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４

校企合作课堂内外联动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①

———以湖北文理学院电子专业为例

张静，金鑫，王正强，胡安正，吴学军
（湖北文理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襄阳４４１０００）

摘　要：湖北文理学院电子专业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根据电子专业的人才培养特点和所
具备的办学基础，实施基于项目式教学的地方院校电子专业主干课程融合研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具有

鲜明特色的基于项目式的课堂内外联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电子专业递进式能力标准，实现电子专

业主干课程融合与教学内容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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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湖北文理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电子系教师参与中石化一炼油厂２座炼油塔大型设备
改造项目“智能除焦系统”，负责完成项目的核心部分，经历现场采集数据、智能除焦系统研发、振动台

实验测试、现场安装、调试和运行全过程。

项目完成过程中，大家意识到以传统的课堂教学和实验室实验为主的电子类专业课程教学的弊端：

教师在各主干课程分散地进行知识点的传授与讲解；教学的内容方面长期不变，不能及时反映和满足实

际的市场需求。导致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综合全面地掌握电子类专业技术，缺乏对所学课

程知识点与实际产品、项目所用技术内在联系的理解，缺乏综合应用能力，缺乏协同创新能力，部分学生

走上工作岗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实际工作而束手无策。因此，必须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以电子信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专业建设思路［１－２］，电子系申请并获批湖北省教研项目“基于项

目式教学的地方院校电子专业主干课程融合研究”，２０１２年正式主持实施该教学研究项目。在校企合
作过程中，根据我校电子专业的人才培养特点和所具备的办学基础，实施基于项目式教学的地方院校电

子专业主干课程融合研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湖北文理学院电子专业逐步探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

基于项目式的课堂内外联动人才培养模式。

１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１．１　构建基于项目式课堂内外联动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调研，根据企业专家、师生推荐的难度适宜案例、本市科委发布的企业技术需求，初步选择实际

产品和实际项目。各类全省、全国性电子学科竞赛可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

其内容是实际项目的重要来源。

根据实际项目内容，将实现项目所需的知识分解成知识模块，每个知识模块与课程对应，分解成知

识点；使得课程、知识点为解决实际项目服务，实现专业主干课程融合，建立课程体系；基于此建立实验

体系、实训环节，使学生得到从电子系统项目需求分析、方案论证、设计、实现到技术文档总结完整的项

目实训［３］。

１．１．１　课程体系改革
专业能力递进式培养方案如图１所示。该培养方案从“电子产品生产工艺”“电路分析”基础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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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开始，学习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随后重点突出学习“Ｃ语言程序设计”、“电子线路类（低
频、数电、高频）”、“微机原理”“电子线路ＣＡＤ”、“单片机应用类”、“ＥＤＡ应用类”等应用性和实践性较
强的课程，让学生初步掌握以微控制器为核心的硬件电路的基本结构原理及软硬件设计基础知识。通

过后续专业课程实验与综合实训，逐步培养学生的识图分析、焊接安装、测量调试、查阅资料、设计制作、

专业报告写作等能力。

图１　专业能力递进式培养方案

１．１．２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通过课内课外实践教学体系训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逐步培养创新精神和

工程设计能力。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电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１．２　实现课内教学内容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融合
１．２．１　课内课程内容、实验内容

梳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要求的能力和知识点，将专业核心分为工程数学、电路、数字系统和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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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信号与信号处理、计算机及网络、信息获取与信息传输等几大模块，对课程进行有机整合。增设 Ｃ
高级编程，高频电子线路改至第５学期；整合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和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内容：将自
动控制基本理论合并至信号与系统主讲连续部分；自动控制原理改为选修课；离散部分放在数字信号处

理；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改为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强调传感器芯片的应用，在第５学期与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Ｃ高级编程同时开设；第６学期学习电子设计与制作时可以初步设计出完整的电子系统硬件部分：
感知器件单元（传感器）＋信号调理单元（模拟信号放大、滤波、抗噪、隔离）＋数据采集单元（数字电路：
模数转换技术）＋ＣＰＵ处理，以及软件程序设计。设计题目源于实际项目。
１．２．２　课外创新实践课程内容

为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课外为学生开设培训课程：Ｃ语言实训介绍 Ｃ语言的应用开发案例，提
升学生Ｃ语言编程能力；单片机应用技术基础训练介绍单片机的基础应用开发案例，为有兴趣的学生
提前学习单片机提供训练。

２　课题成果的创新点
２．１　创新了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分模块、分阶段、分层次的课内和课外实践教学体系。课内实践教学体系包括

公共课基础实验、学科基础课实验、专业基础课实验、专业课实验和实习实训四个模块；课外实践教学体

系包括课外系列科技素养训练、学科竞赛、大学生自主创新实践活动、创新设计和职业技能培训五部分。

课堂内外实践教学相互补充，相互整合。

２．２　构建了电子专业递进式能力标准
按照职业岗位能力逐渐递增的目的，构建本专业各年级学生需要达到的能力标准。一年级学生假

期到电子企业生产一线工作，完成从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工作人员的角色转变；二年级学生假期到电子

企业工作，学生应具备电子元件检测、仪器操作能力，具有电路识图、产品组装和调试能力；三年级学生

假期到电子企业工作，学生应具备初步的电子产品改进与设计能力；或者具备初步的生产管理、市场营

销、技术支持的能力；四年级学生毕业时达到嵌入式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等职业岗位的中

级职业目标。

２．３　实现了电子专业主干课程融合与教学内容的优化
进行一体化实验教学内容改革，难度递增。对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电子工艺实习要求学

生制作单片机最小系统；数字电子技术要求学生制作基于数字芯片的数字模块电路；模拟电子技术要求

学生制作基于模拟芯片的模拟模块电路；数字模块电路＋模拟模块电路＋单片机最小系统构成单片机
开发板；对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实验教学进行改革，用自制单片机开发板，采用开放式结构，将以前只

有在实验室才能完成的实验延伸到课外。

３　课题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３．１　教研团队成员教研科研能力有较大提升

教研团队成员近年来累计已完成省教研项目４项、校院教研项目１４项；校级精品课程２项、校教研
成果二等奖２项；市厅级科研项目４项、科研成果鉴定３项、省科技厅重大成果奖１项、发明专利３项、
其它专利２０项，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论文１５篇。
３．２　学生的综合素养、应用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通过该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学生自主完成了大量的电子设计作品、开发实验项目。近几年来，体

现电子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国家授权专利数、学科竞赛等各种奖励数量和质量连年提高，应届毕业生薪

水、就业相关度等就业质量指标在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３．３　对工科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有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本课题涉及的课程涵盖电子类主干课程，电子类专业各年级学生、其他电类专业如计算机专业和机

械专业的高年级同学受益匪浅；也可为其他院校工科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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