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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探索

陆海燕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陕西西安　710300

摘　要：“卓越计划”对高校工科类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高校电气类专业教学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工

科院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新工科背景下如何有效培养卓越工程师，高校必须对现阶段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现

状展开分析与调研，只有正视现存缺陷与不足，才能在改进与完善中优化培养模式，为社会输出高质量人才。基于此，

本文主要以部分高校为例，对于现阶段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现状展开分析，进而立足于新工科背景下浅谈电气卓越

工程师培养方向，结合问题详细论述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探索，以期提升高校输出人才的综合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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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ce Pla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of electrical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colleges. How to effectively train outstanding engine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electrical 
outstanding engineers. Only by facing up to the existing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can we optimize the training mode in 
th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and output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mainly in some 
universities, for example, in the present stage electric outstanding engineers training status quo analysis, and then based on the 
ne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engineers develop dir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 i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electrical engineer training mode to expl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ness of output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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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主要是面

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等。

新工科时代的到来，教育改革与人才输出重任依然落在

了高校教育事业中，改革与创新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根

本任务。而要实现“卓越计划”，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对

现阶段教育工作展开分析，明确教学中的缺陷与不足，

结合问题改善与优化，才能确保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目

标在实践教学中有效落实。

一、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现状分析

为详细论述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

模式，笔者对于现阶段部分高校关于这一方面人才的培

养现状展开分析，总结出最可能影响“卓越计划”有效

落实的原因。下述问题不具备普遍性与针对性，仅以部

分高校教学实例。

1. 电气工程实践平台亟待完善

电气工程实践平台主要包括校内与企业两部分，先

来说校内，现阶段部分高校在校内实践环节中存在下述

问题：电气专业部分课程验证性实验比重大，理应是教

学重视的板块，但在实践教学中，这一类实验通常缺乏

启发性与思考性，实验内容相对简单，教学侧重于传统，

或难以学生课程实验要求；相较于验证性实验，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的比重偏少，而且部分实验在教学中，教师

的培养侧重点或依附于专业，如注重学生的理论践行能

力，观察学生的实践是否与理论相协调，并未将创新与

研究融入其中，致使实验教学仅停留于实验教学，与现

阶段主张的创新教学或有差异；部分高校实验基地建设



工业技术 : 4 卷 5 期
ISSN: 2661-3662(Print); 2661-3654(Online)

144

稍显不足，先进的实验设备、教学基地、实验所涉及到

的其他资源等方面或难以满足高校实验教学需求，导致

教学质量不高成为常态 [1]。

再来说企业方面，企业主要是辅助高校做好实践人

才培养工作。结合高校专业需求，构建校外实习基地、

产学研基地，落实电气专业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目标。

但是现阶段校企结合稍显不足，企业方面在实践这一模

块或缺乏实质性建设，导致电气专业学生在实践中缺乏

实质性参与。校企结合是培养电气卓越工程师的有效途

径，但是企业实践平台的缺乏导致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

重担落在了高校内部，然而仅靠高校或难以实现培养应

用型较强的专业人才，不符合卓越工程师培养基本需求。

目前，高校在教育过程中一直完善校企合作之路，但是

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多注重事业领域，将经济提升视为

首位，难以与高校的教育事业交相呼应，建设完善且广

泛的实践平台或流于表象。

2. 师资队伍建设尚且不足

师资队伍建设是“卓越计划”有效落实的关键所在，

只有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建立健全师资队伍，才能打通电

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绿色通道。但是现阶段部分高校师资

力量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依然存在差异，师资力量或

难以满足教学需求，提升师资队伍建设迫在眉睫。现阶

段，高校教师主要以学术性博士与硕士为主，文化程度

较高，学术研究能力过硬，但是不乏存在部分缺乏教学

经验的教师，在实践中忽视了电气实践经验积累工作，

也并未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创新与研究实效性更高地教

学模式，或于“卓越计划”教学目标难以相互协调。

部分高校在对于教师的评价考核中，多以教师的学

术成果为主，致使大部分教师在实践中侧重于学术研究
[2]。现阶段，国家一直在强调人才培养的应用性优势，

尤其是工程专业，必须始终将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与应用能力放在首位。而这对于教师的要求较高，只有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才

能扎实教育基础。而基于传统评价理念，大部分教师或

难以在教学方面投入全部精力，假设传统的评价观念在

新时代不加以改善，或难以从本质上改进这一教学问题，

短期内更不能有效实现由学术研究过渡至教学经验积

累，教师在调整方面或出现评价顾虑的现象。由此可见，

建设师资队伍与改善评价观念是现阶段高校在培养电气

卓越工程师过程中亟需改善的内容。

二、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方向

新工科背景下，电气专业人才培养方向需坚守下述

三个方面，方可有助于“卓越计划”有效落实，实现培

养电气卓越工程师的远大目标。

第一，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必须面向与电气专业相对

口的企业，确保人才获得理想的实践平台。新工科背景

下，国家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

人才的工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等，都列为高

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结合现阶段社会环境与就业环

境分析，高校亟需输出工程技术人才，而这就对高校培

养学生科研技术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第二，新工科背景下，电气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必须

坚持走好立德树人路线。德育教育是现阶段国家部门重

点关注的内容，高校在实施“卓越计划”时，应定期组

织实践活动，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提升学生思想觉悟，

将培养学生理论能力与创新能力、德育品质等融为一体，

在确保人才专业能力稳步提升的同时促进其德育有效发

展，全方位提升人才的综合性与应用性 [3]。

第三，培养卓越工程师是现阶段国家与社会对于高

校提出的基本要求，作为输出人才的主要基地，其必须

满足社会对于工程人才提出的要求，将培养电气卓越工

程师视为教学核心，在提升人才理论教育的同时还需重

视其实践应用能力，在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中提高学生的

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高校还应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

课程教学中，使其与专业课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4]。

三、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探索

1. 完善实践教学平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随着“卓越计划”的实施，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

养必须充分重视实践平台，结合课程教学需求搭建校企

合作实践平台，扎实学生的实践能力。结合现阶段部分

高校电气实践平台建设现状分析，创建多维实践教学平

台依然任重道远。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培养电气卓越工

程师必须始终围绕实践平台的建设，走好校企结合之路，

优化实践环节教学路径，创新实践活动形式，形成校内

校外合并教学的实践基地，力求全方位、多层次面向学

生，提升电气工程专业大学生的实践技能，并在课程教

学与企业的协同中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金字塔式教学模式，

金字塔式是将电气专业学生从低年级至高年级划分为不

同层级，从宏观层面设计一套适用于各个年级的呈“金

字塔”型的完整电气工程学科竞赛体系，以这一形式营

造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环境氛围。在积极和谐的环境中需

加强电气专业基础课程，并在教学中融入实践环节，在

课程教学与实践技能培养的双重基础上促进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工程能力、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等层面稳步提

升 [5]。电气专业金字塔式学科竞赛体系既满足现阶段卓

越电气工程师的培养要求，又可确保学生在不同阶段具

备多元化选择，如此可以最大化体现工程学科的开放性

与延展性。因此负责这一板块的高校教师必须具备较高

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并富有教学责任心与丰富的教

学经验，且实践能力较强，创新能力更强。

2. 建设过硬师资团队，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培养电气卓越工程师必须在原

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也就意味着教师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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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持续提升，教学做到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力求与时

俱进。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的督导者与执行者，应不断强

化自身，优化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必须拥有

一批优秀的电气工程专业队伍，提升现阶段人才培养质

量，为夯实教学效率提供保障。不同高校教学各有侧重，

在建设师资队伍中，需结合现实情况界定实效性较高的

培训计划，根据工程专业教学需求建设一支高质量教学

队伍，改善现阶段电气工程教学的缺陷与不足。现阶段，

随着“卓越计划”的实施，各大高校已经加入了电气工

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行列，改变了师资队伍

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缘结构等等。提升师资力量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迅速提升教师的工程能力不现实，

为确保循序渐进地取得建设效果，教师之间可以相互探

讨卓越电气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在实

践中交换经验，凝聚教学发展合力，逐步提升教师的工

程能力与学识水平，确保其适应电气工程师培养需求 [6]。

只有在实践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才能为卓越工程师

的培养夯实基础。此外，高校可以开发信息技术资源，

拓展教师的学习范围，建立线上培训机构，为教师提供

丰富的学习平台，促进其各方面能力在网络资源的支撑

中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为培养卓越工程师、夯实电气工

程教学基础提供保障。

3. 制定学科融合相关的课程体系

无论是电气工程抑或是其他工科类专业，理论知识

教学是重中之重。高校在实践中强化理论知识，丰富课

程教学，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新工科背景下，课

程建设必须满足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与提升，即专业理

论能力与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等，同时课程建设还需

要呈现学科人文素养，全面落实以生文本，在尊重学生

主体的同时实现教学目标。为了解现阶段高校在课程体

系方面的具体情况，笔者对于本市一所高校展开了调研，

接下来对于电气工程专业教学课程安排展开详述：第一

学年，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主要贯穿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与计算机基础等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了专题教

学，其主要是为升华专业教学，拉进其与思想政治之间

的关系。以思想政治的融入促进学生工匠精神、铁人精

神的养成。自然学科主要包括以理工科类，如物理、数

学等等，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提升提供保障。计算机教学

除了基本内容之外，还需要学生掌握专业课程相关的数

据技术，确保这一方面的能力与学生的实践能力相互协

调，如 C 语言程序设计、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等等。

第二学年，高校主要以专业基础与工程基础类课程为主，

专业课程包括电气信息类专业等，工程基础类包括已工

程制图、电气信息工程基础等等，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

专业知识 [7]。第三和第四学年，结合学生的个性与爱好

选择符合其职业生涯的培养方向，结合电气专业的就业

方向，为学生创设特色课程、实践培训平台、创新创业

教育等等。进而以思想政治的贯穿为导向，培养学生的

钢铁精神，走好产教融合之路，实现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促进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有效落实。制定学科融合的相

关课程体系是现阶段高校亟需研究的课题，不同高校专

业教学各有差异，在实践中需结合具体情况构建特色课

程，为落实“卓越计划”夯实基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现状尚

且不理想，“卓越计划”的全面落实依然任重道远。如

部分高校依然存在电气工程实践平台亟待完善、师资队

伍建设尚且不足等问题，阻碍了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目

标的落实。为改善这一现状，本文分析了新工科背景下

高校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方向，并尝试从三方面详细论

述了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在实践教学中还需教师结合实

际情况界定实效性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力求将“卓越

计划”有效落实，为国家与社会输出创新性、应用性、

实践性、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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