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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①

徐今强
（广东海洋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摘　要：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已成当务之急。自动化专业围绕应用型、
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从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大纲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创新团队和学科专业竞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探索与改革。实践表明，上述探索改革不仅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他们

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动手环节，提高了灵活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符合学校“能安心、能吃苦、能创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目标和“勤奋、求实、敬业、创新”的八字校训，自动化类专业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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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与意义
在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各个高校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
合、国内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式培养体系。探索并推行创新型教育方式方法，突出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如何开展和实施创新教育是新时期高校各个专业面临的重大

而紧迫的课题。蔡述庭等结合自动化专业的特点和科技竞赛活动，探讨了以学科专业竞赛为契机的开

放式创新性实验教学模式［１］；李国锋等认为学科竞赛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具有相关性，提出基于学

科竞赛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即以课程教学为基础，竞赛项目为载体，技术训练为手段的“三位

一体”创新能力培养模式［２］；张持晨提出设立大学生创新基金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实践能力的

一种新思路［３］；陈贞丰提出优化整合培养的全过程，突出职业专业化特点，利用社会资源，与地方企业

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不断改革创新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树立特色教育品牌［４］；刘艳等结合大连大

学自动化专业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与改革实践，提出地方高校自动化专业的差异化发展

道路，指出应用型高校自动化专业必须与地方经济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有较强竞争力的学

生［５］。我校自动化专业主动适应广东省经济转型发展对创新人才的大量需求，紧密围绕珠三角地区优

先发展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大胆探索办学模式、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推出了一系列

创新举措，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全方位的改革。

２　主要举措
２．１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厚基础宽口径特色

按照“２＋１＋１”即“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的基本模式，修订了自动化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厚基础宽口径”特色。在课程设置上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在专业课程和

专业选修课程中增加了一些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课程，比如虚拟仪器、数控原理及应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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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智能控制概论等，去掉一些与专业或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度不高的课程，增加了专业实践环节。

２．２　梳理专业核心课程，完善课程教学大纲
组织专业教师到高校、企业、学生就业单位广泛调研、讨论，梳理专业核心课程，凝练教学内容，撰写

完善２０１３版课程教学大纲，开展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并进行评估，形成体现专业特色的核心课
程群，包括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控制技术、运动控制系统、过程控制工程、虚拟仪器、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工厂供电等课程群。

２．３　开展教学科研交流，提高专业教师素质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整体提高自动化专业老师的教学和科研素质，以便更好地指导学

生学习和科研、研究生入学考试及学科专业竞赛等活动，自动化专业不定期地组织专业教师进行教学研

讨、学术交流，并每年选派１～２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或到国内外做访问学者，目前，该专业已培养博士
或在读博士５人、副教授６人，师德先进个人２人，１人获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
２．４　组建学生创新团队，重塑优良学风校风

“广东海洋大学智能控制团队”２０１２年开始组建，英文译名为“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ＡＭ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英文缩写“ＩＣＴ”。广东海洋大学智能控制团队作为信息学院下设
的分支机构，是信息学院从事自动化、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及相关技术的教师和学生自愿组成的非

营利性学术团体，是学院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重要力量。我们制定了团队章程和一系列团

队管理制度，设置了团队负责人和学生队长。团队吸引了信息学院各专业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

展一些具有探索性、知识性、实践性、趣味性的课外科技活动，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重塑优良学风校风。

２．５　开展学科专业竞赛，实施差异化人才培养
为培养高质量、高素质、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我们利用学科专业竞赛平台，进行差异化人才培养。

对实践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学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科专业竞赛活动，比如全国大学生

“飞思卡杯”智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工业自动化挑战赛、“蓝桥

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等。对学习成绩优秀并愿意在学术方

面继续深造的学生，鼓励他们积极报考研究生。

３　实施效果
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经４年的努力，我们完善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提高了教

师教学科研素质和授课水平，培养了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促进了学风校风建设。

３．１　成功举办每年一次的智能汽车校内赛
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是教育部自动化专业教指委指导的一项竞赛，学校和学院

领导非常重视该项比赛，为把最优秀的选手选拔出来代表学校参加华南赛和全国赛，每年５月，我们都
会举办一场智能汽车竞赛校内选拔赛，由自动化专业负责此项校内赛，参赛学生来自信息学院、理学院、

工程学院、海洋与气象学院等，覆盖了学校大部分工科专业，该项比赛获得了学校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师生参加华南赛区分赛及全国总决赛。

每年一届的智能汽车竞赛，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把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吸引到实验室来，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学习风气得到很大改善；竞赛不仅激发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潜力，

而且培养了大学生的基本工程实践能力、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３．２　学生在学科专业竞赛中成绩斐然
在教师的辛勤指导和学生的积极参与下，近年来，培养的学生在自动化学科专业竞赛中成绩斐然。

２０１４年，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的第九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华南赛中，我们获得了
华南赛区１项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在２０１４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广东省赛中，获得了
２项三等奖的好成绩。２０１５年，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第十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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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我们获得了华南赛区４项二等奖、１项优秀奖；在２０１５广东海洋大学第九届 ＩＴ节之“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铜奖；在２０１５年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中，获
得了１项全国三等奖，２项广东省三等奖。
３．３　学生在研究生考试中初见成效

探索以创新工程能力和学术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差异化人才培养模式以来，培养的学生在研究生入

学考试中初见成效，２０１５年，自动化专业有２名学生考上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硕士研究生，１名学
生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

３．４　其他方面的成效
通过学科专业竞赛，增强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期间培养了１门校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自动控制原理》，获批校级教改项目１项，获批校学科专业竞赛项目１项，协同育
人平台项目１项，“创新强校工程”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培育计划项目１项，培养“双百学生”１７名，组织申
报并完成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４项，积极参加信息学院校园ＩＴ节的各项活动。

４　结语
“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以往学生接受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专业教育，向接受多学科

交叉的宽口径教育的转变，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优化课程教学大纲，解决了以往教材选取、课

程讲解内容、实验教学内容、考试范围等的不确定性问题。通过教师队伍建设，整体上提高了教师自身

素质和授课水平，为指导培养创新型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创建智能控制团队，学生找到了归

宿，转变了学习风气，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各类学科专业竞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营造了良好

的学习氛围，与前几年相比，更多的学生参加到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竞赛中来；报考研究生的学

生人数逐年增加，录取效果也非常明显。自动化专业在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创业意识培养、优良学

风校风建设、团队合作精神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蔡述庭，谢云，刘冰茹．以学科竞赛为契机探索开放式创新性实验教学模式［Ｊ］．电气电子教学学报，２００９（Ｂ１１）：３８
－４０．

［２］李国锋，张世英，李彬．论基于学科竞赛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２４－２６．
［３］张持晨，童玲，张宇斌，等．关于设立大学生创新基金的思考［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８）：１１６－１１７．
［４］陈贞丰．自动化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思考［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５（３７）：２５３－２５４．
［５］刘艳，汪祖民．地方高校自动化专业工程应用特色建设与实践［Ｊ］．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２０１３（３）：１０４－１０５．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