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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背景，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建设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分析了新一

代信息技术对通信工程专业人才需求的影响，从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模式三个方面针对

性的提出了人才培养改革的内容和具体措施，对提升电子信息类专业类学生的培养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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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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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ce, big data and 5G, new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training of communication en-
gineering specialty. Tak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the backgroun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new engineering con-
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demand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pecialty,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tents and specific meas-
ures of talent training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faculty con-
struction and training mode,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rain-
ing quality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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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进入以新一代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代，信息技术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电子信息产业更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1]。5G、智能制造、自动

驾驶、柔性显示等产业新浪潮的到来，都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被《国务院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列为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之一[2] [3]。“中国制造 2025”
等重大战略不断有新突破、新成果，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催生的人才诉

求导致通信工程专业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然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紧缺，据有关部门预测到 2025
年人才缺口将达到 950 万[2]，人才紧缺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行业发展需要人才具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知识结构，现有的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滞后于行业发展速度，造成新技术能力人才

短缺，行业创新性发展受到制约，如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已经迫在眉睫。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部署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该《意见》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对通信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如何将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到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提高学生运用

综合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与社会竞争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建设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以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在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下通信工程专业人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了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内容，并提出了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的具体措施和途径，对提升

电子信息类专业类学生的创新和社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通信工程专业人才需求的影响 

2.1. 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共需产生不平衡 

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互联网+、区域链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51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罗向龙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5175 1087 创新教育研究 
 

命，不同行业、不同产业都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交叉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成为国家确定的新兴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社会需求量迅速猛增，而与之相关的通信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工科专业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就业形势也是年年见长。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越来越大，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数量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导致专业技术人

才告急。 
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共需失衡，一方面是社会对该领域的人才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对人才的需要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并未能与新的科技革命同步，因此必

须更新教育理论，改革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以满足社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 

2.2. 对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新需求 

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大多都以通信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为基础，培养能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从事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开发及应用的专门人才。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通信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成为趋势。为了适应新的

技术变革，各个高校均在通信工程专业的培养体系中不同程度的增设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相关内容，但

是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设计，从而很难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信息技术发展快，知识更新频繁，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例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等，

这必然要求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掌握通信系统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效的将最新的信息技术与本专业

的基本理论深度融合，特别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不断强化工程实践和创新意

识，提升综合素养，成为独当一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3. 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学生培养模式的各个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传统通信工程专业的培

养模式的内容和形式不能满足新技术给行业带来的变化，缺乏针对行业发展的培养方案，现有的课程体

系系统性、层次性不足，课程内容并未完全涵盖学科及专业领域的前沿性知识，致使通信工程专业的学

生运用综合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从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更新换代节奏快，特别是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高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教

与学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从知识的生成形式与讲授模式，教学内容的更新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与

管理等都在不断变化，通信工程专业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创新创业，产教融合等方面需紧跟

时代步伐，逐步更新调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3. 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内容 

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最新技术为背景，以工

程教育认证评估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等三大理念为指导，从课程

体系、师资队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满足新技术革命对通信工程专业人

才的需求[4] [5] [6]。 

3.1. 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课程体系改革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构建“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学生为本、面向产出”的课程体系。针对传

统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相结合的需求，根据新一代信息技术知识面广、基础宽

厚的特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应用实践能力培养为主旨，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和“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以学生为中心，融合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完善修订符合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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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行业发展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设，融入电子信息类学科工

程认证理念，拓宽专业知识结构，增强学生工程能力培养，将新技术和新产业纳入专业课程体系，改进

和建立以培养学生工程创新能力、设计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3.2. 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产教研融合和全方位产学研合作，打造工程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品牌教师团队。在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下，结合新工科多学科交叉与创新融合的特征，针对建设新工科教育体系的多元化、

交叉化、实践性、创新性、国际化等需求，以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为导向，加强全方位产学研合作，提

高教师创新意识、工程意识及工程能力，着眼新技术、新知识、学科交叉，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本专

业的融合，结合工程认证基本指导思想，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产教研融合，逐步形成一

支具有较强创新意识、过硬教学本领、高水平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 

3.3. 适应新一代信息产业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针对现有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新一代信息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学生运用新技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不足，

创新与创造能力培养受限，专业教学环节在新技术知识传授方面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等问题，优化培养

模式内容和形式，重构理论教学内容，优化实践环节形式，提升工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新技术、新

知识的吸收、转化和再创新，使得“实践常态化，创新习惯化”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实现符合新一

代信息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突出实践，强调创新，形成“学科认知–课程培养–工程实训”三级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通过专业导论和创新课程，建立广泛的学科认知，启蒙创新创业意识，强调理

论与实践教学并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和开拓创新能力；以学科竞赛、创新训练、校企合

作、科研项目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4. 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的途径 

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访谈法和教育实验法，梳理国内外高校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应用成果，

跟踪发展动向，对比国内外通信工程相关专业在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教育发展上的差异，结合新一代

信息技术，通过对学生、同行专家、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从课程体系的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模

式三个层面进行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实践[7] [8]。具体的实施方案如图 1 所示。 

4.1.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完善通信工程课程体系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专业课程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改革的重点，从培养学生的

通信工程专业知识和工程技能实践两方面入手，逐层细分并进行模块化设计，形成层次化、系统化、立

体式的课程体系结构。以专业认证建设为指导，进一步理解通信工程的工程教育认证理念，充分利用校

企协作，将专业课程设置与行业企业需求相结合，设置行业特色技术技能课程，构建突出产学研融合多

方协同育人的专业课程体系。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应用实践能力培养为主旨，建立制定以“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创新意识”

三层次的专业知识体系，即以数学、英语和人文素养为基础的公共基础类课程，以学科基础课、专业发

展课程构成的理论教学体系，以实践课程、创新项目等实践发展项目依托的实践教学体系。同时在专业

方向上，在传统通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专业选修课和通信工程专业前沿技术课程，引入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内容；并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设置行业特色技术技能课程，实

现专业人才培养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需求的无缝对接，具体的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5175


罗向龙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5175 1089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alent training reform for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pecialty 
图 1. 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实施方案 

 

 
Figure 2. Curriculum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pecialty 
图 2. 通信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4.2. 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师资队伍建设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才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的关

键因素之一，对于保证人才的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持证教师中

青年教师人数占比大，且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硕士或博士毕业直接留校，多数注重理论学习和学

术研究，而相对缺乏社会实践和工程实践经验。因此建设具有工程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才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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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加强教师的对外交流与培训，鼓励教师参

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有计划地派遣中青年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和学习，促进不同专业

教师间的沟通与交流，使教师从中吸取新的营养，增强创新能力。建立教师“导师制”培养模式，由院

校名师、企业大师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与素质培养提供指导。鼓励教师深入企业挂职锻炼，通过参与企

业项目，开阔眼界，了解行业的新技术、新方法，有助于教师将理论研究工作转化为解决实际应用，进

一步提升教师的岗位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同时邀请经验丰富的企业一线工程师进入学校走进课堂，开

展师资培训项目，通过校企合作提升教师的知识面、产业经历、产业能力、实践能力及工程意识。 

4.3. 适应新一代信息产业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需求为导向，参照工程认证标准，确定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毕

业要求，构建适应新一代信息产业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项目为驱动，强调和注重学生实践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增加以专家科研讲座，企业工程师项目授课、企业参观、学科竞赛等多种方式，将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多种应用实例形式引入到实践教学环节中；建立兴趣小组，举

办学术交流，培养学生的学科认知和工程实践素养；通过实践课程、学科竞赛、创新训练、校企合作、

产学研融合、科研项目等多种模式，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升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

训练，构建“学科认知–课程培养–工程实训”三级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以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为依托，构建“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学生为本、面向产出”的创新实践平台；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和

应用，形成“实践引兴趣，创新促发展”的人才培养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依据学生认知的特点，遵循

层层难度递进，先局部后整体的原则，以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夯实基础理论，为实践能力培养

提供根本保障，以专业认证、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需求为导向，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

形成“学科认知–课程培养–工程实训”三级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提升和推进通信工程专业“厚

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培养目标，形成以创新实践为核心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通信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具体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Practical training mode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pecialty 
图 3. 通信工程专业实践培养模式 

5. 结论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对通信工程专业人才需求提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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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而现有的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滞后于行业发展速度，如何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特

别是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浪潮，通信工程专业在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创新创业，产教融合等方

面需紧跟时代步伐，改革或调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 
本文在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通信工程专业人才需求分析影响的基础上，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培

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内容，并给出了改革与实践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提升电子信息类专业类

学生的创新和社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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