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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书院

化学生物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双学位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化学生物学（理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工学）双学位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坚实的数学、物理、化

学和生物学基础知识；掌握高分子材料产品、加工设备和制备工艺设计及系统集成的理论和方法；发现、

分析和创新性地解决复杂科学和工程问题的能力；拥有健康身心，恪守科学和工程伦理；主动面向科技、

经济和社会重大需求，在产业、学术和管理等方面发挥引领性作用。

毕业生毕业五年后具备如下素质和能力：

1. 具备在化学和高分子材料工程及其相关领域取得成功的科学、工程和技术素养；

2. 被研究生培养计划成功录取或者被工程或相关领域的企业雇用；

3. 在职业和社区服务方面表现出高道德标准；

4. 积极响应当代问题；

5. 能够在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中践行领导力。

二、培养要求

数学、科学与工程知识：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高分子材料工程知识的能力；

实验设计与分析：设计和实施实验及分析和解释数据的能力；

系统、设备与工艺设计：考虑经济、环境、社会、政治、道德、健康、安全、易于加工、可持续性；

等现实约束条件下，设计系统、设备或工艺的能力；

多学科角度的团队：在团队中从不同学科角度发挥作用的能力；

工程问题：发现、提出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职业责任与伦理：对所学专业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理解；

有效沟通：有效沟通的能力；

足够的知识面：具备足够的知识面，能够在全球化、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研判工程解决方案的

效果；

终身学习：认识到需要终身学习以及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当代社会科技热点问题：具备从本专业角度理解当代社会和科技热点问题的知识；

现代工具：综合运用技术、技能和现代工程工具来进行科学/工程实践的能力；

研究：具备融合基础研究与工程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能够独立解决一般性的高分子材料及其相关

工程科学问题；

项目管理：具备项目管理能力。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化学生物学+高分子材料工程专双学位本科学制 4 年。授予化学生物学（理学）和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工学）双学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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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66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7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102 学分，专业实

践环节 17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校级通识教育 47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详见第 1页“校级通识课程体系”，其中通识选修课 11 学分包括人文、

社科、艺术、科学四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学分。探微书院推荐选修以下八门人文课组

的通识课程，只需选修其中一门，计入人文课组。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4720063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专题 3学分 秋季开课

14720012 《三国志》与三国史 2学分

00690912 清史概要 2学分

14720043 考古发现与《史记》 3学分

10691562 中国史要论 2学分 春季开课

10691552 中国历史地理 2学分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学分

10691093 《史记》研读 3学分

化学生物学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双学位专业推荐选修通识课-科学课组中与“科技史”、“工程、科学

伦理”相关课程（课程推荐清单另行通知）。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课程，4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2．专业相关课程 102学分

（1）基础课程 40 学分 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055 微积分A（1） 5

10421065 微积分A（2） 5

10421324 线性代数 4

10420854 数学实验 4

104208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三选一10421373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3

10421365 随机数学与统计 5

10430484 大学物理B（1） 4 三选一

10431064 大学物理（1） 4

10430344 大学物理(1)(英) 4

10430494 大学物理B（2） 4 三选一

10430194 大学物理（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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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0354 大学物理(2)(英) 4

10340022 信息科学理论与实践 2

10220053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3

新开课 制造工程训练 6

注：经数学系、物理系认定的高阶本科生课程可以替代对应的数学、物理课程。

（2）专业主修课程 56学分 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40144 化学原理 4

20440104 有机化学A(1) 4

20440113 有机化学A(2) 3

2044053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B 2

20340103 物理化学(1) 3

20340113 物理化学(2) 3

30450203 生物化学(1)（英） 3
二选一

20340123 生物化学(1) 3

30450213 生物化学(2)（英） 3
二选一

20340133 生物化学(2) 3

20440142 有机化学实验A(1) 2

20440441 物理化学实验C 1

30350262 固体物理学 2

30340451 化学工程与高分子科学导论 1

40340173 传递过程原理 3

30340094 化学工程基础 4

40340393 高分子化学 3

30340292 高分子化学实验 2

30340353 高分子物理 3

30340222 高分子物理实验 2

30340233 聚合物成型加工 3

30340361 聚合物成型加工实验 1

30340383 高分子材料仪器分析 3

新开课 高分子材料仪器分析实验 1

注：经化学系和生命学院认定的高阶本科生课程可以替代对应的化学和生物化学课程

(3) 专业选修课程 6 学分 限选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包含：1）本专业开设的模块化选修课程，2）深度的研究生层次课程，3）外

专业的基础课程及专业主修课程，4）学校教务部门认定的研究训练或者创新创业活动。

研究性实验模块：要求综合实验（理工融合）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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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书院推荐学生在大三和大四年级从下列模块中选课。
先进高分子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34024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

高分子化学生物学 2

液晶高分子 1

40340332 聚合反应工程 2

40340351 精细高分子 1

20750061 信息检索与利用（化工类） 1

研究生进阶课程替代说明：

本科生可依据未来研究方向和研究志趣，可以选修模块化课程中的研究生课程（*标记）。该研

究生可以作为本科模块限选课程或者任选课程，也可替代研究生阶段的学位课，但其学分能且仅能在本

科生或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中认定一次。具体课程清单请见模块选修课。

提前获得推研资格的同学可以选修研究生学位课程，不计入本科培养总学分要求，可计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总学分要求。

挑战课或者荣誉课程经化学工程系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和教学副主任批准后，可替代或者部分替

代研究生学位课。

3．专业实践环节 12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2学分 必修/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340442 化工实践（含化工仿真） 2

（2）综合论文训练 10学分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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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由思政课、体育课、外语课、写作与沟通，通识选修课构成，共47学分，适

用大部分专业，具体要求如下。特殊专业或院系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特殊要求详见各专业培养方案。

校级通识教育 47学分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17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6800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学分

10680061 形势与政策（1） 1学分 建议大一选修

10680081 形势与政策（2） 1学分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学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学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学分

106800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学分

思政实践 2学分 建议大一大二暑期选修

限选课 1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680201 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1学分

学生根据开课情况自主

选择修读学期和课程

00680221 中国共产党历史（“四史”） 1学分

00680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史”） 1学分

00680211 改革开放史（“四史”） 1学分

00050222 生态文明十五讲 2学分

00691762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学分

00050071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1学分

00670091 新闻中的文化 1学分

10691402 悦读马克思 2学分

00691312 当代法国思想与文化研究 2学分

10691412 孔子和鲁迅 2学分

10691452 媒介史与媒介哲学 2学分

01030192 教育哲学 2学分

00460072 中国历史地理 2学分

14700073 西方近代哲学 3学分

10460053 气候变化与全球发展 3学分

00590062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2学分

00600022 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化重构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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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1162 西方政治制度 2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像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02090051 当代国防系列讲座 1学分

02090091 高技术战争 1学分

00590043 中国国情与发展 3学分

0068004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学分

00701344 国际关系分析 4学分

00701512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2学分

10700142 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研究 2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思想道德与法治，3学分，其余课程不做要求。

国际学生对以上思政课程不做要求。

(2) 体育 4学分

第 1-4 学期的体育(1)-(4)为必修，每学期 1 学分；第 5-8 学期的体育专项不设学分，其中第 5-6

学期为限选，第 7-8 学期为任选。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第 1-4 学期的体育必修

课程并取得学分。

本科毕业必须通过学校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测试。体育课的选课、退课、游泳测试及境外交换学生的

体育课程认定等请详见学生手册《清华大学本科体育课程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3) 外语（一外英语学生必修 8学分，一外其他语种学生必修 6学分）

学生 课 组 课 程 课程面向 学分要求

一外

英语

学生

英语综合能力课组

英语综合训练（C1）
入学分级考试 1级

必修

4学分

英语综合训练（C2）
英语阅读写作（B）

入学分级考试 2级
英语听说交流（B）
英语阅读写作（A）

入学分级考试 3级、4级
英语听说交流（A）

第二外语课组

详见选课手册
限选

4学分
外国语言文化课组

外语专项提高课组

一外小语种学生 详见选课手册 6学分

公外课程免修、替代等详细规定见教学门户-清华大学本科生公共外语课程设置及修读管理办法。

注：国际学生要求必修 8学分非母语语言课程，包括 4 学分专为国际生开设的汉语水平提高系列

课程及 4学分非母语公共外语课程。

（4）写作与沟通课 必修 2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0691342 写作与沟通 2

注：国际学生可以高级汉语阅读与写作课程替代。

（5）通识选修课 限选 11 学分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艺术、科学四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课程，4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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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6) 军事课程 4 学分 3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2090052 军事理论 2学分

12090062 军事技能 2学分

注：台湾学生在以上军事课程 4 学分和 台湾新生集训 3学分中选择，不少于 3学分。

国际学生必修国际新生集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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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书院

化学生物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双学位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

第一学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2090052 军事理论 2

12090062 军事技能 2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6800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10680061 形势与政策（1） 1 1

10720011 体育(1) 1 2

14201002 英语(1) 2 2

10421055 微积分A(1) 5 5

10421324 线性代数 4 4

10440144 化学原理 4 4

30340451 化学工程与高分子科学导论 1 1

10691342 写作与沟通 2 2 要求大一完成

建议修读学分 23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10720021 体育(2) 1 2

14201012 英语(2) 2 2

10421065 微积分A(2) 5 5 微积分A(1)

20440104 有机化学A(1) 4 4

10430484 大学物理B(1) 4 4

三选一10431064 大学物理（1） 4 4

10430344 大学物理(1)(英) 4 4

2044053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B 2 2 化学原理

通识选修课 1 1

建议修读学分 22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先修及其他说明

10340022 信息科学理论与实践 2 5

10680042 思政实践 2 2 建议大一大二夏修

建议修读学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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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10720031 体育(3) 1 2

14201022 英语(3) 2 2

10430494 大学物理B(2) 4 4 三选一

大学物理B(1)、大

学物理(1)、大学

物理(1)(英)

10430194 大学物理（2） 4 4

10430354 大学物理(2)(英) 4
4

20340103 物理化学(1) 3 3

20440113 有机化学A(2) 3 3 有机化学A(1)

20440142 有机化学实验A(1) 2 2 有机化学A(1)

通识选修课 2 2

建议修读学分 21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6800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2

10720041 体育(4) 1 2

14201032 英语(4) 2 2

10420854 数学实验 4 4

20340113 物理化学(2) 3 3 物理化学(1)

40340393 高分子化学 3 3

固体物理
2 2

30350262-2020级

使用此课号先上

建议修读学分 19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先修及其他说明

30340292 高分子化学实验 2 5 高分子化学

建议修读学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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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720110 体育专项(1) / 2

10421373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3 3

三选一104208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3

10421365 随机数学与统计 5 5

20340123 生物化学(1) 3 3
二选一

30450203 生物化学(1)(英) 3 3

40340173 传递过程原理 3 3 微积分、大学物理

30340353 高分子物理 3 3

20440441 物理化学实验C 1 1

通识选修课 1 1

建议修读学分 14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720120 体育专项(2) / 2

20340133 生物化学(2) 3 3 生物化学(1)

二选一

生物化学(1)(英)
30450213 生物化学(2)(英) 3 3

30340233 聚合物成型加工 3 3

30340222 高分子物理实验 2 2

30340094 化学工程基础 4 4

30340383 高分子材料仪器分析 3 3

20750061 信息检索与利用(化工类） 1 1

通识选修课 1 1

模块自选课 3 3

建议修读学分 20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先修及其他说明

30340442 化工实践（含化工仿真） 2 5 考查

建议修读学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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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高分子材料仪器分析实验 1 1

40340332 聚合反应工程 3 3

0340361 聚合物成型加工实验 1 1

20120152 工程图学基础 2 2

21510082 金工实习C（集中） 2 2

20220044 电工与电子技术 4 4

综合实验 3 3
二选一

研究训练 3 3

模块自选课 前述学期未修满3

学分的需继续选课
*

建议修读学分 16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综合论文训练 15 45

模块自选课

前述学期未修满

3学分的需继续

选课*

建议修读学分 15

*注：模块自选课细节将在大二时给出，具体包括“工程生物与医药化工模块”、“人工智能

与数据化工模块”、“资源与绿色化工模块”、“能源与材料化工”模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