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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许圣良

课程团队 孙磊

授课学期 1 学分/学时 1/16

课内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质量管理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无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支撑工业工程和质量管理相关的专业课程，使学生理解工业工程和质
量管理专业的发展历史、专业结构、研究内容以及未来就业的方向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PPT+视频

培养
学生理解诚实诚信，数据决策的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实践中
自觉遵守。

PPT+案例

介绍工业工程百年来的发展历史，
让学生认娀

据规

，

工养工学案工 程工业百 展历史WPP+案频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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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贡献，以及未来可从事的工
作和发展方向；

培养学生理解诚实诚
信，数据决策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并能在实践中自觉遵守。

工业工程实用工
具和实践案例介
绍

PPT+案例

二、课程简介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1



3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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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业工程对社

会和国家的

价值贡献，

以及未来的

职业方向。

5

培养学生理解诚

实诚信，数据决策的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实践

中自觉遵守。

了解工业工

程的知识体

系框架、具

体内容，实

践的组织和

相关实践案

例，清晰大

学四年的学

习重点和相

关的课程设

置。

课程目标 2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研究报告

100%

1 目标 1 100% 100%

合计 10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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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
2014 6

1. 2020 10
2. 2019 8
3. 2017 10
4. 2014 12
5. 2010.9
6. P. 1999.11

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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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

课程目
标 1

具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德、智、美、
体、劳全面发
展，具有坚实
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专
业工程技术基
础，科学素养、
人文精神和国
际化视野。

专业和
职业素
养清
晰，有
强烈的
社会责
任感和
使命
感；

专业和职
业素养清
晰，有一
定的社会
责任感和
使命感。

专业和职
业素养清
晰

专业和职
业素养不
清晰清
晰，没有
体现社会
责任感和
使命感。

1/3

2

课程目
标 2

清晰大学四年
的学习内容、
计划和未来职
业发展方向。

清晰大
学四年
的学习
内容、
计划和
未来职
业发展
方向。

清晰大学
四年的学
习内容、
计划，对
未来职业
发展方向
有一定的
理解。

了解大学
四年的学
习内容、
计划。

不清晰清
晰大学四
年的学习
内容、计
划和未来
职业发展
方向。

2/3

1 ， 100%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7

《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Professional Cognition Practice

课程代码 043688A3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课程负责人 黄金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 1/20

课内学时 20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20 其他 0

面向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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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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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3

4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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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2022 6 28

2 目标 7 8% 8% 20% 36%

3 目标 9 6% 6% 20% 32%

合计 20% 2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http://chinaie.net/
http://www.caq.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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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优
(90-100)

良
(75-89)

合格
(60-74)

不合格
(0-59)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
习
报
告

课程
目标
3、7、9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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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Standardization Engineering

课程代码 043248A1 课程性质 □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崔有祥

课程团队 康军 孙磊 顾忠伟

授课学期 第 5 学期 学分/学时 2

课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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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标准的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国际
标准已成为全球市场的准入证。我国颁布了质量法和标准化法，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质量，
世界有关组织和国家也不断出台新标准，新规范，人们对标准的认识和要求随着生活质量的
提高而越来越高。标准在规范相关工作、支撑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保障产品质量和节省能
源、保护环境等方面含有不可或缺、无可替换作用。标准化是一项关键基础性工作，包含生
产，经营，管理全过程，是科学管理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提升管理效率、提升竞争能力关键
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先进标准为支撑，习总书记指出“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
领时代进步”，标准无处不在，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通用的管理语言，也是全球公认的
治理工具。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树立标准化理念；掌握标准化知识，掌握标准化管理的
内容；掌握标准化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学会编写标准。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领 解

标

准化

的本 念

知识 。掌 握理

解

⛯ 标准化 的发

展技 、国 标准展δ ；掌

握标 准化 的本念 ； 领解标 准化

的学 用 ；领 标

在 展。

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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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标准化的发展简史

思政融合点 1：（中国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质量发展理论在项目质量管

理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作

风，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从源头

上消除偏差，防止造成失之毫厘，谬

以千里的后果。

2

主要教学内容：

1. 标准种类

2. 参数选择和参数分级原理、一般

数值系列

3.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教学重点、难点：质量数据变异的数

字特征及其度量。

思政融合点 2：（国际贸易中的标准

化分析）

通过让学生体会标准的“无处不在”以

及科学性和严谨性，引导学生形成思

维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正确的解

释和分析现实的世界。

课堂讲授

（8 学时）

掌握按制

定标准的

宗旨划分；

按制定标

准的主体

划分；按标

准化对象

的基本属

性划分；

按标准的

约束力划

分 ；优先

数

课程目标 2

3

主要教学内容：

1. 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的基本概

念

2. 系列化、 组合化、 模块化的基

本概念

3. 标准化过程模式

4. 标准化过程控制

5. 系统效应原理、结构优化原理、

有序原理、反馈控制原理
教学重点、难点：
标准化三角
标准化的基本形式

课堂讲授

（8 学时）

掌握和理

解企业标

准化的方

法。掌握标

准化的基

本形式和

过程控制

模式。

课程目标 3

4

主要教学内容：

1. 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

2. 管理标准的制定程序

3. 技术标准的主要内容

4. 管理标准的主要内容

5. 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标准

教学重点、难点：

管理标准、技术标准的主要内容

课堂讲授

（8 学时）

掌握和理

解技术标

准制订的

基本过程。

掌握管理

标准和

SOP 的写

作规范与

课程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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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SOP 的主要内容
思政融合点 3：（中国标准化战略分

析）

通过分析国际贸易中的标准化战略，

培养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

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方法。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4% 29% 43%

2 目标 2 13% 21% 34%

3 目标 3 13% 10% 23%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开卷笔试 小论文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7 2023.7

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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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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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
或基本概
念体系完
整

标准化工
程相关基
本理论掌
握准确，
正确率不
低于 90%

标准化
工程相
关基本
理论掌
握准确，
正确率
不低于
75%

标准化
工程相
关基本
理论掌
握一般、
正确率
不低于
60%

标准化
工程相
关基本
理论掌
握熟练
度不够、
低于 60%

15%

创新性
具有创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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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业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Fundamental Industrial Engineering

课程代码 043131A1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马慧民

课程团队 唐海波

授课学期 第五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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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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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5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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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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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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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8

9

1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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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1

12

�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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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ᇯ

ਸ

�œ=½

P¼

预预Nº

Nº

NºNº 预NºNº

P¼

P¼

P¼

P¼

P¼

Nº

Nº

Nº

���œ�‰��

�‰

�������œ������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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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实验

30%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5% 15% 20%

2 目标 2 5% 5% 10%

3 目标 3 5% 9% 15% 29%

4 目标 4 5% 9% 15% 29%

5 目标 5 12% 12%

合计 20% 3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

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3 2022.1

1. 2016
2. 202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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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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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3

5

1.

2

3.

4
5W1H

ECRS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6

2

3

5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6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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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5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6

4
4

5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6

5
4

5

1.

2.

1.

2.

1.

2.

1.

2.

1.

2.

1/6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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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6
4

5

1.

2.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Ǆ

Ǆ࠶

ᴹ

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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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规划与布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System Layout

课程代码 043583A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沈妙妙

课程团队 孙丽、许圣良

授课学期 第五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掌握工程制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计算机软件绘

图的基本方法。先修课程工程制图、CAD/CAM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系统规划设计”专业能力模块的核心课程，培养学生在新建和
改建生产系统或服务系统时，合理规划、设计系统内设施的数量、空间
需求和总体的平面布局，为系统高效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后续课程包

括 、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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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进行知识点讲解，注重培养学生数据分析和系统规划的能力；
在教学模式上，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注重引导学生对不同领域、不同目标的系统进行设
计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在教学资源上，充分利用企业案例和课程设计环
节，训练学生实际参与系统规划设计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初步具备以系统
物流分析和系统布置设计为核心的规划与设计的能力，包括对现有系统进行全面物流分析和
评价从而提出有效改善方案的能力，和依据实际条件规划与设计新系统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1

1

2

课堂讲授（2 课时）

了解设施规划的发
展历史，对不同系
统的设施规划和系
统设计特点有基本
的概念和认识。

课程目标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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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3

2

1.

2.

3.
4.

课堂讲授（4 课时）
讨论与习题（2 课
时）

掌握设施选址的重
要性、影响因素和
主要方法。

课程目标 2

3
课堂讲授（6 课时）
习题练习（2 课时）

掌握系统布置设计
（SLP）法，会应用
该方法对简单的制
造系统或服务系统
进行总平面布置与
规划。

课程目标 3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8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4 课堂讲授（2 课时）
了解和掌握常用的
物流设施和设备。

课程目标 4

5
课堂讲授（4 课时）
习题练习（2 课时）

了解搬运系统设计
的重要性和基本要
素；掌握 SHA 搬运
系统设计的过程和
应用。

课程目标 4

6
课堂讲授（3 课时）
分组讨论（1 课时）

掌握服务系统设施
规划的目标和规划
要点；通过分析和
讨论典型服务系统
案例，掌握理论联
系实际，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服务系统
规划设计的关键点
和难点。

课程目标 3

7
课堂讲授（3 课时）
分组讨论（1 课时）

掌握仓库设施规划
的目标和规划要

点；通过分析和讨
论仓库系统案例，
掌握理论联系实

际，根据实际情况

课程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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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进行仓库规划设计
的关键点和难点。

8 课程设计（8 课时） 课程目标 3

9
课程设计（6 课时）
分组汇报（2 课时）

。

课程目标 4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大作业

30%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5% 5% 5% 15%

2 目标 2 5% 5% 5% 15%

3 目标 3 5% 10% 25% 40%

4 目标 4 5% 10% 15% 30%

合计 20% 3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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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2 ，2021 年 1 月

1.《设施规划》（原书第 3 版），詹姆斯.汤普金斯、约翰.怀特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2. 《现代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戢守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 7 月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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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二、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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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课程代码 043204A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课程负责人 吴斌

课程团队 孙丽

授课学期 第四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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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1

2.

2
2

4.

3
3

5.

4 4 6.

5
5 MRP

ERP
8.

6
6

9.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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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2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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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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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7

8

9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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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作业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5% 15%

2 目标 2 10% 15% 25%

3 目标 3 10% 10% 20%

4 目标 4 0 5% 5%

5 目标 5 0 5% 5%

6 目标 6 10% 20% 30%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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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3

1. 4 2020 12

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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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
1

作
业
2

作
业
3

作
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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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System Engineering

课程代码 043083P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沈妙妙

课程团队 沈瑾、龙泉

授课学期 第五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知

识。先修课程微积分、应用工程数学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专业大类课程模块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在工程实践时以系统

的角度分析、解决问题，达到系统整体最优化的目标。后续课程包括
、设施规划与布局、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专业大类课程模块的基础课程，以培养
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进行知识点讲解，注重

培养学生的系统观；在教学模式上，采用案例式的教学模式，注重引导学生对不同领域、不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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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系统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在教学资源上，充分利用企业案例

和大作业环节，训练学生实际参与系统问题解决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
。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1
1

2.

3

课堂讲授（2 课时）

了解系统工程的发
展历史，对系统思
想和学科有基本的
概念和认识。

课程目标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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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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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

4. 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基本概
念和应用；

5.

阵法、层次分析法
和模糊综合评判
法。

5
课堂讲授（2 课时）
习题练习（2 课时）

了解决策问题的一
般类型，重点学习
风险型决策问题，
并学会求解该类问
题。

课程目标 4

6 课堂讲授（2 课时）

掌握社会系统工程
的特点和难点，对
其管理运行的复杂
性有充分的认识，
并能尝试用系统工
程的方法去解决问
题。

课程目标 3

7 课堂讲授（2 课时）

掌握物流系统工程
的目标和要点；通
过分析和讨论物流
系统案例，掌握理
论联系实际，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物流
系统工程关键问题

课程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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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解决的要点。

8 课程设计（2 课时）

掌握工程系统工程
的目标和要点；通
过分析和讨论工程
系统案例，掌握工
程系统工程适用的
方法论和方法。

课程目标 3

9
大作业（4 课时）
分组汇报（2 课时）

。

课程目标 4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30%
大作业

30%
期末考核

40%

1 目标 1 5% 5% 10%

2 目标 2 5% 5% 10%

3 目标 3 10% 15% 25%

4 目标 4 10% 30% 15% 55%

合计 30% 3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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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系统工程》（第 5 版）汪应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7 月

1. 《系统工程》（第 4 版）汪应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2. 《系统工程简明教程》（第 4 版），汪应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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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二、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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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
程
目
标
3

课
程
目
标
4

1 闭卷笔试，考试 100 40%
2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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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Lean Production Management

课程代码 043046P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沈妙妙

课程团队 黄金、许圣良

授课学期 第六学期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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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系统运作管理”课程模块的核心课程，以培养
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进行知

识点讲解，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在教学模式上，采用案例式的教学模式，注重引
导学生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系统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在教学资源
上，充分利用企业案例和大作业环节，训练学生实际参与系统问题解决的能力。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得 。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 支撑课程目标

1

1

2.

课堂讲授（2课时）

了解精益生产的发展

历史，对精益体系有

基本的概念和认识。

课程目标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41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3

2

1.
2.
3.

课堂讲授（2课时）
掌握准时化体系的要
点和难点。

课程目标 2

3
4.
5.

课堂讲授（3课时）
讨论与习题（1 课
时）

掌握看板运行原理和
使用规则，一定要遵
守使用规则，不然看
板的使用也会存在很
多问题。

课程目标 3

4
课堂讲授（3课时）
产教融合（1课时）

掌握总量均衡和品种
均衡的方法。

课程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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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5

3.流程化生产中设备布置的重要
性和操作技巧；
4.不同情形下少人化实现方法。

产教融合（4课时）

掌握流程化生产的意
义和实现手段，重点
掌握一个流生产实
施、少人化体系的实
现。

课程目标 4

6

SMED

课堂讲授（2课时）
分组讨论（2课时）

掌握快速换模技术的
应用要点和要求，学
会混流生产管理的关
键技术。

课程目标 3

7

3. 人机分离；
4. 防错法的原理和作用。

产教融合（4课时）

掌握

。

课程目标 3

8 产教融合（2课时）

掌握现场管理的关键
问题，对 5S 技术和目
视管理技术有基本的
了解并掌握操作步
骤。

课程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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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5S

5S

9
课堂讲授（4课时）
分组讨论（2课时）

。掌握绘
图技巧和要求，对系
统进行分析。

课程目标 4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大作业

30%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5% 5% 5% 15%

2 目标 2 5% 5% 5% 15%

3 目标 3 5% 5% 10% 20%

4 目标 4 5% 15% 30% 50%

合计 20% 3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2018 6

1. 2 2008
8

2. 2016 3
3. P. 2015 8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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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二、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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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
程
目
标
4

1 闭卷笔试，考试 100 50%
2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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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043110Q1 课程性质 ■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许圣良

课程团队 张晓红、黄金

授课学期 3/4/5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物流管理、经济统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质量管
理、经济与金融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

）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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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计算机科学、管理学、运筹学等多门学科。

管理信息系统又是一种借助信息技术、应用现代管理方法、帮助管理者进行管理信息的收集、
储存、加工、处理及决策的系统，也是当前各种组织内众多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最为典型和核
心的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已成为管理类学生学习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有关知识
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课程，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已将其列作该学科
所属专业的五门核心课程之一。

本课程面向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的经济和管理类本科生（信管专业另设同类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懂得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较系统地掌握管理
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了解信息系统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系，了解各类组织，
尤其是企业应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自己的信息系统，掌握常用的信息系统理论和方法，为
今后从事信息系统的规划、应用和管理等相关工作打好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1

2

3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

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1

教学重点：
信息系统和管理的关系，信息的定义与
度量；
教学难点：信息的度量
教学内容：对信息系统基本概念进行介
绍。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管理信息系统发展

课堂讲授（3
课时）

了解信息的定义、度
量，信息系统与管理
的关系、管理信息系
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课程目标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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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

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历史时，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引入管
理信息系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管理
信息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和当
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2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结构以及与管理

环境的关系，

教学难点：

企业资源计划的功能、结构与发展历

史；

教学内容：

1、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2、管理信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3、管理信息系统的分类

4、企业资源计划的发展、结构和功能

特点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管理信息系统在实

践中的应用时，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

引入企业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带来的利

益和风险，引导学生正确应用管理信息

系统为社会做贡献。

课堂讲授（3

课时）

了解管理信息系统的

基本概念和在实践中

的应用。

课程目标

1

3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

教学难点：数据组织技术、数据库技术

和计算机网络技术

教学内容：

1. 数据处理、组织技术；

2. 数据库技术；

3. 计算机网络技术；

4.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

课堂讲授（4

课时）

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

主要技术基础。

课程目标

1

4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开发方法

教学难点：

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 BSP 方法，管

理信息系统开发策略和方法；

教学内容：

1.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组织与制定

步骤；

2.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常用方法，

主要是 BSP 方法的应用；

3.企业信息系统业务流程重组。

课堂讲授（3

课时）

理解管理信息系统战

略规划和开发方法。

课程目标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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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

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4.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策略和方法。

5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分析及其具体步

骤、内容和方法；

教学难点：

信息系统分析的业务流程调查和数据

流程调查；

教学内容：

1. 管理业务调查分析；

2. 数据流程调查 ；

3. 数据字典构建；

4. 处理逻辑的描述工具；

课堂讲授（6

课时）

理解管理信息系统开

发过程中如何做好系

统分析，掌握分析方

法。

课程目标

2

6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教学难点：

代码设计、数据存储设计

教学内容：

1. 代码设计；

2. 系统架构设计；

3. 功能结构设计；

4. 系统物理配置方案设计；

5. 数据存储、输入、输出设计；

课堂讲授（4

课时）

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

设计方法和流程。

课程目标

2

7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实施

教学难点：

程序设计和系统调试方法

教学内容：

1. 物理系统的实施；

2. 程序设计；

3. 程序和系统调试；

4. 系统切换。

课堂讲授（2

课时）

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

系统实施方法。

课程目标

2

8

教学重点：

决策支持系统的组成及其应用

教学难点：

决策支持系统的组成、相关的技术以及

各组成部分的主要功能：

主要教学内容：
1、决策支持系统的概念；
2、决策支持系统的组成；
3、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课堂讲授（2

课时）

掌握决策信息系统的

基本原理，系统的构

成以及在实践中的应

用模式。

课程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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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

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4、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9

教学重点：

管理信息系统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

电子健康和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教学难点：

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和结构；

电子政务系统的结构；

电子健康的技术基础；

供应链管理的应用；

主要教学内容：

1、电子商务；

2、电子政务；

3、电子健康

4、供应链管理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管理信息系统的应
用时，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引入企业
应用的实际案例，管理信息系统对社会
发展的贡献和带来的挑战。培养学生理
解管理信息系统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
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
在应用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的能力。
4、

课堂讲授（3

课时）

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在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

和电子健康中的应用

及相关的技术

课程目标

3

10 复习

回顾课程重

点内容和课

程体系设计

课堂讲授与学生提问

（2 课时）

课程目标

2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15%
课堂表现

15%
期末考核

70%

1 目标 1 5% 5% 25% 35%

2 目标 2 10% 10% 45% 65%

合计 15% 15% 7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

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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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2019.8

1. Keneth C.Laudon,Jane P.Laud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New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14th.Ed),Prentice Hall,2015

编写人： 许圣良 审核人： 张晓红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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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试方式及占比：可采用闭卷或开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7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和论述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掌握管理信息系统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技术基础和管理信

息系统开发的方法以及应用的实践进行考核。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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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Engineering Economics

课程代码 043015P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严浩云

课程团队 黄金 龙泉 孙丽

授课学期 第三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质量管理工程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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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2

3

4

5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1

2

2
3 4 5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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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

程目标

6

“
”

3
1 2

3
4 5

6 7

2

4 1
2 3 4

5

5
1

2 3

6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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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2

7 1 2
3 4

5 6
7 8

五、课程

L™䲙䲙䲙

䲙䲙䲙䲙

䲙

䲙

䲙䲙��

�

ഐ

�

�

�

�

�

B4

B4B4�=

L™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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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形式 开卷笔试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2015

2. ( 5 ) : :

:2015 02

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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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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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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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卷笔试，考试 100 60%
2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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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筹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Management Operations Research

课程代码 043703A1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丽

课程团队 龙泉，唐海波，黄金

授课学期 第五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质量管理工程等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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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B•hB4BBBGBHB�B�B$B4BFB�B%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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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2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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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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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序

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作业

20%
课堂回答及表现

2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5% 5% 10% 20%

2 目标 2 5% 5% 20% 30%

3 目标 3 5% 5% 20% 30%

4 目标 4 5% 5%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6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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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2020 03

1. 2017 01
2. 2018 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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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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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表现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 20%

2 20%

3 20%

4 20%

5

1 闭卷笔试，考试 100 60%
2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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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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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建模与仿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课程代码 043152Q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第六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在本课程之前，应具备数理基础理论、良好的计算机能力，掌握一定的
工程、经济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对复杂
的管理、服务、生产、物流、交通、医疗、人因、信息、互联网、金融
等系统进行分析、规划、设计、管理和运作的综合专业能力。熟练掌握
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的基本概念和
性质并能够运用到复杂工程问题的适当表述之中；能够针对工程应用系
统或过程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概率分布来描述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以
概率论为基础，能够根据试验或观察得到的数据来研究随机现象，运用
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等基本的统计方法，对客观规律性做出合理的估计
和判断，以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任意一门计算机语言编

程设计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从模拟技术和管理实践的角度，介绍管理系统模拟项目的开发、
管理和应用工作中的要点，为管理实践中通过系统模拟的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打下理论基础。后续课程包括有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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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课程

简述教学过程与

产教元素的融

合）

/ / /

二、课程简介

系统建模与仿真课程是四年制本科工业工程专业的专业课。它以管理系统为对象，重点
阐述如何基于离散事件的数学建模与计算机仿真技术，解决工作仿真问题的技术原理与方法，
实现生产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本课程是运筹学、生产运作与管理等工业工程专业课程的后续
课程和内容延续，属于应用型的专业课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能够对仿真理论和技
术在管理系统应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通过融合运筹学、生产运作与管理等课程的知识
点，了解如何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和优化管理系统；学习本课程学生需熟练掌握至少一
种以上常用的计算机仿真系统软件，培养他们主动思考、自主学习、自主动手和独立解决工
程问题的研究能力和创新的意识。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学生
成为新一代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72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课堂讲授（12 课时）

课程目标

1

2

课堂讲授（12 课时）

课程目标

1、2、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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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3

课堂讲授（12 课时）

课程目标

2，3

4

课堂讲授（8 课时）

课程目标

2，3

5

课堂讲授（4 课时）

课程目标

4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30%
实验 研究报告 期末考核

70%

1 目标 1 5% 20% 25%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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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 2 10% 20% 30%

3 目标 3 10% 30% 40%

4 目标 4 5% 5%

合计 30% 7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2022.10
2.《管理系统模拟》，卫强，陈国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Simulation with Arena Sixth Edition》，作者：W. David Kelton 等，出版社：McGraw-Hill
Education，2002
2.《系统建模与仿真》，作者：罗国勋，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4

2023.09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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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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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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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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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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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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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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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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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25% 60%

1 2 5% 15% 20%

2 4 5% 5% 15% 25%

3 5 10% 5% 30% 45%

4 9 10% 10%

15% 25% 60% 10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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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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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xperiment

课程代码 043193Q1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海波

课程团队 张晓红国际商法（英语）

授课学期 第七学期 学分/学时 1/16

课内学时 16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16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产教融合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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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1

2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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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实验报告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SAP https://www.sap.cn/index.html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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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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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and Application

课程代码 043542A1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海波

课程团队 张晓红

授课学期 第七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产品质量管理、其他管理类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后续对 ERP 实验有理论上的支撑

课程思政设计

产教融合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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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

内

程•�

�»

�•

内

内

㾱

ᐕ

�•

撑毕程目标标˄ᦼ䟷˄



96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3

4

5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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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6

7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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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20%
课堂表现

10%
回答问题

1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2 4% 5% 9%

2 目标 3 4% 20% 24%

3 目标 4 4% 20% 24%

4 目标 5 4% 10% 14%

5 目标 6 4% 5% 9%

合计 20% 10% 1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小论文报告

作品上机
技能操作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ERP 2 2013.08
2. ERP 5 , , 2020.01

1 SAP https://www.sap.cn/index.html

2022.6.26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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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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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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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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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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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课程代码 043016P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晓红

课程团队 黄金

授课学期 7 学分/学时 2/40

课内学时 40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4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程序分析、操作分析以及动作分析技术的基
本记录和分析方法，能够实施简单、初步的生产方法改良；掌握时间研
究、工作抽样、预定时间标准等测定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先修课程包含
有基础工业工程、人因工程、生产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可靠性原理、
设施规划与布局。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工业工程专业能力平台综合实践环节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学会
熟练应用工业工程基本技术与方法在企业生产现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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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按照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要求，将海外名师关田铁洪教授二十多年应用工业工程
技术在企业现场诊断、咨询、改善的经验浓缩为 40 个课时的工业工程综合实验，主要内容
包括生产工艺设计与优化、过程质量控制两个单元。通过 40 课时的综合实验（2 个学分），
使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生初步掌握现场工业工程师的基本工作内容、岗位要求、工作方法等，
并能将关田教授的现场咨询与改善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通过本实验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方面得到提升：
1、知识层面：（学生）掌握生产工艺的编制与优化方法、生产线平衡率提升方法、过

程质量的控制方法。
2、能力层面：（学生）能够基本熟练应用工业工程基本技术与方法在企业生产现场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素质层面：（学生）建立起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理念，养成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形成持续改善的意识。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

撑

课

程

目

标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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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重点：

物料代码设计规则制定及代码设计。物

料清单设计。

实验难点：无

实验教学内容：

1、四驱车试装配

2、给每个零部件命名并设计物料代码
3、设计 BOM 表

实验操作（4 课

时）

掌握物料代码设

计方法和物料清

单设计方法。

课

程

目

标1

2

实验重点：

标准工时制定

实验难点：

标准工时制定方法的选择与应用。

主要实验内容：

1、重复装配 10 遍

2、设定作业单元、测定工时并制订标

准工时。

思政融合点：

结合振华重工大国工匠成功案例，培养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实验内容（4 课

时）

掌握标准工时制

定的方法。

课

程

目

标2

3

实验重点：

装配顺序的优化和工艺流程图的设计

实验难点：

装配顺序的优化

实验教学内容：

编制过程流程图

实验操作（2 课

时）
掌握工艺顺序优

化方法和绘制工

艺流程图。

课

程

目

标2

4

实验重点：

节拍设计

实验难点：

工艺优化

实验教学内容：

1、设定流水线生产工艺（5—8 个工位）

2、计算节拍、平衡率

3、ECRS、动作经济性及平衡率等改善

思政融合点：

结合中国制造 2025、制造强国战略，不

断提升同学们改善意识和效率意识，肩

负起强国责任和使命。

实验操作（10 课

时）

掌握工位设计、

工艺优化方法。

课

程

目

标3

5

实验重点：

作业指导书的格式与内容

实验难点：

作业指导书的规范性与完整性

实验教学内容：

1、编制装配作业指导书

实验操作（6 课

时）

掌握作业指导书

的编制方法。

课

程

目

标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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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实验态度

30%

实验答辩

30%

实验报告

40%

6

实验重点：

人为质量问题的汇总与分类

实验难点：

工位质量问题的梳理

实验教学内容：

1、梳理工位质量问题并分析归类

2、汇总人为质量问题

3、人为质量问题分类（不接受、不制

造、不传递）

思政融合点：

介绍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同

学们的质量理念和质量意识。

实验操作（4 课

时）

掌握质量问题的

梳理与人为质量

问题的分类方

法。

课

程

目

标4

7

实验重点：

制作 3N 作业指导书

实验难点：

人为质量问题的控制方法

实验教学内容：

1、各工位上质量问题的控制方法

2、制作工位个性 3N 指导书

3、3N 作业指导书培训

实验操作（10 课

时）

掌握 3N 作业指

导书的制作方法

课

程

目

标4

8

实验重点：

人为质量问题的汇总与分类

实验难点：

工位质量问题的梳理

实验教学内容：

1、制定 3N 准则，标准

2、制作 3N 日常记录表

实验操作（3 课

时）

掌握 3N 过程质

量控制的实施方

法

课

程

目

标4

9

实验重点：

人为质量问题的汇总与分类

实验难点：

工位质量问题的梳理

实验教学内容：

1、制造 3N 问题分析表
2、全面开展、检查实施、持续改善

实验操作（3 课

时）
掌握过程质量控

制的持续改善方

法

课

程

目

标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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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 1 6% 6% 8% 20%

2 目标 2 4.5% 4.5% 6% 15%

3 目标 3 4.5% 4.5% 6% 15%

4 目标 4 15% 15% 20% 50%

合计 30% 3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实验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1. 3 2022.1

2. 2018.11

3 APP----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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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课程目
标 1

学会熟练应用工业
工程基本技术与方
法在企业生产现场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态度
认真。

实验态度
比较认真。

实验态度
基本认真；

实验态
度欠认
真 1/4

课程目
标 2 掌握生产工艺编写

与优化方法
1/8

课程目
标 3

掌握生产线平衡的
方法

实验态度
认真。

实验态度
比较认真。

实验态度
基本认真；

实验态
度欠认
真

1/8

实验 2
课程目
标 4

掌握过程质量控制
方法

实验态度
认真。

实验态度
比较认真。

实验态度
基本认真；

实验态
度欠认
真

1/2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课程目
标 1

学会熟练应用工业工
程基本技术与方法在
企业生产现场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答辩思路
清晰、回
答问题准
确

答辩思路
比较清
晰、回答
问题比较
准确。

答辩思
路基本
清晰、回
答问题
基本准
确

答辩思
路欠清
晰、回
答问题
欠准确

1/4

课程目
标 2

掌握生产工艺编写与
优化方法

答辩思路
清晰、回
答问题准
确

答辩思路
比较清
晰、回答
问题比较
准确。

答辩思
路基本
清晰、回
答问题
基本准
确

答辩思
路欠清
晰、回
答问题
欠准确

1/8

课程目
标 3

掌握生产线平衡的方
法

答辩思路
清晰、回
答问题准
确

答辩思路
比较清
晰、回答
问题比较
准确。

答辩思
路基本
清晰、回
答问题
基本准
确

答辩思
路欠清
晰、回
答问题
欠准确

1/8

实验 2
课程目
标 4

掌握过程质量控制方
法

答辩思路
清晰、回
答问题准

答辩思路
比较清
晰、回答

答辩思
路基本
清晰、回

答辩思
路欠清
晰、回

1/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07

确 问题比较
准确。

答问题
基本准
确

答问题
欠准确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课程目
标 1

学会熟
练应用
工业工
程基本
技术与
方法在
企业生
产现场
发现问
题、分析
问题和
解决问
题的能
力，

能熟练运用
减少动作次
数、双手作
业、缩短动
作距离、轻
松作业等动
作经济性原
则发现现有
作业方法中
存在的问题
并进行改
善。

能正确运用
减少动作次
数、双手作
业、缩短动作
距离、轻松作
业等动作经
济性原则发
现现有作业
方法中存在
的问题并进
行改善。

能基本正确
地运用减少
动作次数、双
手作业、缩短
动作距离、轻
松作业等动
作经济性原
则发现现有
作业方法中
存在的问题
并进行改善。

作业改善效
果不明显

1/
4

课程目
标 2

掌握生
产工艺
编写与
优化方
法

能熟练采用
工作研究中
常用技术－
程序分析、
操作分析、
动作分析、
时间研究、
MOD 法等
方法，编制
物料清单、
编排工艺流
程图和标准
作业指导
书、制订标
准工时。

能正确采用
工作研究中
常用技术－
程序分析、操
作分析、动作
分析、时间研
究、MOD 法
等方法，编制
物料清单、编
排工艺流程
图和标准作
业指导书、制
订标准工时。

能采用工作
研究中常用
技术－程序
分析、操作分
析、动作分
析、时间研
究、MOD 法
等方法，编制
物料清单、编
排工艺流程
图和标准作
业指导书、制
订标准工时。

未完成
BOM 表、流
程图、作业
指导书、标
准工时制定
等工作。

1/
8

课程目
标 3

掌握生
产线平
衡的方
法

能熟练使用
ECRS 法则、
作业改善压
缩、分割转
移、并行作
业和增加人
员等方法进
行生产线平
衡分析（确
定节拍等）、
生产线平衡
率计算、生

能正确使用
ECRS 法则、
作业改善压
缩、分割转
移、并行作业
和增加人员
等方法进行
生产线平衡
分析（确定节
拍等）、生产
线平衡率计
算、生产线平

能部分正确
使用 ECRS 法
则、作业改善
压缩、分割转
移、并行作业
和增加人员
等方法进行
生产线平衡
分析（确定节
拍等）、生产
线平衡率计
算、生产线平

未完成生产
线平衡率优
化工作。

1/
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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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平衡设
计、生产线
平衡改善、
生产线平衡
分析报告

衡设计、生产
线平衡改善、
生产线平衡
分析报告

衡设计、生产
线平衡改善、
生产线平衡
分析报告

实验 2

课程目
标 4

掌握过
程质量
控制方
法

熟练完成梳
理工位质量
问题并分析
归类、汇总
人为质量问
题、人为质
量问题分
类、制定各
工位质量问
题的控制方
法、制作工
位个性 3N
指导书、3N
作业指导书
培训、制定
3N 准则标
准、制作 3N
日常记录
表、制造 3N
问题分析
表、持续改
善工作。

完成梳理工
位质量问题
并分析归类、
汇总人为质
量问题、人为
质量问题分
类、制定各工
位质量问题
的控制方法、
制作工位个
性 3N 指导
书、3N 作业
指导书培训、
制定 3N 准则
标准、制作
3N 日常记录
表、制造 3N
问题分析表、
持续改善工
作。

基本完成梳
理工位质量
问题并分析
归类、汇总人
为质量问题、
人为质量问
题分类、制定
各工位质量
问题的控制
方法、制作工
位个性 3N 指
导书、3N 作
业指导书培
训、制定 3N
准则标准、制
作 3N 日常记
录表、制造
3N 问题分析
表、持续改善
工作。

部分完成梳
理工位质量
问题并分析
归类、汇总
人为质量问
题、人为质
量问题分
类、制定各
工位质量问
题的控制方
法、制作工
位个性 3N
指导书、3N
作业指导书
培训、制定
3N 准则标
准、制作 3N
日常记录
表、制造 3N
问题分析
表、持续改
善工作。

1/
2

（1）成绩占比：每个实验的实验态度占 30%，实验答辩占 30%，实验报告占 40%。
（2）评定依据

实验态度：考核学生出勤情况，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填写实验设备使用清单。
实验答辩：答辩思路清晰、回答问题准确。
实验报告：版面清洁，格式规范、字迹工整，对实验过程描述的清晰性，实验结果

的分析与结论。
（3）实验成绩：实验 1 和实验 2 各占 50%。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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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ystem

课程代码 043218Q1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海波

课程团队 张晓红

授课学期 第七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产品质量管理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要求学生先行学习管理学、生产计划与控制、基础工业工程、精益生产
以及 ERP 原理与应用等课程，先行掌握所需管理知识。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无。

课程思政设计

产教融合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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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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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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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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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4

5

6

7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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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课堂表现

10%
回答问题

1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4% 5% 9%

2 目标 2 4% 20% 24%

3 目标 3 4% 20% 24%

4 目标 4 4% 10% 14%

5 目标 5 4% 5% 9%

合计 20% 10% 1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小论文报告

作品上机
技能操作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2 2019.0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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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2021.11

编写人：唐海波 审核人： 张晓红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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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1/4

1/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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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043084P1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6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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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2.

2

2.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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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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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作业 30% 期末考核 70%

1 1 10% 10% 20%

2 2 10% 30% 4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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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0% 30% 40%

30% 70% 100%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 , , 2017.03
2. , , ,2019.04
3. 2022
( )
1. 12 Harold Kerzner

2018.05 Project Management: A Systems Approach
to Planning
2. K. Jeffrey K.Pinto

2018.11

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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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与可靠性原理》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liability Principle

课程代码 043607A1 课程性质 ■

开课学院
课程负责

人
李成

课程团队 孙磊

授课学期 第 6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

）

对先修的要求

及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

及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产教融合设计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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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

要求

1

2

3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

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1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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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思政融合点 2025
( ) NQI

产教融合点

3

教学内容 可靠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可靠性建模、
分析的基本方法。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FMEA
FTA

思政融合点

5G

产教融合点

4 教学内容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30%
实验
30%

期末考核
40%

1 目标 1 5%
15%

5% 17.5%

2 目标 2 15% 25% 47.5%

3 目标 3 10% 15% 10% 35%

合计 30% 3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3 /
2019.11

1) 3 /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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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
2) /

2018.1

2022.6.28

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90-100 75-89 60-74 0-59

1 1

2 2

3 3

对应
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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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 60%
2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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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制造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and
management

课程代码 043257Q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晓红

课程团队 黄金、唐海波

授课学期 5/6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与金融、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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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基础、电子产品加工艺基础，机械零件加工工艺流程和典型加工工艺流程。从管理层面：
介绍生产制造过程管理概述，产品设计与开发过程与管理，制造过程生产计划管理，制造过
程质量管理，制造过程生产要素管理，制造企业先进管理模式等，全面阐述了生产过程及各
关键环节的核心工作。本书通过大量的图表，生动、直观地将生产流程各个环节的实施办法、
操作技巧、操作步骤表现出来，全球读者迅速抓住工作的核心与关键，在轻松阅读中得到启
发和提高，并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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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

式及学

时

学生学

习预期

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5、机械制造工艺方法与选择；

6、工程材料的种类与特点；

7、金属材料的主要性能；

8、金属切削加工技术。

3

教学重点：

电子产品的装配工艺

教学难点：电子产品的装配工艺

主要教

点

漣

漣电、电子产品的种类、特性；

ᓅ

、的电子；ᓅ的种类、特性；产、电子产品的艺工艺；、电子产品的装配工艺；

5、

电子产品的术产制造产程；6、电子产品的程法艺；

7、电子产品的；法技术

㘮⏀重兹㾺：ᓅ；产产的品艺、法点的墂术配能术、机能的点法675、能ᓅ5、加机产品量品制、ᆜ产法7法的属能的子种产品、的机制制属属属子电的属ᓅ品 、
品电子产

品
、；ᓅ、艺装

配
工 艺、；法点法属程属切ᓅ㑚学重点：工艺属工艺品制的艺、属法、程品法点㑚学难点：产、工程的技术点法丽要教 漣

漣电、技产品的程点属类7；

ᓅ、产品

术

种术6制制法；
产、产品

的

子品品程；

、工艺属工艺品制的艺、属法、程品法点；

5、产、

工

程的程点6造

产

、

的的的； 6、产、

工

程的技术点法配

属

属

属子ᓅ属ᓅ品 、品产 品属品属子品

品
制、

品程
配属

程

属切产点㑚

学重点：

术

产、艺

品属的属

法属
点法㑚学难点：制子产程ᓅ 的

的产的点种程

点

量

主要教

漣

漣电、术产产程属术产类7ᓅ、制子产程的艺的的产点法产、制子产 程ᓅ

的
的产的点种程点量、制；术产种程的属法属产点法点、术产品属的属法属的产切切属属属子ᓅ属ᓅ品、品产品制子产程6 品制点法属 属程属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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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

式及学

时

学生学

习预期

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6、生产作业计划的概念与方法

7、制造现场管理内容和方法。

6

教学重点：

常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和方法；

教学难点：

质量控制图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

主要教学内容：

1、质量数据及其数据收集与分析；

2、常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和方法；

3、工序分析和工序质量控制的方法；

4、质量控制图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

5、工序能力的含义与工序能力指数的计算；

6、质量控制的经济分析方法。

思政融合点：

介绍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同学们的质量理念和质

量意识。

课堂讲

授（2 课

时）

掌握产

品制造

过程质

量管理

方法。

课程目

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30%

课题表现

1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5%
20%

35%

2 目标 2 10% 5%
20%

35%

3 目标 3 5% 5%

20%

30%

合计 25% 15%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

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 产品制造与管理》 自编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36

1. 江树基．机械制造必备知识与管理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7
2. 吉卫喜．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1
3.吴懿平，电子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1
4.吴爱华, 赵馨智，生产计划与控制，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1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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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表现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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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目
标 1

通过课堂学
习，能够掌握
教学内容，并
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相关
的基本问题。

认真听
讲、积极
参与课堂
互动，能
正确解决
问题。

态度较认
真，积极参
与课堂互
动，能正确
解决大部
分问题。

态度较认
真，参与
一些课堂
互动，能
解决部分
问题。

态度不认
真，不参
与课堂互
动，无法
解决问
题。

5%

2

课程目
标 2

通过课堂学
习，能够掌握
教学内容，并
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相关
的基本问题。

认真听
讲、积极
参与课堂
互动，能
正确解决
问题。

态度较认
真，积极参
与课堂互
动，能正确
解决大部
分问题。

态度较认
真，参与
一些课堂
互动，能
解决部分
问题。

态度不认
真，不参
与课堂互
动，无法
解决问
题。

5%

3

课程目
标 3

通过课堂学
习，能够掌握
教学内容，并
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相关
的基本问题。

认真听
讲、积极
参与课堂
互动，能
正确解决
问题。

态度较认
真，积极参
与课堂互
动，能正确
解决大部
分问题。

态度较认
真，参与
一些课堂
互动，能
解决部分
问题。

态度不认
真，不参
与课堂互
动，无法
解决问
题。

5%

三、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开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掌握制造及制造技术的基本概念、机械产品及其制造、电子产品及
其制造、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和流程的能力进行考核。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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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黄金

课程团队 工业工程专业教师

授课学期 第七学期 学分/学时 3/60

课内学时 60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60 其他 0

面向专业 工业工程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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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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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2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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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合计 20% 10% 3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

）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2022 6 2

http://chinai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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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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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开课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学分/学时 10/300

课内学时 300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300 其他 0

面向专业

授课语言

授课模式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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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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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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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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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5

6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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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 https://www. c nki.net/
2. http s://www. 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2022 6 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https://www.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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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

3

4

1

2

;

3

4

1

2

3

4

1

2

3

4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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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5

6

7
( )

5

6

7

5

6

7

5

6

7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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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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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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