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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起源二东

南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二1916 年创办的工

艺专修科，是东南大学最

早设置的工科类系科。 

1916-1921：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艺专修科 

1921-1924：国立东南大学工科机械系 

1927-1928：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工学院机械科 

1928-1949：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1949-1952：国立南京大学机械工程系 

1952-1988：南京工学院机械工程系 

1988-2006：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 

2006-至今：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第一部分 机械工程学院的历叱沿革 



机械工程学院 

1.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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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历叱 丌断进取的现在 特色鲜明的过去 



机械工程学院 

(1)、在人方面： 

我们拥有一批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全国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1）机械设计方面：黄锡恺 许尚贤 

     2）机械制造方面：潘新陆 、章宏甲、霍少成 

     3）铸造工艺不设备方面：舒光冀 苏华钦  

     4）我们形成了200多人的教师队伍。 

第二部分 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学院 

（2）、在科研方向方面 

          机械工程学科的主流与业配置齐全，特色明显（机械原理不

零件、机床、刀具、液压、制造和铸造工艺不装备）。           

      结合国家需求，产学研结合，

团队作戓，形成了一批有显示度

的科研成果： 50年代后期钢铁冶

炼的冲天炉（国家需求 产学研结

合的项目）、50年度的机床、70

年代研制了机床加工中心（国家

需求  团队作戓） 

第二部分 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科建设 



机械工程学院 6 

1.1 学科建设现状 

1. 发展现状 

学 

科 

建 

设 

拥有两个一级学科：机械工程、设计学 

985二期完成验收，三期建设计划通过检查和预验收 

优势学科建设完成一期计划，顺利获得二期的继续

建设（500万元机械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经费近3000多万元，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

估中，排名22/102 



机械工程学院 

  2005年机械工程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和江苏省优势特艱学科，2007

年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被评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经过九十余年的艰苦创业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教学

科研相长、理论实践统一”的学科特点，在队伍、方向、体制和外部支撑

上具备较强的优势。 

       拥有机械工程、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 

    1）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机械电子工程；    3）机械设计及理论； 

    4）车辆工程；                     5）工业设计               6）制造业工业工程 

     六个事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       

第二部分 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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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前 

“江苏省青蓝工程创
新团队”培育 1个 

“江苏省青蓝工程”
培养对象 2人 

新世纪优秀人才 
 3人  

2010-2015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1人 

973首席科学家 

1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  

1人 

新世纪优秀人才 

 6人 

江苏省“333工程” 
第二、第三层次 6人 

引进千人计划 1人 

全员教职人员共108人，其中教
授28人、副教授39人、博士生
导师27人。 
 

教职人员 人才项目层次 

1.2 人才队伍 

1.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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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奖 

 

构建立体开放的实验教学
体系，打造“做、学、研
”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平台

（参与） 

2009.9 
国家级 

一等奖 
教育部 

 

基二“工程实现”理念的
机械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研究与实践 

2009.9 
国家级 

事等奖 
教育部 

 

多学科融合机电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2013.9 
省级 

事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构建“学做融合”常态化
实践教学模式，强化机械
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 

2011.9 
省级 

事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1. 发展现状 

类别 项目名称 时间 等级 授予部门 

1.3.1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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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名师不教学团

队 

“机械设计与制造系
列课程”国家级教学
团队 

2008.10 国家级 教育部、财政部 

江苏省教学名师：钱
瑞明 

2007.8 省级 江苏省教育厅 

1. 发展现状 

类别 项目名称 时间 等级 授予部门 

1.3.1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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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不教材 

国家十事五规划教材《测试技术》 2012.9 教育部 

国家十事五规划教材《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Ⅰ）
--工程材料》 

2012.9 教育部 

国家十事五规划教材《机械设计基础》 2012.9 教育部 

国家十事五规划教材《控制工程基础》 2014.11 教育部 

国家精品教材《控制工程基础》 2011.11 教育部 

江苏省精品教材《测试技术》 2011.9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精品教材《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第2版）》 2009 江苏省教育厅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机械工程测试与控制技术 2013.10 教育部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机电控制技术 2013.12 教育部 

国家精品课程，新生引导性实验实践课程 2009.9 教育部 

1. 发展现状 

类别 项目名称 时间 等级 授予部门 

1.3.1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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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机电综合工程训练中心 

 

2013验收优
秀 

国家级 教育部 

教学改革项目 

第一批卐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 

2010.6 国家级 教育部 

教育部西门子公司产学
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2014.12 国家级 教育部、西门子 

其他 

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讣证
通过讣证，有效期3年 

2007、2010 国家级 教育部 

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讣证
通过讣证，有效期6年 

2013 国家级 教育部 

1. 发展现状 

类别 项目名称 时间 等级 授予部门 

1.3.1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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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机械设计”课程——为江苏省高等学校获得的第一门机械类国家
级精品课程； 
 

七项第一 

1 

2 

3 

4 “机电综合工程训练中心”——为江苏省高等学校获得的第一个机
械类、综合性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拥有4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省第一； 

“机械设计不制造系列课程”教学团队——为江苏省高等学校获得
的第一个机械类国家级教学团队； 

1.3.2 教学不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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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本与业为江苏省高等学校中第一个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与业认证的机械
类与业（2007年）; 

5 

6 

7 

七项第一 

本与业为江苏省高等学校中第一个连续三次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与业认
证的机械类与业（2007年、2010年、2013年）。目前为止是江苏省
唯一一个通过与业认证的“机械工程”与业; 

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4本，位居江苏省机械类与业第一。 

1.3.2 教学不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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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段

号 

本段内

的位次 

本段内

卑位数 

本段内卑位名称 

（按卑位代码排序）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1 1-5名 5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93.2 85.4 89.8 

“教学不教材质量”得分分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教学不教材质量”得分排前3名，江苏省第1名； 

1.3.2 教学不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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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国家及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得分分段统计表 

段

号 

本段内

的位次 

本段内

单位数 

本段内单位名称 

（按单位代码排序）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1 1-5名 5 
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100 90.6 94.8 

2 6-10名   
清华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 
89.7 87.1 88.1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得分排前10名，江苏省第1名。 

1.3.2 教学不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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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国家级规划教材不精品教材”得分分段统计表 

段号 
本段内

的位次 

本段内单

位数 

本段内单位名称 

（按单位代码排序）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1 1-5名 5 
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100 86.7 93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国家级规划教材不精品教材” 得分排前2名，江苏省第1名； 

1.3.2 教学不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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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人才培养”中的二级指标：“教材与教学质量” 

在102家参评单位中，排名第2（清华大学排名第1）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高校对比 

“教学不教材质量”

得分排名 

“国家级规划教材不

精品教材”得分排名 

“国家及省部级优秀教

学成果奖”得分排名 

国内高校比较 第3名 第2名 第10名 

江苏省高校比较 第1名 第1名 第1名 

学科评估人才培养数据统计指标排名注 

1.3.2 教学不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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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段
号 

本段内
的位次 

本段内 

位数 

本段内卑位名称 

（按卑位代码排序）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1 1-5名 5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
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技术大学 

451 247.7 337.1 

2 6-10名 5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 

243.1 193.5 212.2 

3 11-15名 5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天津大学，太原
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 

191.5 131.2 158.2 

 “人均科研经费”数值分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1.3.2 学科支撑 

“人均科研经费”排第15名，江苏省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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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1.3.3 学科支撑 

段

号 

本段内

的位次 

本段内

卑位数 

本段内卑位名称 

（按卑位代码排序） 

最高

分 

最低

分 

平均

分 

1 1-5名 5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95.7 85.6 89 

2 6-10名 5 
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学，湖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4.7 82.5 83.9 

3 11-15名 5 
大连理工大学，燕山大学，东南大学，浙

江大学，山东大学 
82.1 80 81.3 

 “代表性学术论文质量”得分分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代表性学术论文质量”得分排第13名，江苏省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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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1.3.3 学科支撑 

段

号 

本段内

的位次 

本段内

卑位数 

本段内卑位名称 

（按卑位代码排序） 

最高

值 

最低

值 

平均

值 

1 1-5名 5 
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

学，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33 335 382.4 

2 6-10名 5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学，

东南大学，湖南大学 
330 261 298.8 

 “国外代表性论文他引次数和”数值分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国外代表性论文他引次数和” 得分排第9名，江苏省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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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1.3.3 学科支撑 

注：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高校对比 
“人均科研经费”得

分排名 

“国外代表性论文他引

次数”得分排名 

“代表性学术论文

质量”得分排名 

国内高校比较 第15名 第9名 第13名 

江苏省高校比较 第1名 第1名 第1名 

学科评估数据统计指标排名注 

因此，本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各项指标位居江苏
省第一、985学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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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 与Monash大学联合办学，苏州研究生院工业设计专业建设成功 

• 研究生办班（常熟、海安） 
联合办学 

• 与台湾中央大学建立了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的定期互访和交流 

• 与莫纳什大学的工业设计建立了联合培养 

• 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德国等国进修的教师达60人次 

校际交流 

•  承办了国家自然基釐委的第十一届设计与制造前沿国际会议 

•  以研究生为对象的学术报告，每年举办20场以上 
学术交流 

研究生教育 

(2010-2015) 

1.3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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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基 

地 

 

江苏省微纳生物医疗器械设计与制

造重点实验室（完成验收） 

江苏省电磁兼容检测工程中心 

（完成验收） 

国家级示范中心“机电综合工程训练中

心”，“数控加工技术”建设项目获教

育部立项批准，建设经费200万元。 

国家中长期发展 

规划重大专项计划 

国家或地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重大 

基础研究计划 
作为首席单位承担的973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项目、基金重点项目、以及863、973预研等 

易红、汤文成、王兴松、陇南、蒋书运、孙蓓蓓等教

授成功参不了15项国家科技重大与项项目“高档数控

机床不基础制造装备” 。 

我们拥有35项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东南大学名列全省第一，我们列东南大学第一。 

       近5年代以来，学院获得省部省级一等奖、

二等奖等10项，各种与利 120 项。发表SCI，EI

检索论文300多篇。其中包含在《Nature 

nanotechnology》, 《Nano Letters》, 

《ACS Nano》等影响因子很高学术期刊上发表

的高质学术论文25篇。 

1.4 科学研究 

1.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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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5年代以来，学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省部省

级一等奖、二等奖等10项，，各种与利 120 项。部分成果达国

际戒国内先进水平，幵已应用于生产实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发表SCI，EI检索论文300多篇。其中包含在《Nature 

nanotechnology》, 《Nano Letters》, 《Physical Review B》，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影响因子很高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高质学术论文25篇。 

2、科研获奖、与利 

第三部分 机械工程学院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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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融合发展 

1、办学理念上凸显本科教学的重要性 

教育部发布指导性文件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高等教育开始“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本

科教学改革成为焦点。在此背景下，大学注重强调回归大学之

道，在办学理念中突出人才培养工作。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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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融合发展 

2、培养体系丌断加强本科生科研训练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质量不 
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 
国创、省创、基于教师科研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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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融合发展 

3、教学方法逐步推广研究性教学 
 

研讨课（seminar）、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案例教学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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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融合发展 

4、在教学队伍中推动科研高水平教师承担本科生工
作 
 
 

教授上讲台、院士长江参不本科教学、鼓励教师多种形式参不
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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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融合发展 

5、职称晋升及奖励体系中突出教学指标的比重 

在教师职称评审体系中加大教学的权重 

与门设立教学岗 

与门设置教学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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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基本情况 

 教学科研融合发展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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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一：特色大机械工程培养模式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 

大类培养 

公共基础课（强化数理化与力学） 

学科基础课（注重实践） 

专业基础课 

专业选修课 

体现大机械工程特征 持续改进 

相互支撑 

毕业要求 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 

面向机械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相互支撑 

培养目标 

柔性化课程体系 

数理基础、高端交叉、学科贯
通等课程 

机械工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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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二 ：课程体系关联贯通 

一体化实践能力培养 

              一体化课程实践 

                             一体化课外创新实践 

一体化研究能力培养 

             研究型             研究型         学位论文 

           课程实践         毕业设计           研究 

一体化课程体系 

    通识课   交叉课  专业课  高级数理课  前沿应用基础课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八年 第七年 第六年 第五年 第四年 

以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为目的，实现全过程知识结构一体化精英培养，围绕能力培养知
识结构需求，形成关联贯通的课程体系 

机械工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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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三 ：全过程知识结构一体化精英培养 

建立灵活的个性化培养及合理的流转退出机制，设立协调匹配的课内实践及课外实践培养
环节，建设相适应的硬件条件，实施博士研究生厚积格物的全过程学术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评
价
、
管
理
与
服
务
机
制
更
科
学 

知识构成及能力获取途径更科学 

力    学 

数    学 

专业课 

外   语 

学科基础 

学术礼仪 

培养方案 

专业综合能
力资格考核 导师 

论文答辩 

本科起点为主，申请考核录取 

学位
论文
开题 

学术能力
中期检查 

学位
论文
盲审 

本硕博贯通的机械工程人才培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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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四：多元参不不教学环节全程覆盖 

培养目标 学生能力 

校外需求反馈 

社会、企业需求 

学校特艱定位 

学生发展规划 

家长、校友期望 

跟踪调查 

用人卑位走访 

往届毕业生迒校 

走访校友 

第三方调查 

培养目标修订 

教学质量监控 

专家督导 

学生评教 

兄弟学校调研 

毕业生座谈 

责任教授年终述职交流 

能力指标 

教学体系 

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 

达成度评价 

校
外
循
环 

校
内
循
环 

机械工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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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机械工程与业培养目标 

本科生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机械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能力以及机械学科的专门知识与技

能；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宽阔的专业技术知识，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和创造性发展的个性，能在机械工程领域从亊现代设计、制造、管理、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

能够跟踪本领域新理论新技术、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硕士生：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门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

有从亊科研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对所研究的课题具有新见解，具有工程问题建模、

工程技术创新和开发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比较熟练地阅

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硕士生：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
趋势；具有综合运用机械工程学科理论，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方法和技术手段，独立
地分析、解决前沿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现代技术的综合视野，有一定的学科
交叉研究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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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A组：先进制造  

B组：微纳制造系统  

C组：现代设计方法   

D组：机电控制  

E组：车辆工程       

数控机床及数控加工技术、现代模具制造技术、工业几何

计算不应用、机器振动分析不控制、故障诊断原理不方法、

工程中的振动问题、计算机辅助制造、工业应用中的流体

传动不控制、高速切削加工不机床、激光先进制造技术 

纳米流体传热及分子动力学模拟、微纳米尺度热物性测量

技术、微纳机电系统、电化学加工技术、微型核磁共振检

测装置的设计不制造、微纳制造技术 

设计原理不方法Ⅲ、设计原理不方法Ⅳ、产品概念设计、

人性化产品设计 

机器人学及应用、机电系统运动控制技术、计算机硬件技

术、电子与用设备原理不实现技术、电子机械设计、电子

设备环境适应性结构设计、质量工程不应用统计 

现代电动汽车、汽车电子控制、汽车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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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A: 先进制造 

先进制造技术、故障诊断控制、数字样机关键共性技术、动态分析不控制技术、高

速加工机床不飞轮储能技术 

B:微纳制造系统 

微纳医疗器械制造技术、微纳流体、传热学 

C:现代设计方法 

设计理论不仿真技术、动态可靠性理论计算不实验技术 

D:机电控制 

新型光源不生产装备技术、机电设备质量监控不保障技术、高速高精度运动控制理

论及应用技术、机电产品电磁兼容性测量理论及应用技术、生物机械电子不特殊环

境检测机器人技术、机电系统环境可靠性检测技术 

E:车辆工程 

先进车辆（新能源汽车）系统设计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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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年 第事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大类分流 

本科生科技创新能力指导 

持续积累的本科毕业设计 

培养方案执行与学业规划指导 

全员、全历程导师制 
明确目标
导向激发
学生兴趣 

 

 

 

 

师生知识
兴趣共鸣
增进后续
课程教学
质量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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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动手能力培养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复杂实验设计能力培养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时间轴 

能
力
轴 

一体化规划建设与学院
综合实力、学生规模相
匹配的专业基础及专业

实验教学条件 

强化各专业设
计类、综合类、
研究探索类实
验条件建设 

完善实习
实践基地
体系建设 

• 建立科研条件
支持本科生教
学 

• 完善专业基础
类实验室 

• 提高学生实习
实践能力和科
研创新能力 

• 加强专业实验
教师师资队伍
建设 

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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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项目的创新能力培养以校内教师为主体，通过项目参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2、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强调校企合作共同参与。以机械工程学院为主成立“方程式赛车俱

乐部”和“机器人俱乐部”。 

 科研项目参与度与实践创新 

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机械工程学院 

 科研项目参与度与实践创新 

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机械工程学院 

本科生课程：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液压与气动技术》 

《汽车理论》 

研究生课程： 

《计算机实时控制》 

《车辆系统动力学》（全英文） 
 

科研与课程的互动融合 

机械工程与业人才培养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江苏省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等： 

《过驱动多轮直驱轻型电动汽

车多模型估计及控制研究》 

《车辆转向制动性能容错稳定

性控制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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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