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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天津市教委、中法两国民航局以及中欧双方

民航企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2007 年，中国民航大学与法

国航空航天大学校集团在我校合作创建了中国民航大学中

欧航空工程师学院（以下简称学院）。 

学院在航空工程领域设置三个专业方向：①飞机结构与

材料，着重航空安全和维护方面的研究（对应我国专业目录：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②推进系统运行与维护（对应我国专

业目录：飞行器动力工程）；③电子系统与机载设备，着重

导航和/或地空通信的设计和运行（对应我国专业目录：通

信工程）。 

在培养模式上，学院借鉴法国精英教育培养模式，设置

精英预科教育和工程师教育。成绩合格的学生获得相应的中

法双方学历、学位及文凭证书。 

办学特色 

围绕国家急需的航空工程领域人才需求提出了以人才

培养为中心，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将

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行业文化与素质教育相结合、个性培养与创新能力相结合的

教学思路，并充分利用中法两国政府、合作院校、企业间搭

建的合作平台，为国内外航空装备设计与制造、航空器运行



 

与维护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 

学生培养及教学组织 

截止 2017 年 12 月，学院在籍学生总人数为 591 人，其

中预科阶段 299 人，工程师阶段 292 人。 

学院已培养了四届 281 名毕业生。他们广泛供职于飞机

设计制造企业、研究所、空管局、航空公司等单位，从事技

术研发、技术支持和维护以及工程师等工作，为民航的发展

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学生选拔方面，学院采取本科一批 A类工科实验班直招，

与校内二次选拔相结合的招生方式，以保证生源质量，2017

级新生共招收 114 人，其中直招 54 人，校内选拔 60 人。 

学院教学采用法、英和中文三种语言授课。 

预科第一年以法语教学为主，教学团队配备中、法籍教

师各 6名，采用法国先进的语言教学模式开展教学。预科第

二、三年重点是数学和物理教学，均采用法国教育部颁布的

统一教学大纲。教学环节涵盖理论课、实验课、分组指导课

和口试等；数理课程教学采用法文教材，法语或中法双语授

课，教学工作均由中、法双方教师共同协作完成。 

工程师阶段包括航空工程专业知识学习和相关专业培

养。工程师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工程实践贯穿在教

学各阶段，学生需完成认知实习、蓝领实习、技术实习与工

程项目实践各阶段的企业实操锻炼，使其在具备深厚的理论

科学基础的同时，拥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良

好的国际交流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师资建设  

学院始终坚持以建设具有国际合作办学特色的师资队

伍为重要目标，不断探索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工程能力、

学术研究和国际化水平的培养模式，从而为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学生提供高水平师资保障。 

截止 2017 年 12 月，中欧学院在岗的 44 名教师中，教

授 2 名（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1 人），副教授 6 名，博士

学位教师 24 名。为培养具有中欧特色的高水平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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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学与教学组织、师资队伍建设、日常的行政管理和后

勤保障等具体工作实施和开展，学院实行双院长制，由中法

两名院长联合管理。 

财务状况 

我校对中欧学院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教学质量监控 

学院于 2017 年 3 月成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工作

小组，从培养方案修订、教学质量管理、实验实习质量管理、

本科毕设及研究生论文质量监控以及师资队伍建设五个方

面充分研讨并撰写教学质量管理文件 42 个。同时，充分借

鉴法方合作大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并结合 CTI评估要求，

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标准，针对理工类理论

课程、数理习题课程、工程师习题课程及语言类课程分别制

定了具体、明确的教学质量评价表，对教师的教学内容、教

学组织、教学技巧和教学态度进行评价。 

社会评价 

2011 年，中欧学院正式列入中国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2 年，被天津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评为“天津市教育外事十佳项目”；2013 年，顺利通过法国

工程师学衔委员会（CTI）评估，有效期 6 年；2014 年，学

院列入中法两国人文交流机制重要合作内容，并成为教育部

中法工程师学院联盟核心成员；2016 年，被评为“中法大学

合作优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