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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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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工科背景下，教师在展开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时要重视对教学内容的拓展和教学路径的优化，积极展开实训教

学，以此方可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提升他们对所学知识的应用和理解水平，提升育人效果。鉴于此，本文将针对新

工科背景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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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expand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optimizing teaching paths when teaching the Electronic Process Technology course. 

Actively carrying out practical training can better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mprove their appl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training of electronic process technolog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of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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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概述

新工科教育理念展现出显著的创新特质。相较于传统教育

理念，新工科教育更加强调对学生实践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育，这无疑是对过往“重视理论，轻视实践”的教学模式所

进行的一次深刻革新。该教育理念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激励

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掌握和领悟知识，进而培养出更具创新精

神和实践精神的人才。[1] 新工科对学生的要求亦体现出创新性。

在新工科的背景下，学生不仅要掌握基础的专业知识，还必须

具备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涵

盖解决工作与学习中的各种问题，还包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寻

求创新性解决方案。这种创新性的要求鼓励学生持续探索、不

断尝试，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更为高效、优质的问题

解决策略。[2] 新工科中教师进行育人工作的途径同样展现出创

新性。在新工科背景下，教师需深入探究项目式教学、OBE教

学理念以及信息化教学等辅助手段，以拓展学生获取知识的渠

道，提升教学质量。这些新的教学辅助手段不仅有助于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从

而更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

二、新工科背景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现状

（一）课程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新工科背景下，很多教师参与到了电子工艺技术课程的教学

改革与实践中，并尝试将一些新的育人方式引入课堂。但是，在

实际的教学中，很多教师仍会采用灌输的方式开展电子工艺技术

课程教学，对于 OBE教育理念、案例教学法、信息化教学等模式

引入不足，这样会导致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的形式较为单一，

不利于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与优化。[3]另外，部分电子工艺技术

课程的知识内容较为抽象，一些学生的分析能力较为有限，这样

会导致其难以深入理解所学知识，不利于提升教学效果。缺乏生

动、趣味的教学模式作为支撑，将会对学生的知识探索心态产生

影响。

（二）专业教学内容不够充实

在现行的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实践中，确实存在教学内容

不完整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教材

内容相对有限，无法全面满足学生对电子工艺技术知识的需求。

许多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依赖教材，而较少结合电子工艺技术的市

场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实际案例和项目的引入也相对匮乏，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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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学生的知识体系不够全面。[4]另一方面，校企合作的深度不足。

尽管校企合作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途径，但目前许多企业在与

高校合作时，并未将学生安排在核心岗位，这限制了学生在实训

中接触的电子工艺技术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影响了学生对新技术

和新知识的掌握，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三、新工科背景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改革

的意义

（一）进一步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在新工科背景下，社会对电子工艺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长，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5]因此，教

师需深入研究新工科理念，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内容，以丰

富学生的电子工艺技术知识储备，优化人才培养流程，提高他们

解决电子工艺技术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满足市场

对优质人才的渴求。

（二）有利于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

通过实施新工科背景下的高校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处

理未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力，缓

解学生的就业压力。[6]此外，通过革新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形

式、内容，能够让学生掌握更为丰富、多样的知识类型，这对提

升学生的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意义重大。

（三）帮助企业获得更长远发展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许多学生对于电子工艺技术的知识掌握

并不牢固，其综合能力、素养难以满足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这

导致他们在步入就业岗位后，仍需接受较长时间的培训，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浪费企业的资源，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7]在新工科

背景下，通过开展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改革，能够让教师为学

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系统性的教学服务，促使学生的综合实践能

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提升学生与对应岗位的匹配度，降低企业的

用人成本，以此促使企业得到更高速发展。

四、新工科背景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改革

策略

（一）确立实训教学改革目标，培养职业意识

新工科背景下，在展开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训工

作时，教师应树立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以便后续工作的稳步开

展。在此期间，良好的目标导向能够大幅提升教学工作的效果，

满足市场对优质人才的需求。[8]教师可以结合电子工艺技术课程的

知识内容、企业需求，制定一个合理、科学地教学目标，以此为

之后的教学活动开展打下坚实基础。[9]具体来说，教师需要深入相

关的企业，针对相关企业的实际工作内容、岗位工作流程以及工

作标准等展开分析，并与行业的专家、学者等制定一个共同的电

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目标，以此保证教学工作与实际的市

场需求契合。

同时，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教师应及时调整实训教学内

容，使企业成为实训教学的“风向标”，以确保学生所学的电子

工艺技术知识具有先进性和有效性。此外，在电子工艺技术的基

础课程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还要关注学生

专业技能的培养。通过帮助他们做好未来的职业规划，教师可以

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职业意识和综合能力。[10]例如，教师可以结合

电子工艺技术课程的知识内容、行业发展需求，将一些企业的实

际项目引入课堂，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一些改革目标，以此帮助学

生在学习中学到更多知识，促使其职业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融入实际案例，发展实践能力

新工科背景下，为提升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工作效

果，教师可以尝试将一些实际案例、项目等引入教学过程，并组

织学生对这些案例展开讨论与分析，这样能促使他们的综合素养

等得到进一步发展，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科学的电子工

艺技术课程知识体系。[11]在组织学生展开案例分析时，学生可以

接触到更多新的专业课程技能、设备、思想，这对他们之后展开

更高水平的职业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此外，该教学模式能够大

幅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创新能力和思考水平，使其对未来的工

作内容产生更深入理解。

当前，一些学生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

于学生缺乏相应的关键能力和重要品质。因此，在展开电子工艺

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时，教师应重视对学生软实力的提升与发展。[1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将生动、有趣、有效的案例资源引入电

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中，并通过项目化的方式帮助学生提高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升知识理解水平，从而有助于学生在未来更好地

就业。

（三）构建趣味线上平台，完善知识体系

为提升新工科背景下的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教学效

果，教师应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意识，帮助他们养成良好

的自学习惯，这样才能让学生展开更高水平的复习和预习互动，

完善他们的专业课程知识体系，提升育人效果。[13]但是，在以

往的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教学中，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较为不足，其原因是学生缺乏一个更为宽松的自学平台，导致

部分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难以将问题快速解决，对于他们的自学

信心产生会形成阻碍作用，不利于学生的电子工艺技术知识体系

构建。

为此，教师可以尝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创设一个电子工艺

技术线上自学平台，并在线上平台插入一个作业提交功能，并定

期为学生发布一些电子工艺技术相关的思考问题、案例，让他们

结合案例和问题展开思考，并鼓励其将思考结果分享出来。[14]例

如，教师可以将一些机械学科的知识与电子工艺技术课程结合，

而后以此为基础让学生制作一个电动小车，并将这个小车涉及到

的知识制作成一个文本上传到该平台上。通过此方式，能够有效

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帮助他们掌握更为深入地电子工艺技术课

程知识。

（四）优化评价模式，提升教学质量

新工科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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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的开展效果，教师应重视对评价模式的优化与革新，这

样才能帮助学生发现自身不足，促使其进一步完善自身知识体

系，为之后的教学改革活动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在传统的

教学评价模式中，教师通常是对学生展开单方面的评价，这样会

导致评价工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学生的综合素养、水平

提升。[15]为此，在展开新工科背景下的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革与

实训教学改革工作时，教师应对评价模式的革新与优化，对于提

升教学质量意义重大。

为了提升评价结果的全面性、针对性和合理性，教师应该积

极引入企业、社会、学生等多个评价主体。通过从多元角度展开

合理、客观、真实的评价，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实现知识

的查漏补缺，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认知、理解水平，从而全面

提升教学质量。这样的评价模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个人的发展，

也有助于推动整个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进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提升新工科背景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改

革与实训教学改革效果，教师可以从确立电子工艺技术课程与实

训教学改革目标，培养职业意识；融入实际案例，发展实践能

力；构建趣味线上平台，完善知识体系；优化评价模式，提升教

学质量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电子工艺技术课程与

实训教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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