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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国内电子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及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针对社会需求和学校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突出理科特色、注重实际创新能力、强调理工相结合” 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思路，并对其课程体系的改革与优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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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talents demand in domestic electronic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essential for student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Based on the society
requirements and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schools, proposes the specialized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of electronic informa-
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is “prominent science features, focus on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polytechnic combination”，and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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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子信息科学是研究信息的获取、存储、传输、

检测、控制和加工处理的技术科学，同时也是一门

知识密集、发展和更新十分迅速且具有较强工程应

用背景的应用科学。电子信息学科的发展方向包

括：1）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及高速信息
网络通信等在内的现代通信技术；2）多媒体信息处
理与虚拟现实技术；3）数据融合理论、遥感与测控
技术；4）与软件无线电、智能天线、电磁兼容、微

波集成电路等有关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5）新型电
子、光电子器件和材料技术等。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教育部 1998年重新
规划命名的新专业（专业代码：071201），所属学科
方向为电子信息科学类（学科代码：0712），涵盖电
子科学与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个主干学科。
由于电子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方面的人才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电子系统

设计的开发应用及信息处理和传输方面综合性人才

更是供不应求。因此，构建科学、合理具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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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创新性人才，是摆在教育工

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近年来，对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

系的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许多院校做了大

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7]。但是，由于

电子信息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

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化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和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将对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及课程体系的优化作

一些探讨。

1 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思路

1998年 10月，教育部信息与电子科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会上提

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应具备 4个知识
点和 4种技能[8]。4个知识点是：电磁场与电磁波理
论，信号与信息技术理论，电路与系统理论，计算

机知识。4种技能为：电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电子
测量技术与电路测试的能力，综合运用电路知识进

行电路设计与实验的能力，利用系统环境CAD分析
与设计的能力，利用虚拟仪器的能力。根据这一总

体原则要求，再结合社会需求和学校的具体情况，笔

者提出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改革的基本思路。

1）突出理科特色。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
理科专业，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

础与专业知识，因此，要将理论课程教学贯穿于在

校 4年的培养教育当中，要将理科的特色与优势充分
地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2）注重实际创新能力。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
业也是技术性和应用性要求都较高的专业，毕业学

生主要从事电子器件设计、芯片制造、集成电路设

计、光电器件与技术、测试、封装、可靠性等方面

的工作。因此，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应该加强

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培养的

学生能够成为电子行业的产品设计师、产品工程师

和工艺工程师。

3）强调理工相结合。湖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
科为主的大学，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该校

的 1 个理科专业。因此，在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既要突出理科特色，又要充分体现工科优势，将

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培养出的学生

既具有理科学生的理论功底，又具有工科学生的实

际工作能力。

2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基于上面的改革思路，笔者研究制订了湖南工

业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其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

需要，具有较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学基础，系统掌握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

受到科学研究训练，能在电子信息处理、电子系统

设计及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或光电信息技术等相关

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科技开发、产品设计、生

产与技术管理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其培养规格与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事业心和责任

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具有较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学基础，掌握基本
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懂得基本的法律知识

和国防知识。

3）掌握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具备
分析和设计电子系统的基本能力,掌握大规模集成电
路系统的结构原理、设计方法和技能或掌握光电信

息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能,掌握信息获取、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一般
方法，具有设计、集成、应用电子信息系统及计算

机模拟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了解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及信息

产业发展状况。

4）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较强
的自学能力，具备独立自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
能力，能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资料,掌握计
算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收集处理信

息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熟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
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6）了解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达到大学生体质
健康合格标准，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

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电路原理、电子线路（模拟

部分和数字部分）、高频电子线路、信号与系统、数

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及应用、电子设

计自动化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方法、VLSI系统结构
设计、可编程片上系统、光电信息技术、光通信技

术、光电检测技术、光电成像原理与技术等。

实行学分制。课内学分要求：必须修满18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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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理论教学 147 学分，集中性实践教学 38 学分；
课外学分要求：必须修满 15 学分。学制为 4年，对
达到培养要求的毕业学生，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也

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3 课程体系的改革与优化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已经和正在经历着 4
个方面的重大技术变革[9-10]。即由电力传输与旋转机

械向电子学的变革，由电子管向半导体及由分立元

件电路向集成电路的变革，由模拟电路向数字电路

的变革，由固定向可编程数字硬件的变革。这些变

革必将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基本

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产生重大影响。

湖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工科

专业占主导地位，理科专业相对较弱，如何做到“工

借理势，理势工发”[11]是办好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

业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在课程设置上，笔

者注重了理工结合的原则和“厚基础、宽专业、重

实践、强能力”的办学理念，同时也注意到课程设

置是动态发展的，不仅与学科发展有关，而且与学

校定位有关，学校定位不同，其课程设置与教学内

容要求也不同。

湖南工业大学的发展方向是教学研究型大学，

根据学校的定位，笔者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传统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与优化，将课程设置为

通识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 3类。其中通识教育课
程必修课1 150学时（占总学时的46.11%），选修课96
学时（占总学时的3.85%）；大类专业课程592学时（占
总学时的 23.74%），专业核心课 464学时（占总学时
的 18.60%），一般专业课程 96学时（占总学时的

3 . 85%），跨大类专业课组 96 学时（占总学时的

3.85%）；实践教学课程 38周。在课程内容上，笔者
强调加强数理基础、计算机基础和学科专业基础。专

业课程组提供系列课程模块供学生选修，模块的设

置充分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建设对人才的专业理论、

科学素养、技术和研究能力的要求。根据这一原则，

笔者对以往的模块系列课程进行了改革与调整，删

除了那些陈旧的、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传统课程，加

进了一些新型的、社会急需的实用课程。通过课程

间的优化组合保证了课程的连贯性；通过适当减少

学时，突出了课程的小型化、多样化和综合性。在

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集成电路、激光技术、光纤

光学和信息传输及处理等系列课程模块，学生可以

根据人才市场以及自身个性发展的需要选择适合自

己的课程模块。

如何将理论和实验有机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

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分层次培养各类具有

电子信息科学技术背景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是专业

教学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为此，笔者对电子信息科

学与技术专业传统的实验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与优

化。将专业实验分为 3个层次：基础性实验、综合设
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在实验教学中，教师提出

目标任务，由学生设计实验框图，并在大的平台内

选择相关元器件，设计、搭建并调试。创新性实验

不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做，主要针对那些对科学研究

比较有兴趣、且具有一定科研潜质的学生所选择。创

新性实验的选题尽量做到原创性、科学性、实用性

和可行性。

4 结语

湖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理

学专业，2009年学校进行院系专业调整时划归理学
院管理，现已招收了 2届学生。通过对这 2届学生调
查了解，发现所构建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课程体系是实用的，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也由此

证明笔者对课程体系的改革与优化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笔者知道课程体系建设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

涉及到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

建设、实验内容建设等。因此，课程体系建设应该

是以现代化教育思想为先导，以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为前提，以建设相应层次的、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适

用性的优秀教材为核心，以教学内容现代化为基础，

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平台，以科学的管理体制为

保障，以推进教学资源共享为原则，集教学理念、师

资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育技术、教学方

法和管理制度于一身的整体建设。笔者在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中做了一些工作，

提出了一个目前比较符合我校实际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和课程体系，但笔者认为还有值得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的地方。因此，笔者将力求利用理学院的理

科优势，走理工结合的改革创新之路，制定出既适

应社会需求又符合我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要求的最佳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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