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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课程规划与建设承担着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功能，对保障适应于“中国制造2025”和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所需的“卓越一线工程师”类型的人才培养质量起关键作用。本文基于南昌

理工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原有课程存在学术教育型与高职教育型课程规划建设相互矛盾、新技术应用

知识/技能呈碎片化等问题的分析，提出学科知识与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相结合的“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

程规划建设方法；构建“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的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平台；探索建立基于“知识–技能”

融合课程教学与实践模式；并介绍学院探索实施突出职业接口特色的“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规划与

建设、改革创新实施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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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building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es talents train- 
ing, and its plays a key role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of the type of “excellent front- 
line engineers” which is suitable for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
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curriculums in College of Computer Informa-
tion Engineering,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curriculum building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ontradictory,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knowledge/skills is fragmented and other problems. Subject knowledge with job tasks integrated 
“embedded systems and application” curriculum building method is proposed, at the same time, a 
new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aching practice platform for the curriculum “embedded sys-
tems and application” is make, and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mode of “knowledge-skill” integra-
tion is established. Meanwhile, It also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mbedded systems 
and application” course building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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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服务制造强国等国

家战略；树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工程教育理念，以新工科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改

革，创新工程教育教学组织模式，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机制创新，强化工科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以及构建工程教育质量保障新体系，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是 2018 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中提出的要求[1]。作为承担着应

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核心功能的课程规划与建设，对保障适应于“中国制造 2025”和信息化与工业化

深度融合发展所需的“卓越一线工程师”一类人才培养质量起关键作用[2]-[7]。 
本文后续的具体内容组织安排：以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突出职业接口课程特色原则为指

导，基于南昌理工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的实际情况和原有“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存在问题的分

析，介绍和讨论分析“嵌入式系统及应用”新课程的内容重构和更新升级，以及新课程规划与建设的实

施措施等。 

2. 原有专业课程存在问题分析 

2.1. 学术教育型与高职教育型课程规划建设相互矛盾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以结构调整、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区别于学术型本科类型，2014
年教育部改革方向明确了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对于新型本科教育类型和新层次高职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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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办学定位[2] [3] [4]。南昌理工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所属的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设有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080901)、软件工程(080902)、人工智能(080717T)等三个本科专业，原有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课程是这三个本科专业的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原课程基本照搬学术型本科的“学科系统化”方法进行

规划与建设，将学生导向“进入”知识的学科体系，而培养学生具有完成未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能力的

功能不足。这对于突出职业接口课程特色、注重适应于“中国制造 2025”和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

展的应用技术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矛盾。 

2.2. 产教结合松散、先理论后实践的串行学习方式问题 

学院各个专业教学大纲按照必修或选修课的要求，分别设置各自不同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讲授

内容与实践教学的学时分配，且原有课程涉及的知识覆盖面相对较窄，教学和实验内容在各专业之间存

在交叉和重复。“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与后续的面向未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能力培养的项目实践、

企业实训等教学环节的衔接，存在先理论后实践的串行学习方式问题突出。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规划建

设，单纯强调导向知识的学科体系的教育功能以及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得将学生导入职业工作体

系的职业教育功能欠缺。 

2.3. 新技术应用知识/技能呈碎片化问题 

服务于“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需求、加快培养适应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卓越一

线工程”人才，是当今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改革创新的新趋势。原有课程所能提供的单片机应用于物联

网、人工智能、系统集成、无人系统、增材制造(3D 打印)等新技术知识缺乏，或呈碎片化形式，学生难

以系统性掌握有关“中国制造 2025”和适应于新工业时代、新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新技能集。 

3. 解决问题的思路 

学习和深刻理解教育部 2015 年“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5 年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8 年“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等文件精神[1] [2] [3]，在学院新一轮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框

架下，基于学术教育型学科课程与高职教育型任务课程规划建设的创新融合原则，重构原专业课程(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体系，更新和调整教学内容、及与校企合作平台支撑下的实践教学比例，着力突出规划建

设专业课程的职业接口课程特色。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手段列于表 1。 
 
Table 1. The idea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rigin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表 1. 原有专业课程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手段 

原有课程存在的问题 解决的思路和手段 课程规划建设任务目标 

原有课程：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新设置课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探索建立基于“知识–技

能”融合的课程教学与实

践模式 

学术教育型与高职教育型课程规

划建设相互矛盾 
研究提出学科知识与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相结合

的“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规划建设方法 

产教结合松散、先理论后实践的 
串行学习方式 

研究构建“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的校企合

作教学实践平台 

新技术应用知识/技能呈碎片化 设置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新技术发展技能教学

与实践组件(模块) 
 

学院原有专业课程为“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本照搬学术型本科的“学科系统化”方法进行规划

建设，基本采用先理论后实践的串行学习方式，另外，产教结合较松散、职业接口课程特色欠突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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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原课程“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更名为“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采用学科知识与职业岗位工作

任务相结合的专业课程规划建设方法，并设置新技术发展技能教学与实践组件(模块)。通过创新产教融合

模式、突出职业接口课程特色，以探索建立基于“知识–技能”融合的课程教学与实践模式。 

4.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规划建设与改革创新 

4.1. 研究提出学科知识与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相结合的课程规划建设方法 

课程规划与建设一词源于英文 curriculum building (或 curriculum construction/making)，包含有规划建

设、形成、过程不断发展等涵义。课程规划建设主要包括注重知识的内在关系结构的“学科系统化”方

法(即学术教育型的学科课程方法)和遵循工作逻辑而不是学科逻辑、注重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

系统化”方法(即高职教育型的任务课程方法)。按照新型本科教育类型和新层次高职教育相结合的应用型

本科教育模式的办学定位，结合有关“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技术”的专业课程，针对原课程学术教育型

与高职教育型课程规划建设相互矛盾问题，研究提出学科知识与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相结合的“嵌入式系

统及应用”课程规划建设方法。通过学术教育型规划的学科基础知识、学术教育与高职教育型规划的领

域应用知识、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新技术发展所需技能，以及基于校企合作平台的案例设计/实训技能等

规划安排，重构“学科基础知识–领域应用知识–新技术发展技能–案例设计/实训技能”内容，建立基

于“知识–技能”融合的课程教学与实践模式。在“知识–技能”融合模式下，规划建设“嵌入式系统

及应用”课程内涵，以及学生成绩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8] [9]。表 2 给出了具体的教学内容、设置的知识

/技能等教学与实践组件(模块)，以及学习形式和工程学习场所的安排等。其中基础知识组件是按照学术

教育型的学科课程方法构建的，领域知识组件是融合学术教育型的学科课程方法与高职教育型的任务课

程方法而构建的，新技术发展所需的技能组件是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方法构建的，案例设计/实训技能组

件是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方法构建的。 

4.2. 构建支撑“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的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平台 
 
Table 2. The form and connotation of “embedded systems and application” curriculum building 
表 2.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规划建设的形式与内涵 

组件 学术教育型规划 
的学科基础知识 

学术教育与高职教育型 
规划的领域应用知识 

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 
新技术发展所需技能 

基于校企合作平台的 
案例设计/实训技能 

教学内容 

概论、基于 STM32 的

嵌入式系统原理、开

发环境的搭建、结合

新技术发展应用的开

发实例等介绍 

1.基于 STM32 的脉动信

号分析仪设计开发 
1.工业物联系统汇聚节

点嵌入式系统开发 
1.校园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实训 

2.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

程序设计与开发 
2.住宅小区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开发 
2.联网视频监控平台跨

网络中间件应用开发 

专业 

必修 080901 必修 080901 必修 080901 必修 080901 

选修 
080902 

选修 
080902 

选修 
080902 

选修 
080902 

080910T 080910T 080910T 080910T 

学习形式 课堂讲授 
课内实验 

课堂讲授 
实验/实训 
学习–合作 

课堂讲授 
实验/实训 
学习–合作 

现场讲授 
实训/实习 
学习–合作 

工程学习

场所 实验室实体环境 实验室实体环境 
网络/数字环境 

实验室实体环境 
网络/数字环境 

校企合作 
实训/实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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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原课程先理论后实践的串行学习方式，以及产教结合松散等问题，以“工作过程系统化”和“学

科系统化”相结合、基础与先进并重、开放服务性为指导原则，构建支撑“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

学及实践的校企合作平台，综合集成了专业课程教学、项目或案例设计/实训、技能训练、创业教育实践

等功能。该平台依托南昌理工学院入股的南昌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 2 个省/市级高新科技企业，

在学校专门成立的校企合作管理部门以及建立相应管理制度保障下，保证了校企合作平台的良好正常运

行。 
专门开发了支持“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知识–技能”教学实践过程的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

并通过三年多的实践检验期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完善。信息化综合系统主要包括：日常信息管理、“知识

–技能”实践预约、现场工程师的邀请、计划安排、设备耗材动态管理、教学实践过程监控等业务。 

4.3. 设置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新技术发展技能教学与实践组件 

针对原有课程在新技术应用知识/技能方面呈碎片化问题，设置领域知识、新技术发展所需的技能、

基于校企合作平台的案例设计/实训技能三大组件，有关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技术涉及的新技术发展，以

及应用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系统集成等技能的培养，贯穿于课程的教学和实践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

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能力、系统思维素养和工程系统能力，以及更熟练的人际交往技能、与不同背景

不同专业人员合作工作的能力。新技术发展技能组件、案例设计/实训技能组件中每个组件均设置了 2 个

项目，对于每个组件中的 2 个项目可根据教学需要选择其中之一。“基础知识”组件包括嵌入式系统概

论、基于 STM32 的嵌入式系统原理、开发环境的搭建、结合新技术发展应用的开发实例介绍等教学内容。

“领域应用知识”组件的教学是以基于项目的学习方式进行，对设置的“基于 STM32 的脉动信号分析仪

设计开发”、“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设计与开发”项目，可以根据不同专业学生情况选择其中 1 个

项目学习。“新技术发展所需技能”组件设置了“工业物联系统汇聚节点嵌入式系统开发”、“住宅小

区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开发”2 个项目供学生选择(其中分别涉及了嵌入式系统在开发设计应用中有关物联

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案例设计/实训技能”组件的“校园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实训”和“联

网视频监控平台跨网络中间件应用开发”项目，需要在校企合作平台上，由三位同学结合组成学习小组

形式，并在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完成学习任务。“案例设计/实训技能”组件都涉及了嵌入式

系统在开发设计应用中有关 5G 等现代通信网络新技术发展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培养。 
 
Table 3. Methods and standards of stud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表 3. 学生成绩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 

组件 学术教育型规划 
的学科基础知识 

学术教育与高职教育型 
规划的领域应用知识 

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 
新技术发展所需技能 

校企合作形式的 
案例设计/实训的技能 

提交 
学习 
成果 

卷面笔试 
提交课内实验报告 

提交： 
1.实验实物/软件/程序

演示 
2.实验报告 

三人以下结合组成小组 
选择性提交： 

1.实验实物/软件/程序

演示，2.实验报告 

三人结合组成小组选择

性提交： 
1.课程/项目设计/实训

报告，2.模拟应用需求分

析报告，3.模拟车间级生

产计划管理书 

成绩 
评分 

卷面：100 分制 
实验：5 分制 5 分制 以小组为单元 

评分：5 分制 
以小组为单元 
评分：5 分制 

整体 
成绩 
评价 

全体学生及格/良好/优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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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给出了具体的学生提交学习成果、成绩评分、整体评价等。在学生在学习新技术发展技能、案

例设计/实训技能过程中，除提交常规的实验实物/软件/程序演示、实验报告外，还包括，与不同专业学

生和老师、工程现场工程师的合作，以学习小组形式提交课程/项目设计/实训报告、模拟的应用需求分析

报告和模拟的车间级生产计划管理书等，或者根据不同专业教学大纲要求，选择性提交其中 1~2 项。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和分析了南昌理工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探索实施突出职业接口特色的“嵌入式系统及

应用”课程规划与建设的思路和实施措施。探索建立了基于“知识–技能”(学科基础知识–领域应用知

识–新技术发展技能–案例设计/实训技能)融合的课程教学与实践模式；构建了“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

程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平台。通过对学院的四届学生的教学与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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