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光电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纪延俊  杜玉杰  王俊平
(滨州学院航空工程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收稿日期:2017 02 28)

摘 要: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中,实践教学体系直接决定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在地方高校的转

型背景下,分析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了“五大体系、三大层次、七大模块、三大

平台”的层次化、模块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明确了实践教学体系的中各环节的目标与内容,
进一步实现专业建设与行业标准的融合,学历教育与岗位技能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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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光电产业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最重要的明星产

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5%,随着

光电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从业人员和人才

的需求逐年增多.地方本科院校长期以来以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1]、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光电产业对

毕业生需求量不断增大,然而,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毕业后却面临就业

难的问题.调查存在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

高校培养的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人才不能满足企业

需要,与企业需求相比存在一定偏差.分析其原因除

了因为地方高校基本办学条件相对薄弱之外,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不合理[2]、实践教学内容陈旧、实践教

学方法单一[3]、“双师型”师资队伍薄弱[4]、实践教

学设施不足、校企合作不够也是重要原因[5],实践教

学体系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为了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

给不足的矛盾,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4年2
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

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一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自2014年起

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开始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

转型,但 如 何 实 现 转 型,教 育 者 们 正 在 积 极 探

索[6~8].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方面,实践教学体系是

关键,国内外许多高校在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方面都

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并积累了大量经验.目前世界

上比较典型的应用技术型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德国

的(FH)的“企业主导型”实践教学模式[9],加拿大

的“能力本位型”[10],英国的“资格推动型”[11],和中

国香港的“工业训练中心型”等为代表的实践教学

模式[12].国内主要实践教学体系有:“三结合、三层

次、三段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13],“内外一体的开

放式”的实践教学体系[14],“四子系统、四平台、四层

次”的实践教学体系[15],“驱动—受动—调控—保

障”的实践教学体系[16],“三层次、五支撑”的实践

教学体系等[17],“三全”和“一擎四轮”相结合的实

践教学体系[18].三峡大学把光电信息工程专业的实

践教学体系分为四层次、四模块[19];太原科技大学

把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分为四模

块,注重现代光信息的高、新、尖技术[20];西南科技

大学以光电子器件和光伏技术应用为核心,推行“3
+1”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21];重庆邮电大学建设以

体验为基础的教育见习、以课题为驱动的教育研习

—5—

2017年第9期               物理通报            课程改革探索与讨论

*山东省教学改革项目“地方高校转型背景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编号:2015M027;滨州学院教学改革

项目,编号:BYJYYB201427
作者简介:纪延俊(1974  ),女,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光学教学与光电探测研究.



和以实践为目标的实习构成的一体化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22];本课题组前期探讨了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验教学资源建设与课程实

现[23~25],提出了“五大体系、三大层次、五大模块”
的实验教学体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高校为了加强应

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实践教学

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地方

高校转型背景下,如何构建光电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

系、改革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提高该专业应用技术

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3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3.1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光电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应具有一定的光学传感

与测量、光电信号处理、激光技术、计算机处理技术

等方面的应用能力.能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
从事光电信息系统设计以及光电信息系统的集成、
调试、维护等生产、应用和管理工作.围绕光电类专

业岗位能力、岗位素养培养需要,遵循从简单到复

杂,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原则,以企业人才需

求为导向,以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培养学

生应用技术能力、职业素养为主线,构建“五大体系、
三大层次、七大模块、三大平台”的层次化、模块化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1),实
现专业建设与行业标准的融合,学历教育与岗位技

能的对接,进一步深化校企共建、校企共管,互利共

赢,实现校企人才供需的无缝对接.

图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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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体系”,即实践教学在体系上由实践教学

目标体系、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管理体系、
实践教学条件体系、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五大体

系构成.“三大层次”,即实践教学从内容上分为基础

实践、专业综合实践、岗位实践三大层次,分别对应

基础应用能力、专业综合能力、岗位能力三大能力层

次.为了实现这三大能力的层次培养分别设置了七

大实践教学功能模块,即“基础实验教学模块、实习

实训模块、课程设计模块、专业综合实验模块、科研

训练与学科竞赛模块、岗位训练模块、毕业论文(设
计)模块”.“三大平台”,即“校内实验教学平台、校内

实践教学基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三大实践平台.
实践教学管理体系可从实践教学的组织、运行

以及制度管理三方面保障实践教学体系的运行.首
先由校企共同商定实践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
评价方法以及实践教学管理文件,教学工作督导小

组监督实施,并对实践教学进行不定期的抽查,校企

要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工作交流,对实践教学过程中

的问题能及时地解决.师资队伍、实践教材、实验室

条件、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直接影响实践教学质量

的高低.通过校企共建教材、实验室,实现校企互利

双赢,校内教师参加企业生产,到企业顶岗,或从企

事业单位聘请专家学者、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构

建一支双师型、高素质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同时

把行业、企业的理念和文化引入学校,保障了学生的

教、学、练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对实践教学效果的评

价应采用多种方式,但要有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及时

把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做到评有所依,让学生明白

问题所在.
3.2 实践教学目标与内容

光电类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体系与内容体系如图

2所示,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基础实践、专业综

合实践、岗位实践3方面对实践内容进行了划分.基
础实验主要为课程实验和基本的实习,培养学生基

本的实验技能与初步设计实验的能力,在生产实践

中体会知识点的运用;专业综合实践要求学生对所

学知识达到综合应用,并有一定的创新能力,通过课

程设计-专业综合实验-科研训练,实现单科知识

熟练运用-知识综合运用-创新能力培养的过渡;
岗位实践以学生所要从事的岗位需求为目的,毕业

设计在企业内完成.该专业应用技术型人才不仅要

具备系统的光、机、电基础知识、基本的光学设计、电
子设计技能,而且要掌握较先进的现代光电转换技

术.其目的重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改进方法、
探索新技术的能力,以适应光电技术的不断更新.

图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目标与内容

4 结束语

地方高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具有一定

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

业教育类型转变,意味着学科专业也要进行相应的

转型.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中,实践教学体系是关

键,直接决定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在地

方高校转型背景下,以提高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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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岗位适应能力、职业素养为目

的,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构
建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五大体系、三大层

次、七大模块、三大平台”的实验教学体系,确定了

各实践层次的实践教学内容与目标.动态调整实践

教学目标、改革实践教学内容与评价、完善实践教学

条件、加强实践教学管理,将实践教学与生产实践紧

密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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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nthePracticalTeachingSystemof
PhotoelectricSpecialtyinLoc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

undertheBackgroundofTransformation
JiYanjun DuYujie WangJu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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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trainingofapplicationtechnologytalents,practiceteachingsystemdeterminesdirectlythe

qualityandlevelofpracticaltalents.UnderthebackgroundofthetransformationoflocalUniversities,the
constructionprinciplesofthepracticalsystemofoptoelectronicinformationscienceandengineeringwereanalyzed,

thehierarchicalandmodular"fivesystems,threelevels,thesevenmodules,thethreeplatforms"practicesystem
wasbuilt,andthegoalandcontentofeachlinkinthepracticalsystemweredefinedtoachievetheintegrationof

professionalconstructionandindustrystandards,educationandjobskillsfurther.
Keywords:practicalsystem;practicaltalents;optoelectronicinformationscienceand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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