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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改革建议 

为推进学院学科专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水平应用

型高校建设，以建好建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为

目标，以服务徐州市 343产业集群和江苏省十大支柱产业等需求

为导向，聚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数据与计算科学、能源科学、

管理与经济科学等领域，从学科专业目标定位匹配度、基础成熟

度、成长进步幅度等三个维度，提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

具体建议，具体建议如下： 

一、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聚焦领域 

（一）工程科学领域：围绕工程机械、新材料等优势创新产

业和高端装备制造支柱产业等需求，加强机械设计、智能制造、

土木工程等专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加大与材料科学、信息科

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发展； 

（二）信息科学领域：围绕集成电路与 ICT新兴创新产业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支柱产业等需求，加强信息电子类学科专

业的信息处理及应用等技术水平，加大与物联网、机器人工程等

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发展； 

（三）数据与计算科学领域：围绕物联网和云计算支柱产业

以及数据与计算科学在智能制造、社会治理、经济与金融等需求，

强化数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获取与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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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分析等在新工科、新文科（含商科）建设，强化数据科学在数

字政府、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农业农村管理等中的

应用。 

（四）能源科学领域：围绕绿色低碳能源优势创新产业和节

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支柱产业战略需求，

进一步优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等专业建设。 

（五）管理与经济科学领域：围绕数字经济新兴创新产业战

略需求，加强文学类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与计算机技术融合，

构建“业务+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文学类专业与艺

术类等专业交叉融合，推进文科专业数字化改造。 

二、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优化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应用型人

才培养定位，主动服务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要，调整人才培养方

案，科学设置相关课程，极大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在

专业优化调整建设上的支撑作用，提升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支撑

度。 

（二）深化新工科专业建设。对现有工科专业进行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升级，将相关学科专业发展前沿成果、最新要求融入

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围绕地方创新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

展需求，推进绿色发展、智能制造、信息与物联网、数字经济、

智能建造等相互协同的学科专业集群建设。推动现有工科交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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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培育新

的工科领域。 

（三）深化新文科专业建设。推动文科间、文科与工学、文

科与艺术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

科专业改造升级。推进文科专业数字化改造，深化文科专业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统

一，打造文科专业教育的新模式。 

（四）建设实践教学共享机制。深化新工科、新文科建设实

践教学改革，在加快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发展中，探索融合实践教

学项目的共享机制，努力建设服务相关产业的实习、实验以及实

训课程体系，尽快让产业、企业场景提前进入人才培养过程，做

好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无缝对接，进一步提升产教融合水平。 

三、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规划建议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改革与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专业建设与发展“十四五”规划》

要求，贯彻落实学科专业建设目标，聚焦发展领域，各系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优化方案具体建议见表 1。 

表 1 分系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调整建议 

系 具体建议 

经济与

管理系 

1.依托省特色专业建设点和院级一流专业培育专业建设成果，拓展税务学方

向和金融科技方向培养，新增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 1个； 

2.加强“业务+技术”商科课程改革，加强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的职业证书

特色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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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具体建议 

3.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做好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加强跨学科专

业交叉融合课程体系建设； 

4.共享共建商科类实践教学平台。 

机电与

材料工

程系 

1.依托院级一流专业培育专业和省评估星级专业建设成果，结合地方优势创

新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新增机电智能化相关专业 1个； 

2.以“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为引领，推进工程类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打造“绿色低碳+制造” “绿色低碳+材料”“ 绿色低碳+电力”课程模块，

建设绿色低碳专业集群； 

3.加强机械工程专业与智能制造专业建设，合力推进省级产教融合品牌专业

建设，共建共享新工科实践教学平台。 

信息与

电气工

程系 

1.依托院级一流专业培育专业和省评估星级专业建设，结合地方新兴产业集

群需求，新设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类、电子信息类交叉专业 1-2个； 

2.加强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一流专业建设；以“信息+”为理念，加强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以及人工智能专业交叉融合；进一步开展机器

人工程专业调研，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做好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课程体系建

设； 

3.加强省级产教融合品牌专业建设，共建共享新工科实践教学平台。 

建筑与

安全工

程系 

1.依托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专业成果，开设智能建造和城市地下工程方向，

适时新设智能建造专业 1个； 

2.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优化调整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人才培

养目标，加强 BIM 技术等应用能力培养，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落实实践教

学改革； 

3.主动融入学院专业集群建设，共建共享新工科实践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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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具体建议 

计算机

系 

1.依托学院一流专业培育专业和嵌入式人才培养成果，结合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产业需求，新设智能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 1个； 

2.建设以物联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引领，服务地方重点产业的专业

集群； 

3.做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定位，加强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课程体系建设，支

撑新工科（含商科）专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服务学院新文科专业改

革的技术需求； 

4.推进省级产教融合品牌专业建设，共建共享新工科实践教学平台。 

外国语

言文化

系 

1.推进新文科建设，结合其他专业深化拓展本专业内涵； 

2.推进新文科数字化改造升级，深化文科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共

享共建新文科实践教学平台。 

文学与

艺术系 

1.推进新文科建设，有序实现文科间、文科与艺术类以及文科与大数据技术

学科专业深度融合； 

2.优化调整现有新文科专业方向，面向农业农村管理、基层社会治理等； 

3.推进新文科数字化改造升级，深化文科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 

4.共享共建新文科实践教学平台。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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