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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同济大学成立了交通学

院，上海电机学院成立了航空学院等新

学院，让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新学院以

及详情。

同济大学交通学院

交通强国，同济何为？同济大学融

合原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铁道与城市轨

道交通研究院、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成立新的交通学院。这是学校优

化大交通相关学科平台资源、做大做强

传统优势学科的又一改革探索。

今年，同济大学交通学科迎来创

立110周年，学科现涵盖道路、铁路、航

空、磁浮等多种交通方式，已建成智能

交通基础设施、先进载运工具运用、复

杂交 通系统、交 通系统 全时主动安

全、交通系统全息感知与智能应用五大

优势学科方向。为中国交通领域和各行

各业输送了5万多名优秀毕业生，涌现出

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治国英才、学术大

师、行业领袖。先后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

大专项、重大工程科技攻关项目，取得了

一批原创性成果，为中国交通的高速发

展提供了同济方案、贡献了同济力量。

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同济大学融合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软件学院，成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这是学校优化信息学科布局、提

升学科整体创新能力的又一改革探索。

1978年，同济大学计算机工程专

业初创。1980年，电气工程系成立计算

机教研室。1987年，学校正式成立计

算机科学与工程系。1992年，学校成

立计算机学院，设有计算机系、计算中

心、CAD3个单位。1996年、2000年，原

上海城市建设学院、上海建筑材料工

业学院、上海铁道大学相关专业相继并

入。1998年，学校撤销计算机学院，成

立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系成为下设系之一。2002年，计

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更名为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系。2001年，同济大学成立软件

学院，是首批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之

一；2021年，软件学院入选首批国家特

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同根同

源、共促共荣，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

前沿，承担完成数百项国家重大重点项

目，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培养了一大

批领军人才与行业精英。

上海电机学院航空学院

9月19日，上海电机学院航空学院成

立大会在学校临港校区举行。新成立的

上海电机学院航空学院将聚焦飞机、发

动机产业链中后端“生产制造、测试验

证、运维服务”领域，以及商业卫星“设

计、制造、总成、应用、服务”领域，形成

以智能制造与运维为特色的应用型航

空宇航学科体系。上海电机学院致力于

将航空学院打造成为航空航天制造和

运维技术的创新策源地、航空航天制造

与运维领域卓越现场工程师的摇篮，以

及有全国影响力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示范学院。上海电机学院还分别与上海

市航空学会、大飞机园、法荷航空、东

古智能、中仿科技等单位签署了合作协

议。这些合作单位将以航空学院为依

托，与上海电机学院在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

记者 陈泳均

谈及在航空学院就读飞行器制造

工程专业的感受时，上海电机学院航空

学院00后陆圣华同学说：“我本身就是

个‘航空迷’，通过在航空学院学习，可

以不断强化自己的航空专业知识和能

力。想到通过学习专业知识，今后有希

望看到自己亲手参与制造或者设计的飞

机，有可能在天空中翱翔，心中充满了责

任感和自豪感。最初我们会学习一些关

于机械工程的基础学科，随后我们会学

习航空航天相关的专业课程以及在实际

应用场景中的实践性和实训性课程。”

如何通过教学，让学生的航空理论

知识更好地应用于产业和航空企业?上

海电机学院航空产业学院执行院长辛绍

杰介绍，“在教学方面，我们会将航空企

业遇到的一些问题转换成项目，融入到

我们的理论教学和校内教学中。比如在

第一学期的制图课程中，围绕飞机零部

件设计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会用项目的

形式，让学生既学到知识、掌握技能，还

能知道如何把知识运用于实践、服务企

业。”

记者了解到，新成立的航空学院

每年招生规模稳定在200人左右，师

资队伍中高端产业人才占比将不低于

30%。上海电机学院致力于将航空学院

打造成为航空航天制造和运维技术的

创新策源地、航空航天制造与运维领域

卓越现场工程师的摇篮，以及有全国影

响力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示范学院。

前期，上海电机学院先后成立了航

空研究院、微纳卫星智能研究院、激光

量子探测研究中心等校内科研平台，推

出与头部企业共同开展“3+1”订单班和

特色专业申报等多举措。

未来，上海电机学院将通过筹划

成立航空制造与再制造、智能运维、航

空飞控、适航认证与安全评估、智能感

知与检测等领域的研究平台，不断加大

航空航天特色学科专业领域的建设力

度，培养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从事飞行器设计、制造、运维等的卓越

现场工程师。

■延伸阅读

学生在上海电机学院航空学院能学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