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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in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ed person 

training,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engineering talen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fession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culture in 

Forestry University,and proposes the innovative ability can obtain through innovative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build a new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 and modes 

which carried by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reform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Furthermore,it is another way to culture innovative talents by training higher-Engineering 

teachers,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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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创新型

工程人才是高校教育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文章分析了林业类大学电子信息类专业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

创新能力培养应通过创新工程教育观念、构

建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建立人才培

养新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创新

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高水平工程

型师资队伍、建立科学的评价与激励机制等

途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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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1．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教育时代，

以前行业特色明显的一些高校（如：农林类、

石油类等）开始追求专业的全面覆盖，以吸

引更多的生源，其中的大部分学校都涉入到

所有的学科领域（如：有些学校还开设了体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ICAICTE 2014)

© 2014.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328



育等专业），然而，由于这些行业特色明显

的学校除了其本身的学科优势外，其他学科

缺乏应有的知识积累，大多数新涉入的学科

存在教学经验不足，培养模式陈旧，学生创

新能力缺乏等问题。文中将从学生的创新能

力培养角度出发，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

情况，对林业类高校所设电子信息类专业工

程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探究[1-2]。 

2．创新人才培养的意义 

    1）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直以来，我国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性国家”视作国家发展的战略核

心。创新能力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和

根本所在，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

国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等

政策来促进、保障创新人才的培养。 

2）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论、

轻实践；重分析、轻综合；重个体，轻协作；

重传统、轻创新等问题。创新人才的培养将

从根本上打破我国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为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根本性变革。 

3）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的需求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才，人

才的需求逐步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对高

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新、更广、更高的要

求。特别是我国工业界的产业转型、升级、

技术创新等都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因

此，面向经济建设，紧跟社会需求，立足于

大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等

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战略核心。 

4）学校自身发展以及参与教育国际化

竞争的需要 

改革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学生创新能

力的加强有助于提高大学教育的核心竞争

力，有助于产学研的结合，有助于大学参与

教育的国际化竞争。 

3．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的

现状 

1）缺乏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

模式 

通常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创

办时间不长，缺乏相应学科专业知识的历史

积淀，因而大部分学校的相关专业都借鉴其

他高校的教学模式，缺乏自身教育理念和教

学模式的创新。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面，注

重于知识的传授，轻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往往被忽视，形成

一种纸上谈兵式的尴尬教学模式。教学中的

主客体发生错位，学生的被沦为教学的客

体。教学中所有的教学材料（如：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教案等）都是从教师自身角度出

发进行编写，与学生实际情况的需求脱离严

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观性、刻板性以及

臆断性占主导地位[3]，学生处于被动的、

消极、盲目的学习状态，学习的主动性、积

极性不高，厌学、不学的现象严重，教学效

果差。 

2）课程结构及设置不合理，存在一定

的缺陷 

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课程结

构及设置基本上借鉴于其他的高校，课程结

构及设置紧紧围绕专业教学服务，从而造成

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设置单一、灵活性

不强，缺乏复合性和多样性，与现在学科发

展中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相违背。

课程设置中必修环节比重大，选修环节比重

少[4]；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存在重叠，课程

开设的衔接较差，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不

好。此外，课程设置中忽视人文与社会科学

的学习，学生的视野受到限制，阻碍了学生

创造力的发展。 

3）实验课程重视程度不够，实验内容

单一，学生自主性实验内容少 

由于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开

设时间不长，相应的实验课程的教学设备投

入不足，开设的实验课程比例不高，实验主

要以简单的验证性实验为主，实验内容单

一、知识陈旧[5]，学生自主设计性实验缺

乏，实验教学的本质上还是教师“帮着走”

的模式，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此

外，实验教学的手段落后，其教学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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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缺乏明确的教学计划，而且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应用不多，先进的虚拟实验教学

方法引进的程度不够。 

4）所设专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够紧

密，联系不深入，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企业

的需求 

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由于开设

时间不长，与开设相同专业的传统老牌学校

相比，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够，社会认可度

缺乏，因而相关企业寻求与学校合作的热情

不高，企业缺乏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

而造成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人才

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脱节，使相关专业的

人才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从而反过来又影

响企业与学校的联系与合作，陷入恶性循环

中。 

5）缺乏高水平、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

力的师资队伍 

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由于开设

时间不长，还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

力，再加上高校教师待遇偏低，有工程经历

的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育人工作，缺乏对优

秀人才的吸引力；而且由于是该类学校的新

型专业，学校的扶持力度不够，所制定的政

策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使优秀师资培养和

引进难道较大，师资的整体水平不高。此外，

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企业影响力

不够，很难与相关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双

师型[6]教师缺乏。 

4．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创新人才培养的

具体途径 

为改变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人

才培养的现状，提高该类专业学生的创新能

力，文中提出了以下的实施方案。 

1）创新人才[7-9]培养观念 

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培养的是

工程应用型技术人才，其培养方式应从传授

理论知识为主转变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

培养，改变教师教学中的主导地位，着力突

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突出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逐步将工程实践与理论教学相结合，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知道学有所用、学

能所用，从而真正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人才培养中，有意识的注重学生的创新能

力培养，教学中多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式，

最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模式。 

2）构建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 

在课程设置上，建立多学科、多方向的

选修课程组，提高学修课程比例，鼓励学生

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自主选课。在实验教学

方面，加大仪器设备等硬件平台的建设，更

新实验教学手段，压缩验证性实验的比例，

增加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的比重，使实

验教学真正做到为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服务。 

在考核方式方面，增加课程论文、专题

讲座等评价环节，逐步改变我国长久形成的

应试教育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力

和创造力。 

3）努力构建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企业的需

求，为改变电子信息类专业与相关企业联系

不足的局面，学校设置了专项资金，用于加

强与企业的合作。破除面子观念，从被动等

待企业联系的方式转变为主动出击，积极走

访用人单位，征询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信息，

共同构建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机制。高校与企

业共同设计培养目标[10]，制定培养计划，

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参与人才的培

养工作，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工程实

践能力，更好地满足企业的需求。 

建立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11-16]，将

学生的学习阶段划分为校内学习和企业实

习两个阶段，根据人才培养的具体需求，灵

活的采用“3+1”、“2+0.5+1+0.5”等多种

学习模式，实现校企的联合培养。 

4）建立长效的师资队伍培养机制 

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创新人才培养

的关键在于有一支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强的

师资队伍。为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可以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1）自我学习，自我提高。鼓励教师

深入工厂、企业参加项目开发，使教师由单

一的教学型向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化

的“双师型”目标转变。特别是对于新教师，

规定其必须进实验室工作一年，负责实验教

学指导、设备管理及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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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高校接收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和引进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不断提高整

个师资队伍的学历和职称结构，形成较为合

理的学缘结构及师资配置。  

（3）聘请部分企事业单位的技术骨干、

项目开发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4）加大对外交流。每年选派1～2名

教师到高校进修、培训或做访问学者等，以

提高学历和教育理论水平，学习新理论、新

技术等。  

（5）建立教师职称评审、晋级、转岗

等新机制。将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为教师考核

的关键性指标，谈化现有的以科研、论文为

主的评价体系，允许不再适合教学的教师转

岗聘用。 

（6）大幅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和课时

酬金，增强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充分调

动教师学习、进步的热情。 

5．结束语 

随着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发展战略的制定，信息产业

列为未来5年率先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信息产业将作为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

主力军。信息产业的发展关键要靠高素质的

信息类创新人才。 

对于林业类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而言，

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专业的发展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机遇，但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

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林业类高校必

须长期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任务。林业类高校

电子信息类专业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过

程中应将创新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始终，融

传授知识、素质培养、创新教育为一体，建

立有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新的机制和完

善的培养体系，这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培养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建

立现代化创新型的工业强国具有重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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