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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工程力学（强基计划）本博衔接培养方案

一. 学科简介

浙江大学是我国最早创办力学学科的大学之一，并长期处于国内该学科发展前列，培养

了以陈十一等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校友。学科师资和科研力量雄厚，现有 2 名中国科学

院院士，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近年来，浙江大学力学学科面

向新科技革命时代进行了教学体系改革，构建了“知行纵横交互、师生多维谐振”的人才培

养体系，获 2022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二. 培养定位

发挥力学学科的基础性优势，突出力学在工程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交叉和桥梁作

用，围绕扎实基础、全球竞争力、创新思维、勇于担当等核心素养实施本博衔接培养，在力

学、航空宇航、能源等方向，培养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数、

理、化、人文基础，具有坚实的力学基础和宽广的工程科学学科理论知识，具有服务于国家

战略需求的强烈意志力，具有投身于高端科学研究与关键领域的源头创造力，以及具有闪耀

于团队攻关事业的核心领导力的工程科学家与行业领军人才。

三. 学制模式

采用 3+1+X 的学制模式，其中 3为本科阶段，X为直博或硕博阶段，中间的 1 为衔接阶

段。3+1 为完整的本科培养阶段，1+X 为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阶段。

四. 培养特色

1.本研衔接培养。实施一体化设计、全周期评价的本博衔接培养。本科阶段坚持厚

基础和多专业导向，加强工程力学专业基础教育和工程科学专业方向教育，坚持学术前沿

引领和学研产深度融合培养，强化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学习使命感，夯实逐梦未来的坚实基

础。博士阶段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基地，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科研项目，在顶尖科学

家的全过程指导下，开展前沿化、实战化的创新能力培养。

3.全员国际化培养。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优势，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学科的深

度合作，面向国家需求、指向国际前沿，为每一位学生创造与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顶

尖学者进行合作培养或交流的机会，加深学生对全球学术与科技前沿的理解认识，增强学生

2.“1+N”本研衔接方向。从本科阶段即以模块课程形式开始“1+N”的博士培养

方向，其中“1”表示学生主要在力学方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N”表示学生可根据专业

志趣并结合实际情况，申请进入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物理学、机械、电子信息、能源动力、

海洋技术与工程方向进行交叉培养。

的创新能力和全球格局，引领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家国情怀、全球担当相融并进。

五. 分阶段培养方案

（一）本科阶段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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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数、理、化、人文基础，具有坚实

的力学基础和宽广的工程科学学科理论知识，具有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强烈意志力，具有

投身于高端科学研究与关键领域的源头创造力，以及具有闪耀于团队攻关事业的核心领导力

的工程科学家与行业领军人才。

毕业要求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具有良好的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心理素质，擅于交

流沟通写作、团队合作和组织；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与合作能力；掌握数

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核心课程的知识；掌握力学、航空宇航、能源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核心知

识以及基本实验、测试、计算和设计技能，了解力学、航空宇航、能源领域的前沿发展及重

大工程需求；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卓越的研究能力；具备创新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能

够综合运用所学科学理论提出并解决科学和工程实际问题；具有拓展学科增长点、新方向的

基本素养。

专业核心课程
力学导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甲）、弹性力学（A）、有限元方法、数学物理方法、

振动力学（A）、流体力学（A）、计算流体力学、材料力学实验、现代固体力学实验技术、

工程流体实验技术

（二）衔接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通过学科交叉、课程递阶衔接、研究方向连续一贯等举措，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为学生后续博士阶段培养打下良好学科基础、养成较好科研规范。

（三）博士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恪守学术道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为国奉献精神；

掌握坚实宽广的力学理论知识、熟悉力学的经典理论与解析方法；系统掌握力学、航空宇航、

能源及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最新发展趋势，包括理论体系、数值模拟方法和实验技术；具

有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发现问题、简化问题、建立数学模型、通过理论分析或数值模

拟的手段解决问题，或者设计实验方案、搭建实验平台、开展实验研究实验数据处理和结果

分析的能力；具有英语口头展示研究成果的能力；具有带领相关研究的合作者进行联合攻关

的知识素养和领导力。

重点举措
1.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科研创新任务，探索与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以

及科技领军企业等建立联合培养育人机制，鼓励学生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创新实践平台，

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设置探索性或多学科交叉性研究

项目，引导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开展自由探索。

3.依托国家公派留学、浙江大学资助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为每一位

学生提供一次国际合作与交流资助；鼓励学生依托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赴世界顶尖大学、

顶尖学科学习，师从顶尖学者，开展深度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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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方向的博士培养方案（以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能源、机械方向

为例）

1.力学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

是，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坚实的力学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发现力

学问题，并用最新的研究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8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27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

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2.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培养目标 以培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运用科学计算与现代

实验技术的能力、新知识获取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系统工程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为

目标，通过全面扎实的专业课程学习、高水平的研究实践和高层次的学术交流等环节，使学

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地掌握现代飞行器设计、推进理论与工程、航空宇航系统

工程、飞行器结构和空天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以及研究前沿，并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先进实

验及测试技术解决本学科中的理论与工程问题；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学科的

外文资料，具备较强的外文写作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能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创新能力强；能胜任高等院校、设计与科研院所和生产使用部门的

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系统设计和管理工作。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4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23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5 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

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3.能源

培养目标 本学科主动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主动迎接国际性竞争，满足国家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多样性、全方位、高水平的人才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

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能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学科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未来领导者。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15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9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

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4.机械

培养目标 培养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具有深厚的理

论知识基础、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创新的动手实践能力、优秀的机器人设计研发与应用能

力、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工程与技术的应用型、复合型、

创新型卓越工程师。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15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9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

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