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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另一方面应注

重培养学生的双创能力，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并真正适应“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成为复合型

人才，从而推动高职院校综合教学能力向前发展。文章重点从构建双创课程体系的意义、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教

学现状、具体教学策略三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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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system,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overall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really adapt to the policy

of "public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become compound tal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teaching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higher vocationa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jor, and the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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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高职院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教

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提升学生

的理论知识，增强专业技能，其他方面较为薄弱，

导致学生并未真正获得综合素养的培养以及双创

能力的提升。原因在于，部分教师一方面并未认识

到构建双创课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未认识到现

阶段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教学出现的问题。对

此，高职教师应注重从问题入手，探究相应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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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1 构建双创课程体系的重要意义
1.1 适应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

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

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和模式。大学生是

具有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群体之一，高等学校需重

视学生的自主创业能力培养，真正践行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方针。为此，教师应从高职电子信息基础

专业课程教学以及其他方面深入地思考，进行相

应的教学改革，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促进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增强高职院校的双创教学能

力，培养适应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高素质人才。

1.2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代大学生既具有个性强、思维独立、自主性

强的特点，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道德感，

还具有可塑性强的特质。通过构建高职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专业下的双创课程，教师可让学生在具

体的知识学习过程中，锻炼相应的创新精神、探索

意识以及创造能力，使他们在学习中获得综合素

质的提升，增强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达到全面

发展。

1.3 符合新职业的要求

2021年，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
技术人员、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3个国家职业技术
技能标准目录出台，旨在推动我国在区块链、大数

据以及智能制造三个方向的发展。通过构建高职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双创课程，教师可真正以

新职业要求为标准，完善本专业的教学活动，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1]。

2 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教学现状
2.1 忽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主要从教学内容的精准

性、联系性以及实用性三个角度入手。在教学内容

的精准性这方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涉及的

内容较多，且有些内容具有较强的难度（比如数字

电子、通信知识等）。基于此种状况，部分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电子信

息工程内容的授课，让学生对此专业的知识有一

个整体性的认知，从而导致，现阶段的专业授课缺

乏相应的精准性。在教学内容的联系性方面，部分

教师并不注重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往往

采用“孤岛式”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的思维出现

严重的单一化，不利于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实

用性方面，一些教师，往往讲授的理论知识重点不

突出，缺乏实用性，导致学生无法在课程知识的学

习中获得专业素质的提升，以及双创思维的形成。

2.2 学生的实践机会有限

通过设置相应的实践课程，教师一方面可以

让学生通过实践夯实对相应理论知识的认知，另

一方面可让学生结合具体的实践性问题从不同的

角度探究相应问题的解决方法，使他们跳出课本

内容的束缚，增强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然而，在

实际的课程教学过程中，部分高校教师仍旧沿用

传统的授课方式，即只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相应课

程的教学，并不注重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空间

和时间，导致学生无法获得相应实践能力的锻炼，

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双创能力便成为空谈

了。为此，高职院校的教师需要注重实践教学，并

在条件允许的状况下，设置多种形式的实践方式，

为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条件[2]。

3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专业双创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主要由特定的课程观、课程目标、课

程内容、课程结构和课程活动方式所组成[3]。本文

主要从课程观、课程活动形式、课程目标等方面

论述。

3.1 树立科学的课程观，促进学生双创思维的形成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涉及的内容较多，在

进行专业授课过程中，教师需树立科学的课程观

念：第一，细化内容。教师深入了解教学的内容，并

将教学内容进行细化。第二，协商交流。教师可和

本专业的其他教师进行协商，制定具有指向性的

授课内容。第三，尊重学生。教师可让学生自由选

择相应的内容，使他们从个人的兴趣以及学习能

力出发进行相应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知识的学

习。与此同时，教师需要建立专业各个知识点的连

接，并通过让学生练习综合性理论试题以及实践

试题的方式，锻炼他们的知识掌握能力，让学生真

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科学的知识

体系，为增强他们的创新思维创造条件。第四，注

重融入。教师需有意识地加入相应的创业知识，比

如在电子信息领域成功创业者的相关知识，以及

该行业的企业管理知识等，真正在拓展学生学习

视野的同时，让他们掌握更多的创业知识，形成基

础性创业思维。通过树立科学的课程观，教师让双

创课程建设更具有科学性[4]。

3.2 以课程教学形式为依据，设置双创教学基地

为了让学生获得专业能力的提升，促进双创

思维的形成，教师以课程教学形式为依据设置相

应的双创基地，学生在双创基地的实训过程中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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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更多的创业知识，提升综合素质，从而成为高素

质的复合型人才。

3.2.1 注重与创新型电子企业合作，促进学生创新
思维的形成

学校可结合本校的发展状况，在政府的牵线

搭桥下，与电子企业进行合作，并注重构建相应的

实训基地，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训条件，让他们在

实训过程中综合运用电子信息技术知识，比如电

子与通信技术知识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打破

传统思维，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5]。

3.2.2 构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受到创
业氛围的熏陶

除了建设相应的基地外，高职院校需要真正

从教师的教学入手，借助企业的力量，构建相应的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过

程中掌握更多的关于企业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

的是，高职院校可邀请创新型企业的专业技术人

员，参与到具体的实训过程中，真正让学生在与本

专业相关的创业人员的接触中，了解更多的电子

信息技术应用知识以及创业知识，让学生受到创

业氛围的熏陶，促进他们双创思维的形成。

3.2.3 构建实训模式，夯实学生的创新知识基础
在具体的实训过程中，高职院校教师可结合

本校实际设置相应的实训模式，真正让不同年级

的学生掌握相应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促进

核心素养的形成，增强学生的双创能力。在具体的

执行过程中，教师可借鉴如下几方面：一，对于初

入学校的学生而言，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

实习实训基地参观，并组织必要的讲座，让学生真

正了解本校的实习实训基地，比如实训的内容以

及相应的设备等，让学生对实习实训基地形成一

个整体性的认知。二，对于具备一些理论知识基础

的学生，教师可设置相应的实训课程，让学生在实

训的过程中更为扎实地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与

此同时，教师可设置一些综合性问题，让学生在实

训的过程中从多元的角度解决此项问题，使他们

对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知识进行综合运用，并

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知识体系，

为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4]。

3.3 构建多元课程活动方式，为学生营造创新思维

课堂

在培养学生双创思维、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

形成过程中，教师除了进行相应课程内容的设置

外，可引入多种授课方式，真正构建多种课程活动

方式，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促进他们双

创思维的形成。

3.3.1 使用任务驱动法，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
本文中的任务驱动是指目标任务驱动。教师

在运用这种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可将一个大目标

化解为相应小目标，并在小目标中渗透相应的电

子信息工程技术知识，让学生使用专业知识，进行

实际问题的解决，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更为重要

的是，为了让学生跳出个人的思维定势，教师可引

入合作教学模式，侧重为每一位学生设置任务，让

他们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掀起头脑风暴，激发学

生的灵感，增强他们的思维创造力。以单片机原理

及应用课程为例，在开展此部分内容的授课过程

中，教师将大的教学目标分解为小的教学目标，比

如分解成“电子广告牌设计”“交通灯设计”等，让

学生结合问题进行针对性地问题探究，使他们在

交流的过程中，从更为多元的角度探究问题的答

案，为增强学生的创造思维提供条件。

3.3.2 开展实例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实例教学，教师可让学生运用多种方法

解决同一问题，增强学生思维的发散性，让他们通

过举一反三的方式掌握相应的知识。以“C语言程
序设计”教学为例，教师可应用相应的实例开展此

部分内容的授课，并让学生在知识的学习中进行

相应的操作，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更为重要

的是，教师设置具有综合性的问题，让学生从不同

的角度探究问题的解决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

3.3.3 使用模拟软件，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
教师可运用相应的模拟软件，让学生扮演不

同的角色，并以创业者的角度进行问题的分析，促

进学生正确创业观念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在模

拟角色扮演后，教师可结合学生的表现进行相应

创业理论知识的渗透，让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创业

理论知识学习，促进他们创业思维的形成。

3.4 合理调整课程目标，促进学生双创思维的形成

3.4.1 调整理论与实践比例，为双创实践奠定理论
基础

教师可弱化理论知识教学，强化电子信息课

程实践教学。在实际的课程内容设置中，教师需注

重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并在具体的实践过

程中适时地融入相应的理论知识，让学生获得实

践能力和理论知识掌握能力的双重提升，为双创

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3.4.2 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为双创实践奠定基础
为了培养学生专业能力，教师将原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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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工、模电”综合成一门学科，即“电子与电工

技术”，并增加相应的实训课程，比如“电子产品调

试与维修”“电子基本技能训练”等，让学生在具体

的实践过程中掌握必备的技能，比如维修能力、焊

接能力、调试能力等，为参与双创活动奠定实践

基础。

3.4.3 引入新型课程，为双创思维创造条件
教师注重引入新型课程。教师结合时代发展

的趋势，引入“互联网+”相关的内容，即开展嵌入
式的课程，比如“嵌入式系统设计”“Java编程”等，
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为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提

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在此之后，教师针对核心课程

适时地融入其他的课程内容，比如“电子产品设计

与制版实训”“嵌入式电子场频设计与制作综合实

训”等课程，让学生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综合

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从学生的核心素养

入手，另一方面需注重增强学生的双创能力，并在

此过程中灵活地进行相应课程内容和方式的设

置，为学生搭建具有实操性的课程体系，让他们在

实训过程中获得综合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双创

思维以及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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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智能变电站的安全可靠运行。同时该系统采

用模块化设计，便于二次开发，可推广应用于建

筑、风电、移动通信设备、气象等方面，为其提供实

时监测数据。

4 结论
输电线路智能雷电监测系统可及时判断输电

线路故障，实时信息监控性能完善，通过智能监

控，可提前预测误差，提出事故预警方案，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雷电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不

良社会影响，为实现雷电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提供

依据，有助于推动输电线路安全建设，促进我国智

能电网建设，提高电网经济效益，创造较高的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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