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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utomation 
professionals are in urgent need not only in the current society but also in the future. In recent 
years, counterpart high-tech enterpris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and emphasize the ge-
nerous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duates, which requires the course setting,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mode of automation 
major to be reformed in the direction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aking the reform and con-
struction of automation major in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rse reform practice of autom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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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研究与发展，自动化专业人才不仅是当前社会也将是日后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

对口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和强调高校毕业生宽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动手实践能力及自主创新

能力，这就要求自动化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朝着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方向改革。

本文以安徽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改革建设为例，浅析自动化专业的课程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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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研究与发展，为主动融入与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支撑服务

“中国制造 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自 2017 年 2
月以来，国家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1] [2]。我们知道自动化专业是与

人工智能联系最为紧密的本科专业，且自动化专业服务的企事业单位范围广泛，可覆盖现代社会生活

中电气、信息、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高新复合型企业。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企业

对自动化专业人才需要随之加大，对其理论的宽厚程度、专业实践能力等要求也越来越高[3] [4]。因此，

如何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现代企业需求与自身发展需求的理论实践型专业人才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课题。 
安徽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办学历史悠久，为煤炭自动化等企事业单位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

为有效实现我校该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进一步提高学生厚实的理论功底及扎实的动手实践能力，

以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并为学生后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功底及自学习能力，该专业课程的深化改

革已势在必行，另外保持与突出自身特色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5] [6]。 

2. 专业现有问题分析 

2.1. 专业课程体系设置问题 

安徽理工大学现有专业课程体系按照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的教学体系进行设

置，具体设置比例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安徽理工大学课程体系设置中专业基础课程比重仅有 19%，与其他高水平大学的

专业基础课程的平均比重 30%相比还是较低的。另外，专业所需的数学类课程设置比重相对其他高水平

大学也较低。随着现代企业对毕业生的专业基础理论功底要求越来越高，并且为了毕业生后续自身发展

的需要，拥有宽厚的理论功底是符合时代需求的，也是自身后续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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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ie chart of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courses i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图 1. 专业课程体系各类课程比例饼图 

2.2. 师资力量配置问题 

当前，安徽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师资力量相当不足，一方面，大多数教师毕业于控制科学与工程(自
动化)学科的硕博毕业生，缺乏数学(动力系统方向)、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方向的优秀专业人才充实师

资力量，相同学科的师资力量的知识架构类似，无法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互补。另一方面，理论

功底扎实的师资缺乏实际企业项目的实践经验，无法很好的指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本校严重缺乏实

践经验丰富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动化工程师充实师资力量。这就要求安徽理工大学一方面需要大量引进控

制科学与工程、数学(动力系统方向)、计算机等信息学科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力引进高新技

术企业的自动化高级工程师，形成知识结构互补实践经验互补的师资力量体系。 

2.3. 教学方法与模式问题 

自动化专业课程数量多、课程学时量也很大，但是目前大多数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先修课程)
的主要教学方法和模式都是一样的较为传统的课堂灌输式教学，而没有考虑到课程类型、课程培养目标

等不同，从而按课程需要合理安排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的比例，也没有及时更新和引入本专业相关的前

沿新技术和新理论。另外，本校本专业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每人需承担 2 至 3 门课程的教学)，有些教师也

无法承担自己最擅长的课程，因此无法最大化专业课程教学效果，学生也无法最大化消化课程内容。 
其次，自动化专业学生应需着重培养其实践动手能力(编程、电子系统设计、专业设备操作、参与专

业项目等)，而本校所处城市周边自动化专业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较少，学生通过去高新技术企业的实习

将书本知识点与实际项目结合的机会也较少，因此出现了不少毕业生无法快速适应和了解所就职企业的

相关业务和项目。 
再次，本校大部分课程均采取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但是线下教学模式时间和地点比较死板，且线

下选修课数目有限，线下通识课占用时间很长，部分线下课程的教学质量不如线上线上教育各大名校的

同类型的质量高，尤其在此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凸显了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的弊端。 

3. 课程教改的具体措施 

3.1. 增加基础课程与实践课程比重，构建有专业特长的能力体系 

为了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现代高新技术企事业单位需求以及学生自身发展需求的合理、完善、创新、

高效、灵活多变的有机整体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结合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借鉴其他高水平大学的体系，

需按照“突出基础课程核心地位、强化专业课程重要地位、彰显实践课程关键环节”的基本准则进行自

动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突出基础课程核心地位”一方面是指教师要具有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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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学知识储备，另一方面是指要增加相关现代数学课程及专业基础课程的数量及学时量，从这两方

面支撑和保障所培养学生具有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及相关数学基础，为其后期发展提供不竭的推动力。

“强化专业重要地位”是指要按照学生的兴趣及自身优势所在引导其按需选择和学习相关的专业选修课

程，让兴趣与专业技能相结合，以其后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不竭动力。“彰显实践课程关键环节”一

方面是指要适当减少实践类课程的理论课时，适度加大自身动手实践的课时，若必要可将专业程度较高

的课程放在实验室进行讲授；另一方面是指要突出学生在实践课程中的主导地位，让其走进高新技术企

业参与实际自动化相关项目、让其走进实验室参与实际科研项目，为其进行实际的动手实践提供必要的

条件和支持，使其具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实践经验与能力。 

3.2. 完善师资力量配置，因学科所长分配教学课程 

学校应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与投入，就本专业而言，一方面，除了引进控制科学与工程的高层

次人才外，应适度引进应用数学(动力系统方向)、机械工程(机器人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器学习方

向)等相关学科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也需适度引进具有自动化行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作为实践

类课程的教师，实现师资力量在知识结构、科研方向、实践经验上的互补，引领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按照教师的学科专长分配所教授的课程，构建一套理论功底宽厚扎实、教研能力突出、学科视野广阔、

实践经验丰富的有机整体自动化专业的师资力量。同时，为发挥师资的最大教学效果，学校最好应按教

师的学科或专业所长分配教学课程，适时的为其开展相关培训、并及时掌握学生对教学效果的反馈情况，

从而引领和促成教学效果向着最大化的程度不断靠近。 

3.3. 引领思政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教师在上好专业课程的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发掘一些能让学生进行思考的问题或知识点，结合

国内外该专业或学科相关科学家的典型励志事件，引导学生从思想、科学与技术等多方面多维度同时辩

证思考与总结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并让学生自主分析贯穿课程始末的主干脉络，从而引领学生辩证、多

角度、多维度的看待课程的知识点或一些定理，让学生逐渐树立独立之思想、辩证唯物的思考方式、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高品质高素质的自

动化专业人才。如在此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教师应结合大量鲜活的案例、详实的数据，深入分析和阐释

中国在这场“疫情”大考中交出高分答卷的原因，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疫情下青年学生的责任

与担当？”就是胸中有大义、心中有大爱、肩上有责任、脚下有行动，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挺身

而出，在最好的年华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3.4.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积极开展线上教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充分利用已有网络教学平台和网上教学资源积极开展课程线上教学的

条件日益成熟，也日益迫切。尤其在此疫情期间，为保证 2020 春季学期本科生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努力实

现“停课不离岗、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目标，有效解决学生因疫情期间无法正常到校上课问

题，减少疫情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我校教师通过雨课堂、学习通、钉钉课堂、腾讯课堂、腾讯会议、U 校

园、MOOC、E 会学、微信课堂等平台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此次疫情大考也提醒我们，在人工智能发

展趋势下，要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更多的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4. 结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对自动化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逐年加大，相应对其所需的理论功底及实

践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专业创新型人才，必须以创新教育改革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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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突破口，注重“课程配置的基础性、师资配置的互补性、学生培养的主体性”，深化课程改革，强调

基础课程核心地位，强化实践教学关键环节，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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