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级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学院）专业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面向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的发展，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高尚品德，具有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人文社

科素养和国际交流水平，系统地掌握电子信息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胜任该领域的科学研究、设计开

发、技术管理等工作，具有严谨职业精神、知识创新、良好沟通协作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厚基础、宽口径、复合型高

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要求包括以下12个方面的知识、素质和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系统掌

握本专业领域必需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知识，主要包括电工基础理论、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电力电子技术

、集成电路、网络与通信、控制理论、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理论与应用等。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电子信息工

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

、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

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

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理解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电子信息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本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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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针对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分析和评价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8） 职业规啳牧䈃：瑎▌�



(1)思政类                18.5学分
   1)必修课程                17学分

 
   2)选修课程                1.5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选择一门修读

 

(2)军体类                10.5学分
     体育Ⅰ、Ⅱ、Ⅲ、Ⅳ、Ⅴ、Ⅵ为必修课程，要求在前3年内修读；四年级修读体育Ⅶ--体测与锻炼（五年制在五年

级修读体育Ⅷ--体测与锻炼）。详细修读办法参见《浙江大学2019级本科生体育课程修读办法》。

 

(3)外语类                7学分
    外语类课程最低修读要求为7学分，其中6学分为外语类课程选修学分，1学分为“英语水平测试”或“小语种水平

测试”必修学分。学校建议一年级学生的课程修读计划是“大学英语Ⅲ”和“大学英语Ⅳ”，并根据新生入学分级

考试或高考英语成绩预置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修读其他外语类课程（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371E0010 形势与政策Ⅰ 1.0 0.0-2.0 一(秋冬)+一(春夏)

551E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3.0-0.0 一(秋冬)

551E007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0 2.0-2.0 一(秋冬)

551E01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3.0-0.0 二(秋冬)/二(春夏)

551E01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2.0-2.0 三(秋冬)/三(春夏)

551E01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 3.0-0.0 三(秋冬)/三(春夏)

371E0020 形势与政策Ⅱ 1.0 0.0-2.0 四(春夏)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11E0010 中国改革开放史 1.5 1.5-0.0
二(秋)/二(冬)/二(春
)/二(夏)

041E0010 新中国史 1.5 1.5-0.0
二(秋)/二(冬)/二(春
)/二(夏)

551E0080 中国共产党历史 1.5 1.5-0.0
二(秋)/二(冬)/二(春
)/二(夏)

551E0090 社会主义发展史 1.5 1.5-0.0
二(秋)/二(冬)/二(春
)/二(夏)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3110021 军训 2.0 +2 一(秋)

481E0030 体育Ⅰ 1.0 0.0-2.0 一(秋冬)

481E0040 体育Ⅱ 1.0 0.0-2.0 一(春夏)

031E0011 军事理论 2.0 2.0-0.0 二(秋冬)/二(春夏)

481E0050 体育Ⅲ 1.0 0.0-2.0 二(秋冬)

481E0060 体育Ⅳ 1.0 0.0-2.0 二(春夏)

481E0070 体育Ⅴ 1.0 0.0-2.0 三(秋冬)

481E0080 体育Ⅵ 1.0 0.0-2.0 三(春夏)

481E0090 体育Ⅶ--体测与锻炼 0.5 0.0-1.0 四(秋冬)/四(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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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带“F”的课程）；二年级起学生可申请学校“英语水平测试”或“小语种水平测试”。详细修读办法参见《浙江

大学本科生“外语类”课程修读管理办法》（2018 年4 月修订）（浙大本发〔2018〕14 号）。

   1)必修课程                1学分

 
   2)选修课程                6学分

    在外语类课程（课程号带“F”的课程）中选择修读

 

(4)计算机类                4学分
    本专业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修读如下计算机类通识课程：

 

(5)自然科学通识类                23学分
    学校对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实施分层教学。本专业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修读如下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

 

(6)创新创业类                1.5学分
    要求在创新创业类通识课程中选修一门（课程代码含P的课程）。鼓励有兴趣的同学在完成创新创业类通识课程修

读的基础上，进一步选修创新创业类专业课程（培养方案中标注“△”的课程）。

 

(7)通识选修课程                10.5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下设 “中华传统”“世界文明”“当代社会”“文艺审美”“科技创新”“生命探索”及 “博雅技

艺”等6+1类。每一类均包含通识核心课程和普通通识选修课程。 满足以下三点修读要求后，在通识选修课程中自

行选择修读其余学分，若1）项所修课程同时也属于第2）或3）项，则该课程也可同时满足第2）或3）项要求。

 
   1)至少修读1门通识核心课程                1门

 
   2)至少修读1门“博雅技艺”类课程                1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51F0600 英语水平测试 1.0 0.0-2.0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51F0020 大学英语Ⅲ 3.0 2.0-2.0 一(秋冬)

051F0030 大学英语Ⅳ 3.0 2.0-2.0 一(秋冬)/一(春夏)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211G0310 C程序设计基础及实验 4.0 3.0-2.0 一(秋冬)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821T0150 微积分（甲）Ⅰ 5.0 4.0-2.0 一(秋冬)

821T0190 线性代数（甲） 3.5 3.0-1.0 一(秋冬)

761T0010 大学物理（甲）Ⅰ 4.0 4.0-0.0 一(春夏)

821T0160 微积分（甲）Ⅱ 5.0 4.0-2.0 一(春夏)

761T0020 大学物理（甲）Ⅱ 4.0 4.0-0.0 二(秋冬)

761T0060 大学物理实验 1.5 0.0-3.0 二(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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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工农医学生在“中华传统”“世界文明”“当代社会”“文艺审美”四类中至少修读                2门

 

(8)美育类                1门
    要求学生修读1门美育类课程。可修读通识选修课程中的“文艺审美”类课程、“博雅技艺”类中艺术类课程以及

艺术类专业课程。

 

(9)劳育类                1门
    要求学生修读1门劳育类课程。可修读学校设置的公共劳动平台课程或院系开设的专业实践劳动课程。

 

2.专业基础课程                21学分
    以下课程必修

 

3.专业课程                63学分

(1)专业必修课程                33学分
    以下课程必修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81C0130 工程图学 2.5 2.0-1.0 一(秋冬)

061B0010 常微分方程 1.0 1.0-0.0 一(春)

081C0251 工程训练 1.5 0.0-3.0 一(春夏)

061B0020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1.5 1.0-1.0 二(秋)

061B909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5 2.0-1.0 二(秋冬)

101C0300 电路与电子技术Ⅰ* 6.0 6.0-0.0 二(秋冬)

101C0320 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Ⅰ* 2.0 0.0-4.0 二(秋冬)

101C0310 电路与电子技术Ⅱ* 3.0 3.0-0.0 二(春夏)

101C0331 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II* 1.0 0.0-2.0 二(夏)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20420 工程电磁场与波* 3.0 2.5-1.0 二(春夏)

10120440 信号分析与处理* 3.0 2.5-1.0 二(春夏)

10120790 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3.5 3.0-1.0 二(春夏)

10120820 离散数学* 2.0 2.0-0.0 二(夏)

10120210

1012樊䕔�吊ㄠ��ㄠ���′��洊无㈠㤠呦�10121.0�樊䕔�吊ㄠ��ㄠ㐳㠮㠴′��洊无㈠㤠呦�101N�101S䩛�卲椊䕔�吊ㄠ��ㄠ��㤴′��洊无㈠㤠呦�1012樊䕔�吊ㄠ��ㄠ����㤳�洊无㈠㤠呦�1012樊䕔��樊䕔�吊ㄠ��ㄠ㐳㠮㠴�㤳�洊无㈠㤠呦�二(春変�呪�吊䉔�‰‰��㔮��㐵�洊无㈠㤠呦�10120440�

3.0

3.0

1012樊䕔�吊ㄠ��ㄠ����㐵��无㈠㤠呦�1012樊䕔��樊䕔�吊ㄠ��ㄠ㐳㠮㠴�㤳�洊无㈠㤠呦�二(春変�2.0-0.�吊ㄠ��ㄠ����㐵��䘲��昊���　�　�〩呪�吊䉔�‰‰����㐠㈱�呭�㈠㤠呦�二(夏��



 

(2)专业选修课程                12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选修满12学分

 

(3)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1)必修课程                3.5学分

10192021 通信原理* 2.5 2.0-1.0 三(春)

10120750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2.0 2.0-0.0 三(夏)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C0340 电网络分析** 2.0 1.5-1.0 二(春)

10120250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2.5 2.5-0.0 三(秋)

10187031 电气控制技术** 2.5 2.0-1.0 三(秋)

10192051 电子测量与智能仪器** 2.5 2.0-1.0 三(秋)

10120610 科学创新方法论及实践**△ 1.5 1.5-0.0 三(冬)

10120780 高频电子电路** 2.5 2.0-1.0 三(冬)

10193990 宽带无线通讯技术设计与实践** 1.0 0.0-2.0 三(冬)

10120660 机器人技术** 2.5 2.0-1.0 三(春)

10120800 电子系统建模与仿真** 2.0 1.5-1.0 三(春)

10191170 DSP原理与应用** 2.5 2.0-1.0 三(春)

10194250 智能电网系统基础 2.0 2.0-0.0 三(春)

10193300 电子系统设计**△ 2.5 2.0-1.0 三(春夏)

10120221 电力电子技术Ⅱ** 2.0 1.5-1.0 三(夏)

10120580 大功率变流技术** 2.0 1.5-1.0 三(夏)

10192170 电磁兼容设计概论** 2.0 2.0-0.0 三(夏)

10194160 功率电子线路设计** 2.0 1.5-1.0 三(夏)

10194180 电子器件及装备热管理** 2.0 2.0-0.0 三(夏)

10194190 集成电路导论** 2.5 2.0-1.0 三(夏)

10120471 新能源电力电子系统导论** 1.5 1.5-0.0 四(秋)

10192111 电子信息新技术讲座** 1.5 1.5-0.0 四(秋)

10194070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系统** 1.0 1.0-0.0 四(秋)

10120570 功率电子器件原理与应用** 1.0 1.0-0.0 四(冬)

10193740 现代功率无源元件应用** 1.0 1.0-0.0 四(冬)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88350 认知实习 0.5 +1 一(短)

10188061 认识实习 1.0 +2 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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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修课程                4.5学分

    分组1和组2，任选一组完成。

 
       A.组1                4.5学分

 
       B.组2                4.5学分

           (A)课程设计类                3学分

    以下课程任选1门

 
           (B)企业实习类                1.5学分

    以下课程任选1门

 

(4)毕业论文（设计）                10学分
    以下课程二选一

 

4.个性修读课程                6学分
    个性修读课程学分是学校为学生设置的自主发展学分。学生可利用个性修读课程学分，自主选择修读感兴趣的本

科课程（通识选修课程认定不得多于2学分）、研究生课程或经认定的境内、外交流的课程。学生需至少修读1门由

其他学院开设的课程类别为“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程”且不在本专业培养方案内的课程。

 
   1)跨专业课程至少1门                1门

 

5.第二课堂                                     +4学分

6.第三课堂                                     +2学分

10188380 电工电子实习** 2.0 +2 二(短)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88272 专业实习 4.5 +9 三(短)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88130 电子设计综合创新实践△ 3.0 +3 三(短)

10188300 嵌入式系统设计** 3.0 +3 三(短)

10188310 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实践△ 3.0 +3 三(短)

10188400 电子信息系统创新实践** 3.0 +3 三(短)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20730 国有企业的认知与实践 1.5 +1.5 三(短)

10188340 企业实习Ⅰ 1.5



7.第四课堂                                     +2学分
      学生可通过以下任一修读方式获得“第四课堂”学分：

 1)赴境外高校等参加并完成与我校共建的2+2、3+X等联合培养项目；

 2)赴境外高校等参加交流项目并获得有效课程学分；

 3)赴境外高校等参加4周及以上的各类交流项目，并提供修读证明等相关材料；

 4)赴境外高校等参加少于4周的交流项目且没有获得有效课程学分的，需再修读1门经学校认定的国际化课程且考核

通过；

 5)参加线上境外交流项目并达到《浙江大学本科生线上境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浙大本发〔

2022〕4号）中关于“国际化模块”的要求；

 6)参加线上境外交流项目，但未达到《浙江大学本科生线上境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浙大本发〔

2022〕4号）中关于“国际化模块”要求的，需再修读1门经学校认定的国际化课程且考核通过；

 7)已获得三课堂2学分并核定成绩者，使用其多余点中的2记点替换“第四课堂”的，需再修读1门经学校认定的国际

化课程且考核通过。

 

辅修培养方案：
    微辅修：15学分。修读"电路与电子技术Ⅰ"、“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Ⅰ”8学分，以及在专业必修课程中选修7学分

。 

辅修专业：30学分，修读"电路与电子技术Ⅰ"、“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Ⅰ”、 “电路与电子技术Ⅱ”、“电路与电

子技术实验Ⅱ”、“工程电磁场与波”、“信号分析与处理”18学分，以及在其他专业必修课程中选修12学分。

 辅修学位：60学分，修读修读"电路与电子技术Ⅰ"、“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Ⅰ”、 “电路与电子技术Ⅱ”、“电路

与电子技术实验Ⅱ”、“工程电磁场与波”、“信号分析与处理”18学分，以及在专业课程中选修42学分（其中专

业必修课程任选20学分，在专业选修课以及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中任选22学分，含必选大三短学期课程设计3学分，毕

业设计10学分）

 

微辅修：15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101C0300 电路与电子技术Ⅰ 6.0 6.0-0.0 二(秋冬)

101C0320 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Ⅰ 2.0 0.0-4.0 二(秋冬)

10120420 工程电磁场与波 3.0 2.5-1.0 二(春夏)

10120440 信号分析与处理 3.0 2.5-1.0 二(春夏)

10120790 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3.5 3.0-1.0 二(春夏)

10120820 离散数学 2.0 2.0-0.0 二(夏)

10120210 电力电子技术Ⅰ 3.0 2.5-1.0 三(秋)

10120830 半导体物理 2.0 2.0-0.0 三(秋)

10120072 控制理论（乙） 3.5 3.0-1.0 三(秋冬)

10192011 信息论与编码 2.5 2.5-0.0 三(秋冬)

10190051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2.5 2.0-1.0 三(冬)

10120770 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 3.5 3.0-1.0 三(春)

10192021 通信原理 2.5 2.0-1.0 三(春)

10120750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2.0 2.0-0.0 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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