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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总结报告

一. 成果的基础与背景

为打通从高职到本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立交桥，培养适应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自 2014 年广东省启动一批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专业以来，电子信

息工程技术专业一直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对接，一体化培养适应珠

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作为广东省第一批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专业，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专业在原有普通班专业教学的基础上，对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专业班级单独编班，

单独招生。在教学过程中，按照专业建设标准要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单独教学。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以及转段考核方案。为对口本科院校培养了 4批近 150 人的人才。

二. 成果主要内容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自实施专业对接以来，通过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

方案，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通过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和实践条件建设，加

强人才培养基础条件建设，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为对口本科院校培养近 150 人培

养本科人才。具体成果内容和形式如下：

成果内容：（1）根据专业培养目标、通过人才需求市场调研，制定一体化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标准。（2）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核心课程标准。（3）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和

实践条件建设。（4）对课程进行“教学做”一体化改革，构建网络课程资源。（5）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组织学生参加各项技能大赛。（6）加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教学中。（7）加强转段考核的培训和实践，提高转段考核



通过率。

成果形式：（1）完成 2015 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基于协同育人的高职本科一体化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标准研制与实践》。（2）2014-2021 年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和核心课程标准。（3）网络课程 2门。（4）主编和参编教材《单片机项目实训》

和《电路与电工技术》2部。（5）省级获奖项目 6项目。（6）校级科研项目《基于北斗

精确定位和 5G 移动通信技术的 GSP温湿度云监控系统研究》和《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多

参数检测、传输、融合和显示系统研究》2 项。（7）校企合作项目《GP6140 场灯控制

器的设计》1 项。（8）校级课程思政建设课程《电工技术》和《电子线路 CAD》。（9）

专利（软著） 2项。（10）发表省级以上教科研论文多篇。（11）学生攀登计划项目《基

于物联网架构的室内有害气体系统研究开发》1项。（12）学生校级获奖项目多项。

本项目制定了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

课程标准和转段考核标准，为我校专本对接专业教育教学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院非

三二分段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也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本成果

主要解决了如下的教学问题：

（1）明确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岗位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通过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研究与实践，有效破解

了前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准、课程体系构建不能有效对接

人才培养目标等难题。通过调研和分析，更好地掌握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岗位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通过高职本科衔接专业标准制定和课程体系建设，将知识、能力和

素质要求，转化为课程体系。

（2）课程体系整体重构和建设，协调了学生升学和就业目标需求

通过课程体系的整体重构和建设，系统研究和分析了学生升本和就业的不同需求；

遵循“模块教学、分类实施、精简知识、强化能力”的原则，加强信息化教学方法和



手段应用，使学生既掌握了专升本的要求大学物理、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信号与系

统等基础知识要求，又掌握了就业所需要掌握的专业岗位技能要求。提高了人才培养

质量，也对本专业非三二专本对接班级的教学质量建设起到引领和辐射作用。

三. 成果的创新与特色

1、专业标准建设引领

通过行业岗位的调研和分析，分解电子信息行业高素质技术人才岗位职责，再通

过细化和转换为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三重体系结构，最后重构

了高职和本科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完成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协

同育人一体化教学标准研究与实践”。

2、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2014 年至今，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与广技师范以“3+2”专本对接联合培养模式

招生，前 3 年在我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习，后 2 年经过转段考核转入广技师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学习。是我校首批 4 个“3+2”专本对接联合培养培养班之一。本成果

创新和丰富了高职和本科协同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3、模块化教学、项目驱动教学模式改革

将整体课程体系分解为不同模块，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驱动”、“一体化”

教学模式，实现了理论、实践两大体系课程的完全融合。教师采取不同技术等级的实

际项目对学生进行训练，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本专业“项目驱动”教学取得阶

段性成果，形成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项目资源库。

四. 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1、本成果的两门网络课程（《模拟电子技术》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建设，不

但为本专业学生的专升本专业课程考试，起指导作用；为其它专业相关课程建设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2、本成果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共使人转段考核成功；专业学生共获得省级竞赛

成果 6项，蓝桥杯省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挑战杯大学生竞赛 2项。

3、本成果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为学校其它专业进行“3+2”

专本对接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4、本成果完成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协同育人一体化教学标准研

究与实践”。为其他院校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参考和借

鉴。

五. 成果佐证材料一览表

1．广东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研制申报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高职与本科协同

育人一体化教学标准研制与实践》。

2．部分人才培养方案(2018 级)。

3．教材《单片机项目实训》《电路与电工技术》。

4．校级科研项目 2份。

5．与企业技术开发合同。

6．专科和软件著作权 4 份。

7．部分课程标准。

六．成果获奖证明一览表



序号 年度 项目名称 获奖等奖 授予（批准）

部门

1 2017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广东省

选拔赛
省二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2 2018
广东省电子设计竞赛——“人工

智能”专题竞赛
省二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3 2020
2020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三等奖
省三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4 2021 蓝桥杯设计大赛 省一等奖
蓝桥杯大赛组

委会

5 2021 2021年省职业技能大赛 省二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6 2021 蓝桥杯设计大赛 省三等奖
蓝桥杯大赛组

委会

7 2020 学生大学生挑战杯项目 省二等奖 广东省学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