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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针对当前新工科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工程实践能力、教学科研模式

等问题，提出了 OBE框架下高校新工科“三维”信创新质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思路。该模式通过连续化平台建设、项

目化科研管理和多元化课程改革，特别强调通过信创实验室来增强学生的创变思维、技术思维、复合思维，满足新质

人才的培养需求。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为例展示了通过实施这一模式，学院的办学举措成效显著，聚

焦新质人才的培养，以新提质为核心，不断优化教育模式，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动科研创新，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和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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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in building platforms for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enhanc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models. It propo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under the OBE framework for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This model emphasiz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latforms, project-based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diversified curriculum reform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technical think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through specialized laborator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 Using the Colle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at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has shown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school's initiatives, 

centered 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have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 educational approach, strengthene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moted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hanced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so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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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当前，我国正在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

持续转型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1]，需要加快形

成与高质量发展格局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新

型生产力。新质人才，作为富技术特质的创新恒常型

人才，是新时代发展的核心力量[2]。这些人才是新模式、

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的引领者和开拓者，他们以

创新思维和高效行动，为新时代注入强大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高新科技、高素质劳动

力和高品质生产资料[3]。“信创”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其目标是构建自主可控的 IT 产业链，特别是在芯片、

操作系统、终端设备和应用软件等关键软硬件领域，

减少对国外产品的依赖，这构成了新型生产力的核心。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迭代，现有的教育形式和理念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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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标准化和同质化的人才培养

目标难以满足新兴产业的要求。因此，教育体系亟需

转型，以培养能够适应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型

人才。 

本研究旨在分析基于 OBE 理念的新质人才培养

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探讨如何通过信创实验室建设有

效促进新质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具体目标包括：探究

OBE 理念在信创实验室建设中的应用情况和效果；分

析信创实验室建设对新质人才培养的影响机制；提出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以优化信创实验室的教学

模式和培养机制。 

2  OBE 框架下高校新工科“三维”信

创新质人才培养思路 

2.1  OBE 理念与信创新质人才培养的融合 

新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因素，他们通

过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将知识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OBE 理念，以学生

未来的学习成果、结果、效果或产出作为起始点，分

析学生应有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做合理的回溯性设计
[4]。在这一理念下，教学的每个环节都紧密围绕学生设

计和实施，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持[5]。

将二者相结合，可以让教育更关注学生的成长路径，

确保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既掌握知识，又能灵活运用于

创新实践，培养出符合现代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需

求的人才，充分发挥劳动者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

的潜能。 

2.2  基于 OBE理念的信创新质人才培养现状

反思与重构 

(1) 平台建设：从“各自为政”到“持续改进” 

人才培养需要依托一个完善的平台来支持。然而，

受限于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影响，部分高校

的实验室设置仍然以课程为基础，依附于教研室。这

种设置模式往往导致实验室规模较小、功能局限，无

法有效促进跨学科的科学实验能力培养，难以满足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各院系之间重复设立相似的实

验室，导致了资源的分散，还造成了重复建设，带来

了显著的资源浪费问题。同时，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冲击等未来发展转型

问题，校企对产教融合的需求不匹配，定位不精准，

投入和产出不对称较严重影响融合的实际效果[6]。校

企合作模式相对单一，多局限于提供实习和实训基地，

而缺少与企业在深度研发项目上的合作，这限制了实

验室整体建设水平的提升。在管理层面，一些高校缺

乏专门的实验室管理机构，实验室物资管理和实验教

学之间缺乏协调，出现混乱的情况。这种管理上的不

足，与现代高校整合资源优势、协调发展以及实现整

体效益的目标背道而驰。 

(2) 实践能力：从“知识为重”到“成果导向” 

在推进高校信创实验室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

着两大核心挑战：一是人才引进不足，二是实践教学

老师的实践能力相对较低，这两大问题都极大地制约

了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使其难以满足成果导向的

OBE 理念以及信创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由于学校平

台的知名度不高、研究条件有限以及发展前景不明朗

等因素所致，缺乏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人才支持，实

验室在跨学科融合、前沿技术研发以及成果转化等方

面都受到严重限制，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团队和成果。OBE 理念强调学生将学术知识转化为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实践教学老师具备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实践能力。目前一些高校实验室

的实践教学老师由于长期脱离实际工作环境，缺乏与

产业界的紧密联系。在项目指导中以重知识、重技能

等传统项目指导方式，不重视做项目的过程，与前沿

科学研究和真实产业环境脱节，缺少对学生进行项目

推进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系统化指导[7]。 

(3) 教学科研：从“条块分割”到“学生中心” 

目前，许多高校仍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将各

学科分开进行讲授和实践，实践教学与理论内容结合

不紧密，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践中。课程之间的关联性较低，导致学生普

遍感到学习负担过重、不够系统性。部分学科在人才

培养方面的合作形式较为松散，其方向和课程设置未

充分考虑产业需求，与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方向存

在脱节，新质人才培养的特色不明显，难以精准培养

引领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这种教学方式缺乏

综合、开放、前沿性的学科共融原创探索，无法有效

唤醒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更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

激发和个性化发展需求的满足[8]。由于各课程大多独

立设计和实施，知识体系规划缺乏系统性，培养学生

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用力不够[9]。 

2.3  研究思路 

针对以上人才培养现状，提出基于 OBE 理念的新

质人才培养重构思路，如图 1 所示。在信创实验室的

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三个全新的思路：连续化平台建

设，旨在整合资源，促进学科间共融碰撞；项目化科

研管理，旨在发现问题，挖掘产业需求；多元化课程

改革，旨在丰富产学研模式，提高成果产出效能。OBE

理念的核心要素包括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

改进。通过持续改进推动发展，依托平台构建一个动

态、循环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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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地的建设，实施校企协同创新。以成果为导向，

采用实验项目驱动的主导方式，重视科研成果的有效

转化，实现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和反馈机制的完善，

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培养。以学生为主体，

依据社会对信创人才的需求，重点培养学生的工程实

践能力，突出创新应用意识。 

 

图 1  基于 OBE 理念的新质人才培养重构思路 

3  OBE 框架下高校新工科信创新质人

才培养模式——以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信创实验室的成功探索为例 

OBE 框架下高校新工科信创新质人才培养模式，

特别强调通过信创实验教学与理论及实体实验的结合

来增强学生的创变思维、技术思维、复合思维[10]。这

一教育模式包含持续改进、成果导向和学生中心三大

核心原则。通过平台建设、科研管理，以及多元化课

程改革，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

和工业需求，如图 2 所示。 

3.1  持续改进：连续化平台建设，培育创变

思维信创新质人才 

连续化平台的建设代表了技术整合与创新、教育

哲学和教学策略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一个多功能的

教学与研究平台，学校有效地实现了跨学科知识的融

合，并推动了教育模式的革新，以适应未来社会和产

业的需求，如图 3。依托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学校将

专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加强了与粤港澳大湾

区数字化产业的合作，并通过科技竞赛及项目化教学，

有效推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战经验的提升。此外，

“数字、智能、集约”的云平台进一步增强了教学内

容的前瞻性与实用性，为学生提供了信息化、数字化

的实训环境，有效培养了能够适应快速变化工作环境

的高技能人才。这些措施优化课程内容，还为社会进

步和产业创新培养了关键人才，体现了学校在培养具

有创变思维的新质人才方面的深入理解和战略布局。 

 

图 2  OBE 框架下高校新工科信创新质人才培养模式 

(1) 产业先导：特色性科教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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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坚持走产教融合的发展道路，并将此理念明

确写入学校的“十四五规划”，彰显了其坚定的办学理

念。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11]。作为一

所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解决高校与产业之间在“教

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脱节问题是实

施产教融合的首要任务[12]。本实验室是基于“专业建在

产业上，教育融入产业中，课程紧贴产业需求”的产教

融合建设思路而建立的。 

学校紧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对数字化产业人才的

迫切需求，基于多主体协同理论，充分发挥高校的主

导作用、政府的监管职能、行业的导向作用以及企业

的职业特性，成功实现了专业方向的联合研究、培养

标准的共同制定、培养方案的共同策划、教学团队的

共同建设、培养过程的共同实施、课程教材的共同编

写、实习实训平台的共同建设以及培养质量的共同评

估等“八共同”深度合作模式。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推动

产教融合成果的转化，旨在培养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通过与产业链中龙头企业

的合作，学校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人工智能、计算机、

大数据分析等产业的深度整合。 

 

图 3  连续化平台建设 

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科技竞赛，将竞赛项目直

接融入课程和实训中，学校深入响应产业发展的宏观

需求。与上下游产业链及龙头企业在科研项目上的紧

密合作，确保了教学内容的前瞻性与实用性。学校还

强调成果的转化，通过设立与产业紧密相关的研发项

目和启动企业孵化器，促进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应用。学生在参与智能制造、可持续能源等前沿领域

的实际项目中，获得了实战经验，实现了理论知识与

实际应用的无缝对接。这种教育模式适应快速变化的

工作环境，为产业发展培养了能够满足高技能人才需

求的毕业生，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创新。学院的

办学举措成效显著，并成功落地广东智能家电实训中

心和省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学院，为学生提供了实

践操作和创新实践的环境。 

(2) 数智基石：集约化平台构筑 

学校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和信创机遇，主动谋划相

关发展策略。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如何将新一

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实现其数字化升级。这不

仅是我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方面的着

力和发力点，也是在“卡脖子”技术大环境下，加速国

产化进程中的关键。当前，信创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

尚未完全建立，这为我校在此领域内“换道超车”提供

了绝佳的契机。 

本实验室的重点建设方向是打造一个“数字化、智

能化、集约化”的创新共享云平台。该平台依托“互联

网+物联网”技术，旨在构建一个开放共享的集约型智

能实训实践云平台。通过实训中心网站和实验教学云

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实现实验室在安全管理、教学运

行、实践教学建设以及实验室资产和数据管理方面的

全面信息化和数字化。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联

合教学名师和企业技术专家编写新技术培训教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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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实践教学知识图谱，并通过网络直播、虚拟仿真、

远程控制等多样化手段，向所有学生提供一流的实践

教学资源。此外，平台通过打通交互式远程操作实践

的互联网和物联网接口，实现项目组成员的协同开发，

并通过远程二维码扫描登录、协同设计、远程操作和

实时反馈等功能，提供“在线”创新实践训练。依托华

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和人工智能实验

中心的建设，我们持续构建算力、数据集和教学案例，

打造集人工智能实践训练课程、人工智能应用实验及

人工智能实践训练项目为一体的一站式创新实践训练

“云平台”。 

(3) 实境视角：场景式实践求索 

项目式教学并非新概念，它源自杜威的“做中学”

理念，由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发展而来，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引发欧美教育界的广泛讨论和实践探

索[13]。项目式教学的核心思想是以问题为导向、以项

目为驱动，强调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展开教学活动。 

学校“技术+师范”的办学特色，要求既要培养具备

解决工程复杂问题的工程师，又要培养能够向未来产

业工人讲授这些技术的工匠之师。作为工程师，需要

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而贴近产业的实验实训环境是

必不可少的一环；作为工匠之师，需要以通俗易懂的

方式向未来的产业工人讲解这些技术的应用场景以及

如何实际运用，这就要求采用场景式教学，使学生能

够身临其境地学习。 

学校对标新工科建设标准，以培养学生现场实践

能力为突破口，开展“卓越工程师”和“双师型工匠之师”

实战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为学生提供了信息技术

应用真实环境，全方位提高学生的实践实战能力。基

于开源技术与高端 SaaS 系统的应用，例如基于百度飞

桨 AI 平台的 SaaS 系统。系统支持学生进行创新产品

的开发，实现了教学数据的互联互通与持续积累，有

效支持基于“真实产品、真实数据、真实场景”的教学

模式。通过这种教学和研究平台，学生可以在一个连

续的、互联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和实践，从基础科学到

应用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实际操作，每一步都紧密相

连。 

3.2  成果导向：项目化科研管理，塑造技术

思维信创新质人才 

项目化科研管理是一种高效的科研组织和实施方

式，通过与顶尖学术机构和行业领袖的合作，引入先

进的科技和创新思维，强化教学和科研的互动，促进

前沿技术的应用，如图 4 所示。实施的多级竞赛体系、

实际项目案例和校企合作，有效整合了教育资源，使

学生能在实际工作中展示其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为

塑造具有高级技术思维的新质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图 4  产教融合项目实施 

(1) 目标导引：建制化需求定位 

项目化、建制化的科研管理强调结果导向和效率

优先，通过设定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质量标准来严格控

制项目的进度和质量，管理上既要赋予实体科研机构

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经费使用、人才引进、队伍建

设等自主权，同时高校也要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对其进

行监督和考核[14]。在学校实施项目化科研管理的过程

中，我们明确了目标：培养适应数字经济的高素质“数

字工匠”、“数字工匠之师”以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人

才，并建立了集教学、培训、科研、科创与科普于一

体的信创“家”科产教融合示范中心。为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项目计划，包括时间节点、预算分

配、资源需求、团队分工及预期成果，确保项目目标

的可实现性。项目团队的组建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团

队需聚集具有多学科背景的教师、研究人员、技术人

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确保团队成员具备完成项目所需

的多样化专业技能。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学校积极响应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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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已形成了面向信创与网络安全的创新创业体

系，并构建了“多层次阶梯式激励型”学科竞赛体系，

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通过“大学生学者计划”项

目，该计划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工程师指导，研究生引

领，本科生主导，共同构建了递进式的科研思维训练

体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还整合了校

企教学资源，搭建了实践环境，结合校内实践教学基

地、线上实训平台和工程项目案例，让学生体验完整

的项目工作流程。通过校外企业实习、专业岗位分流

培训以及真实项目实战等方式，学生得以在实际工作

中锻炼和展现其专业技能。 

(2) 主体协同：战略性资源聚焦 

通过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合作，吸引行

业与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如中山大学的胡海峰、李朝

晖，美的集团的唐剑，广东工业大学的熊晓明，华为

的杨兵强等作为特聘教授加入。这些专家的参与带来

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实践经验，还引入了前沿的科技

和创新思维，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对指导学生

的科研活动、提高研究质量以及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个科研项目都围绕核心科技问题

进行，通过系统的任务分解和阶段性目标设定，确保

每一步研究都能实现预期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在政府、

产业、学术、研究等多方的协同下，学校牵头在区域

内推动产教融合及新工科教育，致力于打造一个“跨区

域、跨学科、跨团队”的协同育人新环境。 

面对信息技术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的实际需

求，学校积极与龙头企业深入合作，共同建设校企联

合创新实验室。例如，与华为、麒麟软件等龙头企业

携手，共建广东省教育行业信创适配中心，为教育行

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与中国联通、

奇安信、中国电子、深信服等企业共建广东省教育行

业网络靶场与实网攻防演练中心，为教育行业的信息

技术及应用安全提供人才及技术保障；与广州数控、

广汽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和实

践基地，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此外，学校还获得

广东省科协和广东省科技厅的认定，成为广东省科学

与技术科普基地。 

通过与高水平科研团队的联动，学院的科研工作

成绩斐然，成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省科技厅的多个

科研立项，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

等项目六十余项。这些科研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学院

的科研实力，也为年轻博士提供了宝贵的成长机会，

为学校进入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成果转化：贯通式科技攻关 

通过构建综合性的信创科研、科创和科普实验室

来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特别在智慧家电、智

慧康养、5G+教育以及智能机器人助理等领域。这个实

验室满足了教学和实验实训的需求，帮助教师和学生

科研项目的申报、研究和成果展示。实验室也促进了

学生在创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及技术验证和展示

方面的活动。 

学校结合信创、鸿蒙、单片机、机器人、嵌入式

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主题，开展科普教学活动。

这些活动增强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也提升他们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有效结

合。《创新实践综合训练》课程是该实验室的核心教

学内容之一，专门设计以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创造能力，

针对智慧家电等应用场景设置了具体的实践训练项目。

通过举办校级信创技术科创大赛，并将优秀项目推荐

至“全国挑战杯”等科创大赛，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创新

成果的平台。对于表现优秀的项目，学校提供奖学金

和孵化资金，以资助学生将其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应

用。成果受邀在 2023 年度全国信息论学术会议暨中

国电子学会第三十届信息论学术年会上交流发言，并

得到央视网、新华社、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官方媒体的

广泛关注和报道。 

3.3  学生中心：多元化课程改革，发展复合

思维信创新质人才 

为了实现多元化课程改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采

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旨在构建一个与数字经济相适

应的教学培训体系。学校以信创“家”为核心，围绕鸿

蒙技术体系和信创通用技术体系，设计了一个包含基

础专业课程、综合训练课程和创新实践课程的完整课

程体系，如图 5 所示。这一体系不仅涵盖了理论知识

的传授，也强调了实践技能的培养，确保学生能够在

真实的产品和环境中进行学习，如通过“真品对接课程”

亲自动手进行焊接、编程等实验。 

(1) 理实互嵌：基础性教育升级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校紧紧围绕“服

务教学、引领职校、赋能产业”的目标进行课程改革，

基于“真产品、真数据、真场景”构建了信创“家”教学培

训体系。通过“场景式”教学培训产品，如编写与应用

型本科教学相适应的教材和开发多项创新型教具，学

校已成功实现了教学培训产品的产品化和推广应用。 

随着鸿蒙操作系统成为新兴技术的前沿，学校响

应国家对高质量信创人才的需求，深化了专业课程并

引入了针对性强的技术教学和实战训练。新增的课程

如《鸿蒙操作系统原理》、《鸿蒙设备开发》、《鸿蒙

应用开发实践》和《鸿蒙 HMS 开发实践》直接对接行

业需求，通过详细讲解和 hands-on 实验，使学生在理

论基础和实际应用开发上都能获得深入的训练。课程

教学方法也经过了优化，采取项目驱动、任务引领和

OBE框架下高校新工科“三维”信创新质人才培养模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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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等形式，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刻意练习来培育

学生的沟通表达和自我管理等能力[15]。通过采用数字

化工具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

进一步提高课程教学成果的质量。每个学期末，学生

都需参与至少一个与行业合作的实际项目，提升他们

的实际操作能力、增强他们与未来潜在雇主的联系。 

 

图 5  教学培训体系课程体系设计 

学校在教师培训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投入，组织

了多次技术研讨和教学法培训会，以确保教师能够掌

握最新的行业技术和教学策略。通过与多家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到校进行技术讲座和研

讨，学校有效地促进了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实现

了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质量的提升。获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 2 项，获批珠江学者设岗学科 2 个，国家

一流本科专业 2 个，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 1 个，省卓

越应用型人才培养等专业 12 个，国家、省一流本科课

程、在线开放（资源共享）课程 19 门，出版高等教

育规划教材等 50 余部，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70 余篇。 

(2) 赛训结合：综合性训练引领 

学校通过对《单片机综合训练》和《嵌入式综合

训练》课程进行了重大升级和改造，以更好地适应现

代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需求。《单片机综合训练》课程

采用了“真品对接课程”的模式，提供实际的 PCBA（印

刷电路板组装）和相关接口，让学生在真实产品上进

行手工焊接、编程和调试。这种训练模式不仅提高了

学生的实操能力，还使他们能够将软件知识应用于实

际的硬件环境中，全面理解产品从设计到实现的全过

程。通过实践，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

能力，深化对产品设计和概念的理解，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16]。

课程还引入了与行业标准相匹配的评估系统，通过模

拟真实的工业产品检测流程，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功能

性、稳定性和创新性等多维度评价，注重教育成效评

价基于学生学习成果，强调人才培养目标是否明确和

达成[17]，为学生未来职场生涯做好准备。在《嵌入式

综合训练》课程中，改造的焦点是整合“瑞星微芯片”

和鸿蒙操作系统，设计开发与之相关的产品级项目和

实验。这一改革使课程内容紧跟技术发展前沿，学生

不仅能学习到嵌入式系统的基础知识，还能通过实操

掌握使用现代微芯片和操作系统的技能。学生参与从

概念设计到产品实现的全过程，这种项目基础的学习

方式显著提高了学生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并激

发了他们的创新设计思维。 

这些课程的升级和改造旨在培养学生的产品思维、

工程概念、知识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致力于

为社会培养出具备高级技术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专业人

才，为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交叉应用创新人才

系统培养提供了改革与实践的参考。学生获国际、国

家和省级各类学科竞赛奖励 1262 项，“互联网+”比赛

连续 5 年在全国技术师范类院校中排名第一，主持国

家、省级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项目 156 项，获知识产

权 264 件，发表学术论文 128 篇，信息类本科生 

15300 余人直接受益。学生们在“兆易创新杯”中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连续两年获得国家一等奖，以及

本科生电子设计大赛的国家级奖项一等奖，这些成绩

充分展示了学院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方面

的卓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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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集成：创新性实践革新 

学校对传统的《创新实践综合训练》课程进行了

深入的改造与提升，特别针对信创“家”的场景为学生

提供了更为具体和实用的创新实践平台。 

课程目标的明确与拓展。《创新实践综合训练》

课程明确将信创“家”作为重点方向，旨在通过具体项

目实践，让学生深入理解并应用智慧家电、智慧康养、

5G+教育、智能机器人助理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从而培

养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创造能力，鼓励他们创造新

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课程内容的具体化。按照完善知识结构、开阔学

术视野、提高思维能力的原则[18]，进行课程及实践教

学。智慧家电方向，学生将参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学习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智能家电

中的应用，并尝试开发具有创新功能的智能家居产品。

智慧康养方向，学生将学习老年健康监测设备的原理

与设计，通过开发能够实时监测老年人健康状态的智

能设备，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5G+教育方向，学生

将参与 5G 在线教育平台的构建与优化，探索 5G 技术

在远程教育、互动教学等领域的应用，为教育行业带

来革新。智能机器人助理方向，学生将学习智能机器

人的基本原理与编程技术，通过开发具有实用功能的

智能机器人助理，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课程评价与反馈。课程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包括项目成果展示、团队协作能力评价和创新能力评

价等。学生需要在课程结束时提交并展示项目成果，

接受教师和同学的评价。企业导师将参与项目的评审

和指导，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并为学生提供宝贵的

职业发展建议。 

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教学改革，课程为学生提供实

用的实践平台，并通过主题集成的方式革新了创新性

实践教学。这些改革有效培养了学生的产品思维、工

程概念、知识应用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他们

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信创“家”教学培训体系从两个端作为出发点，一

个端是以鸿蒙技术体系和通用技术体系作为基础的技

术底座，另一端是从学院专业基础课、选修课和实践

课作为应用出发点。通过实训教学体系和科研科创科

普中心把两个端之间的差距填平，让学生所学变成所

用，所用变成所长，为进一步的双创、就业和科研进

行无缝的对接。同时，信创家场景教学和实训体系也

可以辐射学校其他学院的相关专业，促进学院之间的

学术和实践交流，进一步进行社会化层面的科普教学

和专业培训，强化学校和学院的学术、技术影响力。 

4  结束语 

在深入探索 OBE 教育理念与新工科教育模式融

合的基础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通过

创新实践和教学改革，成功构建了一个以信创技术为

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 

面向未来，学院将继续以培养新质人才为核心，

以服务社会和引领职业教育为使命，进一步深化教育

改革，强化课程建设，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信创“家”教学培训体系，为学生

提供更为多元的学习平台和实践机会，激发他们的创

新潜力，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学院还将

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随着教育创新和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广东技术

师范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将继续在新工科教育领域发

挥引领作用，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培养出更

多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教育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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