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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系统工程 课程类别：必修课   选修课□√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2/3/2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6 

授课时间：1-11周，周一，5-7节 授课地点：7B208 

所属院（系）：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助课）教师姓名：黄辉宇 职称：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可分为集体答疑与个别答疑的形式，集体答疑的时间、地

点与上课基本相同，个别答疑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与电话联系等方式。另外在考试

前安排专门集中答疑时间，地点在工业工程教研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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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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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工业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先修课程主要有：运筹学（管理科

学基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程序设计语言，本门课程也是质量控制与管理、

生产计划与控制等课程的基础课程。 

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孙东川，林福永. 系统工程引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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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荐参考书：汪应洛. 系统工程.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陈宏民. 系统工程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六、课程进度表 

表 1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 

次 
教学主题 要点与重点 要求 

学

时 

1 系统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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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系统的基本概念 3 

2 
系统工程的基本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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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的若

干专业(自学）。 

理解系统工程的基本

概念 
3 

3 系统工程方法论 

讲解霍耳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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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学教材第 3 章类容，

并完成相关作业。理解

软、硬系统方法论，理

解物理－事理－人理

系统方法论 

3 

4 

系统工程的理论

基础。 

系统模型与仿真 

运筹学、控制论以及信息论相关的基本知识。 

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多人合作博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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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控制论及信息论

相关基本知识；理解相

关基本概念，并能解决

相关实际问题。 

掌握系统建模的基本

思路以及系统仿真的

基本原理， 

3 

5 系统模型与仿真 
系统模型的构建与系统仿真，介绍 Flexsim

软件。 

能运用系统建模解决

实 际 问 题 。 了 解

Flexsim 软件，并能简

单建模。 

3 

6 系统分析 

讲解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技术经济分析以

及成本效益分析。讲解量本利分析与可行性

研究，系统分析的常用方法以及系统分析的

案例 

掌握系统分析的基本

概念与方法。掌握系统

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

法，并能分析实际问

题。 

3 

8 系统综合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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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系统综合与评价

的基本概念及基本方

法 

3 

9 层次分析法 讲解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及其应用 
能应用 AHP 法解决实

际问题 
3 

11 系统可靠性 系统可靠性模型以及系统可靠性设计 理解相关概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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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 

名称 
要点与重点 掌握程度 实验类型* 实验要求** 学时 

7 

系统仿真上机 系统仿真编程 
能通过编程模拟仿真解

决实际问题 
验证性 必做 2 

系统仿真上机 
Flexsim 建 模

（1） 
熟悉 Flexsim 相关操作 验证性 必做 1 

10 

系统仿真上机 
Flexsim 建 模

（2） 
熟悉 Flexsim 相关操作 验证性 必做 1 

AHP 应用上

机 
AHP 应用 

应用 AHP 软件解决实际

问题 
验证性 必做 2 

* 实验类型：分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等四种。设计性实验指给定实验目的要

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综合性实验指实验内容涉及本

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 

**实验要求：分必做、选做两种。 

七、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分课堂教学、课程上机实验两部分。其中，课堂教学主要采用启发

式教学方法进行；课程上机实验由学生在机房独立操作，老师现场辅导。 

八、对学生的学习要求 

1．学习本课程的方法、策略及教育资源的利用。 

本课程的内容跨度较大，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尤其要注重系统性思维能

力的培养。多关注生活实际问题，注重案例学习，拓展思路。 

2．学生完成本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时间 

为掌握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按约 1:1 的比例配比课外学时（预习、复习和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学生课外每周必须耗费的最少时间为 2 小时，学生完成本

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最少时间为 4小时。 

3．学生的上课、实验、讨论、答疑、提交作业（论文）单元测试、期末考

试的等方面的要求 

课前预习，坚持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极参与教学互动，主动与老

师探讨问题；课后认真复习，独立完成作业。勤于动脑动笔，培养自己的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必须参加上机实验，亲自动手独立完成规定的上机实验内容，

并完成与上机相关作业（论文）。 

4．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要求 

依照按学校规定，课程结束前 1-2周内，按照学校统一安排，通过网上评教

系统，回答调查问卷，实事求是地对本课程及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作出客观公正

的评价，是学生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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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 

 

九、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及要求 权重 

到堂情况 不得无故缺席，上课勤做笔记，积极回答问题 10% 

课后作业（即单

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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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答，独立、按时

完成考试。 

60% 

期末考试方式 开卷□     闭卷√   课程论文□    实操□ 

 

十、院（系）教学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院（系）教学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院（系）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田君 

 

日期： 2016年 3 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