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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江西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卓越一线工程师”的培养理

念。这一理念以“降本增效”能力达成为核心目标，同时注重毕业生的多元化发展潜力。通过研究分析

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主要途径，明确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卓越一线工程师”培养

的具体毕业要求及其核心内容，构建了相应的课程体系，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与评价改革策略。此外，

本文提出了适用于产教协同项目化教学的沉浸式全过程思政育人方法，以及以“强化基础、共享兼顾、

分层教学”为特色的应用型大学毕业生考研通过率提升策略。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优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电子信息产业，降本增效，卓越一线工程师，产教协同 

 
 

Research 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Reform for “Excellent Front-Line  
Engineers” 
—Taking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 as an Example 

Yang Yang1, Xiaoling Cheng1, Renming Deng2 
1Electronic Information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2Guangzhou Yueqia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62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623
https://www.hanspub.org/


杨扬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623 1037 教育进展 
 

Received: Mar. 25th, 2024; accepted: Apr. 23rd, 2024; published: Apr. 29th, 2024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Jiangxi’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proposes the training concept of “excellent front-line engineers”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s. This concept focuses on achieving the core goal of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
prove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graduates. Through re-
searching and analyzing the main ways fo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achieve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specific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nd core content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front-line engineers” in electronic infor-
m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s a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poses targeted teach-
ing and evaluation reform strategies.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mmersive full-proc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 suitable for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v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as well as a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pass rate 
for applied university graduates, featuring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sharing and balancing, 
and layered teaching.”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op-
timiz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and improv-
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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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信息产业链在江西省重点发展的 12 个产业链中名列第一位，按照政府部门规划的发展目标，到

2026 年要实现年营业收入达到 1.2 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近几年，江西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公布的信息，2022 年电子信息产业链营业收入达到了 1.01 万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排名

第四位，全省电子信息规模以上企业达到了 2214 家。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自 1978
年以来营业收入、利润率和从业人数总体呈增长态势[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最早、发展质量最高

的地区之一。2008 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经营成本的攀升，大量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江西省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腹地，同时与我国另一个电子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地区接

壤，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独特优势。由上述地区转移而来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对推动江西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的定义及相关研究现状 

2.1. 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的定义 

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兼具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特点，根据梯度产业转移理论，其具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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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的发展规律[3]。因此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具有在电子信息企业一线

从事“降本增效”相关工作能力的人才，对于地方电子信息重点产业链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支撑作用。同

时，江西省正在大力培育电子信息研发型企业，积极向产业链上游拓展，预计未来将需要大量的研发型

人才。因此，具备“降本增效”相关工作能力的人才应当具有“向下兼容、向上衔接”的特点，要能够

具备转型从事研发工作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潜质，我们把具备上述能力要求和特点的人才称为电子信息

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 

2.2. 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卓越一线工程师”培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直接与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

线工程师”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几近空白。虽然校企合作背景下的电子信息类课程体系改革的成果

较为丰富，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从课程设置、师资培养、教学方法创新等层面展开讨论，没有直接围绕如

何培养面向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展开，对培养学生“降本增效”能力的支撑作用有限。

同时，现有研究对如何发挥企业在课程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涉及不多，对课程学习是否能够推动学生“卓

越一线工程师”的能力达成难以形成有效的判断[4]。另外，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生考研意愿正在逐步增

强，而现有研究主要是以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对口就业为导向，忽略了如何兼顾考研需求的问题，不利于

学生的多元化发展，也难以适应产业升级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5]。江西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对开展校企合作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但合作模式大多较为单一，合作层次不够深入，在实践上也未能达

到联合培养“卓越一线工程师”的高度。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的相关专业毕业要求及其核心内容 

“卓越一线工程师”属于工程应用型人才中的一个具体类型。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

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是实现“降本增效”，通过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专业化产业人才培养

机构、校友创办企业的走访和分析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得知，企业在生产经营一线层面上通常需要通过缩

短生产与服务周期，提升良品率和客户满意度，降低售后率和人力资源损耗率，减少人才培养和原材料、

设备维护支出等具体途径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6] [7] [8]。因此，上述实现路径也就构成了“卓越一

线工程师”的岗位要求，同时按照“毕业要求对接岗位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也应成为“卓越

一线工程师”相关专业的毕业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9]。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支撑电子信息制造业人才需求的核心专业。为推动“卓越一线工程师”培养毕

业要求达成，从教学实际出发，建立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混合驱动”的人才培养思路。如图 1
所示，对“卓越一线工程师”毕业要求进行精化，形成了以下 3 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进一步精化为

2~3 个类别，从而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相关专业的毕业要求的核心内容，其中既有

技术能力要求也有非技术能力要求[10]。 
1) 基本应用层。包括掌握自动化生产线、大型设备运行程序，掌握产品服务质量标准及监控方法等

2 个类别。本层次是毕业要求核心内容达成的基础，同时也满足了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基本要

求，为培养人才的“向下兼容”起到保障作用[11]。 
2) 综合应用层。包括工艺流程改进能力，作业、管理方法优化能力和技术工人培训能力等 3 个类别。

本层次是推动“降本增效”能力达成的关键[12]。 
3) 创新应用层。包括生产设备(系统)二次开发能力，产品、服务升级改造能力等 2 个类别。本层次

属于扩充能力，除进一步夯实“降本增效”目标实现以外，还将有效培育学生从事研发工作的潜质，促

进人才培养“向上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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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requirements,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and graduation require-
ments for outstanding front-line engineers in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图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岗位要求、能力要求与毕业要求关系图 

4. 面向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培养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策略 

4.1. 优化课程体系，建立课程集群 

 
Figure 2. Diagram of clustering reform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图 2.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集群化改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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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的相关专业毕业要求的核心内容，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程体系进行全面优化，使理论知识满足能力培养要求，做到理实结合、分类改革[13]。如图 2 所示，改变

除通识课以外的其他课程分类方式，设置基础知识集群作为各“目标层”提供基本保障，设置工程应用

集群支撑基本应用目标层和综合应用目标层目标达成，设置能力发展集群支撑创新应用目标层达成。 

4.2. 对接课程集群重构课程实施和考核方案 

从课程集群特色出发，以满足专业毕业要求的核心内容为目的，以校企深度合作为突破口，重构课

程实施方案并分别开展相应的教学改革。 
1) 基础知识集群。适度增加课程实验学时比，推动校企合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通过对教

学内容碎片化切分与网络化重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采用“学校+企业+
行业”的多元化评价主体，以笔试、实验成绩为主要依据，适度增加实验成绩在总成绩总评成绩中的占

比，企业教师全面参与考核大纲和命题标准的制定[12]。 
2) 工程应用集群。开展基于岗位真实案例的项目化教学，由校企合作授课，企业教师任课学时一般

不应不少于 30%，以期充分满足理实结合要求。对工程应用集群主要课程的实验教学标准进行全面更新，

增加设计型、综合型实验所占的比例，组织教师在深入合作企业设在校内的生产基地实地体验，并与工

程师深入交流的基础上编写适应于“降本增效”能力培养的实验指导书，联合开设设计型、综合型实验；

将《电子信息企业管理》等与企业管理相关的课程实验教学链延伸至企业一线，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深入

合作企业设在校内的基地开展调研或模拟培训，并撰写模拟生产计划和模拟培训方案，对学生综合应用

能力进行系统化训练。《质量管理》等课程实行“校企师生混讲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有学校教师

布置学习任务，学生撰写学习报告并制作课件，在课堂上采用学生主讲和企业双方教师点评补充的方式

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切实掌握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服务质量标准及监控方法的同时，锻炼了培训技术工

人的能力[14]。 
3) 工程应用课程群由校企双方共同考核，其中实验(实践)部分以企业教师考核为主。理论考试命题

上体现项目化教学特色，以为技术应用和创新发展建立理论基础为导向。实验(实践)环节加大综合型、设

计型实验占比，同时将工艺流程改进方案、运营管理优化方案、产品质量提升方案、技术工人培训方案、

企业技术需求调研报告等作为考核依据[15]。 
4) 能力发展集群。实行“产业需求引导、企业教师主讲、教学与就业衔接”的“校企双师”同步课

堂，引入专业化产业人才培养企业资源，开设由合作企业自主开发的课程，在大纲制定、教材(讲义)编写

方面坚持企业主导地位，同时校企教师也可根据学校实际进行课程“二次开发”。通过设置由企业主导

的创新型实验，充分锻炼学生技术应用能力，满足创新应用能力培养要求。同时可以根据实践教学需求，

组织师生共同设计、制作小型化实验平台，并将其作为自选创新型实验项目，在满足教学需求的同时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16]。 
能力发展课程群以企业教师评价为主，由企业根据“卓越一线工程师”能力培养要求制定具体考核

方案，将项目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的核心依据，将项目化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实施过程中的表现

均纳入考核范围[17]。 

4.3. 建立适用于产教协同项目化教学的沉浸式全过程思政育人法 

课程思政建设对于非技术能力达成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18]。从校企深度合作特点出发，强调校企双

方教师在思政育人中要发挥同等作用，以密切结合社会热点问题的项目作为设计任务，学校教师在理论

基础环节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在方案设计环节培养学生的系统观，在分组制作调试环节培养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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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工匠精神，项目的完成可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报国”精神，促进理想信念和专业技能双提升[18]。
评价中要注重对工程伦理、团队协作精神、工匠精神培育成效的考核，例如要求学生提交的任何改革和

产品升级方案均不能出现通过破坏生态环境、增大能源消耗、损害用户利益、降低工人待遇的方式实现

“降本增效”的内容。总体达到将思政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形成“教书与育人衔接、知识与应用衔接、

学校与企业衔接”的良好态势。 

4.4. 强化基础、共享兼顾、分层教学，实现“降本增效”能力达成与考研双推进 

对于《电路基础》低年级开设的考研专业课，因为此时学生对是否考研尚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可

以适当调增课程学时，提供考研真题作为选做作业和考试选答题以增进学生对考研命题的了解。对于《信

号与系统》等中、高年级开设的等考研专业课，因为此时学生的考研意向已经相对明确，故可以对课程

进行模块化拆分，设置基础模块(必修)，同时提供应用模块和提升模块供学生选修，在保障“降本增效”

能力要求的同时满足学生考研需求[19]。上述举措在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前提下，理顺学生高

质量就业、攻读研究生之间的关系，促进毕业生多元化发展。 

5. 结束语 

电子信息制造业“卓越一线工程师”的培养需坚持从产业链一线实际需求出发，推进“教育链、人

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相互融通，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应用能力，注重学生的多元化、宽口径发展。在

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办学历史较长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大学在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异同点，逐步形成自身特色。 
课程体系改革对于“卓越一线工程师”的培养模式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对实

践环节进行全面的重构。教学改革不能局限于单独课程或者某个环节的改革，要逐步打造贯穿人才培养

全过程的改革体系，要覆盖课程教学，实验、实训，创新创业教育，毕业设计等，以实训基地建设、师

资队伍培养、课程思政研究、教材编写等为抓手给予教学改革充分的保障。应密切注重合作企业“收益

率”问题，通过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提升电子信息行业优势企业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

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利于构建学生从入学到就业的主要环节全部都有企业深度参与的融合机制，

形成可持续的产教融合发展模式，落实“专业共建、课程共创、资源共享、质量共管、就业共助”的产

教深度融合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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