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部颁专业代码 080601） 

一、专业简介 

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源自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设立的电机工程专业，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1965 年开始培养硕士，1981 年获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形成工学学士、工学/工程硕士、工学/工程博士、博士后的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本专业是国家

一流专业建设点和第一类特色建设专业及山东省特色专业，是国家卓越工程师首批试点单位，2022

年再次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电气工程学科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985”和“211”重点建设

学科、山东省重点学科，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B+，是山东大学工程学科 ESI 前 1‰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拥有电动汽车电网接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电网智能化调度与控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全球能源互联网山东省协同创新中心、1 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和 4 个山东省工程技

术中心；拥有 2 个国家级工程教育实践中心，以及山东省示范性基层教学组织、山东省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和山东省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各 1个，形成校企联合、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

培养了史大祯、薛禹胜、刘振亚、房建成等大批杰出人才，驱动引领我国电力能源事业发展。将

继续秉承“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办学定位，服务国家电力能源重大战略和行业发展，立足山

东、面向全国、对接国际，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化的具有领军潜质的工程、技术和科研人

才。 

二、培养目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具有人文科学素养、高度社

会责任感、开阔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掌握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电气工程领域的前沿知识及专业技

能，善于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电气工程复杂问题，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

能够进行技术创新和原理创新，在电气工程领域具有创新能力和领军潜力的高级工程、技术和科

研人才。 

通过毕业后五年左右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毕业生预期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追踪电气工程及相关领域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优化更新知识结构； 

（2）运用电气工程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和现代工具，综合考虑社会、环境、经

济、法律等非技术因素，独立或团队协作解决电气工程领域复杂问题； 

（3）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工程伦理和行业规范； 

（4）主动适应国家、社会和行业需求，成为具有较强团队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毕业要求 

根据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目标，学生应达到以下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具备解决复杂电气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专业基础知识

和专业知识，能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决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电气工程问题的表述。 

1.2  能针对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1.4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

合。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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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电气工程问题的关键环

节。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能利用文献研究手段，寻求解决电气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2.4 能应用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设

计/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装置或系统，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1 掌握电气工程领域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的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并根据技

术需求分析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3.2 针对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够设计/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单元（部件）、系统（装

置）或工艺流程，并体现创新意识。 

3.3 能够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综合考虑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方案、开展实验、分析与解释实验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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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分析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的解决方案。 

4.2  根据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特征，选择研究的技术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4.3 能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科学正确地采集实验或仿真数据。 

4.4  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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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合

适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分析、模拟与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5.1 熟悉电气工程领域常用的仪器仪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与模拟仿真软件等，熟悉

各种资源和技术，掌握其使用方法，并理解其适用条件和局限性。 

5.2 能够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

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5.3 能够针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具体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对电气工程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模拟和预测，并能够理解及分析结果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了解国家和地方涉及电气工程领域的政策、法律法规、知识产权

和技术标准体系，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能够从工程师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的角度，客观评价电气专业工程实践和电气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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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技术标准体系、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

程活动的影响。 

6.2 能够分析和评价电气工程实践和电气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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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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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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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能够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能够认识电气工程在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7.2 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电气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电气工程实

践可能对人类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意义和不利影响。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电气工程实践中理解

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1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理解工程师对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

以及环境保护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在电气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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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9.2 能够理解个人在团队中承担的角色及责任，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9.3 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毕业要求 10：沟通：能够就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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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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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针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通过撰写书面报告、设计汇报文稿、口头交流

等多种方式，准确表达个人观点，回应质疑，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理解

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10.2 能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世

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10.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够就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

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电气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

中应用。 

11.1 掌握电气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了解工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

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 

11.2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包括模拟环境），将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应用于电气工程领域

产品及工程项目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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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认知社会发展和电气工程行业大变革的前景，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九、各类课程学分比例 

学分类型/课程类型 应修小计 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实践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独立设置 

实验课程 
课内实践教学 

独立设置 

实践教学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学分数 34 27   3 4 

学分比例 23.87% 18.95%   2.11% 2.81% 

学科平台

基础课程 

学分数 25 20  3 2  

学分比例 17.55% 14.04%  2.11% 1.4%  

专业必修

课程 

学分数 72.5 45 6.5 5 1 14 

学分比例 50.16% 31.57% 4.56% 3.51% 0.7% 9.82% 

专业选修

课程 

学分数 16.5      

学分比例 0%      

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 

学分数 8 8     

学分比例 5.61% 5.61%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学分数 4 4     

学分比例 2.81% 2.81%     

合计 

学分数 160 104 6.5 8 6 18 

学分比例 100% 72.98% 4.56% 5.62% 4.21% 12.63% 

  



      

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一）专业培养计划--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sd0281074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考试 6  

sd028108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3 56 40  16  考试 6 0.5实践学分 

sd028108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6 40  16  考试 4 0.5实践学分 

sd028108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6 40  16  考试 2 0.5实践学分 

sd0281085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6 40  16  考试 1 0.5实践学分 

sd01911210 计算思维 3 64 32  32  考试 1 1实践学分 

00070 大学英语课程组 8 256 128  64  考试 1-4 
课外 64学时，

不计入实践

学分 

sd02910630 体育（1） 1 32   32  考查 1  

sd02910640 体育（2） 1 32   32  其它 2  

sd02910650 体育（3） 1 32   32  其它 3  

sd02910660 体育（4） 1 32   32  考试 4  

sd06910010 军事理论 2 32 32    考试 2  

sd090101C0 形势与政策（1） 0 8 8    考试 1  

sd090101D0 形势与政策（2） 0.5 8 8    考试 2  

sd090101E0 形势与政策（3） 0 8 8    考试 3  

sd090101F0 形势与政策（4） 0.5 8 8    考试 4  

sd09010200 形势与政策（5） 0 8 8    考试 5  

sd09010210 形势与政策（6） 0.5 8 8    考试 6  

sd090101A0 形势与政策（7） 0 8 8    考试 7  

   



      

 

（二）专业培养计划--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专业

教育

课程 

学科

平台

基础

课程 

sd00920120 高等数学(1) 5 80 80    考试 1  

sd01921130 线性代数 3 48 48    考试 1  

sd00920130 高等数学(2) 5



      

应修小计 49 1133 404 280 480 16 周    

应修说明  

专业

限选

课程 

A方向 （电气设备与控制） 

sd01930230 电机设计 2 32 32    其它 6  

sd01932800 现代永磁电机 2 40 24 16   考试 6  

sd01932850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2.5 40 40    考试 6  

sd01931440 现代变流技术及应用 2 32 32    考查 6  

sd01932910 专业设计-A 2 64   64 2 考查 6

 



      

sd01931680 柔性电力技术 2 32 32    考查 7  

sd01930720 高压电力设备在线监测技术 2 32 32    考查 7  

sd01930730 高压电器 2 32 32    考查 7  

sd01931100 现代气体放电技术概论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440 电动汽车电机与驱动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340 控制电机与应用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8C0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 2 34 32 2   考查 7  

sd01932210 储能技术与电动汽车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450 人工智能方法与应用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9A0 综合能源系统设计与分析 2 32 32    考查 7  

sd01931160 新能源发电与并网技术 2 32 32    考查 7  

sd01930740 高压直流输电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7D0 柔性直流电力系统 2 36 30 6   考查 7  

sd019327C0 电气工程创新思维与应用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870 新型电力系统优质供电分析与控制 2 40 24 16   考试 7  

sd019328A0 数字能源系统预测控制 2 32 32    考试 7  

sd01932780 航空航天电机电源系统 2 32 32    考查 7  

sd01930760 工程经济学概论 2 32 32    考查 7  

sd01930360 电力企业管理 2 34 30 4   考查 7  

sd01932840 风电数字孪生技术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830 新能源电力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 2 48 16  32  考查 7  

sd01932810 新型高压电力电子器件及应用 2 32 32    考查 7  

sd01930530 电力系统接地技术 2 32 32    考查 7  

sd01932350 电磁兼容设计与干扰抑制技术 2 32 32    考查 7  

应修小计 6         

应修说明  

专业教育课程合计 114 1987 1040 464 544 16 周    

 

  



      

（三）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创业计划、素质拓展计划（共 22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四）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大 

学 

英 

语 

课 

题 

组 

sd03119A82 新工科综合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72 新工科综合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02 跨文化交际与全球胜任力 2 64 32  16  考试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C2 科技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 2 64 32  16  考试 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D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解读 2 64 32  16  考试 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B2 英语演讲与辩论 2 64 32  16  考试 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92 大学基础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A2 大学基础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72 大学基础英语(3) 2 64 32  16  考试 3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82 大学基础英语(4) 2 64 32  16  考试 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E2 通用学术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F2 通用学术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40 大学日语（1） 2 32 32    考试 1  

sd03119B20 大学日语（2） 2 32 32    考试 2  

sd03119B30 大学日语（3） 2 32 32    考试 3  

sd03119B10 大学日语（4） 2 32 



      

 

十一、课程（项目）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课程（项

目）名称

\毕业要

求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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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概论  

          M         H H M H        M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论 

          L        H    H        L M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原理 

                   H M  H         L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要 

          L        M M   H M           

思 想 道           L        H M H   M           



      

德 与 法

治 

计 算 思

维（电气

工 程 学

院） 

H M        H      H                 M L 

大 学 英

语 课 程

组 

           M                 H H   L  

体 育

（1-4） 
          M        M     M           

军 事 理

论 
          L        H    M M           

形 势 与

政 策

（1-8） 

          H        H  H  H H         L  

科 技 素

养 
                                  

人 文 素

养 
                                  

艺 术 审

美 
                                  

生 命 健

康 
                                  

高 等 数

学(1) 
H M  L H M                             

线 性 代 H M   H H                             



      

数 

高 等 数

学(2) 
H M  M H M  L                           

工 程 训

练 
        M            H H   H H M        

概 率 与

数 理 统

计 

 H   H M                            M 

电 子 技

术 
 H     H     H            L           

电 子 技

术实验 
        H    H M H         M H H L        

电 子 工

艺实习 
        H     H          M           

新 生 研

讨课 
                   H  H H            

工 程 制

图基础 
L  L      H M L                        

复变、场

论、拉氏

变换 

 H   H M                            M 



      

入 式 系

统 与 智

能 控 制

课 程 设

计 

                                  

嵌 入 式

系 统 与

智 能 控

制 

                                  

信 号 与

系统（双

语） 

  M    H         M              H     

自 动 控

制理论 
  H     H    H     H                 H 

电路（I） M H                          M     H  

电磁场   H   H           H        L        H  

电 路

（II） 
M H                          M     H  

电 机 学

(I) 
   H    H  H           M            H  

认 识 实

习 
                  M H H  H  H M  H       

电 力 电

子技术 
  M H    H    H  M                   M  

电 气 工

程 基 础

课 程 设

      M  H       M          H         



      

计 

电 机 学

(II) 
   H    H H             M           H  

电 气 工

程基础 
  M H     L   H          H             

电 力 市

场原理 
       H    M       M        M M H H L    

现 代 通

信原理 
      H         H     M              

生 产 实

习 
                  H  M H  H H H 

     

 



      

术 

电 力 系

统分析 
      H H    M      M                 

现 代 永

磁电机 
                                  

电 力 电

子 装 置

及应用 

      H H    M                     M  

高 电 压

试 验 技

术 

    M    H M H L        M               

电 力 系

统 自 动

控 制 技

术 

      H H    M                    M   

电 力 拖

动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H H    M M                    M  

高 压 直

流 输 电

技术 

                                  

电 力 系

统 过 电

压 

      M M    M         M              

电 力 系

统 继 电
      H H    M       M                



      

保护 

现 代 变

流 技 术

及应用 

      H H    M M                    M  

新 能 源

发 电 系

统 并 网

及 运 行

技术 

      H H    M        H H              

电 磁 前

沿技术 
                                  

电 力 系

统 故 障

分析 

  H   H      H                     M  

专 业 设

计-A 
     H   H                H   H      H 

专 业 设

计-B 
       H  H                H  H     H  

专 业 设

计-C 
       H  H M             M H H  H  M  M H  

专 业 设

计-D 
       H  H               H   H     H  

对应相关度请分别填写“H”、“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