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805K

专业名称：飞行技术

所属学科（代码）：交通运输类（0818）

一、培养目标：

学校培养目标定位：本专业运用国内外先进的飞行理论与技术标准，根据民航运输部门的用人需求，

贯彻“航空理论、飞行实践与执照考试相结合”的“2+2”（即 2 年理论学习与 2 年实践训练相结合）人

才培养理念，培养具有爱国敬业精神和扎实理论基础，拥有民用航空飞行技术应用及管理能力的实用型人

才。

培养目标 1∶具有飞行专业信念与责任。在实现民航现代化中树立家国情怀、坚韧意志。能够基于飞

行技术背景知识，养成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飞行实践中理解并遵守飞行职业道德和规

范，履行责任。

培养目标 2∶具备飞行技术的专业知识。能够针对飞行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数学、航空工程

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等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现代化工具，识别、表达、并通过对问题进行分析，寻求解决问题

的思路与方法， 最终获得有效结论；能够应用飞行原理、飞机系统、航空器动力装置、飞行性能与计划

与载重平衡等专业知识，设计和开发针对飞行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培养目标 3∶具备飞行技术的专业能力。能够基于飞行技术相关的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飞行技

术领域复杂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包括模拟飞行的设计，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

结论；熟悉民航相关领域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方法，具备一定的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过

程中能够提岀正确的执行方案，协调指挥相关人员按分工完成任务，并保证安全飞行。在遇到危险状况时，

能够按照预案，迅速做岀正确决断。

培养目标 4∶具备终身学习与飞行发展的意识。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掌握自主学习的方

法和技巧，能够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专业技术能力，积极主动地适应国内外飞行行业形势和环境变化，

快速掌握先进飞行技术、新飞行器和新航线；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满足飞行技术专

业严格、紧张、连续工作的特殊要求，具备主要机型的驾驶能力和资质。了解其飞行技术前沿及发展趋势。

二、毕业要求：

毕业生要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具有较好的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飞行技术人员职业道德。因此，飞行学员应达到以下方面的

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拥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知识、学科基础知识、专业知识。

1.1 人文素质知识。掌握哲学、思想道德、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了解相关知识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一定的人际交流、管理、行政领导学等知识，满足飞行运行中的管理和交流的需要，

了解相关知识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2 学科基础知识。掌握航飞行技术专业所需的科学基础，包括数学、航空工程力学、空气动力学、

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了解相关知识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3 专业知识。掌握飞行技术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包括飞行原理、飞机系统、航空器动力装置、飞行

性能与计划与载重平衡、航空电子系、民航飞机电气仪表及通信系统、飞行英语的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具有飞行技术专业特色的专业技术理论，包括飞行人的因数、飞机飞行控制系统、

飞行员无线电陆空通话、仪表飞行程序、空中交通管制基础等，了解飞行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拥有解决较复杂实际飞机运行问题的能力、使用现代工具与获取知识的能力、

良好的团队协作和人际交流能力。

2.1 解决较复杂实际飞机运行问题的能力。针对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能够通过查找并分析中

外文献，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能够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从根源上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找岀处理解

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利用数理知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解决本领域内经常遇到的飞行相关问题；能够对基

于以往飞行经历的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提取对工作有利的信息，优化操作程序和方法。

2.2 使用现代工具与获取知识能力。掌握本领域内飞行模拟器、计算机等常用现代工具的使用方法。

能够运用机载设备完成飞机状态判断、操纵控制、综合领航、应变处置和空中与飞行管制之间的协同配合。

针对本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评估各种现代工具的优缺点，并合理选择与使用相应的现代工具。对

现代导航、气象预报等现代化工具和手段要有前瞻性学习，并在工作中熟练掌握使用方法。

2.3 团队协作与人际交流能力。不断增强个人能力，提高个人身体和心理素质，主动进行团队合作，

能够与团队成员融洽相处，形成良好的团队工作氛围。能够作为团队成员与其它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

合作解决飞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够在团队中承担负责人的角色，协调管理团队，共同完成任务。具备

国际民航组织要求的飞行英语陆空通话能力，适应国内外航线飞行的语言能力要求。具有良好的书面和口

语表达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至少在中英两种语言背景下建立良好的交流沟通氛围，并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

3.1 思想道德素质。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法制意识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爱岗敬业，严谨认真，坚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较强的法制意识和观念，以法律

为准绳，按法律办事，诚信做人、做事、做学问。

3.2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在飞行训练实践中，

敢于和善于使用新理论、新技术，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与协调、处理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够利用数理

知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解决本领域内经常遇到的飞行相关问题。能够对基于以往飞行经历的数据进行分

析总结，提取对工作有利的信息，优化操作程序和方法。能够在身体、心理和飞机软硬件限制条件下，寻

求最佳飞机操作方法。在解决飞行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在满足飞机不同系统需求的基础上体现创新意识。

能够积极参与飞行实践并保证飞行安全，科学提岀的解决飞行问题的方案，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3.3 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了解一定的人文科学知识，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

统，并有一定的鉴赏力。



3.4 身心素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应有健康的心理状态，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自信、灵活地处理复杂的人际环境和工作环境；应有健康的体魄、

良好的生活习惯等。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具有飞

行专业信念与责任

培养目标 2：具备飞

行技术的专业知识

培养目标 3：具备飞

行技术的专业能力

培养目标 4：具备终身学

习与飞行发展的意识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H H H M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M H H M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H H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三、主干学科和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交通运输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核心课程：飞行原理、空中领航、飞行英语、飞机系统、航空动力装置、航空气象、民航飞机电气仪

表及通信系统、空中交通管制基础、仪表飞行程序、飞行性能计划与计划、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理论课程、

航线运输驾驶员飞行训练课程。

四、学制、学位及学分要求

学制：本专业采用“2+2”订单式培养模式为委托单位培养飞行员，基本学制四年。实行学年学分制，

最短修读年限四年，最长修读年限六年(含休学)。全部培养进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基础理论课程、大学公共课程和飞行基础理论课程；

第二阶段为飞行训练阶段，符合送培要求的学生送到有资质的国内外飞行训练机构进行飞行驾驶训练

并取得相应的执照；

第三阶段为毕业设计(论文)阶段，学生回校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及答辩。

学位：学生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完成飞行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合格，达到毕业条

件者，由学校颁发“飞行技术”专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条例所规定的条件者，授予工学学士学。

毕业学分要求：140~180。

五、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

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表中教学环节是指课程、实践环节等。

表 2.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教学环节 学分 课程性质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通识必修课 M L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通识必修课 M L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通识必修课 M L H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通识必修课 M L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通识必修课 M L H

军事理论与安全教育 2 通识必修课 L M H

大学英语 14 通识必修课 H M L

大学体育 4 通识必修课 L M H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通识必修课 L H M

形势与政策 2 通识必修课 M M H

信息技术基础 3 通识必修课 H M L

大学美育 2 通识必修课 M L H

劳动教育 2 通识必修课 L M H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2 通识必修课 M L H

创新创业教育 2 通识必修课 L M H

高等数学 8 学科基础课 H M M

航空工程力学 3 学科基础课 L L L

空气动力学 3 学科基础课 L L L

航空材料 2 学科基础课 M L L

飞机液压传动与控制 2 学科基础课 M L L

自动控制原理 3 学科基础课 H M M

航空概论 2 学科基础课 M L L

飞行原理 4 专业必修课 M L L

飞机系统 3 专业必修课 L L L

航空器动力装置 3 专业必修课 H M M

飞行性能与计划 3 专业必修课 M L L

航空电子系统 3 专业必修课 M L L

民航飞机电气仪表及通信系统 3 专业必修课 H M M

飞行英语 4 专业必修课 L L L

机械设计基础 2 专业限修课 L L L

工程图学 2 专业限修课 H M M

航空法规 2 专业限修课 M L L

航空气象学 4 专业限修课 H M M

空中领航 4 专业限修课 M L L

飞行人的因数 职业方向课 M L L

飞机飞行控制系统 2 职业方向课 L L L

飞行员无线电陆空通话 2 职业方向课 L L L

仪表飞行程序 2 职业方向课 L L L

空中交通管制基础 2 职业方向课 M L L

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理论课程 7 职业方向课 M L L

航线运输驾驶员飞行训练课程 16 职业方向课 L L L

军事训练 2 实践选修课 L L L



入学教育（专业教育） 1 实践选修课 L L L

社会实践与公益劳动 2 实践选修课 L L L

素质拓展 6 实践选修课 M M H

毕业论文（设计） 8 实践必修课 L M L

专业实习 8 实践必修课 L M L

飞行仪表与运行设备实训 1 实践必修课 L M L

模拟飞行训练（初级） 1 实践必修课 M H M

模拟飞行训练（高级） 1 实践必修课 M H M

六、实践教学环节

1、实践教学体系

以能力本位为目标，按照学校“四实”实践教学育人体系（实验：基础实验、开放实验、综合设计实

验；集中实训：课程设计、课程实训、课程实习等；专业综合实践：专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第二课堂：

学科竞赛、论文作品、技能证书、科技专利、文体活动等），培养学生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职业发展与社会适应能力，如下表：

表 3. 实践能力描述

能力类别 能力名称 能力描述

通用能力

表达与沟通能

力

表达能力是指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想法和意图等，用语言、文字、图形、表情和

动作等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并善于让他人理解、体会和掌握。沟通能力包含争辩能力、

倾听能力和设计能力（形象设计、动作设计、环境设计）等。

计算机应用能

力

灵活运用办公软件进行文字编辑、制作 PPT 及运用相关工具进行文献检索和信息查询能

力。

外语应用能力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外文听说读写和外文资料整理能力。

批判性思维
是以逻辑方法作为基础，结合人们日常思维的实际和心理倾向发展出的一系列批判性思

维技巧。

学习能力
是指人们在正式学习或非正式学习环境下，自我求知、做事、发展的能力，在基本活动

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抽象概括能力、注意力、理解能力等。

专

业

能

力

专业基

础能力

思考问题的能

力
能够利用数理知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解决本领域内经常遇到的飞行相关问题的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能够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从根源上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找岀处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专业核

心技能

设计/开发能力

与技能

针对本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评估各种现代工具的优缺点，并合理选择与使用相

应的现代工具；针对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能够通过查找并分析中外文献，寻求

合适的解决方案。

研究能力及综

合分析技能

能够对基于以往飞行经历的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提取对工作有利的信息，优化操作程序

和方法；对现代导航、气象预报等现代化工具和手段要有前瞻性学习，并在工作中熟练

掌握使用方法。



专业综

合能力

飞行与社会的

综合能力

掌握本领域内飞行模拟器、计算机等常用现代工具的使用方法；能够运用机载设备完成

飞机状态判断、操纵控制、综合领航、应变处置和空中与飞行管制之间的协同配合；并

确定其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的综合能力。

飞行运行管理

综合能力

掌握一定的人际交流、管理、行政领导学等知识，满足飞行运行中的管理和交流的需要；

能够作为团队成员与其它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合作解决飞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

能力。

创新创业能

力

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为实现工作任务和目标，进行资源分配，控制、激励和协调群体活动的能力。

管理与决策能

力

具备收集有效信息和数据，运用有效方法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调，采取行

动来识别、应对问题和机遇的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具备团队工作中发挥团队精神、责任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率的能力

职业发展与

社会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

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

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

职业发展能力 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

社会认知能力
运用已有知识经验，能正确地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能

力。

社会适应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

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能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75/10728337.htm


图 1. 实践教学体系结构图

说明：将人才培养目标(简述)及各项能力填入相应文本框中（图形尽量不要调整）

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运用国内外先进的飞行理论与技术标准，根据民航运输部门的用人需求，贯彻“航空理论、飞行实践与执照考试相结合”的“2+2”人才

培养理念，培养具有爱国敬业精神和扎实理论基础，拥有民用航空飞行技术应用及管理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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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注：专业实习安排周数应参照《教育部专业教学质量标准》设置。

七、课程体系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八、全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计划

学时
学分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讲授 其他

通

识

课

必

修

课

17020001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3 48 3 4 考试

1702000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3 48 3 3 考试

17020001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8 3 32 16 2 2 考试

1702000104 思想道德与法治 48 3 48 3 1 考查

17020001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48 3 48 3 3 考试

2502000102 军事理论与安全教育 32 2 32 2 1 考查

0502000101 大学英语Ⅰ 64 4 48 16 4 1 考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开设学期

1702000110 军事训练 2 2 1

0002000001 入学教育（专业教育） 1 1 1

0002000002 社会实践与公益劳动 2 2 课外

0002000003 素质拓展 6 6 课外

1002040609 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12 8 8

1002040608 专业实习 12 8 7

1002040601 飞行仪表与运行设备实训 1 1 2

1002040606 模拟飞行训练（初级） 1 1 3

1002040607 模拟飞行训练（高级） 1 1 3

合计 38 30

课程类型 学时 学分
理论 实践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通识课
必修课 880 51 648 38 232 14

选修课 160 10 160 10

学科基础课 368 23 332 20 36 3

专业课
必修课 368 23 332 20 36 3

限选课 224 14 200 12 24 2

职业方向接口课 208 13 178 11 30 2

课内小计 2208 134 1850 111 358 24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53

学分总计 187 实践教学学分比例 41.2%



0502000102 大学英语Ⅱ 64 4 48 16 4 2 考试

0502000103 大学英语Ⅲ 48 3 32 16 3 3 考试

0502000104 大学英语Ⅳ 48 3 32 16 3 4 考试

1302000101 大学体育Ⅰ 32 1 4 28 2 1 考查

1302000102 大学体育Ⅱ 32 1 4 28 2 2 考查

1302000103 大学体育Ⅲ 32 1 4 28 2 3 考查

1302000104 大学体育Ⅳ 32 1 4 28 2 4 考查

24020001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2 2 32 2 1 考查

1702000105 形势与政策 32 2 32 讲座 1-6 考查

0102000103 信息技术基础 48 3 24 24 3 2 考试

0002000102 大学美育 32 2 32 3 考查

0002000103 劳动教育 32 2 32 2 考查

26020001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

业指导
32 2 32 讲座 1、6 考查

2602000102 创新创业教育 32 2 32 6 考查

通识选修课 160 10 160 2 2-7 考查

小计 880 51 648 232

通识课小计 1040 61 808 232

学

科

基

础

课

1702000201 高等数学Ⅰ（理工） 64 4 64 4 1 考试

1702000202 高等数学Ⅱ（理工） 64 4 64 4 2 考试

1002020201 航空工程力学 48 3 42 6 3 1 考试

1002040202 空气动力学 48 3 42 6 3 2 考查

1002040205 航空材料 32 2 26 6 2 1 考查

1002040207 飞机液压传动与控制 32 2 26 6 2 2 考查

1002040208 自动控制原理 48 3 42 6 3 2 考查

1002040209 航空概论 32 2 26 6 2 1 考查

小计 368 23 332 36

专

业

课

必

修

课

1002040401 飞行原理 64 4 58 6 4 3 考试

1002040402 飞机系统 48 3 42 6 3 3 考试

1002040403 航空器动力装置 48 3 42 6 3 3 考查

1002040404 飞行性能与计划 48 3 42 6 3 4 考试

1002040405 航空电子系统 48 3 42 6 3 1 考试

1002040406
民航飞机电气仪表及通信

系统
48 3 42 6 3 4 考试

1002040407 飞行英语 64 4 64 4 4 考试

小计 368 23 332 36

限

选

课

1002040206 机械设计基础 32 2 26 6 2 2 考查

1002040204 工程图学 32 2 26 6 2 1 考查

1002040408 航空法规 32 2 32 2 1 考查

1002040409 航空气象学 64 4 58 6 4 2 考试

1002040410 空中领航 64 4 58 6 4 3 考试

小计 224 14 200 24

专业课小计 592 37 532 60

职

业

理

论

1002040501 飞行人的因数 48 3 42 6 3 3 考查

1002040502 飞机飞行控制系统 48 3 42 6 3 4 考查

1002040503 飞行员无线电陆空通话 48 3 42 6 3 4 考查



方

向

课

课 1002040504 仪表飞行程序 32 2 26 6 2 3 考查

1002040505 空中交通管制基础 32 2 26 6 2 4 考查

小计 208 13 178 30

飞行

驾驶

训练

1002040506
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理论课程
112 7 112

5 取得

相应

执照
1002040507

航线运输驾驶员

飞行训练课程
256 16 256 6-8

小计 368 23 112 256

职业方向小计 576 36 290 286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30

合计 2576 187 1962 614

九、各学期开课计划表

序号 学期 开设课程 周学时 备注

1

第一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考查

2 大学英语Ⅰ 4 考试

3 大学体育Ⅰ 2 考查

4 高等数学Ⅰ（理工） 4 考试

5 航空概论 2 考查

6 工程图学 2 考查

7 航空工程力学 3 考试

8 航空材料 2 考查

9 航空法规 2 考查

10 航空电子系统 3 考试

11 信息技术基础 3 考试

小计 27 4 门考试

1

第二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考试

2 大学英语Ⅱ 4 考试

3 大学体育Ⅱ 2 考查

4 信息技术基础 3 考试

5 劳动教育 考查

6 高等数学Ⅱ（理工） 4 考试

7 空气动力学 3 考查

8 自动控制原理 3 考查

9 飞机液压传动与控制 2 考查

10 机械设计基础 2 考查

11 航空气象学 4 考试

小计 30 6 门考试

1

第三学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考试

2 大学美育 2 考查

3 大学英语Ⅲ 3 考试

4 大学体育Ⅲ 2 考查

5 空中领航 4 考试

6 飞行原理 4 考试



7 飞机系统 3 考试

8 航空器动力装置 3 考查

9 仪表飞行程序 2 考查

10 飞行人的因数 3 考查

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考试

小计 31 6 门考试

1

第四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5 考试

2 大学英语Ⅳ 3 考试

3 大学体育Ⅳ 2 考查

4 飞行英语 4 考试

5 飞机飞行控制系统 3 考查

6 飞行性能与计划 3 考试

7 飞行员无线电陆空通话 3 考查

8 民航飞机电气仪表及通信系统 3 考试

9 空中交通管制基础 2 考查

小计 28 5 门考试

十、专业课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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