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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DIO 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 新成果，电子信息类

专业是典型的工科专业。教师和学生作为教与学的两个主体，在实践

CDIO 模式的时候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任务。通过对教学过程中出

现问题的反思，给出了相应的教学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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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作为信息化重要学科的电
子信息类专业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各高校为了满足社会对电子
信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高要求，不断尝试和引进国际上先
进的人才培养模式[1-2]。基于 CDIO 工程教育理念的教学模式受到
国内外众多高校的青睐，这种培养模式下教育出来的学生具有很
好的工程实践能力。 

一、CDIO 工程教育模式的研究现状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

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它体现了现代工程师对工业产
品从构思、设计、实现到运行的全过程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3]。
2000 年以来，CDIO 模式在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大学实施以
来，法国、芬兰、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大学都陆续采用了该模式。
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在 CDIO 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学校特点，
提出了改进的 CDIO 培养模式。如汕头大学将职业道德（Ethics）、
诚信（Integrity）和职业素质（Professionalism）的培养要求融入
CDIO 之中的 EIP-CDIO 工程教育培养模式[4]。浙江工业大学在人
才 培 养 的 过 程 中 ， 注 重 行 业 和 企 业 的 参 与 ， 通 过 认 证
（certification）和实训（practicing）这两个平台并结合 CDIO 提
出了 C&P-CDIO 模式[5]。 

二、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中的问题 
电子信息类专业在工科专业中属于难度比较高的专业，要想

较好地掌握需要高强度的理论与实践的练习。教师和学生作为整
个教学过程中的两个主体，对学生 终获得相应实践能力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传统教学过程中，老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
承担了知识传递的主导作用。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承担了知
识的理解和消化吸收功能。两个主体通过作业、答疑和考试等中
间手段，不断反馈和改进教与学的进度和效果。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一，教师自身工程实践能力薄弱，不
能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行有效的指导。教师的知识水平
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次上，无法应用于实践，更不要说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由于没有知识应用上的心得，很自然也就无法有效指
导学生解决实践问题[6]。第二，传统教学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应
付性的学习过程。学生的大多数学习行为都为了应对老师提出的
问题或者获得考试分数。对课程的作用和发展缺乏深刻认识，更
不要说自我驱动性的学习。第三，实践训练环节流于形式，无法
真正获得工程实践能力。第四，考核方式僵化，强调了卷面考核
而忽视了过程考核，强调了知识识记能力考核而弱化了现场解决
问题能力的考核。 

三、基于 CDIO 模式的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措施 
CDIO 模式指明了学习过程的顺序是：目标（想做什么）、方

法（如何做）、输出（做出结果）加上不断地反馈迭代。当前教
育界也提出了，学习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者为本的理念，
充分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针对上述问题，笔者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责任，学生应该为自己
的学习效果负责的学习态度。传统教学改革中，很多改革都是在
教师层面的改革，如教师的教学方法改进，特色教材建设等等，

结果是每年教学成果奖很多，但是老师们却感觉学生越来越不爱
学习，越来越难教。这种改革把学生排除在改革压力之外，效果
自然不会明显。 

第二，重视学生自我驱动型人格的培养。由于受到应试教育
影响，学生从小到大都是在别人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主要精力也
都是对各学科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对为什么要学习、自己的学
习类型是什么等关于学习观和学习力的思考还太少。学习如果不
放到人生的整个学习阶段来考虑，就是一种短视行为，就会缺乏
目标。自然也不会有持久的学习驱动力。 

第三，改进学生学习效果反馈的途径。当前很多高校都以学
生课堂满意度结果来评价教师课堂教学效果。常常看到学校发通
知催着学生参与评教，甚至祭出不评教就无法选课的手段。通过
此现象可以看到，学生评教本身积极性就不高，评价的结果可行
度自然不高。根源是学生学习反馈途径缺乏。该项措施由于与教
师考核利益挂钩，使老师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又会有所顾忌。 

第四，教师应该真正担负起人师的责任，自己就是终身学习
的榜样。自觉地更新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应用体验，增强知识传
授技能。以平等的态度跟学生交流，通过交流来传递知识，通过
严格的训练，让学生获得能力。 

四、结束语 
在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中，运用 CDIO 教

学模式可以解决教与学过程中的培养目标不明确、学习主动性及
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本文通过教学过程中的反思，从教与学的角
度提出了改进措施，重点强调了以学习者为中心和学习者是学习
效果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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