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人才培养方案评审意见表

组织评审单位名称： 电气工程学院 (部门盖章)

专业指导委员会名称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评审专业（方向）名称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评审时间 2023年 6 月 18日

请主要就以下方面进行评审并提出具体意见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如何：

1．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

2．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目前产业需求对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着重于

创新型、应用型和服务型人才的培养，既符合企业行业岗位职业能力的需求，又符合本

专业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高质量就业和发展。

专业的职业能力分析是否准确和合理：

1．该专业的职业能力分析准确合理。

2．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围绕智能消费设备软、硬件设计、系统集成调试与运维、

嵌入式系统设计、智能产品生产装配、产品品质控制与管理等职业岗位设定各岗位所需

职业能力，通过广泛的调研和分析，准确把握了企业行业的职业岗位需求，课堂所学即

岗位所需，做到了零距离对接职业岗位要求。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的一致性如何：

1．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一致。

2．课程体系完整、清晰，能够根据培养目标和岗位能力需求构建层次分明的课程体

系；包括通识课程、校本专业课程、企业课程和行业课程，校企合作共建，共同开发课

程，突出以就业为导向、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既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又重

视学生职业道德、综合素养、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1．该专业各类课程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基本合理，公共基础课学时偏多。

2．各课程占比为：公共基础课，976学时占总学时 35.59%，选修课共计 616 学时

占总学时 22.47%，实践总学时 1490占总学时的 54.34%。



是否进行了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其合理性如何？

1．该专业对实践性教学体系进行了设计，实践类课程学时达到 54.34%。

2．以专业学生岗位需要进行了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注重各类型课程的实践能力培

养，满足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遵循学生岗位能力递阶培养规律，

有利于学生专业技术能力水平培养。

从培养方案能否看出明显的专业特色？该专业应具有的特色是什么？

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特色明示，其特色表现如下：

1．将任务带入课堂，将课堂设在企业。

2．校企共建工作室，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地方，集中优质资源、服务部队。

3．职业生涯导师制度、社团融入专业，创新培养系统化。

4．自制实验装置，研教产相结合，内生性资源硕果累累。

结论性意见：

通过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职业能力分析准确合理，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一致，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合理，进行了实践性

教学体系设计，实践学时设置合理且满足相关文件要求，培养方案能具有显著的专业特

色，较为明显的体现了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可另加附页）：

专业指导委员会（签字）：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人才培养方案评审意见表

组织评审单位名称： 电气工程学院 (部门盖章)

专业指导委员会名称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评审专业（方向）名称 物联网应用技术

评审时间 2023 年 6 月 18 日

请主要就以下方面进行评审并提出具体意见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如何：

培养目标定位准确，着重于物联网创新应用和服务类人才的培养，符合现代企业的人才培养需

求，实践性环节合理，符合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符合贵校的办学理念。

专业的职业能力分析是否准确和合理：

职业能力分析准确，合理。通过参照美国 DQP（Degree Qualifications Profile）副学士标准，完成

职业能力的分解、整合与分析，确定了毕业生学历资格的五大学习领域的预期学习成果，以此来体现

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及专业核心领域知识的融合与应用能力等方面的要

求。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的一致性如何：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一致。 课程体系中，基础课程知识体系全面，并注重网络技术应用能

力的培养；专业课程知识体系范围很广，自动检测技术实训、智能家居系统安装与配置、物联网系统

仿真设计均有较多的课时；专业课程体系既含有物联网行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又有相对应的实践课程

加以巩固，同时增加了部分考证类课程，知识结构丰富、立体，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

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合理。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和选修以及实践课程的设置合理，

公共基础课程课时略多，知识体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



是否进行了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其合理性如何？

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全面、 丰富，课程设计面较宽，体现了本专业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合

理配置，并注重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从培养方案能否看出明显的专业特色？该专业应具有的特色是什么？

本专业是物联网应用技术，对于职业院校而言更加侧重技术应用与技术服务，从课程设计和实践

教学环节看，能体现本专业的特色，计算机、电子、通信等多门学科知识交融，适用范围很广，能够

满足学生就业需求与职业规划需求。特色在于实践类课程紧贴行业前沿，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各种实

用的软件知识掌握的较好，适应面广。对电气工程学院而言，因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因此在物联网

行业中适应性强。

结论性意见：

本培养方案的目标定位准确，培养要求全面，理论课程体系设计合理，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全面、

实用性较强，符合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向。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可另加附页）：

1、寻找或开发合适的物联网平台（物联网产品），实现《windows 服务器配置》《嵌入式 Linux
开发应用》等课程间知识技能的连贯性与系统性。

2、注意就业对口和专业课程的调整，保持专业特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3、注重企业工程师授课前的培训与沟通，加强校企合作。

专业指导委员会（签字）：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人才培养方案评审意见表

组织评审单位名称： 电气工程学院 (部门盖章)

专业指导委员会名称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评审专业（方向）名称 应用电子技术

评审时间 2023 年 6 月 18 日

请主要就以下方面进行评审并提出具体意见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如何：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既满足了企业岗位能力需求，又兼顾了学生职业发展要求。调整传统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生单纯从事维修检测类岗位的就业目标，拓展到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方向，对学生

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

专业的职业能力分析是否准确和合理：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所需职业能力围绕岗位要求来设定，通过调研分析，准确把握了企业用工需求，

课堂所学即岗位所需，做到了零距离对接岗位要求。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的一致性如何：

通过校内外专家论证，结合行业企业规范，构建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基本技能、专项技能

和综合技能为模块的课程体系。以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思想，既重视学生动手能

力的培养，又注重学生职业道德、综合素养、创新创业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

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公共基础课占 37%，选修课占 20%，实践类课程占 58%，各类课程比例合理，以培养学生的职业

竞争力(由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职业态度支持的综合职业能力，即职业核心能力构成)为
导向，设计符合学生职业成长规律。



是否进行了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其合理性如何？

采用了“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按照岗位能力需求将理论与实践知识融合到理实一体

化课程中，针对一个知识点，“做”是核心，“做”中有教，“做”中有学。在实践教学过程还融入了

企业工作环境，达到了模拟工作现场的目的，对企业岗位的适应性大大提高。

从培养方案能否看出明显的专业特色？该专业应具有的特色是什么？

联合企业行业，构建“校企全程共建共担”人才培养模式，在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岗位需求的基础上，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专业核心技能、职业核心能力“双核”培养，实施“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落实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教学，使得学生职业能力素质全面提升，该专业的人才培养具有显著特色。

结论性意见：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紧跟电子信息产业前沿，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准确，对专业面向岗位描述清

晰，并准确分析了专业面向岗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教学课

程设置合理，教学进程安排得当，能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对人才培养过程中师资、实训

条件等保障措施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可另加附页）：

1、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比如安卓、嵌入式 Linux课程）可以按照行业企业需求进行调整。

2、可以适当减少课程数量，增加典型核心课程的课时数。

3、嵌入式相关课程要按照项目化教学的方法开展教学。

4、可以开设传感网通信模块相关课程。

5、实训课程课时设置是否满足考证要求。

专业指导委员会（签字）：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人才培养方案评审意见表

组织评审单位名称： 电气工程学院 (部门盖章)

专业指导委员会名称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指导委员会

评审专业（方向）名称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

评审时间 2023年 6 月 18日

请主要就以下方面进行评审并提出具体意见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如何：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既满足了企业岗位能力需求，又兼顾了学生职业发展要求。

调整电子产品检测技术专业学生单纯从事检验类岗位的就业目标，拓展到质量管理的方

向，对学生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

专业的职业能力分析是否准确和合理：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专业所需职业能力围绕岗位要求来设定，通过调研分析，准确把

握了企业用工需求，课堂所学即岗位所需，做到了零距离对接岗位要求。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定位的一致性如何：

通过校内外专家论证，结合行业企业规范，构建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基本技

能、专项技能和综合技能为模块的课程体系。以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主体的教育教

学思想，既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又注重学生职业道德、综合素养、创新创业精神、

实践能力的培养。

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课程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各类课程比例合理，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由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

职业态度支持的综合职业能力，即职业核心能力构成)为导向，设计符合学生职业成长规

律。



是否进行了实践性教学体系设计？其合理性如何？

采用了“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按照岗位能力需求将理论与实践知识融

合到理实一体化课程中，针对一个知识点，“做”是核心，“做”中有教，“做”中有学。

在实践教学过程还融入了企业工作环境，达到了模拟工作现场的目的，对企业岗位的适

应性大大提高。

从培养方案能否看出明显的专业特色？该专业应具有的特色是什么？

联合企业行业，构建“校企全程共建共担”人才培养模式，在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岗位

需求的基础上，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专业核心技能、职业核心能力“双核”培养，实

施“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落实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教学，使得学生职业能力素

质全面提升，该专业的人才培养具有显著特色。

结论性意见：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专业紧跟电子信息产业前沿，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准确，对专业

面向岗位描述清晰，并准确分析了专业面向岗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将工匠精神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教学课程设置合理，教学进程安排得当，能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

要求。同时，对人才培养过程中师资、实训条件等保障措施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可另加附页）：

专业核心课程《电子产品检验技术》可采用典型企业电子产品做案例分析，实现校

企课程融通，根据企业需求对接人才培养。

专业指导委员会（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