够在团队中承担成员及负责人

的角色。 

金工实习 0.3 

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 0.3 

机器人工程实训 2 0.4 

毕业要求 10（沟通）：具

备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

化背景下就机器人工程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

通和交流。 

10.1 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专业领域的

国际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具备跨文化

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 

大学英语 0.2 

机器人工程专业英语 0.2 

机器学习基础 0.2 

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 0.2 

汽车工业先进自动化讲座 0.2 

10.2 能够就机器人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通过撰写技术报告、设计论文和

图纸等形式与同行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3 

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 0.3 

机器人工程实训 1 0.1 

机器人工程毕业设计 0.3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面向机器人工程项目的多

学科环境，理解、掌握并应

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

策方法。 

11.1 具有工程管理与技术经济基本知

识，能够进行机器人工程项目的成本分

析。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0.4 

自动化工程实训 1 0.2 

大学生创新与创业教育基础 0.4 

11.2 具有项目管理能力，能够在跨学

科背景下的机器人工程项目设计开发

过程中，运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 

机器人工程实训 1 0.3 

机器人工程综合训练 0.3 

机器人工程毕业设计 0.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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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能够理解社会及技术进步与发展

对知识和能力的新要求，从而认识到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机器人工程导论 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0.3 

劳动教育与实践 0.3 

12.2 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径，具

备自主学习提升自我的能力，能够适应

社会和技术的发展。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0.2 

汽车工业先进自动化讲座 0.3 

机器人工程生产实习 0.2 

机器人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0.3 

 



12.2 机器人工程(2023)培养计划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各学期课程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讲课实验
上机
实操

通识课 修满41.0学分

必修 02111238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  24  832  2.0*

必修 02111241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0  32  1648  3.0*

必修 04111420 汽车概论A  2.0  3232  2.0  2.0

必修 05111131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2.0  3232  2.0  2.0

必修 06111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36  1248  3.0*

必修 06111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  27  532  2.0

必修 0611105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  25  732  2.0*

必修 0611108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2.0  24  832  2.0*

必修 0611117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0  4848  3.0

必修 06111330 形势与政策Ⅰ  0.5  88  0.5

必修 06111331 形势与政策Ⅱ  0.5  88  0.5

必修 06111332 形势与政策Ⅲ  0.5  88  0.5

必修 06111333 形势与政策Ⅳ  0.5  88  0.5

必修 10111001 普通体育Ⅰ  1.0  3030  1.0

必修 10111002 普通体育Ⅱ  1.0  3030  1.0

必修 10111003 体育专选Ⅰ  1.0  3030  1.0

必修 10111004 体育专选Ⅱ  1.0  3030  1.0

必修 31111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  2.0  3232  2.0

必修 34111001 军事理论与安全教育  2.0  5050  2.0

 大学英语基础模块修满5.0学分 

必修 07111001 大学英语Ⅰ  2.5  40  1640  2.5*

必修 07111002 大学英语Ⅱ  2.5  40  1640  2.5*

 大学英语拓展模块修满5.0学分 

选修 07111003 大学英语Ⅲ  2.5  40  1640  2.5*

选修 07112004 科技英语阅读  1.5  3030  1.5

选修 07112018 汽车行业英语  2.5  40  1640  2.5*

选修 07112021 英语旅游与文化  2.5  40  1640  2.5*

选修 07112022 大学英语四级  2.5  40  1640  2.5*

选修 07112023 CET-4强化训练  1.5  3030  1.5

选修 07112024 大学英语六级  2.5  40  1640  2.5*

选修 07112030 考研英语  2.5  40  1640  2.5

 950通识课小计：  54.0  894  24  160

学科基础课 修满49.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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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机器人工程(2023)培养计划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各学期课程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讲课实验
上机
实操

必修 01121003 工程制图  3.0  4848  3.0*

必修 02121001 电路A1  3.0  39  948  3.0*

必修 02121002 电路A2  2.0  29  332  2.0*

必修 02121003 自动控制原理A  3.5  50  656  3.5*

必修 02121004 微机原理及应用A  3.5  48  856  3.5*

必修 02121005 模拟电子技术  3.5  48  856  3.5*

必修 02121006 数字电子技术  3.0  40  848  3.0*

必修 02121202 离散数学A  4.0  6464  4.0*

必修 08121701 高等数学A1  5.0  82  688  5.0*

必修 08121702 高等数学A2  5.0  80  686  5.0*

必修 08121708 线性代数  2.5  4040  2.5*

必修 08121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5  4444  2.5*

必修 08121710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2.5  4040  2.5

必修 08121811 大学物理A1  3.0  4848  3.0*

必修 08121812 大学物理A2  3.0  4848  3.0*

 802学科基础课小计：  49.0  748  42  12

专业课 修满39.5学分

必修 02131009 电力电子技术  3.0  42  648  3.0*

必修 02131010 现代控制理论  2.0  28  432  2.0*

必修 02131011 运动控制系统  3.5  50  656  3.5*

必修 02131013 电机拖动  3.0  42  648  3.0*

必修 02131014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2.5  30  1040  2.5*

必修 02131015 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  2.0  28  432  2.0*

必修 02131025 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  2.0  16  1632  2.0*

必修 0213103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2.5  30  3060  2.5*

必修 02131033 电气与PLC控制技术  2.5  30  3060  2.5*

必修 02131840 机器人工程导论 1  0.5  88  0.5

必修 02131841 机器人工程导论 2  0.5  88  0.5

必修 02131842 机器人工程专业英语  1.5  2424  1.5*

必修 02131843 机器人建模与控制  2.0  3232  2.0*

必修 02131844 机器人软件工程  2.0  16  1632  2.0*

必修 02131845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2.5  30  1040  2.5*

必修 02132029 数控技术导论  1.5  20  424  1.5*

必修 02132846 机器学习基础  1.5  2424  1.5

 专业任选模块修满3.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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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机器人工程(2023)培养计划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各学期课程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讲课实验
上机
实操

选修 02132019 系统工程导论  1.5  3030  1.5*

选修 02132020 汽车制造工艺及装备  1.5  2424  1.5*

选修 02132021 电气CAD  1.5  10  1424  1.5*

选修 02132022 工业控制网络技术  1.5  20  424  1.5*

选修 02132023 LABVIEW编程及应用  1.5  12  1224  1.5*

选修 02132847 可编程逻辑及应用  1.5  2424  1.5

 线上选修模块修满1.0学分 2-6学期可选

选修 02132048 计算机软件基础  0.5  88  0.5

选修 02132049 计算机网络  0.5  88  0.5

选修 02132050 数据库技术导论  0.5  88  0.5

选修 02132051 嵌入式软件设计  0.5  88  0.5

选修 02132053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0.5  88  0.5

选修 02132848 深度学习应用开发  1.0  1616  1.0

 806专业课小计：  47.5  578  158 14  56

集中实践环节 修满36.5学分

必修 01141601 金工实习（冷）B  1.0 1周  1.0

必修 02141040 自动化工程实训1  2.0 2周  2.0

必修 02141041 自动化工程实训2  2.0 2周  2.0

必修 02141860 机器人工程认识实习  1.0 1周  1.0

必修 02141861 机器人工程实训 1  2.0 2周  2.0

必修 02141862 机器人工程实训 2  2.0 2周  2.0

必修 02141863 机器人工程综合训练  4.0 4周  4.0

必修 02141864 机器人工程生产实习  4.0 4周  4.0

必修 02141865 机器人工程毕业设计  12.016周  12.0

必修 03141024 金工实习（热）C  1.0 1周  1.0

必修 06141060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
践（暑假社会实践）

 1.5  2424  1.5

必修 061410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实
践（寒假社会实践）

 1.0  1616  1.0

必修 311410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1.0 32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必修 34141002 军事训练  2.0 2周  2.0

集中实践环节小计：  36.5  40 37

素质教育选修课 修满学分

 创新创业类修满2.0学分 

 人文社科类修满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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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机器人工程(2023)培养计划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各学期课程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讲课实验
上机
实操

 艺术审美类修满2.0学分 

素质教育选修课小计：

总计：  187.0 2630  2220 200 38  268 28.5  28.0  28.5  34.0  27.5  25.0  13.5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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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机器人工程专业第二课堂育人活动体系及考核要求说明 

1.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共青团中央、教育部《高校共

青团改革实施方案》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以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以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完善学校第二课

堂体系，落实“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细则。 

2.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必须完成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第一课堂学分外，还需于毕业前

修满第二课堂规定的学分方能毕业。第二课堂学分包括思想成长类、实践实习类、创新创业类、

志愿公益类、文体活动类、工作履历类、技能特长类等七类学分。 

3.第二课堂总学分 15 分以下为不及格，大于等于 15 分且小于 20 分为合格，大于等于 20

分且小于 25 分为良好，25 分及以上为优秀。 

4.学生在毕业学年的 5 月份仍未修满学分的，可在最长学习年限内返校按照学校相关规定

进行重修。 

表 4 第二课堂体系 

类别 参加活动项目 计分标准 备注 

思 想

成长 

参加校级、院级组织的“一学一

做”、“四进四信”、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类主题

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含主题

团日活动）；及参加校院两级举

办的围绕爱国主义、民族传统、

爱校荣校、集体主义、道德规范

等开展的仪式教育活动、演讲

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 

每参加一次积 0.2 个学分； 

国家级相关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积

4 个学分、3 个学分、2 个学分； 

省级相关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积 3

个学分、2 个学分、1 个学分； 

市（校）级相关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

别积 1 个学分、0.6 个学分、0.4 个学分； 

院级相关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积

0.4 个学分、0.3 个学分、0.2 个学分； 

单项奖按相应级别一等奖计分。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 

总分为“思想成长”学分。

学分计算过程中，参与活动

与获奖可累积计算学分，但

内容相同的项目获得多个

奖项时，学分计算只计算最

高分值，获奖项目学分不累

加。 

此项为必修项目，不少于 2

个学分。其中经典阅读 1 个

学分,由图书馆牵头实施，

具体内容见活动方案。 

党、团校培训等活动：参加校院

两级团校组织的“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团干

部培训等。 

党校学习合格积 3 个学分； 

团校青马培训、团干部培训合格积 3 个学分； 

省级以上青马培训等培训获结业证书积 5 个学分。 

实 践

实习 

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专

项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它实践实

习活动： 

1.假期社会实践包括利用寒、暑

假时间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

如学校、学院组织的“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社会调查等； 

2.专项社会实践活动指国家、省

级、校级、院级单位组织的各类

专项社会实践活动； 

3.其它实践活动。 

每参加一次积 1 个学分； 

获得国家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团队第一负责人积 3 个

学分，其余团队人员积 1.5 个学分；获得省级表彰的

社会实践团队第一负责人积 2 个学分，其余团队人

员积 1 个学分；获得校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团队（一

等奖：队长 1 分，成员 0.6 分；二等奖：队长：0.6

分，成员 0.3 分；三等奖：队长 0.4 分；成员 0.2 分）。

获得院级表彰的社会实践团队（一等奖：队长 0.4 分，

成员 0.3 分；二等奖：队长：0.3 分，成员 0.2 分；三

等奖：队长 0.2 分；成员 0.1 分）。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总分为

“实践实习”学分。 

学分计算过程中，参与活动

与获奖可累积计算学分，内

容相同的项目获得多个奖

项和立项时，只计算最高分

值。计入第一课堂成绩的不

再重复计入第二课堂成绩

单。此项为必修，不少于 2

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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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参加活动项目 计分标准 备注 

志 愿

公益 

学校各部门、校级、院级、社团

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公益活

动： 

支教助残、社区服务、法律援

助、公益环保、赛会服务等各类

志愿公益活动。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志愿公益

活动：“凝聚爱，汇一毛” 

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校）、院级组织的志愿公

益活动分别积 1 个学分、0.8 个学分、0.5 个学分、

0.2 个学分； 

参加社团组织的经校团委审核认证的志愿公益活动

积 0.2 个学分； 

获得国家、省、校级表彰的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第一负

责人或先进个人的分别加 4 个学分、3 个学分、2 个

学分，先进集体其他参与人员分别加 0.5 个学分、0.4

个学分、0.3 个学分。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 

总分为“志愿公益”学分。 

学分计算过程中，参与活动

与获奖可累积计算学分，内

容相同的项目获得多个奖

项时，只计算最高分值。 

此项为必修，不少于 2 个学

分。其中公益劳动 1 个学分,

由学工部牵头实施，具体内

容见活动方案。 

创 新

创业 

公选必修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1 个学分； 

《大学生创新与创业教育基础》  1 个学分； 

《大学生就业指导》            1 个学分。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 

总分为“创新创业”学分。 

学分计算过程中，参与活动

与获奖可累积计算学分，但

内容相同的项目获得多个

奖项时，学分计算只计算最

高分值，获奖项目学分不累

加。 

此项为必修，不少于 5 个学

分。 

（创新创业类学分参考《湖

北汽车工业学院创新学分

管理办法》执行） 

专利发明 

以专利证书为准： 

国家发明专利      4 个学分； 

实用新型专利      2 个学分； 

外观设计专利      1 个学分。 

参加国家、省、市、校级举办的

“互联网+”、“挑战杯”、“创青

春”等创新创业类赛事及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以获奖证书（最高奖项）为准： 

参加国家级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计

4 个学分、3 个学分、2 个学分； 

参加省级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计

1.8 个学分、1.6 个学分、1.4个学分； 

参加市（校）级比赛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

别计 1 个学分、0.8 个学分、0.5 个学分； 

参加市（校级）比赛但未获得奖项计 0.2 分。 

参加作品征集类比赛（包括征

文、文化产品征集、视频征集等

比赛）；发表论文、文章。 

作品征集比赛获国家级奖项的计 3 个学分，获省级

奖项的计 2 个学分，获市级奖项的计 1 个学分，获

校级奖项的计 0.5 个学分； 

在校内公开出版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每篇计 0.5 个

学分；校外公开出版报纸上发表文章每篇计 1 个学

分，核心期刊每篇计 4 个学分、一般期刊计 2 个学

分；（第一作者、第二、三作者和其他作者分别按学

分的 100%、70%、50%计分）。 

参加学校组织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 

参加学校、学院认证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每次计 0.2

个学分； 

注册创业公司并运营半年以上，团队负责人获 1 个

学分，参与创业成员获 0.3 个学分。 

该项每学年学分上限为1个

学分。 

文 体

活动 

参加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

组织的各级各类文化、艺术、体

育、人文素养等活动： 

1.参加校级、院级迎新晚会、毕

业晚会或各类文艺汇演； 

2.参加校级、市级、省级、国家

级文化产品制作； 

3.参加体育活动、赛事。 

参加国家级、省级、市（校）级、院级、班级文体比

赛或表演活动每参加一次分别积 1、0.8、0.5、0.2、

0.1 个学分； 

参加国家级、省级文体比赛或表演获奖的分别积 4个

学分、3 个学分； 

参加市（校）级文体比赛或表演活动并获得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积 1 个学分、0.6 个学分、0.4 个

学分； 

观看校级、院级、班级组织和认证的文体活动分别积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 

总分为“文体活动”学分。 

学分计算过程中，参与活动

与获奖可累积计算学分，但

内容相同的场次获得多个

奖项时，只计算最高分值。 

此项为必修，不少于 2 个学

分。其中阳光体育 1 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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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1、0.05 个学分； 

参加社团组织和认证的各类活动每次积 0.2 个学分。 

具体内容见活动方案。 

参加校级、院级组织的演讲比

赛、知识竞赛、辩论赛、摄影大

赛、主持人大赛等人文素养类、

专业类竞赛。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文体活

动：1.电气学院新生杯篮球赛 2.

电信学院羽毛球达人挑战赛 

3.电信学院趣味运动会 4.电信

学院环保登山大赛 

获国家级、省级相关比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

别积 4 个学分、3 个学分、2 个学分； 

市（校）级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积 1 个学

分、0.6 个学分、0.4 个学分；院级获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分别积 0.4 个学分、0.3 个学分、0.2 个学

分； 

未获奖的参加人员校级、院级分别积 0.2 个学分、0.1

个学分。 

工 作

履历 

学生干部 

任团支书每年积 1 个学分，班长、党支部副书记 0.8

个学分，其他班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二课堂委

员等）积 0.5 个学分； 

校级学生组织第一负责人积 3 个学分，主席团其他

成员每年积 2.5 个学分，其他学生干部积 1 个学分，

干事每年积 0.5 个学分； 

院级学生组织第一负责人每人积 2 个学分，主席团

每人积 1.5 个学分，其他学生干部每人积 0.5 个学

分，干事积 0.2 个学分。团委职能部门第一负责人每

学期积 1 个学分，其他主要负责人积 0.8 个学分，干

事每学期积 0.4 个学分。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 

总分为课外教育活动“工作

履历”学分。 

干事需成为各职能部门成

员满一年，学生干部任职均

须满一年并考核合格方可

加分。 

参与和评优学分可累加。 

此项为选修。 

社团活动 

参加社团活动并且会员时间满一年，每学年积 0.2 个

学分，社团第一负责人积 1 个学分，其他负责人积

0.5 个学分，多个社团不累加； 

获得年度优秀社团的社长、团支书可积 2 个学分，

优秀社员（本社成员 10％）积 1 个学分，除优秀社

团外，年度考核在 70-80 分的社团的社长、团支书积

1.5 个学分，优秀社员（本社成员 10％）积 0.5 个学

分； 

获得十大精品活动的社团社长、副社长积 1 个学分，

优秀社员（本社成员 10％）积 0.5 个学分； 

其他社团评比活动获得国家、省级比赛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的社团带队负责人积 4 个学分、3 个学

分、2 个学分。其他参与的社员积 1.5 个学分、1 个

学分、0.5 个学分。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汽院

之星表彰等各类优秀表彰。 

市级及汽院之星奖项每人积 2 个学分，汽院之星提

名奖每人积 1.5 个学分； 

其余奖项：个人获得国家、省、校级、学院表彰，个

人分别积 4 个学分、3 个学分、1 个学分、0.5 个学

分。 

技 能

特长 

1.取得全国大学四级或六级考

试证书； 

2.取得全国计算机一、二、三或

四级考试证书； 

3.通过司法考试； 

参加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相应证书每人每项可

积 0.5 个学分。 

学分认定以“到梦空间”系

统学分认定为准。 

总分为课外教育活动“技能

特长”学分。 

证书需获得学院、学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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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其他全国职业资格证书； 

5.取得全国其他等级证书的。 

可。 

此项为选修。 

专业型学生团体（如青年传媒

中心、艺术团等校团委认证的

专业性团体组织） 

参与校级专业型团体参加满一年且考核合格的负责

人每学年积 2 个学分，学员每人每学年积 1 个学分。 

参加校级、院级组织的报告、讲

座等。 
参加活动一次积 0.2 学分。 

其他 
凡《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课外教育活动学分兑换标准》中未涉及到的，但需要予以确认学分的项目，

需上报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认证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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