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 

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 依托专业基本情况 

（一） 法语专业基本情况 

1.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简介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始建于 1928 年，2006 年获得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

第一次招收博士研究生；2011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起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现以外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招收博士生，下设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翻译学、德语、法语、俄语 6 个招生方向。在 2016 年教育部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本一级学科进入 A 类，在参评的 163 所高校中位次并

列第四；在最新的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本一级学科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近五年招收博士生 134

人，毕业博士生 82 人，授予博士学位 81 人；招收硕士生 424 人，毕

业硕士生 320 人，授予硕士学位 316 人。 

 

2. 法语专业和学科建设情况 

专业历史和概况： 

浙江大学法语专业创办于 1993 年，于 2006 年设立法语语言文学

硕士点，2017 年设立法语语言文学博士点，是浙江省唯一一所招收法

语语言文学博士的高校。2022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

2023 中国软科专业排名中，位居全国法语专业前五强。 



专业优势和特色： 

1） 一流的师资队伍 

法语专业汇聚国内法语语言文学研究的一流学者，拥有教授 2 人，

副教授 3 人，百人计划研究员 1 人，讲师 1 人，全职兼任外籍教师 2

人。其中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1 人，中组部万人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 1 人。法语学科

拥有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5 人，国家级人才数量和研究生导

师队伍规模居全国法语学科前列。 

2） 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近三年，法语专业获得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高等教育教材一等奖

1 项，建成省级一流课程 3 门，获得省十四五规划教学改革项目 1 项，

2本教材入选省十四五规划新文科重点教材项目。多门课程在国际化、

教学信息化、课程思政建设等领域获得各级立项。建有深度实习基地

和国际组织实践平台。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充分实行科教融合，以科学

研究促进人才培养，致力于法语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近三年，法语

语言文学研究获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 1 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全国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4 项。 

3）聚焦法语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和通、专、跨复合型法语人才培

养 

在本科层面，以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别研究为核心的通、专、跨复

合型法语人才培养，培养精通法语和英语、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

胜任力的人才。同时，注重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设立法语区域与国别

人才培养计划，设置区域国别模块课程，设立区域国别本科生科研专



项，培养通晓法语国家与地区、具有跨学科研究能力的人才。在本科

和研究生层面，中法联合培养法语语言文学拔尖创新人才, 以文学和

语言学为主体，融合文史哲专业课程，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将学生

引入导师的科研项目，合作撰写著作、论文和编写教材。鼓励学生进

行国内外学术交流，参与国际科研项目。进行中法联合培养高质量博

士生，推动研究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4）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以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见成效，学生国际胜任力大幅提升，近 5 年通过外交部直通车项目向

外交部输送外交人才 4 人。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结出成果，学生在

国家级和省级学科竞赛中屡获佳绩。近四年，在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求是杯”国际诗歌翻译大赛、“永旺杯”全国口译大赛、法语之星

风采大赛等全国权威学科竞赛中，累计九十余位同学获奖。法语专业

服务国家战略，毕业生就业站位高。毕业生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全球传

播部、外交部、商务部、团中央国际部等国家部委，或进入中央电视

台国际部、新华社国际部等国家重要媒体，从事国际传播工作。海内

外名校深造率高，2022 届毕业生深造率为 82%，包括被牛津大学、

巴黎高等商学院等世界名校录取。 

 

（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和学科建设情况 

1.专业历史和概况 

浙江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是由物理电子技术专业、半导体器

件专业和光电子技术专业 3 个专业合并成立的。1957 年筹建电真空

器件和半导体材料与器件专业；1982 年增设光电子技术专业；1978



年、1986 年电真空器件专业先后更名为电子物理技术专业、物理电子

技术专业；1993 年，物理电子技术、半导体器件和光电子技术 3 个专

业合并成为信息电子技术专业，获得了国家教委批准试点，并在 1998

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更名为电子科学与

技术专业。 

本专业的学科支撑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及其

相应的硕士点、以及 2 个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点（电子与通信工程、

集成电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与研究生学科（专业）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了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等

大量杰出人才。 

本专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此外，还

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共同建设首批第二类国家级集成电路领域特色

专业建设点，是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设有首批国家级集成

电路人才培养基地班。专业所在的学院设立有“信息与电子工程实验

教学中心”和“浙江大学电子设计工程实践基地”，均为“浙江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73 名，其中正高 43 名，包括国家重大引

才计划专家 4 人，IEEE Fellow 4 人，长江特聘教授 1 人，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求是特聘教授 2 人，国家四青人才 17 人。近几

年学科在各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贡献了浙

大力量。 

 

 



2.专业优势和特色 

1）研究方向特色明显 

学科主要包括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新型电磁结构及应用、微纳

电子、信息光电子四个研究方向。以电磁隐身和拓扑电子为代表的电

磁调控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以传感器件和射频芯片为代表的微纳

集成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相关成果发表在 Science、Nature 主刊

及系列子刊。 

2）人才培养效果突出 

学科秉承“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

念，构建全过程培养体系，成果卓著。学科生源优异，77.9%来自“双

一流”大学或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100%，5 位研究

生获得中国电子学会及电子教育学会优秀学位论文奖。李尔平教授担

任创院院长的 ZJU-UIUC 国际联合学院列入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和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获

得国际工程技术教育认证资深专家的高度赞誉。 

3）科研创新成效显著 

吴汉明院士和严晓浪教授领衔创办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2.0 

版，集多方优势力量建设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与制造成套工艺技术研发

平台，致力于解决集成电路领域“卡脖子”问题。严晓浪教授创办的“中

天微系统”公司加入阿里巴巴，通过国产自主指令集 CPU 核的大规

模商用加速推进“中国芯”在各领域中的应用。学科实现了微波毫米波

射频芯片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实现了办公文印和智能电网行业的核心

芯片自主研制和国产替代，并在湖州、绍兴、宁波等多地打造产学研



用一体化合作平台，形成了高校与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 

4）国内外影响力彰显 

学科的自主可控系统芯片、多光谱成像颜色测量装备分别在国

防军工领域及纺织成衣行业中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二等奖。陈红胜教授多年连续入选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

名单，李尔平教授位列国际上电磁研究领域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

之一。学科提出的国际首个三维光学拓扑绝缘体成果发表在 Nature，

并被评为中国光学领域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学科通过打造高水平会

议和期刊引领学术前沿，持续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二、 项目的必要性 

1. 设立“小语种+”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必要性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生源中近 50%的生源来自于全国

17 所外国语学校的外语保送生生源。教育部 2021 年 10 月的文件指

出：高校招收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专业范围为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继续加大向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所需语种专业倾斜力度。2024

年起，除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可继续招收一

定数量的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安排在英语语种相关专业，其他高校

招收的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均安排在除英语以外的小语种相关专

业，鼓励高校培养“小语种+”复合型人才。本双学士学位项目旨在

培养国家需求的“小语种+”高端复合型人才，设计符合国家战略布

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回应新形势下高校所肩负的科教兴国和



人才培养的远大使命。 

2. 设立“小语种+工科”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必要性 

在现阶段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与美国高校在工科高精尖领域

的合作受到一定影响，与欧亚小语种国家一流高校在科技人才培养上

的合作可以起到有力的补充作用。 “小语种+工科”双学士学位项目

将充分发挥浙江大学理工农医文各学科健全的优势，尤其突出我校在

外语学科和工科领域的双重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为培养国家急需的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提供必要的战略支撑。 

3. 设立“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必要性 

法国工程师学院在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法国

工程治国的重要依托。工程师教育作为法国独一无二的精英教育，具

有规模小、专业化程度高、教学与实践结合密切的特点。法国电子信

息产业处于欧洲领先的地位。在电子元器件领域排名欧洲第一，有许

多世界著名的大型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智能卡、非接触式卡、RFID和

微电子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除法国外，瑞士、比利时、加拿大

等法语国家与地区也拥有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学院和电子科技专业。因

此，充分利用和借鉴法语国家与地区独特而优质的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设计国际联合培养、本研贯通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具有良好法语

基础、扎实的电子信息工程知识和能力、具有一定跨文化能力和全球

治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项目的可行性 



1.浙江大学与法国工程师学院有深厚的合作基础 

浙江大学与多所法国著名工程师学院有着长期深入的合作，建有

多个本硕连读、博士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浙江大学信电学院、计算

机学院、电气学院与巴黎高等电信学院从 2017 年开始设立本硕连读

项目；信电学院与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从 2015年开始设立博

士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此外，浙江大学联合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下属三所顶尖工程师精英院校自 2016 年起开展中法创新创业管理硕

士双学位项目合作；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能源工程学院与法国巴黎

综合理工学校自 2016 年起联合培养国际清洁能源拔尖创新人才。多

元化的中法联合工程师培养项目为本双学士学位项目奠定了深厚的

国际合作基础。 

2. “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计划”理工农医分类培养 

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计划是浙江大学第一时间响应国家战略

需求,于 2015年 9月启动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采用“多专融通、四

课联动、开放协同”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浙大方案”实施培养，累

计有 3000 余名学生参与项目、赴国际组织实习 230 人次，结合浙大

优势、打造了综合性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全国样板，得到国际组织、

国家部委、兄弟高校认可，品牌和示范效应良好，形成了国际影响力。

在该计划的辅修本科生中，有来自全校 70 多个专业的本科生和 110

多个学科的研究生，其中涉及 70 多个理工农医专业和学科，包括信

电、电气与自动化、能源与环境、农学、医学等。2023年，“国精班”

启动国际组织人才理工农医分类培养计划，联合我校 5个理工农医类



学院，共同设计课程，旨在借助浙大理工农医学科优势，精准培养和

输送国际组织人才。本双学士学位项目将结合国际组织人才分类培养

的理念，借助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已有的基础，进一步推进以国际电信

联盟为主的信电类国际组织人才的输送。 

3.具有优质的生源保障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

法>的通知（学位〔2019〕20号）》，双学士学位项目将通过高考招生。

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每年招收本科生约 20 人，招生途径主要包括高

考与外语保送生两类。其中外语保送生生源分为中学以法语为第一外

语的学生和中学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学生。本双学士学位项目以法语

专业为第一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为第二专业，计划每年招生 8 人。

两类招生中位次排前 8 位的学生最终将以本双学士学位项目招生方

式录取，在后续培养过程中还将实行分流增补机制，动态平衡生源质

量，有力保障了本双学士学位项目的优质生源。 

4. 具有可行的培养体系 

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旨在培养融通中西、文理

兼修、兼具人文和科学素养、工程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文工复合型人才；

能够开展电子与信息工程领域国际合作的高端复合型人才；能够参与

全球治理、熟悉全球信电产业和信电类国际组织的管理人才；法语国

家与地区研究的研究后备人才。该项目采用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课

程体系与培养模式。学生将学习法语专业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核

心课程，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了解电子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工



程实践能力，能够处理中国和法语国家与地区的科技合作事务。学生

完成学业后将获得文学和工学两个学士学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融

合了法语语言文化、电子科学与技术，做到语言与专业深度结合，理

论和实践融会贯通。课程设置上，既包括必修的法语与电子科学与技

术专业核心课，也包括区域国别模块、国际组织等选修课。具体介绍

如下：  

（1）通识课程 

通识课程着重于提升学生全面的素质和培养卓越的能力，为学生

了解历史、观察世界、理解社会提供多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的思

考能力，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全面的素质基础。学校通识教育分为思

政类、军体类、计算机类、数学类等，涵盖历史、文化、科技等多领

域，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培养和熏陶，加强思想道德的培育、强健体魄

的塑造、计算机应用能力及数学统计分析能力等，为本土化情怀培养、

后续专业知识的学习提升能力，夯实基础，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在双学士学位培养方案中，通识课学分占总学分的 34%，总学分

为 190+8。与法语专业通识课相比，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通

识课有所调整，加强了自然科学类（数学）和计算机类通识课的学分，

数学课程由 4学分增至 21.5学分，计算机课程由 2学分增至 4学分，

以更好适应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对数理和计算机能力的要求。 

（2）专业课程体系 

建立“法语语言文化+电子科学与技术+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三

位一体的专业课程体系。 



2.1 法语语言文化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法语听说读写

译能力，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使学生熟知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国情，能对中法为核心的国际科技合作的形势进行分析

和研判。法语语言文化专业课分为以下类别： 

1）法语语言能力习得。包括“基础法语”“法语综合语法”“法语

视听说”“法语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等。旨在全方位锻炼法语听说

读写译能力和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 

2）法语国家与地区区域国别研究。包括“法国概况”“法语与国

际组织”“法国与欧盟信电产业研究”“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信电

类国际组织导论”等。旨在使学生较为深入地了解法语国家与地区概

况、热点问题、尤其对法国电信产业有较深入的了解。掌握区域国别

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法语国际组织和议题，对国际信电联盟等国际

组织有一定研究。 

2.2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旨在培养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

识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知识，较宽的工科综合技能，较强的逻

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分为以下类别： 

1）专业必修课程由器件、路、场、系统、处理等课程组成，是微

电子与光电子、场与波、电路与系统、通信控制与网络、信号与信息

处理等课程群的学科基础课，传授学生从器件物理、场与波、电子电

路、数字系统、信号处理、信息传输到控制与计算的系统性的电子信

息学科基础知识。 

2）专业限选课程引导学生分别深入到电子信息领域中各方向的



专业知识。专业选修课则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让学生选择感兴趣的

学科前沿或者领域热点，使学生能了解学科专业前沿，提高学习动力，

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教学资源，设计发展目

标和方向，自主选课修读。 

2.3 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类专业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国际组织、

国际发展的基础知识，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方法

分析国际事务的能力，具有出色的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交往能力。课程

分为以下类别： 

1）国际组织概论和实务。“国际事务与中国实践”“法语与国际

组织”“中国传统文化与公共外交”旨在使学生对国际组织的类型、

组织架构、运行方式、实务实践，以及中国在国际组织以及外交活动

中的作用有清晰的了解。 

2）国际科技发展与合作。“变革时代的国际合作”“科技与全球

经济发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角度，

尤其是科技合作发展来探讨国际组织的作用，启发学生思考中国实践，

提供中国方案。 

2.4 专业交叉课程 

专业交叉课程可以分为“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

技术+国际组织”、“海外实习实践”三类交叉课程。 

1）“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交叉课程。“科技法语”一课旨在使

学生掌握科技领域专业用语的法语表达，用法语熟练阅读科技类文章、

撰写项目沟通的信函文件或进行项目汇报。“法国和欧盟信电产业研



究”旨在使学生了解法国和欧盟信电产业的概况，并能对相关议题进

行分析研判。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法国概况”等区域国别研究

类课程中含有涉及法国或欧盟科技发展的议题，使学生对法语国家地

区和欧盟信电行业的发展现状有一定了解。 

2）“电子科学技术+国际组织”交叉课程。“法语与国际组织”、

“信电类国际组织导论”两门课涉及法语国际组织的科技议题，并对

国际信电联盟进行针对性介绍和研究。“变革时代的国际合作” 探讨

国际组织在国际科技合作与发展中的作用，“科技与全球经济发展”

探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3）“海外实习实践”交叉课程。低年级短学期学生赴法国知名大

学进行法语语言文化类实践，或去相关国际组织进行参观学习。高年

级短学期学生赴法国工程师学院或海外知名企业进行一个月以上的

项目实习。充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国际合作能力和全球胜

任力。 

 

四、项目的特色环节与机制 

1. 与法国工程师学校的本硕连读项目 

浙江大学信电学院与巴黎高等电信学院从 2017 年开始设立本硕

连读项目；与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从 2015年开始设立博士双

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本双学士学位项目依托浙江大学与法国工程师学

院的已有合作基础，建立本硕贯通、国际联合培养的模式。除学校已

有项目外，还将继续拓展与法语国家与地区的顶尖工程师学校的合作，



开拓新的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2. 产学研一体的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 

构建学科竞赛、科研训练（SRTP）、企业实习、社会实践等多种

科技创新与实践平台。拥有信息与电子工程实验教学中心、电子设计

竞赛基地，与大唐移动公司共建校内企业级“中国移动.大唐移动.浙

江大学现代移动通信与物联网”工程实践平台，保障了校内实践环节

的顺利开展。与近 40 家企业建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保证了大一学

生的认识实习、高年级同学的企业实习和校外毕业设计的进行。 

3. 信电领域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本项目将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竞争力、全球胜任力、区域国别

研究能力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聚焦法语这一国际组

织关键语种，以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计划”为依托，

精准培养理工农医类国际组织人才。通过专业课程、讲座、国际组织

实习实践、模联活动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

向以国际电信联盟为主的信电类国际组织输送人才。 

4. 跨学科高水平教材建设 

本项目将利用文理大交叉的优势，积极开拓新文科、新工科教

材的建设，计划编写“科技法语”系列教材，包括“科技法语词

汇”、“科技法语阅读”、“国际科技发展与合作热点研究”等教

材。 

5. 引入竞争机制 

本双学士学位项目引入竞争淘汰和二次选拔机制，专门制定双学



士学位项目学生分流及增补工作实施细则，针对少部分成绩不够理想、

专业学术兴趣不大的学生启动相关程序予以分流，并从外国语学院同

年级学生中进行二次选拔填补空缺名额。由此形成滚动机制，确保双

学士学位项目的学生质量。 

（1）分流机制：第一至第二学年，与学校转专业同步进行；具

体时间以学校、学院通知为准。学生应修未修的必修课程门数、成绩

未通过的应修必修课程门数达到一定标准时，原则上分流相应学生；

学生也可自主提出转出项目的申请。分流学生学籍异动至第一专业。 

（2）增补机制：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办法》（浙

大发本〔2016〕109 号）文件精神，本科生原则上自入学起 2 年内有

1 次申请转入有余量专业的机会，学生可按要求提交转专业申请。增

补工作与学校转专业同步进行，具体时间以学校、学院通知为准。根

据修读有效学分、课程累计平均绩点等标准，按一定比例确定复试人

选，由项目负责人组织复试确定增补人选。 

 

五、实施项目的保障 

1.组织保障 

外国语学院与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联合成立专门的双学士学位

项目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其中：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文科资

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求是特聘教授等国内外富有学术

影响力的教授组成，对双学士学位项目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工

作委员会由外国语学院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和本



科教学行政人员等富有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负责双学士学位项目重

要事项的决策和日常运行。 

2. 师资团队 

本双学士学位项目师资团队由外国语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两个学院骨干教师组成。教师相关领域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拥有丰

富的相关专业本科教学经验，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

专业课程与交叉融合课程的开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

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课程教学团队。 

3. 经费保障 

学校和学院两级给予双学士学位项目充足的经费支持。外国语学

院主要在课程建设、毕业论文指导方面支持教师相应经费，确保双学

士学位项目课程运行稳定、学生毕业论文优秀；在学生科研创新指导

方面，如教师在学生学术论文发表和升学指导上有突出贡献的，给予

额外奖励；在国际交流方面给予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一定的资助，用

于支持其赴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研究。 

 

附件：2024 级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培养方案 



附件： 

2024 级法语-电子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法语基本功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精通法语国家文化、掌握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知

识与技能、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能够胜任全球电子科学与工程领

域科技创新、合作及治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法语科技人才。  

毕业要求 

    本专业规定毕业要求为：  

[要求 1] 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敬业精神，身心健康。 

[要求 2] 具有扎实的法语语言基础和熟练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能熟练运用第二外语英语。 

[要求 3] 了解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具有国情研判能力。 

[要求 4] 掌握扎实的理工类基础知识、较宽的工科综合技能、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解

决问题的能力。 

[要求 5]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解决工程问题。 

[要求 6] 能够设计针对电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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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7] 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及从事国际科技合作实务的工作能力，能够就工程问题与国内外业

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要求 8]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工程实践和工程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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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9] 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批判、创新思维以及文工交叉融合的跨

学科研究的专业知识。 

[要求 10] 具有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具有跨领域、多元文化适应、国际理解

力、文化自信等国际胜任力。 

[要求 11]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要求 12]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 

基础法语Ⅰ  基础法语 II  基础法语 III  基础法语 IV  法语视听说 I  法语视听说 II  法语视听说 III    

科技法语 法语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电磁场与电磁波  电子电路基础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  数字系统  

信号与系统  信息电子学物理基础 

 

推荐学制    4 年   最低毕业学分 190+8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工学学士  学科

专业类别  外国语言文学类/电子信息类      支撑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通识课程            非零起点 71学分/零起点 69学分 

(1)思政类                 18.5 

   1)必修课程                 1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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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E007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0 2.0-2.0 一(秋冬) 

551E0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3.0-0.0 一(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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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 

 

   2)选修课程                 1.5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选择一门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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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军体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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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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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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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语类                 非零起点 6学分/零起点 4 学分 

        非零起点学生的外语类课程最低修读 6学分，其中必修“大学英语Ⅲ”3学分课程。建

议学生通过“大学英语Ⅲ”考试后，选修课程号含“F”的课程，以提高外语水平与应用能力。 

   1)非零起点                 6学分 

       A.必修课程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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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秋冬) 

 



       B.选修课程                 3 学分 

    修读以下课程或其他外语类课程（课程号带“F”的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5000110 普通英语Ⅰ 3.0 2.0-2.0 一  秋冬 

05000120 普通英语Ⅱ 3.0 2.0-2.0 一  春夏 

 

    零起点学生的外语类课程最低修读要求为 4 学分，其中 3 学分为外语类课程选修学分，+1

为“英语水平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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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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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号带“F”的课程）；二年级起学生可申请学校

“英语水平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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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零起点                4 

       A.必修课程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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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小语种水平测试” （非专业所学语种） 

 

       B.选修课程                 3 学分 

    修读以下课程或其他外语类课程（课程号带“F”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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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计算机类                        4学分 

    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修读如下计算机类通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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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自然科学类                        21.5 学分 

    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修读如下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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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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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选修课程修读要求为： 



1）至少修读 1 门通识核心课程； 

2）至少修读 1门“博雅技艺”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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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社科学生在“科技创新”“生命探索”两类中至少修读 2门。 

 

(7)美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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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劳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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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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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27531 基础法语Ⅰ 7.0 4.0-6.0 一(秋冬) 

05127950 基础法语 II 7.0 4.0-6.0 一(春夏) 

05127971 基础法语 III 7.5 5.0-5.0 二(秋冬) 

05127961 基础法语 IV 7.5 5.0-5.0 二(春夏) 

061B0010 常微分方程 1 1.0-0.0 一(春) 

85120150 数字系统 4.5 3.0-3.0 一(春夏) 

851C0020 电子工程训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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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C0251 工程训练 1.5 0.0-3.0 二(秋冬) 

85190400 电子电路基础 4 4.0-0.0 二(秋冬) 

671C0030 电子电路设计实验Ⅰ 0.5 0.0-1.0 二(冬) 

671C0041 电子电路设计实验Ⅱ 1 0.0-2.0 二(春夏) 

851C0040 信号与系统 4 3.0-2.0 二(春夏) 

 

3.专业课程            非零起点 67 学分/零起点 69 学分 

 (1)专业必修课程                 41 学分 

    以下课程必修 

05127630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 2.0-0.0 一(秋冬) 

05198300 法语视听说 III 1.0 0.0-2.0 二(秋冬) 

05127580 法国概况 2.0 2.0-0.0 二(春夏) 

05198290 法语视听说 IV 1.0 0.0-2.0 二(春夏) 

05198410 法语综合语法 2.0 2.0-0.0 二(春夏)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 议 学 年

学期 



05128220 法语与国际组织 2.0 2.0-0.0 二(春夏) 

新开课 法国与欧盟信电产业研究 2.0 2.0-0.0 三（春夏） 

新开课 科技法语 2.0 2.0-0.0 三(秋冬) 

05120821 高级法语Ⅰ 5.0 4.0-2.0 三(秋冬) 

05127640 法语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2.0 2.0-0.0 四(秋冬) 

     

85120030 信息与电子工程导论 2 2.0-0.0 一(冬)/一(春) 

85120060 电磁场与电磁波 4 3.0-2.0 二(春夏) 

11193510 信息电子学物理基础 3 3.0-0.0 三(秋冬) 

67190020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 3.5 3.0-1.0 三(秋冬) 

85120160 光电子学基础 3 3.0-0.0 三(春夏) 

85120221 量子信息基础 3 3.0-0.0 三(春夏) 

85190370 IT 工程伦理和项目管理 1.5 1.0-1.0 三(夏) 

 

(2)专业方向课程                 2学分 

    零起点必修 

   1)零起点                 2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5127700 法语视听说 I 1.0 0.0-2.0 一(秋冬) 

05127690 法语视听说 II 1.0 0.0-2.0 一(春夏) 

 

(3)专业选修课程                10学分 

  1)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组织选修课                 4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5127520 国际事务与中国实践 2.0 2.0-0.0 一（秋冬） 

新开课 信电类国际组织导论 2.0 2.0-0.0 二(秋冬) 

05197970 中国传统文化与公共外交 2.0 2.0-0.0 一（秋冬） 

05198270 变革时代的国际合作 2.0 2.0-0.0 二（秋冬） 

05198500 科技与全球经济发展 2.0 2.0-0.0 二（春夏） 

0519775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 2.0-0.0 三(秋冬) 

 

2)电子科学与技术选修课                        6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67120170 信息、控制与计算 3 3.0-0.0 三(秋冬) 

67120180 通信原理 3 3.0-0.0 三(秋冬) 

67190040 人工智能 3 3.0-0.0 三(春夏) 

67190050 数据分析与算法设计 3 3.0-0.0 三(春夏) 

85120071 数字信号处理 3 2.0-2.0 三(春夏) 

85190210 物联网系统设计 1.5 1.0-1.0 
二 ( 秋 )/

二(春) 

8519004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3 2.5-1.0 三(秋冬) 

11121330 自动控制原理与技术 2 2.0-0.0 三(春) 

67190300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2 2.0-0.0 三(春) 

    



67190030 数字图像处理 3 3.0-0.0 三(春夏) 

67190060 网络基础 3 3.0-0.0 三(春夏) 

67190101 网络与通信安全 2 2.0-0.0 三(夏) 

67190110 光纤通信与网络 2 2.0-0.0 三(夏) 

 

 

(4)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大一短、大二短、大三短各必修 2 学分 

   1) 短学期课程                 6学分 

       A.大一课程                2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新开课  海外实践 2 2 一(短) 

 

       B.大二课程                2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67188130 专业实习 2 4 二(短) 

85188090 电子电路系统综合实验△ 2 2 二(短) 

     

    C.大三课程                2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新开课 海外项目实习 2 2 三(短) 

85188150 人工智能实验 2 2 
三 ( 短 )/

三(春夏) 

 

   2) 电子信息系统综合实验类课程                 2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67180080 光电信息处理综合实验 2 0.0-4.0 三(春夏) 

85120130 电子系统设计与综合实验 2 0.0-4.0 三(春夏) 

67180040 数字信号处理综合实验 2 0.0-4.0 四(秋冬) 

 

 

(5)毕业论文（设计）                 8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学年学期 

05189010 毕业论文 8.0 +8 四(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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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第二课堂                                     +4 学分 

 

6.第三课堂                                     +2 学分 



 

7.第四课堂                                     +2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