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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都在经历变革。一方面，在工程教育

认证的引导下，可以提升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就业。另一方面，受到工程教育认证

的激励，高校教师会努力保持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先进性。本文主要围绕“工程教育认证的介绍”“工程

教育认证理念下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下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

体系改革”这几个方面展开细致分析，重点结合新时期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科学改革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 
【关键词】工程教育认证；电子信息；人才培养；课程改革 

DOI：10.18686/jyyxx.v3i9.55480 
 
从人才培养方案来分析，在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中，人才培养方案上的缺陷主要有：“人才培养目标不完

善”“人才培养维度倾向于单一化”“人才培养考核工作不

合时宜”等。从课程体系来分析，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

课程体系的问题主要有：“不重视通识课程的设置”“专业

拓展课程比较少”“实践课程授课模式千篇一律”等。针

对这些问题，高校要认真钻研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从工程

教育认证理念中寻求突破口，优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现本质上的改革。 

1  工程教育认证的介绍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主要面向工程类专业，指的是通过

一些专业认证机构，如：行业协会、专业学会、专门职业

联合会等，对工程类专业进行统一标准的严格认证。实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关注人才发展，把

关人才培养总体质量，将符合认证条件的高质量工程技术

人才输入社会。 
关于工程教育认证的影响，可以从这几个维度去理

解：①提升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工程教育认证相当

于一个明确的标准，高校教师需要严格遵循这个标准，紧

跟国内外工程领域发展趋势，保证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②促进工程类专业学生就业。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

工程类专业学生可以通过认证来自查、自省，进一步了解

自己的能力情况，以及新时期工程行业的具体用人要求。

基于这种深入了解，工程类专业学生会主动加强个人学

习，并找到自己的从业优势，将个人优势与企业需求结合

起来，理性就业、理性创业。③保持工程类专业的先进性。

在工程教育认证的引导下，高校对工程类专业的建设，不

会停留在传统认知，而是以国际化视角，定期优化专业建

设方案，朝着“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工程教育国际互

认”的方向不断努力。 

近年来，众多高校都在积极改革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旨在建立更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在这个过程

中，工程教育认证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发挥着重要的标

杆作用，使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更精准，使相

关课程体系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 

2  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下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改革 

2.1  补充人才培养目标 
在传统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人才培

养目标主要与理论知识挂钩，欠缺单独的能力目标、素质

目标。以工程教育认证为导向，高校教师可以构建工程教

育认证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将人才培

养目标细分为几大模块，除了传统的“理论知识模块”，还

可以增加“综合能力模块”“整体素质模块”。在“综合能

力模块”中，主要涉及思辨能力、学习能力、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等。在“整体素质模块”中，主要突

出学习心态、职业道德、家国意识等。对人才培养目标的

补充，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进步的体现。 
2.2  丰富人才培养维度 
在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下，人才培养维度不能单一化，

高校可以结合毕业生反馈、企业建议，丰富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维度。具体来说：一方面，结合毕业生反馈。

高校可以开展工程教育认证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生

调研，搜集毕业生反馈，并结合这些反馈，增加新的人才

培养维度。比如说，当学生反馈“就业指导服务落后”时，

学校可以引进电子信息工程领域新内容，加强就业指导工

作的实效性。另一方面，结合企业建议。通过友好的校企

互动渠道，积极整合企业代表提出的人才培养建议，突出

企业维度的用人需求。举例来说，如果企业反馈实习生职

业素质欠缺，经常迟到、推卸责任，学校要强化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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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教育工作，将职业素质评估纳入工程教育认证下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评估体系。 
2.3  转变人才培养考核工作 
结合工程教育认证理念，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考核工作的开展，要规避落后的观念和方式。从考核

观念出发，对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的考核，要跟随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而变化，在考核中体现时代需求、企业需

求。除此之外，在难度设置上，高校要结合工程教育认证

中的素质标准，体现思辨性，以开放性答案的考核试题，

考核学生的思维能力、价值取向。从考核方式出发，高校

可以根据工程教育认证要求，设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实践

考核形式。举例来说，高校可以与电子信息工程相关企业

一起组织考核，让学生以承接工作任务的方式接受实践考

核。 

3  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下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
体系改革 

3.1  完善通识课程设置 
从工程教育认证理念出发，通识课程具有整合知识、

延伸知识的重要作用，高校开展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

系改革时，不能忽视通识课程的设置。具体来说，在高校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通识课程一般涵盖思政课

程、体育课程、英语课程、创业课程等。高校可以定期召

开工程教育认证下通识课程研讨会，邀请不同课程的教师

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各个课程的教师都有自己的主

攻教学方向，但大家可以集中在一起，围绕工程教育认证

的具体内容，献计献策，寻求不同课程之间的相似、差异，

共同完善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识课程的设置。 
3.2  增加专业拓展课程 
根据工程教育认证要求，高校要深刻意识到专业拓展

课程的重要性，适当增加这一类课程。目前，在高校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包含电路分

析、工程图学基础、模拟电子技术 A、数字电路、感测技

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信号与系统、通信电路与系统、

可编程器件与 VHDL 等。结合这些核心课程，高校可以

增加相关拓展课程，如现代虚拟仪器技术课程、物联网技

术课程、PLC 技术及应用课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光电技术课程、控制理论基础

课程、电子方向专业外语课程等，使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

生接触更多元化的知识体系。以“电子方向专业外语课程”

为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涉及众多专有名词，在翻译的时

候，如果学生不进行专门的学习和积累，很可能出现翻译

障碍，影响学习结果。 
3.3  创新实践课程授课模式 
立足新时期工程教育认证要求，高校要突出实践课

程，紧抓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实践课程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实践课程的授课模式很重要。具体来

说：第一，加强校企合作实践。高校可以与电子信息工程

产业深度合作，通过校企合作电子信息工程实践项目、校

企合作电子信息工程实践基地、校企合作电子信息工程实

践活动等，将部分实践课程转移到校外，创新实践课程的

内容与形式，让学生体验多变、复杂、真实的实践情境。

第二，加强信息化实践。高校可以开发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实践课程线上平台，只要学生登录该平台，便可链接海量

网络资源，并开展线上形式的实操项目。相比线下实践课

程，线上实践课程更易于实施，学生的积极性也更高。 

4  结语 

关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的

改革，高校要以工程教育认证为指导，贯彻“需求牵引、

工程应用、成果导向、创新实践”的教育理念，突出工程

应用教育，坚持系统优化、稳中求新的原则。推行工程教

育认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分析的过程，高校不

能急于求成。为了更好地贯彻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电子信

息工程方向的教师要进行理性分析，认识到传统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中的优势与劣势，秉持“去粗取精”的原则，继

续保持专业中的优势，大胆革除专业中的劣势，不盲目否

定传统的教学经验与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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