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13969Pj1issn11672-88741 20091021027
#专题研究#

  编者按:

胡主席指出: / 高素质的军人是现代军队这个复杂人机系统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要努力造就一

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 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0 随着军队信息化

建设的深入推进, 我军对高素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都空前提高。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肩负着为全军培养电子信息技术高素质人才的重任。目前, 学院正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 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和精品课程建设, 努力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 积极推进教学研究与改革, 加快拔尖人才培养, 实施学员

/争雄行动计划0 , 提高学员科技创新素质, 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栏择其部分教学研究论文予以刊

发, 以资交流。

(本栏稿件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提供)

对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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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人才培养方案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法律依据, 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就电子信息类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人才培养的定位与培养目标、教学环节设置、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环节设

置等问题阐述了设计理念和实际做法, 以期对其他相关培养方案的制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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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和根本任务 , 人才培养质

量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高等院校不但要提高

对人才培养质量重要性的认识, 更要重视对人才培养过程

的研究, 明确培养目标,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是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保证。根据总部的训练计划, 我

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有工程技术和军事指挥两个大类, 每个

大类都有电子工程、信息工程和通信工程三个专业。我校

原工程技术类人才培养方案为 2002 年制定, 军事指挥类为

2006年制定, 这两类方案为我校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发挥

了重大作用, 但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主要体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新军事变革和科技的发展对人才提出

了新的需求, 老的培养方案不能满足新的培养需求; 二是

我校学历合训专业开办不久, 原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定位不

够准确、军事教学和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设置不够恰

当、工程锻炼明显偏少; 三是工程技术类培养方案在按一

级学科的核心基础设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做得不够,

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较有较大差距; 四是课程体系安排不尽

合理, 存在有的内容多门课程重复讲授, 有的内容大家都

未涉及等现象, 课程学时分布不合理, 有的学期学员必修

课程达到 13 门之多, 学员无法获得足够的课余时间消化知

识; 五是对学员实践创新活动缺乏制度化保障, 造成学员

参加课外实践创新活动不积极。针对这种不足, 在新培养

方案在制定过程中, 我们根据军委总部对我校人才培养的

要求, 就人才培养的定位与培养目标、教学环节设置、教

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开设等进行了充分

的思考, 设计制定了新的培养方案,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人才培养定位与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制订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

定位问题, 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由军委和总部

付与学校的任务决定, 军委和总部付与学校的任务是: 培

养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型军事人才, 我们

认为, 这就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按照此定位, 工程技

术类电子信息专业学员的培养目标是: 培养具有优良的思

想政治素质, 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良好的军事基础素质,

在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及相关专业领域

X [收稿日期]  2009-05-18

  [作者简介]  唐朝京 ( 1962- ) , 男, 江苏武进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 博士

生导师。

第 32卷第 2 期

2009年 6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 f Higher Education Res earch

Vol132, No1 2

Jun12009



比较系统地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具有较

强的专业技术能力,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有关专

业技术问题, 从事技术研发、应用和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

人才。指挥类电子信息专业学员的培养目标是: 培养具有

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 宽广的科学文化基础、过硬的军事

基础素质, 在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及相

关军事工程应用领域比较系统地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具有较强的技术应用能力,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和技能解决军事指挥现实问题, 从事部队指挥和管理的新

型指挥人才。对于工程技术类学员, 我们强调培养他们能

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相关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 希

望他们能够胜任技术研发、技术应用和技术管理工作; 对

于指挥类学员, 我们强调培养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解决军事指挥现实问题能力, 希望他们能够胜任部队指

挥和部队管理工作。

  二、教学环节设置

  教学环节主要包含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类教学环节。
在教学环节的设置上, 我们主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加强通识教育, 强调培养合格的军人

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 对于军校

学员, 我们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军人, 合

格的军人应具有时代特征, 即培养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

的合格军人。因此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面, 我们着眼于

培养学员具备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

较宽的知识面, 以及良好的军政、身体和心理等综合素质。

为此设置政治理论、人文社会科学、军事基础、自然科学

等4 个系列课程, 学时数约占总学时的 60% 。其中政治理

论系列课程约占 15% , 人文社会科学系列课程约占 10% ,

军事基础系列课程约占 10% (军事指挥类学员军事基础系

列课程约占12% ) , 自然科学系列课程约占 25% , 目的在于

保证学员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 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良

好的军事基础素质的培养目标的实现。

2、强化实践教学, 并对课外实践活动进行制度化管理

实践教学环节与课程教学相辅相成, 与课程教学同等

重要的地位。在设计实践教学时, 要求实践环节修满 76 学

分。我们将实践教学分为必修实践教学和选修实践教学,

必修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了专业教学实践、军事教学实践和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等三类实践环节。其中专业教学实践设

置了课内实验、电子工艺训练、课程综合设计、毕业实习

和毕业设计等环节; 军事教学实践设置了入学入伍教育

(或军政基础集中强化训练)、部队认识实习、暑期军事强

化训练、毕业前军事强化训练、早操、每天 1 小时体能锻

炼、模拟连、军事指挥实践等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设置了

社会实践、党团活动、集中政治教育、经常性思想政治教

育和毕业教育等环节。除此以外, 还针对军人职业特点设

置教育训练计划, 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军事基础

训练计划、体育心理训练计划、科技创新训练计划等。对

于课外实践活动, 我们在培养方案中把它列为选修实践环

节加以规范, 一方面, 要求学员至少修满 1 个学分; 另一

方面, 通过学分鼓励学员更多参与课外实践活动, 提高学

员参加课外活动积极性, 克服军校学员学术个性不强等弱

点。

3、合理安排课时, 保证学员自主学习的时间

针对上一轮培养方案, 学员自主支配时间较少 , 课程

门数较多等情况, 我们对学员课程教学时间、实践教学时

间, 每学期课程门数都进行了合理的设计。培养方案设计

学员四年在校 202周, 实行 /两长一短0 三学期制, 其中 8

个长学期共 160周, 4 个短学期 18 周, 寒暑假约 24 周。除

假期休整 16 周之外, 教学活动周为 186 周, 其中安排 147

周课程教学和 39周集中实践教学。学员四年全期课程总学

时约为 2700 学时, 工程技术类学员四年在校期间须修满

215 学分, 其中课程教学 135 学分, 实践教学 76 学分, 课

外自修 4 学分。这样设计, 保证了学员平均周学时不高于

20 学时, 通过合理的安排, 现方案中每学期学员必修课程

处于 6- 8门之间, 给予学员足够的自主学习时间, 同时避

免了教学内容出现颠倒等现象。

  三、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设置

  1、课程设置的原则

在课程设置上, 我们主要把握以下原则。1) 课程体系

的设置必须紧紧围绕培养目标, 使其能够满足培养目标的

要求。培养目标对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军事素质和专业素质都有明确的要求, 培养方案的课程体

系必须服务于这些素质的培养。2) 加强通识教育, 打牢学

员公共基础, 拓展学员知识面, 做到厚基础、宽口径。培

养方案通识教育的课程约占课程教学的 60% , 学科P技术基

础课程占30%。在自然科学系列课程中, 包含数学、物理

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门类, 目的在于拓宽学员知识

面, 真正做到宽口径。3) 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学科P技术基
础课程, 电子信息类专业主要有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两个支撑的一级学科, 同时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等一级学科, 学科P技术基础课程体系的设置, 须按这些

一级学科的核心基础进行设置。

2、学科P技术基础课程的设置

学科P技术基础课程是大学专业教育的核心和基础, 电

子信息类专业学科P技术基础课程的设置, 须紧紧抓住电子

信息类专业的支撑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两个一级学科, 以及相关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核心内

涵, 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为此 , 我们

将整个学科P技术基础课程分为四个系列: 电子电路系列,

设置电工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

电子线路和电子系统设计五门课程; 电磁场与电磁波系列,

设置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基础、电波与天线二门课程; 信号

处理系列, 设置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随机信号分

析与处理三门课程; 计算机技术系列, 设置大学计算机基

础、计算机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数据结构四门课

程。同时根据信号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基础等课程

对复分析的需求, 增设复变函数基础为学科P技术基础课

程, 以及设置控制论课程自动控制原理作为学院学科P技术
基础课程。对于该课程体系的设置, 我们类比了清华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 两者基本一致, 说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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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高校在电子信息类学科基础课程设置上具有强烈的共

识。与MIT 相比, MIT 的课程体系设置更宽泛、更基础,

它的教学内容不仅包括电子电路、信号处理、电磁场和计

算机应用, 还包括微电子学、器件物理和编译原理等, 目

前国内尚不具备此条件。

3、专业课程的设置

各专业或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 具有明确的职业价值

取向, 须以能力本位和部队需求为目标, 它是具有 / 准订

单0 性质。因此我们认为, 我校各专业或专业方向课程的

设置应紧密贴合军队现实需求, 主要考虑现阶段军事斗争

准备和未来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电子工程专业课程的

设置主要是面向部队对雷达、电子对抗、复杂电磁环境等

方面军事人才的需求, 设置雷达原理与系统、电子对抗技

术、微波电路等课程; 通信工程专业课程的设置主要面向

部队对军事通信系统、通信对抗等方面军事人才的需求,

设置信息论与编码基础、无线通信基础、军事通信系统等

课程; 信息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面向部队对 3S 技术、

军事信息系统等方面军事人才的需求, 设置计算机图形学、

数字图像处理、信息系统原理、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

等课程。

4、选修课程的设置

选修课程是体现学员专业个性的关键, 军队院校课程

开设因管理等因素不可能象地方院校那样丰富多彩, 因此

选修课程设置对培养学员专业特色至关重要。我们主要考

虑四个方面: 1) 开设拓展学员知识面课程, 如开设航天技

术概论、新材料技术、微电子学概论等其它一级学科的课

程, 拓宽学员的知识结构; 2) 开设加深学员专业知识深度

课程, 如开设 EDA 技术、模式识别、密码学与网络安全、

信息网络技术等课程, 加深学员在本专业领域的知识深度;

3) 开设学员今后实际工作需要, 面向部队电子信息装备课

程, 如开设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导航与定位、数据库技

术等面向部队装备的课程, 确保学员能掌握电子装备的核

心技术; 4) 开设从事部队工作和管理的课程, 如开设外

(台) 军知识、军事谋略艺术概论、现代局部战争介绍、司

令部工作、一体化联合作战导论、战场环境概论、军队基

层政治工作方法等课程, 保证学员较顺利走上部队工作岗

位。

  四、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设置

  在专业教学实践的设置上, 我们主要考虑学员三个方

面能力和素养的培养, 即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工程

素养的培养。主要由以下措施保证: 1) 保证课内实验学时

比例高, 要求课内实验学时达基础课学时的 10% 以上, 部

分实验要求强的课程要求达 30%以上; 2) 设计性实验比例

要求高, 要求设计性实验占总实验个数的 30%以上; 3) 课

程设计、工程训练安排多, 学院安排的课程设计和工程训

练有 5 个, 即电子工程技术训练 (电子电工工艺训练 ) 1

个、工程基础训练 (金工实习) 1 个、学科P技术基础课程
综合设计2 个、专业课课程综合设计 1 个、此外, 还有毕

业实习和毕业设计; 4) 设计安排专门的设计性实验课程

/ 电子系统设计0。除了上述必修实践教学环节外, 还鼓励

学员参加课外实践活动, 学员可以通过学科竞赛、科技创

新、文化活动、军事比武、运动会等选修实践环节, 发表

学术论文或取得专利, 承担创新实践项目或自主设计并完

成创新实验等, 获得选修实践学分。

  五、结论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规格的

总体设计, 是组织一切教学活动和从事教学管理的主要依

据。同时也是学校落实我军新时期人才培养需求, 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 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人

才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与规格、学制与学分、课程教学

计划和实践教学环节等内容, 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人才

培养体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还有许多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探索。同时, 与之配套的教学大纲、教学条件、

教师队伍, 以及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等都是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 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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