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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电子信息工程对口专业以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为定位。针对对口招生学生的特点和培养定位的要求，学校虽在对

口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分析了对口学生的特点和培养模式存的问题，提出

了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实践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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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rogram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s positioned to cultivate applied and practical 

talents. In respons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dmitted through this program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ir training, although the school has reformed and adjusted it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or these students, some issues still exi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dmitted through this program and th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l, and proposes reform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areas such as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odel, and practical abi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rresponding major;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od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一、对口招生学生的特点

（一）理论学习兴趣不高，学习能力较弱

因对口专业学生来自于省内中职院校，在中职期间，对数

学、英语等的教学能力要求不高，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了有针

对性的专业技能训练上，通识课程的基础薄弱 [1]。因此，在高等

数学、大学英语的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兴趣不高、理论知识薄

弱，理论考试成绩较普本学生有一定的差距。

（二）动手训练兴趣较高，实践能力较强

对口招生学生的录取考核方式为专业理论考试 +实操考核

的方式，实操考核方式为给学生一道电路命题，让学生在规定的

时间内，利用元件散件、面板包、导线完成电路搭建，并完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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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2022年开始招生电子信息工程对口专业学生，培养定位为“应用型”，与普通本科学生相比，对口专业学生在学习方法、专业

基础 、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经过两年的招生和培养，在对口学生培养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因此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分析

电子信息工程对口学生的特点，探索有针对性、可实施性的培养模式和方法。

路参数测试 [2]。在中职院校学习期间，学生对实操进行过大量训

练，因此动手能力较强。在平时的实验课、电子实习、课程设计

环节中，也能发现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和积极性高于普本学生。

二、目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急需改革

课程体系设置主要包括：通识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

程、专业课程、课程设计、电子实习、毕业实习等。存在理论课

时较多，教学以理论为主、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不适应对口学

生的自身个性特点，不利于实践性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设置不

能满足职业素养要求和社会需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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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模式需要创新

目前，教学方式主要是理论教学为主，而对口专业学生理论

知识学习能力和基础都较弱，对理论学习本就兴趣不高，势必会

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

发挥对口学生实践能力强的优势，也违背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

位。因此，教学方法、方式都迫切需要改革 [4]。

（三）实践能力如何提升

课程体系设置中，虽然有实验、课程设计、电子实习等实践

环节，但这些环节都具有阶段性、暂时性的特点，比如目前课程

实验一般开设3-4个实验项目，每个实验项目2-3课时，做实验

时前往实验室完成，做完即离开；课程设计每学期开设2门，每

个课程设计持续2周，分别安排在15-16周及19-20周，学生只

集中在某一时段进行实践训练，而电子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并

非一朝一夕，需要持续性锻炼，短期集中实践的效果只能达到初

步认识、了解的程度，不能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因此，实践学

时总数远远达不到持续实践能力培养、积累、强化、提升的需

要 [5]。

三、对口专业学生人才培养改革措施

（一）改革人才培养体系

在培养方案制定上需尊重对口学生的个性，制定具有针对性

的，能促进个性化成才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从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出发，课程体系如图1所示。

图1：课程体系设置

通识教育类课程的设置，如大学英语、高等数学、C语言等适

当简化教学内容，缩减学时，以理论够用为主，适当增加课程答

疑环节，以弥补学生的不足。对口学生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了电

路基础、电子线路的课程，又因为这些课程是升学考试的科目，

因此此类电类课程的专业基础知识较扎实，但知识的综合应用、

灵活应用能够力是欠缺的，所以在开设电类基础课程，如《电路

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时，除设置必要的

理论学时外，加强实验课程比重，把《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等一批课内实验改为实验课程的方式，具体见表1。

表1：实验课程设置情况

课程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实验课程设置

电路分析基础 52 12 实验单独设课

模拟电子技术 48 16 实验单独设课

数字电子技术 40 12 实验单独设课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48 12 实验单独设课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40 16 实验单独设课

增加实验课学时和内容，以拓展实践应用能力。专业与专业

方向课程设置的重点放在“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可编程器件及 EDA技术”等课程上，这些课程

在授课中弱化理论教学，强化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采用讲一点

练一点的方式，学生易于接受，以使学生适应社会对专业应用能

力的需求。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

践。基础实践主要是：入学教育、军事训练和电子实习 [6]。专业

实践主要为与课程配套的课程设计，并根据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

养的需要，包括两个综合性的课程设计环节；综合实践在大四开

设，分别为企业与专业综合实习和毕业设计。

（二）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对口学生通过高职阶段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实操能力的

训练，有一定的专业基础，这是优势之处；但进入大学阶段后，

课程设置上考虑到知识的过度、内容的衔接，特别是电类基础课

程的部分内容与高职阶段所学存在小部分重复，因是学过的旧知

识，学生有厌烦情绪，不愿认真听讲。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探讨，

重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环节设置上推行互动式教

学，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工程应用实例引入、实例讨论等形式导入

新课，引起学习兴趣、启发独立思考 ，使学生能够主动去寻求知

识，教学内容应根据专业发展，技术应用，及时更新调整，以拓

宽知识领域 [7-8]。教学手段上，可以穿插运用动画、视频、软件仿

真等辅助教学，以提高理论原理的可理解度，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知识掌握程度，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设计思路如图2所示。

图2：教学设计思路

（三）通过学科竞赛提升实践能力

学科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获取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文献资料整理写作能力等。同

时，通过与其他参赛院校同场竞技，也是一次加强学习交流、开

拓视野的机会；通过学习交流，有助于启发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进一步激发提升实践能力的动力 [9]。学科竞赛的作用如图3所示。

另外，参加学科竞赛需要经过长期、持续的系统学习训练，学生

平时课余时间基本都在积极备赛，因此日积月累的能力提升是非

常扎实有效的。因此，可以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提升实

践能力。学校也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激励学生参与，可以学习借鉴

其他院校的可行做法，比如以学科竞赛置换毕业设计、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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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学分、课程免考等政策。

锻炼实践

能力

拓展知识

视野
增强就业

竞争力

图3：学科竞赛的作用

（四）深化校企合作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作为朝阳产业，相关行业、新器件、新技

术发展迅速，因此应以开放的态度主动了解行业、企业，了解新

技术在目前的应用，把应用实例引入课堂，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学校应积极鼓励教师利用假期时间入企业一线挂职锻炼，推进

“双能型教师”认证；应加强校企合作，聘请优秀的企业工程师入

校参与实践课程教学、培养方案制定等；定期组织学生入企业参

观学习，了解所学知识如何应用于实践。也有利于学生了解未来

就业方向和在校期间应该掌握的技能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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