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1．授权领域：车辆工程       学科代码：085234       授权时间：2003年 

2．学科、专业简介 

车辆工程专业创办于 1954 年，目前本学科有教授 10 人（其中博导 6 人），副教授 13

人，讲师（工程师）11 人，教师中 80%具有博士学位。车辆工程学科于 1984 年获得硕士学

位授予权，2000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获得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和高校教师在职

攻读硕士学位点授予权，2005年被学校列为示范建设专业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7

年获批国家特色示范专业,2009 年获批安徽省重点学科。目前实验室面积 4000 余平方米，

教学与科研设备原值超过 2000 万元。经过多年的发展，本学科在车辆动力学及其控制、节

能环保车辆技术、车辆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车辆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等方向形成了特色，

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科研经费充足。 

3．培养目标 

掌握车辆工程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扎实的专业技能以及本专业

技术领域最新发展动向，视野开阔，并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某专

业领域的某个方向独立承担相关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复合式

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4．研究方向 

（1）车辆动力学与控制技术 

（2）节能环保车辆技术 

（3）车辆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4）车辆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 

（5）车辆产品开发与管理 

5．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 3年，最长年限不超过 4年。 

6．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利用一年时间完成，

实践教学、学位论文利用二年时间完成。 

 

 

 

 

 

 

 



 

7．课程地图 

课程名称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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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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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面

宽广，

认识车

辆工程

对于世

界和社

会影响

的能力 
自然辩证法概论     ◎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 

外语(一、二)       ◎ 
矩阵理论   ◎  ◎   
数值分析   ◎  ◎   
数理统计   ◎  ◎   
随机过程   ◎  ◎   
变分法与泛函分析   ◎  ◎   
最优化方法   ◎  ◎   
机械振动  ◎ ◎  ◎ ◎  
汽车系统动力学 ◎   ◎ ◎ ◎ ◎ 
现代控制工程     ◎ ◎  
车辆测试技术 ◎ ◎ ◎  ◎ ◎  
论文写作     ◎  ◎ 
公共实验  ◎ ◎   ◎  
车辆学科前沿专题      ◎ ◎ 
汽车现代设计技术  ◎ ◎  ◎ ◎  
汽车振动噪声与控制   ◎  ◎ ◎  
现代信号处理技术 ◎   ◎  ◎ ◎ 
弹塑性力学及有限元 ◎ ◎  ◎ ◎ ◎ ◎ 
电动汽车技术  ◎ ◎  ◎ ◎ ◎ 

车辆安全技术     ◎ ◎  
系统建模与仿真  ◎  ◎ ◎ ◎  
汽车节能与环保技术 ◎     ◎ ◎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 ◎ ◎ ◎ ◎ ◎  
汽车可靠性技术 ◎ ◎ ◎ ◎ ◎ ◎  
车辆诊断理论 ◎ ◎ ◎  ◎ ◎  
车辆人机工程 ◎ ◎ ◎ ◎ ◎ ◎ ◎ 
智能车辆技术  ◎   ◎ ◎ ◎ 



 

 

 

8．课程关系图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数值分析/矩阵理论
/数理统计//随机过
程（两学期数学类

选修不少
于2学分）

第一外
国语

（一）

第一
外国
语

（二
）

汽车现代设计技术/汽车振动噪声与控制/现
代信号处理技术/弹塑性力学及有限元/电动
汽车技术/车辆安全技术/系统建模与仿真/汽

车节能与环保技术/车辆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可靠性技术/车辆诊断理论/智能车辆技

术/车辆人机工程/汽车产品开发

论文中期报告工作技术实践 实践环节，6学分
文献综述与开

题报告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答 辩

T1

T2

T3

T4

T5

论文
写作/
公共
实验

马克思主
义与科学
社会主义
方法论/
自 然
辩 证
法概论

机械振动

变分法与泛
函分析/最
优化方法

（两学期数
学类选修不

少
于2学分）

汽车系
统动力
学/现
代控制
工程/
车辆测

试技术

车辆学
科前沿

专题

 

 

9．实践能力标准 

（1）独立承担科研能力。 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

态度、独立克服困难的能力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2）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在车辆工程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产品设计、试验测试、技

术改造方案研究、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 具有创新意识, 能够了解学科的发展动

态和前沿。 

（3）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具备文字表达能力,能够运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图形和数据

处理，具有根据本人的研究结果撰写实验总结和科研论文，并进行口头报告和表达的能力。 

（4）具有知识获取能力。具有文献检索、归纳、分析和综合应用能力分析能力。 

 

汽车产品开发 ◎   ◎  ◎ ◎ 



 

10．实践教学地图 

实验课程及实

践环节名称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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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发

能力 

具有过程

控 制 分

析、评价、

优化能力 

具有工程

管理问题

分析和优

化能力 

具有计算

机编程能

力 

具有创新

能力 

具有信息

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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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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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 ◎ ◎ ◎ ◎ ◎ ◎ ◎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

告  

◎ ◎ ◎  ◎ ◎  

学术交流      ◎ ◎ 

工作技术实践（助

管、助教） 

◎ ◎  ◎   ◎ 

11．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践教学采用学分制，课程学习和实践教学总学分不少于 32学分，其中学

位课程不少于 17学分。 

车辆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考核学期 考核性质 

备注 
一 二 考试 考查 

 

 

 

学 

 

 

位 

 

 

课 

公共

学位

课程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 √  选修 

1 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  √  公共 

必修 第一外国语(一、二) 90 3 √ √ √  

矩阵理论 40 2.5 √  √  

不少

于 2

学分 

数值分析 32 2 √  √  

数理统计 32 2 √  √  

随机过程 32 2  √ √  

变分法与泛函分析 48 3  √ √  

最优化方法 32 2  √ √  

 

专业

学位

课程 

机械振动 32 2 √  √  
不少

于 4

学分 

汽车系统动力学 32 2  √ √  

现代控制工程 32 2  √ √  

车辆测试技术 32 2  √ √  

非   

学   

位   

课 

公共

课程 

论文写作 16 1 √   √  

必修 公共实验 16 1 √   √ 

车辆学科前沿专题 32 2  √  √ 

 

 

专业

汽车现代设计技术 32 2  √  √ 选修

学分

应满

汽车振动噪声与控制 32 2  √  √ 

现代信号处理技术 32 2  √  √ 



 

选修

课程 

弹塑性力学及有限元 32 2  √  √ 足最

低总

学分

要求 

电动汽车技术 32 2  √  √ 

车辆安全技术 32 2  √  √ 

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  √ 

汽车节能与环保技术 32 2  √  √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32 2  √  √ 

汽车可靠性技术 32 2  √  √ 

车辆诊断理论 32 2  √  √ 

车辆人机工程 32 2  √  √ 

智能车辆技术 32 2  √  √ 

汽车产品开发 32 2  √  √ 

实

践

环

节 

 6 学分，5000 字实践报告 

必

修

环

节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    √ 不计

入规

定学

分 

学术交流  1    √ 

工作技术实践  1    √ 

12．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鼓励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到实践基地或相关企业实习，实习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1）实践教学时间、学分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采用

学分制，须修满 6学分。 

2）实践教学地点和内容 

实践教学可以在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或相关企业工程或生产现场进行，导师帮助所指导

的研究生确定实践教学地点，制定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主要内容包括：了解实践教学单

位主要业务（主要生产产品）；设计流程或生产工艺；设计、工艺原理；产品质量分析与检

测；工程和生产管理等。 

3）实践教学报告及其要求 

实践结束后，学生根据实践内容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实践报告。实践报告内容包括：

实践教学单位的主要业务（主要生产产品）；设计流程或生产工艺；设计、工艺原理；产品

质量分析与检测；实践教学单位技术或管理特色；技术或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实践

教学单位技术或管理创新方面的建议等。 

4）实践教学学分的认定： 



 

实践结束后，由实践活动所在企业（单位）就研究生实践学习情况给出鉴定，并填写《合

肥工业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表》。将实践报告交导师审核，签字通过后，

交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考核，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考核合格，实践记 6 学分。 

13．必修环节 

1）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结合学位论文任务，至少阅读 40 篇在研究领域

内以行业技术发展与工程应用为主要内容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学习本领域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新材料的应用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 3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综述本研究课

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包括研究现状、水平、发展趋势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开题报告应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来源、目的、意义、该课题在

国内外的概况等。课题要求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的课题，

包括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技术攻关等生产关键任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和

新产品的研发等方面的课题。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迟应在第二学期完成文献综述，最迟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

题报告。 
2）学术交流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 3 次学术活动，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简述内容并阐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观点或看法。 

3）工作技术实践 

工作技术实践内容可以是本科生的课程教学、辅导、试验、实习的指导，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辅导，也可以是厂矿企业、科研部门、工程单位的生产、科研技术或管

理工作。 

作为工作技术实践的一部分，在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将硕士生担任

助教或助管工作设立为 1 个学分的必修环节。要求助教所助课程学时（或累计）不少于 48

学时；助管工作量当量等同于助教工作量要求。 

14．学位论文 

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工程设计与研究、技术研究或技

术改造方案研究、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各类论文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要求

如下： 

1) 工程设计与研究类 

 以解决生产或工程实际问题为重点，设计方案正确，设计结构合理，数据准确，

符合规范。 

 论文成果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2) 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方案研究类 



 

 能综合应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理论推导、分析严密完整，实验方法科学，

数据可信。 

 能应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 

 论文成果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或适用性。 

3) 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类 

 需求分析合理，总体设计正确。 

 程序编制及文档规范。 

 应有调试、测试乃至应用结果和评价。 

4) 工程管理类 

 应有明确的生产与工程应用背景和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收集与统计的数据充分、可靠。 

 理论建模和分析方法科学正确。 

要求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校内且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另一位导师来自企业

且专业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另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成立指导小组。 

15．论文答辩要求和学位授予 

1) 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案规

定的学分，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2) 学位论文正文不少于 3万字，撰写格式参考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相关规定。 

3) 论文开题报告和中期阶段报告。 

4) 不少于 5000 字的实践报告。 

5) 论文评阅、答辩审批、答辩、学位授予等，均按国家教育部和《合肥工业大学授予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工作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16．其他说明 

（1）跨学科录取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需要补修车辆工程专业本科阶段 2 门专

业主干课程，列入培养计划，但不计入学分。 

（2）培养过程中到外单位交流学习或联合培养期间修习的学分经相关单位研究生主管

部门审核确认可以计入相应的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