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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应用物理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掌握物理学基本理论、思想和方法，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计算机等与物理密切

相关的基本技术，能在物理学或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中从事科研、教学、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的复

合型、创新型专业人才。

毕业要求：

毕业以后的学生：

Ｂ１、具有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人文基础。
Ｂ２、掌握较坚实的数学、物理学理论基础、较广泛的应用物理知识、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掌

握电子信息、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实验技能；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传感技

术、光电技术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了解和掌握物理科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及计算

机应用等领域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及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Ｂ３、能用已学到的知识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物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能发现、辨析和质疑新
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等相关的物理问题，能发现并预测物理学与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及其创新点，清楚、正确地表达个人见解。

Ｂ４、能够应用物理学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等相关的物
理问题进行判断、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并形成解决方案。

Ｂ５、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同行进行有效沟通。
Ｂ６、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作为成员和领导者在

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Ｂ７、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内外物理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或计算
机应用等所从事的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Ｂ８、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实验
设计与实验动手能力及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Ｂ９、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
续发展。

主干学科：

物理学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分析力学、量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

理、电动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新能源材料、能源技术与应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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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计算机应用、金工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实践教学占比：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４３％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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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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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２００１１ 大学英语高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４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６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７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８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１２ 大学英语高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１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６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７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２ ４８６ １８０

注：＂大学英语中级Ⅰ＂和＂大学英语高级Ⅰ＂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大学英语中级Ⅱ＂和＂大学英语高级Ⅱ＂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３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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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３３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３５ ５４ １８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０８ 高等数学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５ ０７０１０２０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７０２０００１ 力学 ３ ５４ ０ ２ 高等数学

７ ０７０２０００４ 热学 ３ ５４ ０ ２
８ ０７０２０００３ 电磁学 ３ ５４ ０ ３
９ ０７０２０００６ 普通物理学实验Ⅰ １５ ０ ５４ ３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００９ 电工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高等数学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２０９ 数学物理方法 ４ ７２ ０ ３
高等数学、力学

热学、电磁学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０１１ 光学 ３ ５４ ０ ４ 电磁学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０２８ 普通物理学实验Ⅱ １５ ０ ５４ ４
１４ ０７０２００５２ 模拟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电工技术

１５ ０７０２０２０６ 近代物理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６ ０７１２０００３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模拟电子技术

１７ ０８０６１０３４ 电工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电工技术

１８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５
１９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数字电子技术

２０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模拟电子技术

２１ ０７０２０１５３ 电子工艺实习 １ ０ ３６ ６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５３５ ８１０ ３０６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３学分
基础教育选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８７ 工程制图及ＣＡＤ ３ ５４ ０
基础教育选修课小计 ３ ５４ ０

基础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３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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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１９８ 分析力学 ３ ５４ ０ ３
２ ０７０２００６９ 电动力学 ３ ５４ ０ ４
３ ０７０２００７０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４ ０７０２０１００ 近代物理实验 ２ ０ ７２ ５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０１ 传感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９９ 量子力学 ４ ７２ ０ ５
７ ０７０２００５１ 固体物理 ３ ５４ ０ ６
８ ０７０２０１４２ 传感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９ ５００２９００４ 毕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０ ５００１９００７ 毕业论文 ５ ０ １８０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８ ３４２ ３２４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２７５学分
物理科学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６２ 物理学前沿基础讲座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８９ 粒子与宇宙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９６ 物理实用编程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７０２００６８ 科技英语阅读与文献检索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７０２００７２ 非线性物理基础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７０２００７３ 生物物理基础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７０２００７６ 现代物理综合实验 １ ０ ３６
８ ０７０２０１４９ 半导体器件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８５ 物理学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１８８ 量子信息物理基础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２０７ 高等量子力学 ３ ５４ ０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２０８ 广义相对论与引力物理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２１０ 量子统计物理学 ３ ５４ ０
１４ ０７０２０２１１ 物理学中的群论 ２ ３６ ０
１５ ０７０２１０１１ 量子场论Ⅰ ２ ３６ ０
１６ ０７１３００８４ 半导体物理学 ３ ５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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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０８０６１０３７ 计算物理学基础 ３ ３６ ３６
物理科学知识群小计 ３８ ６４８ ７２

物理科学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信息与计算机应用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４３ 光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光学，电子技术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１０ 激光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２０ ＰＬＣ原理与应用 １５ １８ １８
４ ０７０２０１３７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光电子技术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５４ 并行计算 １５ １８ １８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５５ 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７０２０２０５ 数字信号处理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网络

９ ０７１２００１９ 光纤通信系统 ３ ５４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００１０ 数据库开发技术 ３ ５４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０２６１ Ｃ＋＋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３ ３６ ３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０２３ 信号与系统 ３ ５４ ０
１４ ０８０６１１２６ 微机系统与接口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５ ０８０６１１２９ 单片机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６ ０８０６２０６８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信息与计算机应用知识群小计 ３４ ４８６ ２５２

信息与计算机应用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新能源材料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３３ 物性与结构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０９６ 真空与薄膜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５６ 材料物理学 ４ ７２ ０
４ ０７０２０１５７ 材料物理实验Ⅰ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５９ 材料结构与表征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６１ 材料化学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７０２０１６２ 储能材料与电池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７０２０１６４ 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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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７０２０１６８ 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 ３ ５４ ０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１６９ 纳米材料测试与表征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１７４ 平板显示技术 ２ ３６ ０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１７５ 固体发光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１８０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３ ５４ ０
１４ ０７０２１００３ 能源技术 ２ ３６ ０
１５ ０７０２１００６ 太阳能电池基础 ２ ３６ ０
１６ ０７０２１０１０ 太阳能综合应用 ２ ３６ ０
新能源材料知识群小计 ３８ ６６６ ３６

新能源材料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２００ 大学生科技创新技术基础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２０１ 大学生科技创新案例设计与制作 ２ ０ ７２
３ ０７０２０２０２ 聆听物理 １ １８ ０
４ ０７０２０２０３ 走进物理世界Ⅰ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２０２０４ 走进物理世界Ⅱ １ ０ ３６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７ ５４ １４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１ １１５ ０ ２２５

２ ８ １２ ０ ２０

３ ４ １１５ ３ １８５

４ ４ １２５ ３ １９５

５ ３ ５ １２ ２０

６ ０ １ ４ ５

７ ０ ０ １ １

８ ２ ０ ５ ７

合计 ３２ ５３５ ２８ １１３５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１３５，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３，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２７５，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３，剩余３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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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光电子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掌握光电子学、工程光学、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和光电信息系统的研究方法，能够在光电子材料

与器件、光通信、光电检测、光电信息处理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复

合型专业人才。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Ａ１个人素质：具有健全人格和正确价值观，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和合作能力。具有专业和积极
的职业态度，具有敢于坚持原则和承担风险与责任的勇气，能够正视责任与困难；

Ａ２专业知识：掌握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工程科学知识和光电科学知识，掌握光电信息产
生、传输、探测、处理和应用的理论和实现方法；

Ａ３专业能力：具备分析、设计、测试、应用复杂光电信息系统的专业能力，能够从事复杂光
电系统的开发、设计；

Ａ４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思维和意识，具备创新型光学工程领域高级技术人才素质。具有不断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渴望，掌握前沿技术；

Ａ５工程与社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熟悉与工程相关的技术指标、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能够识别和分析光电子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对社会经济发

展、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发展、生产安全的潜在影响；要求五年以上的毕业生：能够综合运用

多学科知识和现代光电信息技术手段，解决职业岗位中遇到的技术和管理问题。能够综合考虑社会、

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对光电信息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遵守职

业规范，具备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能紧跟光电行业的发展趋势，有意愿和能力通

过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展。

毕业要求：

依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技术快速发展需求及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相关要求，

本专业毕业要求为：

Ｂ１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光电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Ｂ２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光电

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能够设计针对光电信息系统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 （部件）或工艺

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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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
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Ｂ５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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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Ｂ６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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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Ｂ７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光电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Ｂ８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履行责任。

Ｂ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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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能够就光电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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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撰

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

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Ｂ１１理解并掌握光电信息领域工程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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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

光学工程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应用光学、物理光学、光电子技术、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电检测技术、

光电材料基础、计算机基础与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子电路基础、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等。

实践教学占比：

大学物理实验、光学设计实验、光电信息技术实验、信息光子学实验、光电子电路设计实验、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验、电子技术实验、电子系统设计实验、金工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本

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３２５％。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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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２００１１ 大学英语高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４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６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７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８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１２ 大学英语高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１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６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７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２ ４８６ １８０

注：＂大学英语中级Ⅰ＂和＂大学英语高级Ⅰ＂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大学英语中级Ⅱ＂和＂大学英语高级Ⅱ＂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５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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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０４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９９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１
４ ０８０６０２００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１
５ ０８０６５０１７ 工程图学基础 ２ ３６ ０ １
６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７ ０７０１００１６ 线性代数 ２ ３６ ０ ２
８ ０７１２０００１ 电路分析 ３ ５４ ０ ２
９ ０８０６１００１ 大学物理Ⅰ ３ ５４ ０ ２
１０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０５２ 模拟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０８５ 复变函数与场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１０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５ ０ ５４ ３
１４ ０８０６１０１８ 大学物理Ⅱ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５ ０７１２０００３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６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５０２０ 物理光学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８ ０８０６５０２１ 应用光学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９ ０７０２０１１５ 光学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２０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４６５ ７３８ １９８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３学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１３ 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７１２００１９ 光纤通信系统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１０ 数据库开发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０７２ 计算机网络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０５０ 高频电子线路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０５６ 数字信号处理 ３ ５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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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８０６１１２５ 微机系统与接口 ３ ５４ ０
８ ０８０６５０２２ 智能控制技术 ３ ５４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小计 ２３ ４１４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１学分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网络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２６ 微机系统与接口实验 １ ０ ３６ 微机系统与接口

３ ０８０６２０６８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数字信号处理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小计 ３ ０ １０８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要求修满２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１０２３ 信号与系统 ３ ５４ ０ ３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１３ 电磁场与电磁波 ３ ５４ ０ ４

３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５

４ ０７０２００４３ 光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１０ 激光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６ ０７１２００１８ 图像处理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７ ０７１２００２６ 通信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８ ０７０２００９４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 １５ ０ ５４ ６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１９ 光电检测技术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１１２７ 光电子电路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５０１８ 光电材料基础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１２６ 信息光子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３ ５００２９００４ 毕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４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５５ ３９６ 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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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６８ 科技英语阅读与文献检索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１６ 可编程逻辑电路设计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２７ 固体发光材料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７１２００２７ 移动通信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３２ 单片机系统开发技术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７７ 信息光学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３０６０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０６５０１３ 光电信息技术前沿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５０１５ 人工智能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５０２３ 智能传感器理论和应用 ２ ３６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５０３４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８０６５０３５ 系统建模与仿真分析 ２ ３６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小计 ２６ ４６８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２学分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７ 通信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通信原理与技术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２９ 单片机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单片机系统开发技术

３ ０８０６５０３１ 高级电子信息系统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８０６５０３２ 光电材料与器件仿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５０３３ 现代光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０８０６５０３６ 光电信息专业创新实验 ２ ０ ７２
７ ０８０６５０３７ 光电感知和控制系统综合实验 １ ０ ３６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小计 ８ ０ ２８８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知识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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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１ １１ ０ ２２

２ ８ １３ ０ ２１

３ ４ １２５ ３ １９５

４ ４ ８ ３ １５

５ ３ ２ １３ １８

６ ０ ０ ６５ ６５

７ ０ ０ ２ ２

８ ２ ０ ８ １０

合计 ３２ ４６５ ３５５ １１４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１４，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３，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１６，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６，剩余１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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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技术知识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毕业生能够在食

品行业及其相关领域的生产、加工、流通，以及与食品科学与工程有关的教育、研究、进出口、安

全监督、市场监督等部门，从事食品或相关产品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生产管理、品

质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工作。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Ａ１培养学生具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扎实的工程基础知识。
Ａ２培养学生掌握食品原料的资源特征、储藏加工、生产管理、品质管理、安全监督等方面的

实践技能，熟悉食品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初步具有研究、开发和设计食品新产品、新工艺、新

技术的能力。

Ａ３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能够综合运用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与质量控制的基
本理论和技能解决食品行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Ａ４培养学生具备全球化的意识及人类健康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理念，能自觉将自然生态的
一般原则应用于食品资源开发、食品加工与流通等环节。

Ａ５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
Ａ６培养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具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习惯和终生学习的观

念。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等
方面的知识、为将所学知识应用到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做好准备。

Ｂ２（问题分析）培养学生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通过原料选择、过程设计、设备选型、食品加工体系管理以及技术
经济分析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认识食品加工制造、研发和质量保证系统，并关注学生创新意识的培

养。

Ｂ４（研究）能够综合运用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及技术手段来分析解决实践和工业需求中遇到
的复杂工程问题。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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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

Ｂ６（工程与社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熟悉与工程相关的技术指标、知识产
权和产业政策。能够识别和分析食品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对社会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文化和安全的潜在影响。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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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能自觉将自然生态的一般原则应用于食品资源开发、食品加工与流通等

环节。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勇于
坚持原则和承担风险与责任的勇气，能够正视责任和困难。

Ｂ９（个人和团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
并作为成员和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Ｂ１０（沟通）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同行进行有效沟通；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内外食品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食品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具备食品工程项目中涉及的
管理和经济学相关知识，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终身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
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主干学科：

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食品工程

专业主干课程：

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机械与设备、食品营

养、食品加工工艺等。

实践教学占比：

包括工艺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等，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

总学时的３０４％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６１９～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２００１１ 大学英语高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４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６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７ ０１０５００２２ 大学计算机基础 （理工类） ３ ３６ ３６ １
８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１０ ０１０２００１２ 大学英语高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３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５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６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７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８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５ ５２２ ２１６

注：＂大学英语中级Ⅰ＂和＂大学英语高级Ⅰ＂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大学英语中级Ⅱ＂和＂大学英语高级Ⅱ＂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０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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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２ 高等数学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２ ０７０３０００１ 无机化学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７０３０００２ 无机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
４ ０８１４０１２９ 食品科学概论 １ １８ ２ １
５ ０７０１０００８ 高等数学Ⅱ ４ ７２ ０ ２ 高等数学Ⅰ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２１ 大学物理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７０３０００９ 有机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９ ０７０３００２９ 有机化学 ３ ５４ ０ ２ 无机化学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０８７ 工程制图及ＣＡＤ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１ ０７０３０００４ 分析化学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２ ０７０３０００６ 分析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７０４０００８ 物理化学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４ ０７１３００７６ 生物化学 ２ ３６ ０ ３ 有机化学

１５ ０８１７０００３ 工程力学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６ ０７０４０００７ 生物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７ ０８１４０００２ 食品微生物学 ３ ５４ ０ ４ 生物化学

１８ ０８１４００２０ 食品化学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９ ０８１４００２３ 机械基础 ３ ５４ ０ ４
２０ ０８１４００６０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２１ ０８１４００７５ 食品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２２ ０８１４００７６ 食品工程原理 ４ ７２ ０ ４
２３ ０８１４００７７ 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２４ ０８０７０１０６ 金工实习 ２ ０ ７２ ５
２５ ０８１４００１６ 机械基础课程设计 １ １８ ０ ５
２６ ０８１４００２５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设计 ２ ３６ ０ ５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５７ ８４６ ３６２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５学分
基础教育选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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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７０１０２０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２ ３６ ０ 线性代数

３ ０７０３００３３ 物理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３０１０３ 有机合成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７０３０１４２ 仪器分析 ３ ５４ ０ 分析化学

６ ０７０３０１４３ 仪器分析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８０６１０２９ 电工学 ２５ ４５ ０
８ ０８１４００７９ 食品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１４０１０６ 科技文献检索与写作 １ １８ ０
１０ ０８１４０１３０ 实验设计与分析 ２ ３６ ０
基础教育选修课小计 １９５ ３１５ ７２

基础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５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４００１２ 食品营养学 ２ ３６ ０ ５ 生物化学

２ ０８１４０１０４ 食品工艺学导论 ２ ３６ ０ ５
３ ０７０３００６９ 生产实习 ２ ０ ７２ ６
４ ０８１４００６３ 食品分析 ２ ３６ ０ ６
５ ０８１４００６４ 食品分析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６ ０８１４０１０５ 食品机械与设备 ２ ３６ ０ ６ 机械基础

７ ０８１４００３３ 食品工厂设计概论 ２ ３６ ０ ７
８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１ １８０ ３９６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２９学分
食品质量与安全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４０１３９ 细胞生物学 ２ ２７ １８
２ ０８１４００６１ 食品毒理学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１４００８３ 食品质量管理学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１４００９７ 食品物性学 ２５ ３６ １８
５ ０８１４００９８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 １ １８ ０
６ ０８１４０１０３ 食品安全学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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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８１４０１１５ 食品感官评价 ２５ ３６ １８
８ ０８１４０１２０ 食品标准与法规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１４０１２８ 功能食品研究开发 ２ ３６ ４
１０ ０８１４０１３１ 食品生物技术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１４０１３２ 食品生物技术导论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２ ０８１４０１５１ 食品消化代谢与营养健康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８１４０１５２ 现代食品分离与分析技术 ３ ３６ ３６
１４ ０８１４０１５３ 食品分子生物学 １５ ２７ ０
食品质量与安全知识群小计 ２７５ ４３２ １３０

食品质量与安全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１学分

食品工艺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４００３４ 食品包装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１４００８０ 食品添加剂制备与应用 ３ ３６ ３６
３ ０８１４００８５ 发酵食品工艺学 ２ ２７ １８
４ ０８１４０１１０ 畜产品加工学 ３ ３６ ３６
５ ０８１４０１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利用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１４０１２３ 食品原料学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１４０１４５ 计算机在食品工程中的应用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１４０１４６ 食品酶学与酶工程 ２ ２７ １８
９ ０８１４０１４７ 果蔬产品加工与贮藏学 ２５ ３６ １８
１０ ０８１４０１４８ 粮油食品加工学 ３ ３６ ３６
食品工艺知识群小计 ２３５ ３４２ １６２

食品工艺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６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１４０１３９ 开放创新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８１４０１４９ 新型食品设计与开发 １ １５ ６
４ ０８１４０１５０ 食品创新趋势 １ １８ 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５ ６９ ４２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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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４ ９ ０ ２３

２ ８ １３ ０ ２１

３ ４ １３ ０ １７

４ ４ １７ ０ ２１

５ ３ ５ ４ １２

６ ０ ０ ７ ７

７ ０ ０ ２ ２

８ ２ ０ ８ １０

合计 ３５ ５７ ２１ １１３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１３，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５，专业教育选修学
分２９，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０，剩余３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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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光子技术研究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内招生）

培养目标：

Ａ１良好的数理基础；
Ａ２系统、扎实的光电信息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Ａ３在光电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及应用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Ａ４在光电领域有创新科研能力。
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光电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创新思维的训练，具有本学科及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能力。毕业

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Ｂ１扎实的数理基础，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
Ｂ２掌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Ｂ３具有设计、开发、集成光电信息系统等方面的能力；
Ｂ４具有解决本学科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问题的能力；
Ｂ５了解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
Ｂ６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方法和撰写科学论文的能力；
Ｂ７较好的人文社科知识和人文素质，以及较强的协调、组织能力；
Ｂ８较强的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
主干学科：

光学工程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工程光学、光电子技术、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纤光学、Ｃ语
言程序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电子电路基础、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基

础、信号与系统、统计信号处理、数字通信原理、电磁场与电磁波、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等。

实践教学占比：

大学物理实验、电子技术基础实验、光学设计实验、专业创新项目实验、金工实习、毕业实

习、毕业论文等。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２５７５％。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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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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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７ 大学英语中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２００１１ 大学英语高级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４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６ ０１０４１０１８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７ ０１０１００３７ 思想道德与法治 ３ ５４ ０ ２
８ ０１０２０００８ 大学英语中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１２ 大学英语高级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１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上）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２ ０１０１００３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实践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３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下）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５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６ ０１０１００２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１７ ０１０１００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３６ ０ ８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２ ４８６ １８０

注：＂大学英语中级Ⅰ＂和＂大学英语高级Ⅰ＂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大学英语中级Ⅱ＂和＂大学英语高级Ⅱ＂任选其中一门修读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４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１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综合类的四史教育课程群要求修满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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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８０６０１０１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４ ５４ ３６ １
３ ０８０６１０１７ 大学物理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５ ０８０６１０１８ 大学物理Ⅱ ３ ５４ ０ ２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５０ 电路分析基础 ３ ５４ ０ ２
７ ０８０６５０１１ 光电信息专业导论 １ １８ ０ ２
８ ０７０１００１６ 线性代数 ２ ３６ ０ ３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０９ 工程光学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８０６１０１５ 电子电路基础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２ ０８０６２００４ 信号与系统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３ ０７０１０１２２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４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５ ０７０２０１１５ 光学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６ ０８０６１１１３ 电磁场与电磁波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１１１６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基础 ４ ７２ ０ ４
１８ ０８０６１１７０ 电子技术基础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５４ ９００ １４４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１学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６３ 数学物理方法 ３ ５４ ０ 高等数学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２８ 工程制图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７１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３５ ５４ １８
４ ０８０６０１９１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８０６０２３２ 计算方法与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６ ０８０６１０５９ 微波技术基础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３５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２０７１ 无线通信原理 ２ ３６ ０

４２９～　 　



９ ０８０６５００４ 光电检测与传感 ３ ５４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５００９ 科学制图及模拟仿真软件 ２ ３６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小计 ２３５ ４１４ １８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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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５００３ 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 ４ ７２ ０ ４ 大学物理

２ ０７０２００４３ 光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１０ 激光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４ ０７１２００２１ 光纤光学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８０６２００６ 现代通信原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６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６

７ ５００２９００４ 毕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７

８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６ ２８８ ３６０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２０学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２５００１ 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９３ 信息光子学前沿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１３００８３ 固体物理学 ３ ５４ ０

４ ０７１３００８４ 半导体物理学 ３ ５４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６４ 无源光器件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７１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２０１８ 光纤通信系统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２０２５ 移动通信系统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０６５００５ 微波光子学概论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５００６ 光电功能材料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５００７ 纳米光学原理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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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０８０６５００８ 生物光子学技术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８０６５０３８ 傅里叶光学 ２ ３６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小计 ２８ ５０４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３学分

专业创新项目实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５０１２ 光电信息专业创新项目实验 ７ ０ ２５２
专业创新项目实验小计 ７ ０ ２５２

专业创新项目实验要求修满７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１ １３ ０ ２４

２ ８ １２ ０ ２０

３ ４ １５ ０ １９

４ ４ １４ ４ ２２

５ ３ ０ １２ １５

６ ０ ０ １ １

７ ０ ０ １ １

８ ２ ０ ８ １０

合计 ３２ ５４ ２６ １１２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１２，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１，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２０，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４，剩余３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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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应用物理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外招生）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掌握物理学基本理论、思想和方法，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计算机等与物理密切

相关的基本技术，能在物理学或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中从事科研、教学、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的复

合型、创新型专业人才。

毕业要求：

毕业以后的学生：

Ｂ１、具有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人文基础。
Ｂ２、掌握较坚实的数学、物理学理论基础、较广泛的应用物理知识、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掌

握电子信息、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实验技能；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传感技

术、光电技术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了解和掌握物理科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及计算

机应用等领域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及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Ｂ３、能用已学到的知识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物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能发现、辨析和质疑新
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等相关的物理问题，能发现并预测物理学与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及其创新点，清楚、正确地表达个人见解。

Ｂ４、能够应用物理学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等相关的物
理问题进行判断、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并形成解决方案。

Ｂ５、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同行进行有效沟通。
Ｂ６、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作为成员和领导者在

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Ｂ７、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内外物理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或计算
机应用等所从事的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Ｂ８、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实验
设计与实验动手能力及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Ｂ９、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
续发展。

主干学科：

物理学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分析力学、量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

理、电动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新能源材料、能源技术与应用、信

息技术、计算机应用、金工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实践教学占比：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４３％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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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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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大学英语一级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１００３３ 大学与人生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大学英语二级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１０２０００３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７２ ０ ３
９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０ ０１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４ ３６０ １４４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３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艺术素养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２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５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３３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３５ ５４ １８ １
４ ０７０１０００８ 高等数学Ⅱ ４ ７２ ０ ２
５ ０７０１０２０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７０２０００１ 力学 ３ ５４ ０ ２ 高等数学

７ ０７０２０００４ 热学 ３ ５４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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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０７０２０００３ 电磁学 ３ ５４ ０ ３
９ ０７０２０００６ 普通物理学实验Ⅰ １５ ０ ５４ ３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００９ 电工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高等数学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２０９ 数学物理方法 ４ ７２ ０ ３
高等数学，力学，

热学，电磁学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０１１ 光学 ３ ５４ ０ ４ 电磁学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０２８ 普通物理学实验Ⅱ １５ ０ ５４ ４
１４ ０７０２００５２ 模拟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电工技术

１５ ０７０２０２０６ 近代物理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６ ０７１２０００３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模拟电子技术

１７ ０８０６１０３４ 电工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电工技术

１８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５
１９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数字电子技术

２０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模拟电子技术

２１ ０７０２０１５３ 电子工艺实习 １ ０ ３６ ６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５３５ ８１０ ３０６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３学分
基础教育选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８７ 工程制图及ＣＡＤ ３ ５４ ０
基础教育选修课小计 ３ ５４ ０

基础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３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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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１９８ 分析力学 ３ ５４ ０ ３
２ ０７０２００６９ 电动力学 ３ ５４ ０ ４
３ ０７０２００７０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３ ５４ ０ ５
４ ０７０２０１００ 近代物理实验 ２ ０ ７２ ５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０１ 传感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９９ 量子力学 ４ ７２ ０ ５
７ ０７０２００５１ 固体物理 ３ ５４ 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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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０７０２０１４２ 传感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９ ５００２９００４ 毕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０ ５００１９００７ 毕业论文 ５ ０ １８０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８ ３４２ ３２４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３３５学分
物理科学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６２ 物理学前沿基础讲座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０６８ 科技英语阅读与文献检索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０７２ 非线性物理基础 ３ ５４ ０
４ ０７０２００７３ 生物物理基础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７０２００７６ 现代物理综合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４９ 半导体器件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７０２０１８５ 物理学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７０２０１８８ 量子信息物理基础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８９ 粒子与宇宙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１９６ 物理实用编程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２０７ 高等量子力学 ３ ５４ ０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２０８ 广义相对论与引力物理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２１０ 量子统计物理学 ３ ５４ ０
１４ ０７０２０２１１ 物理学中的群论 ２ ３６ ０
１５ ０７０２１０１１ 量子场论Ⅰ ２ ３６ ０
１６ ０７１３００８４ 半导体物理学 ３ ５４ ０
１７ ０８０６１０３７ 计算物理学基础 ３ ３６ ３６
物理科学知识群小计 ３８ ６４８ ７２

物理科学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信息与计算机应用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４３ 光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光学，电子技术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１０ 激光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２０ ＰＬＣ原理与应用 １５ １８ １８
４ ０７０２０１３７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光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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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０７０２０１５４ 并行计算 １５ １８ １８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５５ 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７０２０２０５ 数字信号处理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网络

９ ０７１２００１９ 光纤通信系统 ３ ５４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００１０ 数据库开发技术 ３ ５４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００１５ 计算机网络 ３ ５４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０２６１ Ｃ＋＋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３ ３６ ３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１３ ０８０６１０２３ 信号与系统 ３ ５４ ０
１４ ０８０６１１２６ 微机系统与接口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５ ０８０６１１２９ 单片机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６ ０８０６２０６８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信息与计算机应用知识群小计 ３４ ４８６ ２５２

信息与计算机应用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新能源材料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３３ 物性与结构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０９６ 真空与薄膜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５６ 材料物理学 ４ ７２ ０
４ ０７０２０１５７ 材料物理实验Ⅰ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５９ 材料结构与表征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６１ 材料化学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７０２０１６２ 储能材料与电池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７０２０１６４ 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６８ 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 ３ ５４ ０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１６９ 纳米材料测试与表征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１７４ 平板显示技术 ２ ３６ ０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１７５ 固体发光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１８０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３ ５４ ０
１４ ０７０２１００３ 能源技术 ２ ３６ ０
１５ ０７０２１００６ 太阳能电池基础 ２ ３６ ０
１６ ０７０２１０１０ 太阳能综合应用 ２ ３６ ０
新能源材料知识群小计 ３８ ６６６ ３６

新能源材料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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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２００ 大学生科技创新技术基础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２０１ 大学生科技创新案例设计与制作 ２ ０ ７２
３ ０７０２０２０２ 聆听物理 １ １８ ０
４ ０７０２０２０４ 走进物理世界Ⅱ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７０２０２０３ 走进物理世界Ⅰ １ ０ ３６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７ ５４ １４４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９ １１５ ０ ２０５

２ ７ １２ ０ １９

３ ５ １１５ ３ １９５

４ ３ １２５ ３ １８５

５ ０ ５ １２ １７

６ ０ １ ４ ５

７ ０ ０ １ １

８ ０ ０ ５ ５

合计 ２４ ５３５ ２８ １０５５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０５５，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３，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３３５，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３，剩余５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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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外招生）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光电子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掌握光电子学、工程光学、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和光电信息系统的研究方法，能够在光电子材料

与器件、光通信、光电检测、光电信息处理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复

合型专业人才。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Ａ１个人素质：具有健全人格和正确价值观，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和合作能力。具有专业和积极
的职业态度，具有敢于坚持原则和承担风险与责任的勇气，能够正视责任与困难；

Ａ２专业知识：掌握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工程科学知识和光电科学知识，掌握光电信息产
生、传输、探测、处理和应用的理论和实现方法；

Ａ３专业能力：具备分析、设计、测试、应用复杂光电信息系统的专业能力，能够从事复杂光
电系统的开发、设计；

Ａ４创新能力：具有创新思维和意识，具备创新型光学工程领域高级技术人才素质。具有不断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渴望，掌握前沿技术；

Ａ５工程与社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熟悉与工程相关的技术指标、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能够识别和分析光电子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对社会经济发

展、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发展、生产安全的潜在影响；

要求五年以上的毕业生：

１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现代光电信息技术手段，解决职业岗位中遇到的技术和管理问
题。

２能够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对光电信息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提
出可行性解决方案。

３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４能紧跟光电行业的发展趋势，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展。
毕业要求：

依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技术快速发展需求及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相关要求，

本专业毕业要求为：

Ｂ１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光电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Ｂ２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光电

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能够设计针对光电信息系统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 （部件）或工艺

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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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
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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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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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Ｂ６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Ｂ７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光电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Ｂ８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履行责任。

Ｂ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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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能够就光电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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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撰

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

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Ｂ１１理解并掌握光电信息领域工程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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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学科：

光学工程

专业主干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应用光学、物理光学、光电子技术、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电检测技术、

光电材料基础、计算机基础与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子电路基础、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等

实践教学占比：

大学物理实验、光学设计实验、光电信息技术实验、信息光子学实验、光电子电路设计实验、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验、电子技术实验、电子系统设计实验、金工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本

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３２５％。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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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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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大学英语一级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１００３３ 大学与人生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６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大学英语二级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１０２０００３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７２ ０ ３
９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０ ０１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１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４ ３６０ １４４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４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经管法类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６学分。

)" *+%&'(

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５ 高等数学Ⅰ ５ ９０ ０ １
２ ０８０６０００４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８０６０１９９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１
４ ０８０６０２００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 ０５ ０ １８ １
５ ０８０６５０１７ 工程图学基础 ２ ３６ ０ １
６ ０７０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Ⅱ ５ ９０ ０ ２
７ ０７０１００１６ 线性代数 ２ ３６ ０ ２
８ ０７１２０００１ 电路分析 ３ ５４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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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８０６１００１ 大学物理Ⅰ ３ ５４ ０ ２
１０ ０７０１０１５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１ ０７０２００５２ 模拟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０８５ 复变函数与场论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３ ０７０２０１０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５ ０ ５４ ３
１４ ０８０６１０１８ 大学物理Ⅱ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５ ０７１２０００３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６ ０８０６１０３８ 数字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７ ０８０６５０２０ 物理光学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８ ０８０６５０２１ 应用光学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９ ０７０２０１１５ 光学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２０ ０７１２０００４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４６５ ７３８ １９８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７学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１３ 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７１２００１９ 光纤通信系统 ３ ５４ ０
３ ０８０６００１０ 数据库开发技术 ３ ５４ ０
４ ０８０６００７２ 计算机网络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０５０ 高频电子线路 ３ ５４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０５６ 数字信号处理 ３ ５４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２５ 微机系统与接口 ３ ５４ ０
８ ０８０６５０２２ 智能控制技术 ３ ５４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小计 ２３ ４１４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５学分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１ ０ ３６ 计算机网络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２６ 微机系统与接口实验 １ ０ ３６ 微机系统与接口

３ ０８０６２０６８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数字信号处理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小计 ３ ０ １０８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要求修满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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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０６１０２３ 信号与系统 ３ ５４ ０ ３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１３ 电磁场与电磁波 ３ ５４ ０ ４
３ ０７０２００３４ 金工实习 １ ０ ３６ ５
４ ０７０２００４３ 光电子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５ ０７０２０１１０ 激光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６ ０７１２００１８ 图像处理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７ ０７１２００２６ 通信原理与技术 ３ ５４ ０ ５
８ ０７０２００９４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 １５ ０ ５４ ６
９ ０７０２０１１９ 光电检测技术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０ ０８０６１１２７ 光电子电路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１１ ０８０６５０１８ 光电材料基础 ２ ３６ ０ ６
１２ ０７０２０１２６ 信息光子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３ ５００２９００４ 毕业实习 １ ０ ３６ ７
１４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３５５ ３９６ ４８６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１８学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２００６８ 科技英语阅读与文献检索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７０２０１１６ 可编程逻辑电路设计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７０２０１２７ 固体发光材料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７１２００２７ 移动通信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８０６１１３０ 嵌入式系统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０６１１３２ 单片机系统开发技术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０６１１７７ 信息光学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０６３０６０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０６５０１３ 光电信息技术前沿 ２ ３６ ０
１０ ０８０６５０１５ 人工智能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０６５０２３ 智能传感器理论和应用 ２ ３６ ０
１２ ０８０６５０３４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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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０８０６５０３５ 系统建模与仿真分析 ２ ３６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小计 ２６ ４６８ 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４学分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１２０００７ 通信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通信原理与技术

２ ０８０６１１２９ 单片机系统实验 １ ０ ３６ 单片机系统开发技术

３ ０８０６５０３１ 高级电子信息系统设计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８０６５０３２ 光电材料与器件仿真实验 １ ０ ３６
５ ０８０６５０３３ 现代光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０８０６５０３６ 光电信息专业创新实验 ２ ０ ７２
７ ０８０６５０３７ 光电感知和控制系统综合实验 １ ０ ３６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小计 ８ ０ ２８８

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环节要求修满４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９ １１ ０ ２０

２ ７ １３ ０ ２０

３ ５ １２５ ３ ２０５

４ ３ ８ ３ １４

５ ０ ２ １３ １５

６ ０ ０ ６５ ６５

７ ０ ０ ２ ２

８ ０ ０ ８ ８

合计 ２４ ４６５ ３５５ １０６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０６，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１７，专业教育选修
学分１８，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４，剩余５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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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外招生）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备食品科学与工程和食品加工与质量控制的基本理论和

技能，熟知国际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和标准体系，从事食品生产、控制、监督、执法、管理的国际化

技术人才。

Ａ１培养学生具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扎实的工程基础知识。
Ａ２培养学生掌握食品原料的资源特征、储藏加工、生产管理、品质管理、安全监督等方面的

实践技能，熟悉食品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初步具有研究、开发和设计食品新产品、新工艺、新

技术的能力。

Ａ３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能够综合运用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与质量控制的基
本理论和技能解决食品行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Ａ４培养学生具备全球化的意识及人类健康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理念，能自觉将自然生态的
一般原则应用于食品资源开发、食品加工与流通等环节。

Ａ５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
Ａ６培养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具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习惯和终生学习的观

念。

毕业要求：

Ｂ１（工程知识）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等
方面的知识、为将所学知识应用到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做好准备。

Ｂ２（问题分析）培养学生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获得有效结论。

Ｂ３（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通过原料选择、过程设计、设备选型、食品加工体系管理以及技术
经济分析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认识食品加工制造、研发和质量保证系统，并关注学生创新意识的培

养。

Ｂ４（研究）能够综合运用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及技术手段来分析解决实践和工业需求中遇到
的复杂工程问题。

Ｂ５（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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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

Ｂ６（工程与社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熟悉与工程相关的技术指标、知识产
权和产业政策。能够识别和分析食品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对社会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文化和安全的潜在影响。

Ｂ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食品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能自觉将自然生态的一般原则应用于食品资源开发、食品加工与流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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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Ｂ８（职业规范）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勇于
坚持原则和承担风险与责任的勇气，能够正视责任和困难。

Ｂ９（个人和团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
并作为成员和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Ｂ１０（沟通）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同行进行有效沟通；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内外食品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Ｂ１１（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食品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具备食品工程项目中涉及的
管理和经济学相关知识，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Ｂ１２（终身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
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主干学科：

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食品工程

专业主干课程：

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机械与设备、食品营

养、食品加工工艺等。

实践教学占比：

包括工艺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等，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

总学时的３０４％
学制：４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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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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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１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大学英语一级 ４ ７２ ０ １
３ ０１０３０００９ 大学语文 ２ ３６ ０ １
４ 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体育Ⅰ １ ０ ３６ １
５ ０１０５００２５ 资讯科技 ３ ３６ ３６ １
６ ０１０１００３３ 大学与人生导论 ２ ３６ ０ ２
７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大学英语二级 ４ ７２ ０ ２
８ ０１０４０００２ 体育Ⅱ １ ０ ３６ ２
９ ０１０２０００３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７２ ０ ３
１０ ０１０４０００３ 体育Ⅲ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２ ３６ ０ ４
１２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 体育Ⅳ １ ０ ３６ ４
通识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７ ３９６ １８０

２、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１０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课程群要求修满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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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０２ 高等数学Ⅰ ４ ７２ ０ １
２ ０７０３０００１ 无机化学 ３ ５４ ０ １
３ ０７０３０００２ 无机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
４ ０８１４０１２９ 食品科学概论 １ １８ ２ １
５ ０７０１０００８ 高等数学Ⅱ ４ ７２ ０ ２ 高等数学Ⅰ
６ ０７０２０１２１ 大学物理 ４ ７２ ０ ２
７ ０７０２０１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８ ０７０３０００９ 有机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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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７０３００２９ 有机化学 ３ ５４ ０ ２ 无机化学

１０ ０７０２００８７ 工程制图及ＣＡＤ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１ ０７０３０００４ 分析化学 ２ ３６ ０ ３ 无机化学

１２ ０７０３０００６ 分析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１３ ０７０４０００８ 物理化学 ３ ５４ ０ ３
１４ ０７１３００７６ 生物化学 ２ ３６ ０ ３ 有机化学

１５ ０８１７０００３ 工程力学 ２ ３６ ０ ３
１６ ０７０４０００７ 生物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１７ ０８１４０００２ 食品微生物学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８ ０８１４００２０ 食品化学 ３ ５４ ０ ４
１９ ０８１４００２３ 机械基础 ３ ５４ ０ ４
２０ ０８１４００６０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２１ ０８１４００７５ 食品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２２ ０８１４００７６ 食品工程原理 ４ ７２ ０ ４
２３ ０８１４００７７ 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２４ ０８０７０１０６ 金工实习 ２ ０ ７２ ５
２５ ０８１４００１６ 机械基础课程设计 １ １８ ０ ５
２６ ０８１４００２５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设计 ２ ３６ ０ ５
基础教育必修课小计 ５７ ８４６ ３６２

２、选修课
基础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５学分
基础教育选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１００２９ 线性代数 ３ ５４ ０
２ ０７０１０２０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２ ３６ ０ 线性代数

３ ０７０３００３３ 物理化学实验 １ ０ ３６
４ ０７０３０１０３ 有机合成 ２ ３６ ０
５ ０７０３０１４２ 仪器分析 ３ ５４ ０ 分析化学

６ ０７０３０１４３ 仪器分析实验 １ ０ ３６
７ ０８０６１０２９ 电工学 ２５ ４５ ０
８ ０８１４００７９ 食品专业英语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１４０１０６ 科技文献检索与写作 １ １８ ０
１０ ０８１４０１３０ 实验设计与分析 ２ ３６ ０
基础教育选修课小计 １９５ ３１５ ７２

基础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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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必修课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学期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４００１２ 食品营养学 ２ ３６ ０ ５ 生物化学

２ ０８１４０１０４ 食品工艺学导论 ２ ３６ ０ ５
３ ０７０３００６９ 生产实习 ２ ０ ７２ ６
４ ０８１４００６３ 食品分析 ２ ３６ ０ ６
５ ０８１４００６４ 食品分析实验 １ ０ ３６ ６
６ ０８１４０１０５ 食品机械与设备 ２ ３６ ０ ６ 机械基础

７ ０８１４００３３ 食品工厂设计概论 ２ ３６ ０ ７
８ ５００１９００２ 毕业论文 ８ ０ ２８８ ８
专业教育必修课小计 ２１ １８０ ３９６

２、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要求修满３５学分
食品质量与安全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４０１３９ 细胞生物学 ２ ２７ １８
２ ０８１４００６１ 食品毒理学 ２ ３６ ０
３ ０８１４００８３ 食品质量管理学 ２ ３６ ０
４ ０８１４００９７ 食品物性学 ２５ ３６ １８
５ ０８１４００９８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 １ １８ ０
６ ０８１４０１０３ 食品安全学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１４０１１５ 食品感官评价 ２５ ３６ １８
８ ０８１４０１２０ 食品标准与法规 ２ ３６ ０
９ ０８１４０１２８ 功能食品研究开发 ２ ３６ ４
１０ ０８１４０１３１ 食品生物技术导论 ２ ３６ ０
１１ ０８１４０１３２ 食品生物技术导论实验 １ ０ ３６
１２ ０８１４０１５１ 食品消化代谢与营养健康 ２ ３６ ０
１３ ０８１４０１５２ 现代食品分离与分析技术 ３ ３６ ３６
１４ ０８１４０１５３ 食品分子生物学 １５ ２７ ０
食品质量与安全知识群小计 ２７５ ４３２ １３０

食品质量与安全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５学分

食品工艺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８１４００３４ 食品包装 ２ ３６ ０

３４９～　 　



２ ０８１４００８０ 食品添加剂制备与应用 ３ ３６ ３６
３ ０８１４００８５ 发酵食品工艺学 ２ ２７ １８
４ ０８１４０１１０ 畜产品加工学 ３ ３６ ３６
５ ０８１４０１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利用 ２ ３６ ０
６ ０８１４０１２３ 食品原料学 ２ ３６ ０
７ ０８１４０１４５ 计算机在食品工程中的应用 ２ ３６ ０
８ ０８１４０１４６ 食品酶学与酶工程 ２ ２７ １８
９ ０８１４０１４７ 果蔬产品加工与贮藏学 ２５ ３６ １８
１０ ０８１４０１４８ 粮油食品加工学 ３ ３６ ３６
食品工艺知识群小计 ２３５ ３４２ １６２

食品工艺知识群要求修满１５学分

创新创业知识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

１ ０７００９２０４ 创新学分 （Ｂ） ２ ３６ ０
２ ０８１４０１３９ 开放创新实验 １ ０ ３６
３ ０８１４０１４９ 新型食品设计与开发 １ １５ ６
４ ０８１４０１５０ 食品创新趋势 １ １８ ０
创新创业知识群小计 ５ ６９ ４２

创新创业知识群要求修满２学分

必修课学分统计表

学期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合　　计

１ １２ ９ ０ ２１

２ ７ １３ ０ ２０

３ ５ １３ ０ １８

４ ３ １７ ０ ２０

５ ０ ５ ４ ９

６ ０ ０ ７ ７

７ ０ ０ ２ ２

８ ０ ０ ８ ８

合计 ２７ ５７ ２１ １０５

　　本专业要求：总学分修满１６０学分，其中必修学分１０５，基础教育选修学分５，专业教育选修学
分３５，通识教育选修学分１０，剩余５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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