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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以湖南工程学院为例并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研究 

胡晓东 胡慧 唐勇奇 吴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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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摘 要】：以湖南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探讨了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根据专业认证通用标准和补充标准及学校培养定位、专业培养特色,从四类课程阐述了课程

体系的具体安排。实践结果表明该课程体系能达成学生毕业要求,为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本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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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2016 年 6 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组织正式会员,其意义深远,影响重大,我国高等工程

教育必须深刻理解“学生为本、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应以专业认证为载体,推动工程教育改革;陈宝生部

长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上强调:我国新工科理念正在形成高度共识,工程教育要把学科导向变成产业需求导向,

破除专业分割壁垒、进行跨界融合,新工科已得到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升级版,强化办学特色,

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养人才。因此,在新工科背景下,以专业认证作为切入点,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工程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对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合格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自教育部实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卓越计划”以来,我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积极参与这些项目的建设工作,在准备

认证的几年中,依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开展了专业建设,对专业认证的标准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

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学生的学习成果主要通过课程来实现。因此,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学生学习成果达成的关键,

课程体系每门课程的设置都应该对成果的达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有所贡献。 

1 课程体系的构建 

产学联合、产出导向,研究当代工程师多元素质要求,充分考虑社会、环境、法律、道德、文化、安全等当代工程观的多元

素质要求(图 1)及学校定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确立人文素质、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并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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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基于当代工程师多元素质要求的培养体系设计 

基于产出导向的设计逻辑,从培养目标入手,确定适合于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毕业要求,根据指标点优化配置课程体

系和培养环节,具体如下几点。 

1.1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通用标准要求必须包括与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 15%)。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类专业

补充标准要求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类科目包括微积分、常微分方程、级数、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等知识领域的基本内容;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物理类科目包括牛顿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知识领域的

基本内容。 

本专业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列于表 1,全部为必修课共 25.5学分,占总学分的 15%,满足通用标准学分的要求。 

表 1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必修 25.5学分,占总学分 15%)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开课学期 

必修 1001009-10 高等数学 1-2 10.5 168 168 
  

1、2 

必修 1001013 线性代数 2.5 40 40 
  

2 

必修 1001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5 40 40 
  

3 

必修 1001014 复变函数和积分变换 2.5 40 40 
  

4 

必修 1001016-17 大学物理 1-2 5.5 88 88 
  

2、3 

必修 1004018-19 大学物理实验 1-2 2.0 32 
 

32 
 

2、3 

合计 
  

25.5 408 376 32 
  

 

1.2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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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用标准和补充标准的要求,工程基础类课程设 12门,共 33学分;专业基础类课程共 4门,14学分;专业类课程分电机电

器及其控制方向和电力系统及其控制方向,各设 5 门,各 10.5 学分,其中电机电器及其控制方向中的《电气工程基础》课程包含

了电力系统分析、高电压技术等电力系统方面的核心知识,两个方向的课程都包括了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电力系统基础等知

识领域的核心内容,满足专业补充标准。 

三类课程必修课合计 57.5学分,占总学分的 33.8%,选修课最低选修 5学分,满足通用标准学分的要求。本专业工程基础类、

专业基础类和专业类课程的构建,是以扎实的基础理论为前提,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现代电气装备与电气系统相关领域技术发

展为主线,以电机电器、电力系统专业方向为特色而设置的。 

以工程基础类课程《电路理论》、专业基础类课程《电机学》和专业类课程《电机设计》为例来说明工程基础类、专业基础

类和专业类课程能体现系统设计和实现能力的培养。 

工程基础类课程《电路理论》培养学生掌握电路模型与电路定律、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电路定理、

含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初步分析、储能元件、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相量法、正弦电流电路的稳态分析、含有耦合电

感的电路、电路的频率响应、三相电路、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和信号的频谱、线性动态电路的复频域分析、电路方程的矩阵形

式、二端口网络、非线性电路的分析等相关知识。重在培养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电路问题的能力,为后续的专业课奠定基础。 

专业基础类课程《电机学》培养学生掌握电机的概念及分类、磁路的基本定理、常用的铁磁材料及其特性、磁路的计算、

电机的基本电磁理论、变压器的基本结构、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交流电机理论、感应电机的结构、同步电机的基

本结构、电机的温升和温升限值等。重在培养学生掌握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计算方法和一般运行

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后续电机设计奠定电机方面的专业基础。 

专业类课程《电机设计》培养学生掌握电机主要参数关系式、电机几何相似定律、电磁负荷选择、主要尺寸确定、系列电

机设计特点、磁路计算概述、空气隙及铁心齿部磁压降的计算、绕组电阻、电抗计算、漏电抗的计算及标幺值、发热计算及结

构设计、感应电机的电磁设计等。重在培养学生获得电机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其具备电机的初步设计能力,

具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及利用现代工具建立仿真等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1.3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企业实习采用校内和校外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习、实训,为学生提供参与工程实践的机会。 

1.3.1校内实习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每个学生必须参加的校内企业实习,见表 2。 

表 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生校内实习环节 

环

节

名

称 

内容要求与教学方式 

时间

及学

分要

求 

考核与成绩判

定方式 

形

成

的

结

果 



 

 4 

金

工

实

习 

教学内容:实习前的注意事项及安全教育;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车工加工;铣刨加工;

钳工;数控车削加工;数控铣削加工;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教学方式:主要以实践操作为主,

结合理论讲解及示范操作;各工种配有实习报告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不占用实习时

间),以巩固所学知识。 

2学

周 2

学分 

实习考勤 10%

实习操作及课

堂表现 30%实

习报告 60% 

实

习

报

告 

电

工

实

习 

教学内容:常用仪表的构造原理、使用维护方法;电气安装安全技术规程;电工工具的种类

及使用方法;常规导线的规格;常用电气设备的名称、种类、规格等。教学方式:主要以参

观实习为主,结合理论讲解及示范操作;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以巩固所学知识。 

2学

周 2

学分 

实习考勤 10%

实习操作及课

堂表现 30%实

习报告 60% 

实

习

报

告 

电

子

实

习 

教学内容:各常用电子元器件(如: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二极管、三极管)符号及

代号;电子元器件实物及其参数;常用电子元器件性能、特点及其在电子线路中的作用;电

烙铁的焊接要领;焊接、安装、调试等方面的要求与注意事项。教学方式:主要以实践操

作为主,结合理论讲解及示范操作;各流程配有相关操作手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以巩固

所学知识。 

1学

周 1

学分 

实习考勤 10%

实习操作及课

堂表现 30%实

习报告 60% 

实

习

报

告 

 

1.3.2校外实习 

学校创建了企业深度参与的多层次、多模块、柔性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学习方式—“分段递进”式培养方式,按照教育规

律,分阶段、分层次,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1 年的企业实习(企业专业实践、项目设计、

毕业设计)是我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在企业学习的 1年时间里,采用“轮岗制”和“项目制”培养方

式,分为轮岗实习、工程项目设计与工艺训练、毕业设计三个阶段。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由学校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共同

指导,完成轮岗实习、项目设计、毕业设计,并由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评定成绩,即实施“双导师制”。 

2 总结 

上述课程体系是湖南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2016 年制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安排。从 2014 年开始已经历

了五年的校企深度融合办学,已有五届卓越班学生采用“3+1”的模式,经过多年的运行,在进行了企业专家的建议以及应届毕业

生、校友和用人单位多方调查问卷反馈结果来看,总体效果较好,能够达到学生的毕业要求。在运行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

处,在新一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结合企业、行业需求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总体思想,将针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的不足进行修订,对课程体系进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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