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系统工程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专业选修课 

课程英文名称： Systems Engineer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6/2/2 其中上机学时：6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C语言  

授课时间：周二（3-4）/1-18周 授课地点：松山湖//7B-312 

授课对象：2016工业工程 

开课院系：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黄辉宇/副教授 

联系电话：15920223061 Email: gygc126@qq.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2A303,当面答疑或网上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孙东川，林福永，孙凯等. 系统工程引论（第三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教学参考资料： 

汪应洛主编，系统工程（第 5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7 

陈宏民. 系统工程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顾培亮.系统分析与协调（第二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课程简介： 

系统工程是工业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制造、试验

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钱学森）因此，本课程的任

务是使管理系统的本科学生树立系统工程的思想，会掌握和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强调实用性和逻辑

性的统一，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以便有效地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了解系统工程的发展简史及系统和

系统工程的科学定义，掌握系统工程方法

论。掌握系统描述和建模、系统优化和分

析、系统综合与评价、系统可靠性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学习系统工

程相关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思维

和分析方法得到一定的训练，使学生能用

系统的观点考虑问题，用工程的方法来研

究解决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作为一个工业工

程师必须具备的系统性思维能力，知识综

合应用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选）： 

☑核心能力 1：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工业工程专业知识

的能力； 

□核心能力 2：设计与执行实验，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

能力；  

☑核心能力 3：应用工业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术以及软

硬件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 4：对生产系统进行规划、建模、改善、评价

的能力； 

□核心能力 5：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及创

新能力； 

☑核心能力 6：发掘、分析与解决系统工业工程问题的能

力； 

□核心能力 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了解工程技术

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

能力； 

□核心能力 8：理解职业道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

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 系统的基本概念 2 

系统工程与工业工程关系，系统的定义与

属性，系统的分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系

统思想的演变。 

课堂讲授  

2 

系统工程的基本

概念 

系统工程的若干

专业(自学） 

2 

系统工程的定义，系统工程的产生与发展，

系统工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在现代科学技术

体系中的地位，系统工程范例。 

课堂讲授 查阅文献 

3 系统工程方法论 2 霍耳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 课堂讲授  

4 系统工程方法论 2 

综合集成法、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

论，并将系统方法论与还原方法论作对比，

介绍系统论方法的若干要点。 

课堂讲授  

5 
系统工程的理论

基础 
2 

运筹学、控制论以及信息论相关的基本知

识。 
课堂讲授  

6 博弈论介绍 2 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课堂讲授  

7 博弈论介绍 2 多人合作博弈。 课堂讲授 
多人合作

博弈计算 

8 系统模型与仿真 2 
系统模型的定义与作用、系统模型的分类，

系统模型的构建与系统仿真 
课堂讲授  

9 系统模型与仿真 2 Flexsim软件介绍。 课堂讲授  

11 系统分析 2 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技术经济分析  课堂讲授  

13 系统分析 2 系统分析的常用方法，系统分析的案例 课堂讲授 
系统分析

案例 

14 系统综合与评价 2 
介绍系统综合与评价的基本概念及复杂

性，讲解指标评分法及指标综合的基本方法 
课堂讲授 

 

15 层次分析法 2 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及其应用 课堂讲授 

系统分析

计算 

课堂论文 

17 系统可靠性 2 系统可靠性模型以及系统可靠性设计 课堂讲授  

18 
系统可靠性 

案例讨论 
2 

系统可靠性模型以及系统可靠性设计， 

小组案例讨论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合计： 30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型

（验证/综

合/设计） 

教学 

方式 

实验课表 

（时间/地

点） 



10 系统仿真编程上机 2 

系 统 仿 真 编

程，能通过编程模

拟仿真解决实际问

题 

设计性 上机实验 学院机房 

12 系统仿真软件上机 2 

Flexsim建模，

熟悉 Flexsim 软件

相关操作 

验证性 上机实验 学院机房 

16 AHP 应用上机 2 
能应用 AHP 软

件解决实际问题 
设计性 上机实验 学院机房 

合计： 6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出勤及课堂讨论情

况 
不得无故缺席，上课勤做笔记，积极回答问题，积极参与讨论 10% 

课后作业 独立、按时交作业，作业完成准确，书写工整 10% 

实验报告 按时上机，按时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格式规范，完成准确。 10% 

AHP论文成绩 
1. 评价标准：论文选题（0.2），评价指标设置（0.2），论

文撰写质量（0.4），论文格式（0.2） 
10% 

期末考核（闭卷） 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60% 

大纲编写时间：2018-3-5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执行。 

 

 

系（部）主任签名： 张智聪                   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