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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与规格 

本专业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健全人格、社会责任、国际视野，立志投

身航空航天事业，具有坚实的航空航天理论基础与实验技能、工程设计本领和其

它学科知识，创新意识强、团队协作好、综合素质高，能在民用与军用航空、空

间工程、太空探索、航空与太空通讯等工业部门、高等院校、专业研究院所以及

军事单位从事研究、教学、科技开发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多样化人才。 

航空航天工程本科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架构应该以坚实的数学、物理知识

为基础，以宽厚的信息与控制、空气动力学与结构、热科学与推进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为主体，以飞行器系统与设计为抓手。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注重人才

的知识－能力－创新意识，以及书面与口头表达交流能力。 

航空航天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培养研究型人才与系统工程师的规

格上，该定位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为具有持续学习以及研究能力，能够

进一步学习深造的专业人才；其二为具有全面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可以在相

关领域从事系统或分系统的研究、开发的专业背景人才。 

二、 规范与要求 

A  知识架构 

A1 至 A4 详见总则。 

A5.1  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电子、信息等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A5.1.1  了解并理解专业学习所必需的数学、物理、电子及信息等相关知识； 

A5.1.2  掌握基础物理实验操作、电子及信息应用等基本技能； 

A5.1.3  掌握科学实验（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论。 

A5.2  掌握完整的航空航天工程的基础知识体系，理解科学、工程、社会的关系，

理解航空航天系统的复杂性，正确认识航空航天作为现代社会最尖端的技术之一

的重要性和潜在的发展能力； 

A5.2.1  掌握航空航天的知识体系，包括飞行力学、自动控制原理、飞行器控制、

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飞行器结构力学、工程热力学、航空燃气轮机发动机、

火箭发动机、飞行器设计、航空安全与人为因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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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2 掌握必要的控制、风洞、结构强度、叶轮机械等实验技能以及相关的实

验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A5.2.3 掌握一般工程设计、飞行器设计、发动机设计等设计方法，在具体的飞

行器设计尝试中体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协调各种设计指标。 

 

B  能力要求 

B1 至 B8 详见总则。 

B9  熟练运用各种现代媒体技术获取科学研究信息，包括英文信息的能力；  

B10 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的基本实验方法与技能，能够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 

B11 初步具备协调各种设计指标、进行飞行器系统设计的能力； 

B12 具备较强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撰写学术论文和参与学术交流。 

 

C  素质要求 

C1 至 C4 详见总则； 

C5  通过学习职业道德和学术诚信标准并实践，初步养成良好的职业诚信素质； 

C6  具备关于大型工程系统的复杂性的认识； 

C7  具备关于社会因素和社会影响力在本专业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C8  初步具备科学素养 

三、 课程体系构成（详见课程设置一览表） 

1、通识教育课程 

2、专业教育课程 

3、专业实践课程 

4、个性化教育课程 

四、 学制、毕业条件与学位 

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学制 4－6年，授工学学士学位。 

本教学计划规定学生毕业应获得必修和选修课程所要求的最低学分，同时还

必须完成培养计划中要求的必修的实践教育环节学分。 

五、 课程设置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