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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01510022 工业系统概论  2 学分 32 学时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System 

本课为工业生产概论（1）的接续部分，全课内容综合了能源、材料、化工、机械、汽车、电子、轻工和建

筑等主要工业部类，并兼顾农业和服务业，构成正面展开工业系统的完整体系，打开学生从工科院系和工

程学科吸取营养的大门。本课程体系开放，工程、经济、社会相融合，技术与产业相交叉，国内外情况兼

容，寓认识论和方法论于工程实例，寓思想教育和养成教育于业务内容，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大气，为融

合不同文化创造新的理论、产品和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课程采用课堂案例讲授、现场考察和网络合作探

究三条线平行推进的教学模式，加强教学效果。教师课堂案例教学为主导，学生课下合作探究式学习为主

体，产业参观调研实践为补充。听课－读书－实践环环相扣；训练－思考－交流步步深入。引导学生用讨

论的心态听课，以课堂为导学，在读书、实践和合作探究中展开课程内容。 

 

01510033 基于 Pro/ENGINEER 的 CAD/CAM  3 学分 48 学时 

CAD/CAM Based on Pro/ENGINEER 

Pro/Engineer 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 3D 工程软件，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机械制造、模具、工业设计

等领域。本课程讲授该软件的零件设计、产品装配、工程图绘制和 NC 加工等模块，并重点讲授软件操作

和使用技巧。本课程为全校性选修课，共 3 学分。   本课程主要在机房授课，边讲边练，还配合 CAM 内

容安排了数控加工实验。对于选修本课的同学，每个人的上机卡上将获得 40 机时，用于上课和课外上机练

习。    学生通过该课程学会用 Pro/E 三维设计机械产品及其零件，并能够设计工程图。另外掌握用 Pro/E

自动生成数控加工的程序。为以后学习机械相关的课程奠定基础。 

 

01510051 特种加工  1 学分 16 学时 

Non-conventional Machining 

本课程主要介绍特种加工的起源、原理、特点、应用范围和发展趋势。其中包括目前比较常用的下列特种

加工工艺方法。电火花成形与穿孔加工的原理、工艺规律、加工特点与应用范围。包括典型设备的主要结

构、工作原理等。 数控线切割加工的原理、工艺规律、加工特点与应用范围。包括典型设备的主要结构、

工作原理等。电解加工的原理、工艺规律、加工特点与应用范围。包括典型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等。

激光加工的原理、工艺规律、加工特点与应用范围。包括典型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等。 超声波加工

的原理、工艺规律、加工特点与应用范围。包括典型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等。 电子束加工的原理、

特点与应用范围。离子束加工的原理、特点与应用范围。水射流切割的工作原理、特点与应用范围。各种

特种加工艺方法的发展趋势。 

 

01510091 基于大型 CAD/CAM 软件的复杂形状建模与制造  1 学分 16 学时 

Complexity of the shape modeling and manufacturing based on CAD/CAM software 

讲解目前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与结构，并利用大型 CAD/CAM 软件，包括软件 PRO/E、POWERMILL 讲解在

制造业中的应用方法，并利用多轴加工设备进行加工实验，增强设计创新能力。 

 

01510112 表面贴装技术（SMT）基础  2 学分 32 学时 

Fundamental of Surface Mounting Technology (SMT) 

SMT 概论，SMT 工艺与设备基础，电子元器件与 PCB 基板，（包括现场讲课，自己动手实践与操作）SMT

专题论文与讨论（自主选题，课堂答辨与讨论），自己应用 SMT 制作实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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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0133 先进制造工艺与创新制作  3 学分 48 学时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Production 

鉴于本校制造实习课时较少，先进制造技术实习时间较短、工艺理论知识学习较浅的缘故，为满足部分学

生想进一步学习先进制造技术工艺，提高自己工程实践能力的要求，设计本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达到：学习先进制造技术工艺、CAD/CAM 设计、工程项目设计和制作训练的目标要求。同时该课程

也成为每年的全国大学生“综合工程训练能力大赛”选拔“优秀学生”的平台。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先

进制造工艺概论课、CAD/CAM 设计软件、数控加工中心、数控线切割、数控激光雕刻和数控电火花、快

速成形制造、精密雕刻制造、数控等离子弧切割、数控冲床、脉冲 TIG 焊接、数控车床。在讲授和完成部

分实验环节后，分组指导学生完成工程项目综合设计、制造、工艺分析、论文撰写和答辩。每个环节内容

包括：工艺理论讲授、设计软件讲授、零件设计和工艺设计、学生操作机床完成设计内容，最后综合考评。 

 

01510142 工业文明与工程文化  2 学分 64 学时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ngineering Culture 

本课总体框架确定为“工程本位；整体思维；经济、人文视角”。课程以工业生产过程为载体，以系统科学

的基本定律为线索展开内容，将主要工业部类和相关工程学科构建成一个体系，有助学生在短时间内达到

接触工程实际、获得工业体验、走向文理会通的效果。有助于在学习工业知识的同时升华思维和认识，提

高哲学自觉，为终身不停顿学习树立脚手架、添加催化剂；工业系统的大逻辑和有血有肉的工程案例更是

顶天、立地、为人的精神食粮，有助于学生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情感模式、行为范式和审美情趣等方

面“高贵的个性”的确立。 

课程主要内容教学： 

一、概论（2 学时） 

(1)文科教育的国际趋势之一：面向文科的工程教育 

(2)建立开放会通型知识结构的必要性和途径 

(3)工业文明与工程文化概述 

(4)综合全新的工程概念、体系和结构 

二、各论（24 学时） 

1.基础工业 

(1)能源工业：重点理解系统观之整体性——整体优化律 

(2)材料工业：重点理解系统观之结构性——结构质变律 

(3)化学工业：重点理解系统观之层次性——层次转化律 

2.制造业：   重点理解系统观之差异性——差异协同律 

(1)机械工业：兼论生产社会化的进程 

(2)汽车工业：兼论技术与管理的融合 

(3)电子工业：兼论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4)轻工业：  兼论中国工业化道路 

3.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兴战略性产业----重点理解系统观之自组织涌现律 

4.建筑业：  兼论生产与文化的关系 

5.（简介） 

三、综论（2 学时） 

(1) 以工业布局为例，讨论综合性宏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 

(2) 工程文化与新兴综合学科“广义工程学”的研究提纲介绍 

(3) 农业、工业、服务业、“智慧产业”及第四次产业革命 

(4) 高端人才的创意修为 

四、学生探究式合作学习（课内 4 学时加课外 3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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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年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清华大学文科学生版） 

 

01510152 现代加工技术与实践  2 学分 32 学时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of Non-conventional Machining 

现代加工技术包括理论、实践和讨论内容。 

1. 课程理论内容是电火花成形与穿孔加工、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电化学加工、激光加工、超声波加工、电

子束和离子束加工、快速成形、水射流切割和等离子弧切割等等一系列新型的工艺方法。 

2. 课程实践内容是结合小型的项目制作，使得学生熟悉现代加工技术的技术及文化内涵； 

3. 课程讨论内容让学生参与教师导引的课堂讨论，从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01510162 制造工程体验  2 学分 64 学时 

Experience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包括概论课、工程基础训练、项目导引训练和制造系统训练等教学环节：通过概论课环节了解工程制造、

工程要素、工程素养，以及工程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内在关系，通过工程基础训练环节了解工程制造的基

本方法，通过项目导引训练环节深入体验工程制造过程，通过制造系统训练体验工程要素和工程素养，在

此基础上体验工程文化内涵。 

 

01510172 创意设计与制造  2 学分 32 学时 

Cre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为推动高等工程实践教育改革，促进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与采用正版软件的设计实践结合，助推

我国高校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实施，根据教育部与欧特克公司《关于支持中国工程技术教育创新的合作

备忘录》精神，欧特克公司决定对我国工程训练国家级、省市级和地方院校约 500 所高校的工程训练中心

捐赠包括 AutoCAD，INVENTOR，3DMax 等系列正版软件。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将多年的科研成果及科研实践经验转化为教学，利用捐赠的系列软件作为

工具，组织有丰富设计、制造、装配与调试经验的教授、副教授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开设《创意设计与制

造》选修课程。 

该课程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1. 体现了项目驱动。该课程以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的“无碳小车”题目为驱动。讲课内容中

的零件设计采用无碳小车中的零件，并对无碳小车进行了仿真设计，有限元分析等。 

2. 课程引入了工业设计、概念设计和标志设计的相关内容，列举了一系列具体和抽象的案例，希望引导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拓展思路，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进行创造性的系统思维。 

3. 该课程不仅注重学生综合工程能力的培养，而且十分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养成。作为养成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课程不仅提出了当代工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工程素养、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和心理素

养，而且力图指明其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性，并对其内涵赋予了比较确定的含义。 

4. 注重工程制造系统知识和综合能力的集成。由于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不只是强调机械设计、制造工艺、

工程实践与创新思维，因此，该课程的内容就不局限于相关设计软件的应用，而且关注作为工程技术人员

在设计、制造、工艺、实践、创新与素养各方面的整体成长。 

5. 注重教学研究成果和科研成果向实践教学中转化。课程中的不少内容，如工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

养，制造工艺的目标、特点和内涵，都是深入进行教学研究的产物，增强了讲义和授课中的学术性。为了

更好地说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之间的差别，课程中较多采用了作者在科研工作中的成果。例如创新

案例中有人体下肢牵引器、数控旋转电加工机床、十二工位数控激光淬火机床、体质智能化测试系统等。 

 

01510182 创业认识与实践  2 学分 32 学时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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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总体框架确定为“以教授创业知识为基础，以锻炼创业能力为关键，以培养创业精神为核心”。采用

模块化、项目化和参与式教学，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小组讨论与角色体验相结合、经验传授与创

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需求、解决问题和推向市场的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

全面发展。 

    本课程由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组织，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经管学院教师负责理论课程授课，邀请校友、

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高管开展讲座。提供机电创新制作实验室和相关设备，配合学生试制部分创意发明，

其中的优秀成果推荐进入全国性大学生竞赛，接收 SRT 小组研究成果作为创业项目，联系清华创业园、创

新工场创业基金、EMBA 企业合作项目进一步发展优秀项目。 

一、创业认识与创业精神（8 学时）：启发学生了解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认识创业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关

系。 

（1）创业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关系 

（2）大学生创业成功案例分析 

（3）邀请校友做创业历程报告 

二、创业环境与创业规划（8 学时）：讨论创业热潮等社会历史现象，介绍创业的基本流程，分析创业者能

力要素。 

（1）创业热潮等相关社会历史现象分析 

（2）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技术创新的应用 

（3）创业者能力要素分析和培养 

三、创业规律与创业实务（8 学时）：认识商业开发模式，了解创业计划书的制定和评价体系，掌握创业操

作实务。 

（1）商业开发模式选择和创业计划书制定 

（2）创业风险规避和创业团队建设 

（3）创业企业融资和初期客户管理 

四、创业素养与创业实践（8 学时）：了解国家创业政策，总结常见的创业失败因素，建立对创业企业的直

观认识。 

（1）邀请专业人员介绍企业注册手续和创业支持政策 

（2）邀请企业高管或投资专家介绍创业中的失败案例 

（3）组织学生到创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参观 

 

01510192 创业导引—与创业名家面对面  2 学分 32 学时 

How To Start a Startup - Face To Face with Famous Entrepreneurs 

1. 为什么要创业？ 

2. 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 

3. 创业环境、创业资源和创业文化——中国创业环境 

4. 什么样的创意适合创业？ 

5. 从创意到创业——商业模式 

6. 创业团队合作和股权结构设计 

7. 从创意到产品 

8. 如何融资（一）——商业计划书 

9. 如何融资（二）——寻找合适的资金 

10. 如何获得最初的用户？ ——创业公司基本营销 

11. 报表与现金流——创业公司基本财务 

12. 如何成为高效的管理者——创业管理与领导力 

13. 如何找到合适人——创业人才招聘与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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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司成长中的问题 

15. 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 

16. 课程小结、创业报告 

 

21510063 金工实习 B(分散)  3 学分 48 学时 

Metal Working Technology Practice B 

本课程是技术基础课，是重要的工程实践训练环节之一。本课程包括车工、铣工、磨工、钳工、焊接、铸

造等主要机械制造方法的认识和实习，以及数控加工和特种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实验。通过机械制造实习

使学生：1.初步了解机械制造基本的毛坯成形方法，零件加工方法和产品部件拆装方法以及所用的设备，

工卡量具、材料、工艺、加工质量和安全技术等。2. 对铸工、焊接、铣工、磨工、车工和钳工有初步的操

作体会。3. 了解数控加工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新技术新工艺。4. 遵守劳动纪律，爱护设备工具，节约材

料，培养严谨求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培养劳动观点、群体观点和经济观点等。 

 

21510082 金工实习 C(集中)  2 学分 32 学时 

Metal Working Technology Practice C 

本课程是技术基础课，是重要的工程实践训练环节之一。本课程包括车工、铣工、磨工、钳工、焊接、铸

造等主要机械制造方法的认识和实习，以及数控加工和特种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实验。通过机械制造实习

使学生：1.初步了解机械制造基本的毛坯成形方法，零件加工方法和产品部件拆装方法以及所用的设备，

工卡量具、材料、工艺、加工质量和安全技术等。2. 对铸工、焊接、铣工、磨工、车工和钳工有初步的操

作体会。3. 了解数控加工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新技术新工艺。4. 遵守劳动纪律，爱护设备工具，节约材

料，培养严谨求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培养劳动观点、群体观点和经济观点等。 

 

21510123 金工实习 B(集中)  3 学分 48 学时 

Manufacturing Process Practice B(Concentrated) 

本课程是技术基础课，是重要的工程实践训练环节之一。本课程包括车工、铣工、磨工、钳工、焊接、铸

造等主要机械制造方法的认识和实习，以及数控加工和特种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实验。通过机械制造实习

使学生：1.初步了解机械制造基本的毛坯成形方法，零件加工方法和产品部件拆装方法以及所用的设备，

工卡量具、材料、工艺、加工质量和安全技术等。2. 对铸工、焊接、铣工、磨工、车工和钳工有初步的操

作体会。3. 了解数控加工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新技术新工艺。4. 遵守劳动纪律，爱护设备工具，节约材

料，培养严谨求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培养劳动观点、群体观点和经济观点等。 

 

21510141 金工实习 D(分散)  1 学分 16 学时 

Manufacturing Process Practice D(Scattered) 

本课程是技术基础课，是重要的工程实践训练环节之一。本课程包括车工、铣工、磨工、钳工、焊接、铸

造等主要机械制造方法的认识和实习，以及数控加工和特种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实验。通过机械制造实习

使学生：1.初步了解机械制造基本的毛坯成形方法，零件加工方法和产品部件拆装方法以及所用的设备，

工卡量具、材料、工艺、加工质量和安全技术等。2. 对铸工、焊接、铣工、磨工、车工和钳工有初步的操

作体会。3. 了解数控加工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新技术新工艺。4. 遵守劳动纪律，爱护设备工具，节约材

料，培养严谨求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培养劳动观点、群体观点和经济观点等。 

 

21510183 制造工程基础  3 学分 48 学时 

Fundamentals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材料选择、材料加工和机械等现代制造过程的技术和理论基础，包括基本原理、方法和方案选择、特点和

应用，结构工艺性和质量控制，制造工艺过程，数控加工、特种加工、精密加工和超精密加工等新技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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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等。 

 

21510192 电子工艺实习（集中）  2 学分 70 学时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电子工艺实习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让学生了解一般电子工艺知识；并以典型电子产品为对象，通过

电路原理图的绘制和仿真、印制电路版的设计和制作、元器件的检测和焊接以及整机的安装和调试等步骤，

初步掌握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得到基本工程训练；同时进行工程意识和科学作风培养；为学习后

续课程和其他实践教学环节，以及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21510202 电子工艺实习（分散）  2 学分 32 学时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电子工艺实习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让学生了解一般电子工艺知识；并以典型电子产品为对象，通过

电路原理图的绘制和仿真、印制电路版的设计和制作、元器件的检测和焊接以及整机的安装和调试等步骤，

初步掌握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得到基本工程训练；同时进行工程意识和科学作风培养；为学习后

续课程和其他实践教学环节，以及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31510042 工业生产概论(1)  2 学分 32 学时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Production(1) 

本课内容综合了能源、材料、化工、机械、汽车、电子、轻工和建筑等主要工业部类，并兼顾农业和服务

业，构成正面展开工业系统的完整体系，打开学生从工科院系和工程学科吸取营养的大门。本课程体系开

放，工程、经济、社会相融合，技术与产业相交叉，国内外情况兼容，寓认识论和方法论于工程实例，寓

思想教育和养成教育于业务内容，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大气，为融合不同文化创造新的理论、产品和服务

打下良好的基础。课程采用课堂案例讲授、现场考察和网络合作探究三条线平行推进的教学模式，加强教

学效果。教师课堂案例教学为主导，学生课下合作探究式学习为主体，产业参观调研实践为补充。听课－

读书－实践环环相扣；训练－思考－交流步步深入。引导学生用讨论的心态听课，以课堂为导学，在读书、

实践和合作探究中展开课程内容。 

 

31510052 工业生产概论(2)  2 学分 32 学时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Production(2) 

本课为工业生产概论（1）的接续部分，全课内容综合了能源、材料、化工、机械、汽车、电子、轻工和建

筑等主要工业部类，并兼顾农业和服务业，构成正面展开工业系统的完整体系，打开学生从工科院系和工

程学科吸取营养的大门。本课程体系开放，工程、经济、社会相融合，技术与产业相交叉，国内外情况兼

容，寓认识论和方法论于工程实例，寓思想教育和养成教育于业务内容，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大气，为融

合不同文化创造新的理论、产品和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课程采用课堂案例讲授、现场考察和网络合作探

究三条线平行推进的教学模式，加强教学效果。教师课堂案例教学为主导，学生课下合作探究式学习为主

体，产业参观调研实践为补充。听课－读书－实践环环相扣；训练－思考－交流步步深入。引导学生用讨

论的心态听课，以课堂为导学，在读书、实践和合作探究中展开课程内容。 

 

31510062 现代汽车制造技术及管理  2 学分 32 学时 

Moder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本课程以现代汽车制造技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汽车制造系统为载体，以现代制造系统和技术的体系和

结构为总框架，从汽车制造模式的发展，汽车轻量化材料的发展，汽车零部件的精确成形，先进制造理念

和模式及其发展进行介绍，使学生对现代汽车制造有较全面的了解。本课程内容包括面向汽车大批量定制

的管理和制造技术，汽车典型铸件、锻件、冲压件、焊接结构的先进成形工艺及其加工工艺分析和检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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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车身制造工艺，汽车生产工艺管理。 

 

31510082 工业系统实践  2 学分 32 学时 

Practice of Industrial System 

本课为工业工程专业的综合基础课，以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正面展开工业系统，力求工业与经济交叉，

中外兼容，以案例演绎逻辑，使学生对整个工业体系从技术到产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培养整合和积

累的学习方法。 

 

S1510021 实验室科研探究（1）  1 学分 16 学时 

Explor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Lab（1） 

属实验室科研探究课系列课程之一，筛选典型科研成果或在研项目，组织学生到实验室进行现场教学，以

科普形式（如试验现场、音像资料、启发式设问等）向学生展示科研过程，促进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其具

有大视野，大思路。 

 

S1510031 实验室科研探究（2）  1 学分 16 学时 

Explor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Lab（2） 

属实验室科研探究课系列课程之一，筛选典型科研成果或在研项目，组织学生到实验室进行现场教学，以

科普形式（如试验现场、音像资料、启发式设问等）向学生展示科研过程，促进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其具

有大视野，大思路。 

 

S1510041 实验室科研探究（3）  1 学分 16 学时 

Explor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Lab(3) 

筛选典型科研成果或在研项目，组织学生轮流到实验室进行现场教学，以科普形式（试验现场、图板、音

像资料、报告文档、启发式设问等）向学生全方位展示科研过程，促进学生结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具有

大视野，大思维。 

 

S1510051 实验室科研探究（4）  1 学分 16 学时 

Explor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Lab(4) 

筛选典型科研成果或在研项目，组织学生轮流到实验室进行现场教学，以科普形式（试验现场、图板、音

像资料、报告文档、启发式设问等）向学生全方位展示科研过程，促进学生结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具有

大视野，大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