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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北京市教委为推动地区高校间专业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近年来支持了十个专业群的共建项

目。北京邮电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牵头电子信息类专业群建设项目，参与单位还包括了１０余所北京市属高

校。作为北京市承担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试点项目的一部分，本项目的成果经验将为国家的教育体制改

革提供参考借鉴。目前，本项目工作已经持续进展五年。为更好地总结北京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群院校教育

教学与学生实践竞赛改革的经验，荟萃教育教学改革与学生实践竞赛的成果，发现教师教学与学生竞赛实践

问题，推动专业群工作的深化与提升，专业群决定出版本论文集。

本论文集的作者包括电子信息类专业群内各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教师论文涉及的内容有：专业建设、课

程教学和实验教学等。学生论文涉及的内容有：课程学习认识、竞赛心得与收获、实践作品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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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①

李学华，赵彦晓，张良胤，程卫军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为适应时代背景、产业变革、生源现状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我院对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院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明确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改革思路；

资源聚合，构建个性化培养体系；正能量激励，精细化服务与质量监控，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已初见成效。

关键词：新形势；个性化；人才培养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Ｘｕｅｈｕａ，Ｚｈａｏ　Ｙａｎ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ｙｉｎ，Ｃｈｅｎｇ　Ｗｅｉ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ｖｅ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随着信息消费［１］、宽带战略［２］、智慧城市［３］、４Ｇ／５Ｇ［４］以及中国制造２０２５［５］等产业政策的
全面落实，信息通信产业进入新一轮的变革期，社会对信息通信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呈现出
多样化特点。同时，我们面对的是思想活跃个性鲜明的９５后学生群体，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
和能力发展水平、求学意愿及价值取向等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个性化培养，多

① 本文系２０１５年度北京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ｍｓ１９０）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教学改革重点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ＪＧＺＤ０３，２０１６ＪＧＺＤ０３）阶段性研究成果。



渠道成才”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多处提
到要因材施教，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统一起来，这为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政策依
据［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建立个性人才培养的体系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形成有效的人才
培养模式，增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一所理工科背景鲜明的地方性高校，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以下
简称学院）一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院与产业界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在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学院下设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通信工程是北
京市特色品牌专业并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卓越计划”试点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是新兴热门专
业。近年来，学院对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一、个性化人才培养目标与改革思路

立足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局势，结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与现状，学
院坚持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重点培养适应移动互联网、高速宽带通信产业发展以及智慧城市
建设需求的，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良好的学习沟通能力和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水平应用
型人才，同时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努力打造“就业有优势、深造有基础、发展有空间”的
个性化成才模式。

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学院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开拓创新，聚合多方资源，为学生提供
多样化选择，鼓励多渠道发展成才。在理念制度上积极推行“阳光学院”建设，倡导正面激励，
传播正能量。在保障机制中，为了适应新形势所带来的变化，贯彻“管理即服务”的思想，优化
管理流程，推行精细化服务和教学质量监控，为学生个性化培养提供服务保障。

二、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

（一）资源聚合，构建个性化培养模式

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地区丰富的教育资源，立足校企合作的良好基础，聚合来自企业行业以
及其他高校的优良资源，以“确保质量，分类培养，个性发展”为目标，精心设计，扎实推进，为学
生构建起多渠道发展成才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１．引导和帮助学生认识自我，鼓励学生发展兴趣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要引导和帮助学生把自己置身于当代科技与市场中进行自我

考量，了解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正确认识自己所学的专业、培养目标、就业状况与优势，正
确认识学习专业技术的重要性，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并探索与评估自己的性格与
能力，找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兴趣点。

学院一方面开展各类专业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内容覆盖当前信息与通信行业的发
展热点，包括物联网设计、移动互联网开发和嵌入式设计开发等，并获得市级以上学科竞赛奖
励６０余项，近３年承担市级和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近百项。另一方面引入知名企业行
业工程师认证，助力学生职业发展，包括中兴通讯的４Ｇ移动工程师认证、工信部的移动互联
网开发工程师认证和Ｊｕｎｉｐｅｒ的网络工程师认证等，近３年共有４００余名学生获得计算机网
络、移动通信、移动开发等方面的工程师认证。学院同时把工程师认证与课程建设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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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特色课程改革，把工程应用的训练以大赛的形式向学生输送，以大唐集团和北京市电子信
息专业群为依托，组织开展“大唐杯”移动通信技术大赛，学生反响热烈，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
效果。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逐步认清自身特质和潜力所在，为科学理性地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奠
定了基础。

２．积极开展校内外交流，拓展学生成才空间
适当开展校内外交流，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可以发挥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与作用［７］。通过交流活动，学生利用国内外其他高校的优势资源，更好地
促进自己专业技能的提升，同时置身于他校的学习氛围中，可以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发
展目标。通过校企交流与合作培养，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能够使学生了解到科技发展
的前沿，了解到企业对学生的专业技能、文化素养等方面的要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
创新动力，最终达到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旺盛需求。

利用首都北京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在境外交流层面，学院与瑞典大学、考克大学和
美国南卡大学建立联系，遴选立志于国际化发展的学生参加３＋１模式、２＋２模式的培养。
在境内交流层面，主要与北京地区的重点高校、优质企业、科研单位开展交流合作，如选拔
立志于读研的优秀学生赴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与北京邮电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开展“双培计划”，与合作企业和科研单位联合开展“实培计划”等。
在校内交流层面，从大一和大二的学生中选拔立志于高质量就业的群体，组建“卓越计划试
点班”，并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分为移动互联网和通信网运维两个方向，进入不同的企业进行
培养；此外还开展了校内数理实验班２＋２模式和转专业１＋３模式的培养，形成个性化的
人才培养体系。

３．开展毕业设计改革
毕业设计是本科生培养体系中的最后环节也是关键环节，目的在于锻炼学生利用各种资

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是本科教育阶段中技术研究或工程实践完整过程的一次训练，对
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毕业设计是满足工程教育认证
中关于对“复杂工程问题”毕业要求的有效途径，是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的综合运用，能够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８］。因此，学生的毕业设计过程
质量保证需要引起教学研究人员的普遍重视。

作为本科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学院对本科毕业设计工作进行了大胆改革，具体措施为：
提供“三类选择”，实行“一个平台”，执行“两个严格”。提供“三类选择”，即学生根据个人特点，
可以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的题目类型。学院整合校际和企业的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三类不同
来源的课题：一是跨学校题目，主要针对学习基础好、希望进行研究型工作的学生，安排他们到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二是合作企业课题，主要面向动手能力较强，就
业创业型学生，参与企业实际项目；三是校内课题，面向大多数学生，在本院教师的指导下开展
毕业设计。实行“一个平台”，即打通校内题目、跨学校题目和企业题目，学生在毕业设计网络
管理平台上自由选题。执行“两个严格”，即控制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的数量，严格监管毕业
设计过程，严格审查毕业设计质量。特别的，面向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毕业设计的题目９０％
以上都是以工程设计、技术应用以及系统集成为主的工程应用型课题，而纯理论研究类型的题
目则控制在１０％以下。

开展毕业设计改革３年以来取得良好效果，学生申优的积极性和毕业设计水平有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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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毕业设计优秀率较改革之前的５％～６％有了明显提升，稳定在１０％以上。

（二）正能量激励，精细化服务与质量监控，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１．正能量激励师生

　　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和表扬的教化效果远高于打击和批评。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
励学生好学争优，树立优良学风，同时激励教师投身教学改革，学院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奖优
行动”：举办了学生“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旨在“奖佳、策后、重教、爱生、共赢”；举行“创新
有我，畅想通信”学生科技文化节，展示学生的优秀科技创新作品，并为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
的学生及指导老师颁奖；学院为获得优秀的毕业设计的学生与指导教师制作荣誉证书并召开
颁奖大会；为在合作企业和北京邮电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毕业设计的同学颁发荣誉证书；
为顺利毕业的校企合作“卓越计划”试点班的同学颁发荣誉证书。

除了精神鼓励，学院还制定了奖励政策，在教学酬金二次分配的权限范围内，对在人才培
养中获得突出成效的教师予以物质奖励，极大地调动了教师投入人才培养工作的热情。

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近两年，学院教师曾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入选过北京市第十一届教学名师、获得过校级“优秀主讲教师”称号还
被评为过北京市德育先进个人。教师编写的教材曾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２．精细化的服务与质量监控
积极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导致学院的教学运行与学籍管理工作较为复杂，为此，学院梳理

制定了清晰的教学管理流程，建立健全了各类管理制度，与学工部门联动，推行精细化教学服
务与教学质量监控。

在管理服务队伍建设方面，把专业教师、学工辅导员和教学管理人员密切配合起来，建立
院系两级互动机制，在卓越班遴选、对外交流、实习安排、毕业设计课题安排等方面注重结合学
生的特点，并制定科学的课程替代方案和校外学习计划，做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同时开
展助学小课堂、新东方英语晨读、读书学习交流会等活动，为学生的个性化成才提供精细化的
服务。

在教学质量监控方面，针对日常教学中反映的课堂抬头率低，作业及实验报告抄袭严重等
现象，学院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以《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等核心课为示范，开展课堂循环反
馈、持续改进、阶段性考核和教考分离等改革，显著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同时引入“课堂派”等
先进的课堂管理工具，实现网络实时考勤，作业论文在线互查，大大提高课堂管理效率并促进
优良学风的形成。结合学院对外交流频繁的实际情况，校内外联动，建立“校内院级督导＋企
业导师负责＋校内教师跟踪”的有效教学质量监控模式，保障了校内教学和校外学习活动的有
序开展。针对校外毕业设计等活动，学院以问卷和座谈会形式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满意度达
到１００％。

在教学制度方面，学院根据改革实施的情况，制定了针对卓越计划的一系列制度，包括进
入退出机制、分方向办法以及校企综合评价办法等；制定了学院的转专业细则、推免研究生的
细则、赴北交大和北邮的短期交流生遴选办法、“双培计划”培养方案等，为教学服务及管理提
供了政策依据。同时明确绩效观测点，制定学院教学管理与建设类酬金的分配方案，充分调动
了专任教师、管理人员和学工辅导员参与教学建设的积极性。

精细化的服务与科学的质量监控，有效保障了各项教学改革与建设工作的开展。学院的
教学秩序井然，人才培养改革稳步推进，发展势头良好。

·６· 北京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群教师教改及学生实践成果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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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效果与体会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学院立足人才培养目标，以正面激励为驱动，以精细化服务和质量
监控为保障，聚合多方资源，努力构建个性成才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形成了人才培养的“阳光
之道”。目前，学院毕业生的核心就业率全校第一，读研率位居全校前二，据第三方调查机构数
据显示，我院通信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和薪资水平居北上广同类高
校前列。

在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学院逐步认识到在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尊重
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探索多种培养方式，才能形成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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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实践能力、突出行业特色①

———北京服装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

刘怡，范秀娟，郭飞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本文阐述了以增强实践能力、突出行业特色为目的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建设内容包

括三个方面：通过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增强学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专业意识、巩固扩展专业知识、

培养学生团队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以纺织服装行业为特色，培养行业应用型专门人才；通过校企

合作，增强工程实践能力。

关键词：专业建设；学科竞赛；行业特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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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一个以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三大学
科为依托，就业前景很好的专业，目前在中国各高校广泛开设，全国目前开办电子信息工程专

① 基金项目：北京服装学院教学团队项目《具有服装纺织生产行业特色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群教学改革》（ＪＧＴＤ－
１４０４），北京服装学院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ＺＤＪＧ－１６０６），北京服装学
院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移动学习对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高的应用研究》（ＺＤＪＧ－１５０５）。



业的学校超过１６０所，北京地区有近２０所高校开设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教育部日前下发的
关于本科教学工作评审的评估方针中，也提出了要突出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发展的方针政策。
因此，如何办出特色，是各学校都为之努力的方向。

北京服装学院，作为唯一以服装命名的公立高等学校，学校办学理念为“艺工融合”，因此
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发展中，也坚持将纺织服装行业特色渗透在专业建设中。在专业建设中
不但突出对工程实践教育的重视，也突出学校的行业背景，以期实现强化学科基础、跟踪技术
前沿、优化培养方案、凝练专业特色的目标。北京服装学院于２００３年开始招收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本科生，目前已经招收１４届学生，并已有近１０届毕业生。人才培养定位于电子信息和文
化创意两大产业，注重特色培养和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对于电子信息工程这样一个宽口径就业的专业来说，夯实专业基础是保障人才培养的重
要前提。就业范围广，要求学生的专业基础必须扎实，才能适应不同领域的岗位要求。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建设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构建突出内涵和特色的专业体系，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
培养，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引入行业评价标准和人才应用反馈，在体系中形成闭环（图１），更好
地依据行业发展来进行人才培养。

图１　人才培养闭环

１　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培养学生创新、协作能力

以专业学科竞赛为载体，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针对实
际问题进行电子设计制作的工程实践能力作为具体目标，通过竞赛把对人才素质的检验信息
反馈回具体教学改革中去，以期切实促进学院电子信息类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对素质教育进
程的推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学院致力于在竞赛培训计划和课程体系改革方面进行整合与优化，进一步完善现有
培训模式，建立三个层次阶段的培训体系结构：

———基础理论层次（理论培训阶段），通过该层次的培训学习使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理论
基础，并掌握基本电子系统的分析、调试方法；

———应用实践层次（动手操作阶段），该阶段培训重点在于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掌握
一些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基本方法；

———综合设计层次（赛前强化阶段），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
设计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自２０１５年开始，我们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大唐杯”北京市大学生移动通信工程技术大赛暨
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技术大赛。该赛事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它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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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专业技术知识的能力，提供了实践操作动手的机会，另一方面提高了大学
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加强了学生和校企之间的交流，是促进高等学校通信工程专业教育教学改
革的一项实践活动。

开展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是高校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手段，
移动通信竞赛受到了全国各大高校许多学生的欢迎，是目前校企合作的一个大规模的课外
实践活动，在本科教学实践和专业人才培养探索及对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

１．１　培养大学生的专业意识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单纯的授课方式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理论知识验证性的教学
实验使学生缺乏主动思考和动手的能力，再加上千篇一律的考试，使知识失去了原本的意
义。学生们对于许多理论知识只是一些模糊的认识。移动通信相关专业的学生通过移动
通信竞赛，尤其是这种校企合作的竞赛，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加深了对专业实用性的
认同，培养了专业意识，调动了专业兴趣。移动通信竞赛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专业实践的
平台，而且为大学生打开了在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入职的大门。获得名次的学生还
有相应的奖金鼓励，由此大学生产生了更强的欲望、学习的动力及自豪感，这对周围学生也
能起到促进和激励作用。

１．２　巩固和扩展大学生的专业知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就无从了解自己对专业知识是否掌
握。这在学生参赛过程中也有体现。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少，课堂上的有些
知识一带而过，教完知识后，常常出现学生的感觉还是什么都不会的现象。移动通信竞赛的初
赛笔试部分是学生在校内学的专业知识和竞赛前期培训的相关内容组成的题库中的试题。通
过竞赛初试，可以考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时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系统的不足，扎
实专业知识，会对以后的工作大有益处。竞赛前期的移动通信知识培训，使学生清楚地了解到
移动通信技术、ＴＤ－ＳＣＤＭＡ技术原理和优化、ＴＤ－ＬＴＥ技术原理和优化、ＴＤ－ＬＴＥ网络设备
维护等多个内容，为从事相关内容的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１．３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竞赛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每个团队由两位学生组成，竞赛的操作部分的成绩是两个人的共
同成绩，每个人都应担负起这个责任，一切以大局出发，使团队形成一种共识，产生凝聚力，形
成良好的氛围。竞赛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虽然并不是每个参赛者的动手操作及分析能力
都很强，但只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在适当压力下学会相互理解和团队合作，很容易达到
“１＋１＞２”的效果。

１．４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的人
才竞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移动网络竞赛以解决移动通信网络优化与维护等问题为目标，通
过将移动网络模拟化及数据真实化，并根据个人在竞赛前期相关知识的培训及资料的查阅将
覆盖与干扰等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的网络中，发现通信网络中的问题，并通过模拟实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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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网络改变部分参数确定是否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个不断分析、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其
实就是一个创造性活动的体现。竞赛过程中，可以通过模拟网络操作分析问题，引导学生进行
独立思考并发现新问题，将抽象问题具体化，让学生可知可感，进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２　以纺织服装行业为特色，培养行业应用型专门人才

为了突出我校办学特色，自２０１０年起，我校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老师，以现
有课程为依托，开展具有服装纺织生产行业特色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研究和探索，目前已
经取得的进展有如下几方面：

———以智能服装、神经网络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电子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在服装、纺织行
业的应用为主题，以讲座的形式开展教学。通过学习，学生将服装纺织和电子信息技术这两个
行业联系在一起，同时激发学生对后续课程学习产生兴趣。

———师生共同走访服装企业，以实地考察形式深入服装纺织生产领域，学习了解纺织生产
行业中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学生普遍认为，实地考察给他们带来很大收获，很多知识的消化
掌握能够取得课堂讲授无法达到的效果。虽然在现有课程中也安排了很多实践环节，但实验
室环境下的完成效果，不如在生产线上学习更加深刻直观，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将以前不知道
具体应用的理论知识，比较容易地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以分组调研、团队讨论形式，使学生参与服装纺织行业相结合的微课题，探索交叉学
科知识的融合和应用，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找到电子信息技术在服装纺织行业中的具体应用、
并开展研究，这不但培养锻炼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开放性空间可以让他们可以依
据自己的兴趣，发挥所长。

在课程体系构建中，首先要紧密结合电子信息产业，该行业最能够体现学科基础在实际中
的应用深度，以及最前沿的技术发展，课程体系的根本必须立足于电子信息相关产业。同时，
北京服装学院具有深厚的纺织服装行业的背景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积累，目前服装纺织行业在
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不断发展，因此在专业教学体系中，也要突出服装纺织行业特
色，既很好地利用了学校的优势资源，又能加强学生对具体行业生产的认识。

３　以校企合作为依托，夯实专业知识基础

为了更好地与行业结合，突出内涵建设，同时加强校企合作，在现有教学中，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教师已经连续两年带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生至华北地区最大的针织生产厂进行参
观，并聘请企业专家进行现场教学，学生普遍反映教学良好。在后续专业建设中，希望能够从
如图２所示三个层面实现校企合作。

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现有课程为切入点，将特色教学融入各门课程中，实践和理论教学相
互穿插、相辅相成。在以往的实际参观学习中，学生可以看到在纺织企业生产中，电子技术、计
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编程技术等在织造、染色、裁剪等各环节中的应用，而且也能够
主动提出问题。因此在理论教学中，各门课程均可以采用纺织生产中的应用为实例进行讲解，
在所有专业课程中都渗透服装纺织行业的特色，并且根据课程的体系关系合理设计教学用例，
使不同课程中的用例能够贯穿服装纺织生产的全过程。在教学中形成理论课程与行业生产两
条脉络并行，构建以服装纺织行业应用为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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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校企合作三个层面

参 考 文 献

［１］赵伟，吴章土，刘海林．以结构设计竞赛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与思考［Ｊ］，浙江树人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９月，第９卷第３期．

［２］贾春梅．以学科竞赛为核心推动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Ｊ］．高等教育．
［３］金滔，汤珂，陈炯．借助学科竞赛促进本科生科研实践综合能力的培养［Ｊ＿１００３０９］．浙江大学能源工程系．
［４］孟丽岩，王涛．基于结构设计竞赛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Ｊ］．山西建筑，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３８卷第２７期．

·２１· 北京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群教师教改及学生实践成果论文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