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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无人机在多个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对无人机人才

需求也不断攀升。CDIO教育方法是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的一种新模式和方法，旨在培养工程领域的专业

人才。在本文中，通过对高校无人机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梳理分析，对基于CDIO的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构

建方法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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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dron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ultiple 
fields. And the demand for drone talents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in society is also con-
stantly increasing. CDIO education method is a new model and method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imed at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one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dron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based on CDIO is explored and ana-
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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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智能化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航拍、消防等领域，成为现代科技领

域中的一大热门。随着无人机的迅速发展，无人机人才缺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给生产、教育和科研等

相关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1]。为了培养高水平无人机人才，需要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从课程设置、

师资力量、实践环节和企业需求等方面对人才培养计划设计进行全面的规划和设计[2]。 
CDIO (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即构思–设计–实现–运作)教育方法是美国麻省理工、

瑞典皇家学院等高校提出的、旨在培养工程领域的专业人才的一种教育方法[3]。CDIO 强调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过去几十年，CDIO 方法已被全球范围内的大学采用，成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方

法。在 CDIO 教育模式下，学生从课堂学习到实际应用，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掌握，从细节理解到系统思

考，从独立工作到合作工作，从被动学习到自主创新，综合承担工程项目的全部过程，它们将自己的所

学付诸于实践，切实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4] [5] [6] [7]。CDIO 方法不仅注重学生的专业性，而且要求学

生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思维能力，可以承担多学科综合型的项目任务。 
为了提升院校无人机专业的教学质量，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对

人才培养计划的合理设计势在必行。高等院校一定要切实根据当前社会对无人机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以

需求为导向，基于 CDIO 理论，研究构建合理的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培养

的学生具备较强的职业能力。 

2. 高校无人机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高校无人机人才培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部分院校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培养体系，但绝大多

数的培养普遍集中在学生参加教师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培训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部分积极主动的

学生能够从中获利，绝大部分学生没有真正接触到创新类的知识或相关训练。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在于：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专业师资力量成为人才培养瓶颈 
无人机属于典型新兴专业，传统高校的无人机专业师资力量薄弱，学科建设力度不强。多数从事无

人机专业教学的专业教师是从其他相关专业转过来的，对无人机专业发展、培养目标的理解还不深刻[8]。
同时，教师掌握的基础理论体系存在一定局限性，工程实践体系尚在建立，对与无人机操控、制作和维

修等以工程实践为核心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技能的掌握还不完善，并严重依赖于教师个人主观能动性

[9]。高校积极尝试引进人才，但配套培训、待遇跟不上，进而影响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 
(二) 教学设施和创新平台不配套 
大多高校申办的无人机专业缺乏必要的教学设备和设施，甚至由于师资力量的欠缺，部分高校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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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无人机人才培养究竟需要哪些教学设备和设施。同时，大多高校也缺乏成体系的无人机科研创新平

台支撑，学生接触创新相关的知识或培训渠道较单一，从而导致专业教师资源与学生资源、校内资源不

能形成长期有效、依序递增的流动与转化[10]。 
(三) 现行培养计划与无人机岗位需求存在差距 
现有的无人机专业所执行的培养计划大多只关注了无人机应用技术和测绘技术两个方向[11]，难以满

足社会对无人机设计、操控、制造、检测和维护等相关岗位的需求。尤其是无人机设计、制造和维护等

方面人才紧缺，但高校由于缺少强大的师资队伍、必要的教学设备设施和成体系的科研创新平台的支撑，

对相关方向专业无人机人才的培养力度不高。 
(四) 教学模式未适应无人机人才培养特点 
无人机行业特点要求相关人才既具有扎实的力量基础，又具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而目前在无人

机专业教学中，依然以大面积的课堂理论讲授为主，没有开展虚拟仿真操作、外场实飞操控、无人机制

作等实践相关内容[12]，导致学生就业任职能力培养不足，没有形成无人机操控、维修、应用开发等能力。 

3.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构建 

3.1.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构思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构想主要是明确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目的。而一般情况下，无人机人才培

养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在无人机领域从事设计、制造、操作、维护、管理和应用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

才需要具备以下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一) 基础知识培养 
应该培养学生无人机技术的基本原理、硬件和软件组成、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包括空气动力学、

电子技术、控制技术、数据处理、无线通信等，使其具备无人机基础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知识水平。 
(二) 设计和制造技能培养 
应该培养学生无人机设计和制造能力，包括传感器技术、机械设计和结构分析、制造工艺和成本控

制等，使其具备机械设计、工程制图和 CAD 技术、材料成型和加工等技能。 
(三) 实践操作能力培养 
学生应该进行无人机的操作和维护能力培养，包括无人机的系统组装和调试、基本飞行动作的掌握、

故障分析和修复、操作规程和安全规则的遵守等。 
(四) 创新能力培养 
学生应该培养创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学科交叉和多元化的学习，开拓技术应用的领域。例如，

无人机航拍、应急搜索和救援、无人机环境监测等领域。 
(五) 综合素质能力培养 
培养学生具有团队协作、创新思维、良好的沟通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遵

守安全规则和职业道德，具有实践经验和不断学习的精神。 

3.2.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设计 

在设计阶段，需要设计学生的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估方式等。 
(一) 课程设置 
无人机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基础和实用性的合理统一，注重学生创

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课程设置应该包含基础理论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和创新类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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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理论课程 
该类课程深入挖掘无人机系统技术的理论基础，为学生后期学习和发展提供支撑，主要包含空气动

力学、自动控制、电子电路、信息处理、计算机科学等。 
2) 专业课程 
该类课程重点是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无人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构成，掌握无人机的操作技术和安全

规范，主要包括无人机与地面站系统、导航定位、遥感与图像处理、平台控制、通信与网络、实践操作

等。 
3) 实践类课程 
实践类课程主要是提高学生的无人机应用水平和创造力，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无人机的基本原理、

操作技巧和安全知识，同时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包括团队合作、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

要包含无人机实际飞行训练、无人机维修实习、无人机系统设计和制造实践等课程。同时，实践类课程

还有助于 
4) 创新类课程 
这些课程包括无人机领域前沿技术研究，无人机商业应用实践，无人机智能化技术研究等课程，主

要作用是鼓励学生开拓创新思维和方法，培养他们创新的精神。 
(二)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讲授法是一种最为普遍和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有效合理和系统性的教育过程，将教学内容传递给

学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并且能够通过即时互动和提问来获得学生的反馈，确保教

学过程的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2) 虚拟飞行训练教学 
虚拟飞行训练教学通常基于无人机模拟器开展，可以帮助学生模拟和观察无人机的运动轨迹、飞行

模式、通信系统和传感器，从而掌握无人机的机制和控制模式。 
3) 实际飞行训练教学 
针对无人机操作实际存在的危险性，实际飞行训练是十分必要的。飞行训练应该在安全的环境下进

行，并考虑到学生的技能水平和操作能力。 
4) 团队项目研究教学 
无人机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多学科协作，因此团队项目研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无人机技术在真实

世界的应用以及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5) 其他教学方式 
教育者还可以通过参加无人机比赛、学术研究、实物 XX 实验室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应

用能力。 
(三) 评估方式 
无人机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方式较多，针对不同层面能力的评估方式也不尽相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和确定。 
1) 知识技能培养评估 
主要评估学生对无人机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包括无人机系统结构及其能力、航空导航、

通信与控制、遥感技术、图像处理等方面。评估方式可以采用课堂教学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实验报告

与成果等评估指标。 
2) 实践创新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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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学生在无人机相关项目和比赛中的实践表现，包括设计方案、搭建调试、实际应用、改进创新

等方面。评估方式可以采用项目成果、比赛成绩、专利申请等评估指标。 
3) 团队合作能力评估 
评估学生在无人机项目中的团队合作能力，包括团队协作、沟通协调、责任担当等方面。评估方式

可以采用团队建设评估、团队贡献度评估等指标。 
4) 综合素质培养评估 
除了上述方面的评估，还应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专业素养、创新能力、领导能力、实践能力、

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评估方式可以采用校内外荣誉、获奖情况等指标。 

3.3.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实现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实现需要依据学生人才培养目标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计划，并执行以下几

个步骤： 
1) 制定详细的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该明确学生的课程计划、实践计划、实验计划、比赛计划等，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相应的学术、实践和专业素养指标。 
2) 配置合适的师资力量：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实现需要配备专业的师资力量和响应的培训，以确

保学生能获得有效的指导和辅导。 
3) 提供必要的教学设施和实验平台：学校需要提供相应的无人机模型、飞行器设备、软件工具、开

放课程等，以便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和实验学习。 
4) 加强校企合作和行业对接：学校应联合相关企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拓宽人才

就业发展方向，以便学生获取实际工作经验。 
5) 组织比赛和竞赛等活动：通过组建无人机俱乐部或团队，组织学生参加无人机设计与制作、无人

机应用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6) 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进行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利用在线课程、学习社区等方式，

创新教学形式，促进学生能力提升。 
总之，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实现需要学校与学生共同努力，加强传统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面

对行业需求不断创新、注重体验和实践的教学模式。 

3.4. 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运作 

在运作阶段，需要检查和评估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效果和成果。 
1) 效果评估：通过学生课程成绩、项目报告、实践成果和毕业论文等方式，评估无人机人才培养的

效果； 
2) 反馈意见：收集学生和社会的反馈意见，以便进一步完善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 
3) 持续改进：根据评估和反馈意见，进行持续改进，使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更加符合社会需求。 
总之，无人机人才培养计划的运行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行业需求和培养计划等进行具体的实际操作，

同时不断优化方案和加强引导。 

4. 结论 

随着无人机应用的不断拓展，对无人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引入 CDIO 对无人机人才

培养计划进行完善，有助于培养更多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熟练操控技能等能力的满足行业岗位需求的无

人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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