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 

二、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三、学制  

基本修业年限三年 

四、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与深圳瑞谱斯科技有限公司（住校企业）、四川品胜电子有限公司、英特尔

产品（成都）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面向智能交通或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对接电子信

息产业，服务于设计、制造、销售、维修维护、系统集成领域，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具备电子信息技术行业人员必备理论基础，能运用相关专业软件和仪器仪表，

能胜任电子产品开发、生产、安装与调试、检测与维护、生产管理、售前售后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校内培养目标为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员、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

技术支持助理工程师，职业发展目标为生产经理、工艺工程师、电子设计工程师、技术

支持工程师。  

（二）培养规格 

1．专业基础、专业技能与工作能力要求 

（1）具备语言文字、数理逻辑、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能力，能利用计算

机按规范编制专业技术文档。 

（2）认识常用电子元器件符号，能阅读电子工程图，例如电路原理图、接线图、

流程图、印制板图、逻辑图等。 

（3）具备手工焊接、拆焊能力，能使用常用的电子仪器仪表与工具，具备智能电

子设备的安装、检测和调试能力。 

（4）具有电子元器件的选购与使用、单片机应用、电路设计等知识，具备模电、



 

数电、测试测量仪器的使用能力、具备电路综合设计能力，包括硬件电路的设计、C语

言程序阅读、软件编程等方面的内容。 

（5）能熟练应用专业软件进行电路辅助分析与设计。 

（6）具有电子产品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知识，能够按照标准编写生产工艺单；具

有SMT基础技术及生产流程知识，知道SMT设备基本性能，具有SMT设备应用能力，具有

一般性解决SMT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 

（7）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具有较好的自学能力。 

2．学分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28学分，专业课程106学分，全院任选课程6

学分。 

3．证书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考取中国电子学会部门颁发的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

SMT 助理工程师、嵌入式助理工程师等技能证书及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维修电

工等职业资格证书，相关证书与就业岗位对应表参见表 1。 

表 1 证书与就业岗位对应表 

序号 就业岗位 证书 备注 

1 技术支持助理工程师 维修电工（中、高级） 人社部 

2 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 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 中国电子学会 

3 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员 SMT助理工程师 中国电子学会 

4 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 嵌入式助理工程师 中国电子学会 

五、专业课程体系  

（一）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1．基于“双平台、双主线”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课程设计 

 “双平台”——即基础理论平台和专业技术平台。基础理论平台增强支撑职业能

力的理论课程设置，打牢持续发展基础。专业技术平台对接岗位需求，强调学练内容及

时更新。 

“双主线”——即课程学习主线和项目训练主线。课程学习主线增加关键理论课程



 

的课时，以“引导式”教学方法为主，采用“理实一体”和“专周实训”的组织模式解

决理论学习难和综合性实践难开展的问题。项目训练强调三年训练连贯，以校内外各级

技能竞赛的推进方式，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职业能力。 

2．课程体系建构基于岗位需求 

课程体系设计以电子设计、电子产品生产、技术支持等岗位的知识能力需求为依据，

运用“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开发理论，吸收知名院校课程建设经验，在岗位能力调查、

新生调查和实践专家访谈会的基础上，重构课程体系，建立基于电子行业从业人员岗位

需求的专业课程体系，解决了学生学习、训练与工作岗位需求脱节等问题。 

3．课程逻辑基于学生学习与成长规律 

围绕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夯实专业理论基础，将职业资格证书融入课程体系，注

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系统设计了符合学生学习与成长规律的课程结构。其中，第一

学年注重学生专业基础能力培养，注重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数理逻辑、电路分析等方

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第二学年注重学生专业能力训练，

使学生具备选择电子元件进行智能产品设计、安装、测试和维护的专业技能，加强专业

实践性课程，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第三学年注重学生职业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学生深入校内驻校企业和合作企业，全面学习电子工程知识与行业技术规范，逐

步养成符合岗位需求的职业素养。 

（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分析 

依据多年毕业生就业数据及相关市场调查分析数据，经专业委员会评议审定，本专

业人才培养定位是在电子信息产业的设计、制造、销售、维修维护、系统集成领域，面

向电子产品制造、电子产品设计、电子通信类产品销售及集成等企业从事相关工作，成

为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员、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技术支持助理工程师等。各岗位应具备

的核心职业岗位能力和课程对应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职业岗位能力及课程对应表 

职业岗位 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能力 课程名称 

电子产品生产

技术员 

 电子产品组装 

 现场管理 

 元件选型测试 

 电路板系统测试 

 SMT生产工艺 

 生产线维护 

能够组装、调

试电子产品，能够

按照标准编写生

产工艺单； SMT设

备应用能力，一般

性解决 SMT生产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

的能力，具有一定

项目管理能力和

管理实践经验，能

解决生产线出现

的简单问题 

电子电路 CAD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实训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实训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 

SMT工艺与管理 

SMB设计与实践 

职业资格考证实训（维修电

工） 

SMT设备操作与维护 

PLC应用技术 

技术支持助理

工程师 

 电子设备测试； 

 使用专用电子测量仪表

及工具完成系统维护； 

 阅读、填写相应的技术文

档 

能够使用专

用仪器工具对产

品进行功能测试

和维护，能够填写

电子产品测试单

和调试分析报告。 

电路分析基础 

RFID与数据库应用技术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 

电子设计助理

工程师 

 认识典型电子线路 

 根据客户要求完成电子

产品智能控制要求； 

 绘制电路原理图； 

 编制控制程序；  

 编制智能产品测试报告。  

能处理常见的产

品问题、能够对公

司开发的智能产

品进行调试与维

护，可设计简单的

电子产品。  

C语言程序设计 

单片机应用技术 

单片机应用技术实训 

交通电子产品设计与实现 

CPLD/FPGA技术应用 

嵌入式技术应用 

毕业设计 

（三）课程逻辑关系图 

通过对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的归并、梳理，确定岗位的高职课程体系结构，确定电

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之间的前后和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 



 

第
1
学
年

电子电路 CAD

技术
C语言程序设计

第
2
学
年

单片机应用

技术与实训

RFID与数据库

应用技术

传感器技术

与应用

PLC应用技术与实

训

交通电子产品

设计与实现

毕业设计
第
3
学
年

企业顶岗实习

智能交通技术

应用

职业资格考

证实训

专业综合能力

训练

数字电子技术

与实训

模拟电子技术与实训

CPLD/FPGA
技术应用

电路分析基础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

SMT工艺

与管理

SMT设计

与实践

SMT设备操

作与维护

嵌入式技术

应用

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员技术支持助理工程师电子技术设计助理工程师

 

图 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逻辑关系图 

（四）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1.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本专业开设核心课程情况如表3所示。 

表 3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总学

时数 
备注 

1 

SMT

工艺

与管

理 

学生具备 SMB 设计

与制造、焊锡膏印刷、

表面组装涂敷与贴装技

术、表面组装焊接工艺、

SMA清洗工艺、SMT检测

学习 SMT概论，表面组

装元器件 SMC/SMD，表面组

装基板材料与工艺材料，表

面组装涂敷与贴片技术，表

面组装焊接及返修工艺，表

64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总学

时数 
备注 

工艺、SMT返修以及 SMT

生产线与产品质量管理

等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

技能。 

面组装清洗及检测工艺，工

艺文件编制，SMT 生产与管

理等。 

2 

RFID

与数

据库

应用

技术 

学生能应具备以下

能力：1.合理选取设

备;2.安装调试设备;3.

设计接口程序;4.开发

设计基于 RFID 的小型

应用系统  

学习 RFID基础知识，

RFID系统的工作原理，RFID

系统体系和标准，RFID系统

的实践策略与方法，RFID系

统的优化，RFID系统的安全

课题与对策，RFID典型应用

仿真，数据库基础知识，基

于 RFID的小型应用系统设

计与开发等。 

96  

3 

CPLD

/FPG

A技

术应

用 

学生具备 FPGA硬

件设计与实践操作技能 

学习 FPGA/CPLD概述，

VHDL编程基础，FPGA/CPLD

的开发环境，组合电路的

VHDL设计，时序电路的VHDL

设计，VHDL有限状态机设计，

FPGA基本外围电路的设计，

FPGA的工程应用等。 

96 

 

4 

传感

器技

术与

应用 

学生初步掌握传统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结

构、性能和应用，了解

新型传感器。了解传感

器的分类和特性指标；

掌握基本应用实例的电

路及分析。学生能进行

常见传感器应用和组网。 

学习传感器概述，温度

传感器，力传感器，光电式

传感器，图像传感器，霍尔

传感器及其他磁传感器，位

移传感器，气体和湿度传感

器，几种新型传感器，智能

传感器，无线传感网络的概

念、通信技术与通信协议，

无线传感网的主要支撑技

术，无线传感网组网实例等。 

96 

 

5 

交通

电子

产品

设计

与实

现 

掌握电子信息技术

在交通电子产品的的应

用实现，单片机和上位

机的系统集成，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和新产品设计开发、

检测、调试能力 

学习单片机及控制系

统概述，单片机串口通信概

述，单个单片机和 PC 串口

通信，多个单片机和 PC 串

口的通信，联网型交通灯系

统分析与设计，机床集成控

制系统设计与实现等。 

96 

 

6 

SMB

设计

与实

践 

利用电子CAD软件，

应用 SMB设计规范、知

识，设计出符合工艺要

求的 SMB 

学习USB转接口电路板

设计，STM32 最小系统电路

板设计，4 层高速 U 盘电路

板设计，电动车遥控器电路

板设计，电源电路板设计，

模数混合电路设计等。 

64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总学

时数 
备注 

7 

SMT

设备

操作

与维

护 

学生具备应用电子

专业从事各类电子产品

制造、检测以及 SMT生

产设备印刷机、贴片机、

回流焊等设备的使用、

保养、维护等表面组装

技术岗位所需的理论与

实践知识、实际生产能

力 

学习SMT设备运行前准

备，锡膏印刷机的运行维护

保养，贴片机的运行维护保

养，回流焊的运行维护保养

等。 

64 

 

2.主要实训项目 

本专业主要实训项目如表 4所示。 

表 4 主要训练项目 

序 

号 

项目 

名称 

训练 

目标 
训练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1 

电子

元器

件识

别与

检测 

    认识常用元器件，

能用万用表进行常规

检测 

完成常见元器件识别，使用万用表进行元器

件检测等。 

16  

2 
焊接

练习 

正确规范使用手

工焊接工具，完成高质

量焊接 

完成 TH 元件焊接，SMD 焊接，无线门铃装

配等。 6  

3 

电子

电路

CAD  

能利用CAD软件进

行电子电路设计与分

析 

完成原理图设计，层次电路原理图设计，单

面 PCB设计，双面 PCB设计，4层 PCB设计，多

通道设计，信号完整性分析等。 

64  

4 

功率

放大

器设

计与

制作 

能设计和制作功

率放大器 

完成功率放大器设计，功率放大器电路板装

配、调试，技术文档编制等。 

16 
专

周 

5 

抢答

器和

数字

钟设

计与

制作 

能利用分立元件

设计和制作抢答器和

数字钟 

完成电路设计，电路板装配、调试，技术文

档编制等。 

16 
专

周 

6 

多功

能数

字设

计与

制作 

能利用单片机为

核心元件，设计和制作

数字钟 

完成电路设计、电路板制作，程序编制与调

试，电路板装配、调试，软硬件联调，技术文档

编制等。 32 
专

周 

7 

西门

子

PLC

能完成PLC基本应

用 

完成程序仿真与调试，程序下载，应用实现

等。 32  



 

序 

号 

项目 

名称 

训练 

目标 
训练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应用 

8 

SMT

工艺

实践 

知道SMT工艺的关

键点，能利用工艺知识

进行文件编制 

完成 SMT工厂见习及 SMT工艺文件编制。 

8  

9 

RFID

技术

应用 

能搞清楚 RFID 技

术的工作原理、体系结

构，能进行小型应用软

件的开发 

完成 RFID 读取实验，典型应用系统仿真，

停车场数据库管理系统基本功能开发等。 
48  

10 
FPGA

开发 

能进行 FPGA 芯片

利用和开发 

完成基础应用电路开发和综合应用电路开

发。 
48  

11 

传感

器应

用和

组网 

能对常见传感器

进行应用 

完成热电偶应用，温度传感器应用，湿度传

感器应用，光敏传感器应用，力敏传感器应用， 

无线传感网组网等。 
32  

12 

机床

集中

自动

控制

系统

设计

与实

现 

能进行机床集中

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与

实现 

完成上位机开发和下位机开发 

64  

13 

SMB

设计

与实

践 

利用电子CAD软件，

应用 SMB设计规范、知

识，设计出符合工艺要

求的 SMB 

完成 USB转接口电路板设计，STM32最小系

统电路板设计，4层高速 U盘电路板设计，电动

车遥控器电路板设计，电源电路板设计，模数混

合电路设计等。 

64  

14 
维修

电工 

取得维修电工（中

级）职业资格证 

学习电工基础，电机控制电路实现，故障分

析与排除等。 
32 

专

周 

15 

SMT

设备

操作

与维

护 

能操作、保养、维

护 SMT设备 

完成 SMT设备运行前准备，锡膏印刷机的运

行维护保养，贴片机的运行维护保养，回流焊的

运行维护保养等。 32  

16 

专业

综合

能力

训练 

专业知识和能力

综合应用，明确对专业

就业岗位的认识，提升

面试、就是能力等 

完成某智能交通电子产品设计、制造、应用、

维护流程分析，专业岗位调研分析、讨论，交通

电子产品实现，专业就业能力提升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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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程安排  

   

1 2 3 4 5 6 理论 实践
理实

一体

1 030001001 必修 入学教育 16 1 16 1周
2 030001002 必修 国防教育（含军训） 16 1 16 2周
3 030001003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12 4

4 030001004 必修 职业素养教育 16 1 16

5 030001005 必修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16 1 16

6 030001006 必修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16 1 16

7 020003001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8 3 48

8 020003002 必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48 3 48

9 020001003 必修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 16 1 16 1周
10 020000004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1 4

11 020000005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2 4

12 020000006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3 4

13 020001007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4 4

14 010002001 必修 体育1 32 2 32

15 010002002 必修 体育2 32 2 32

16 010002003 必修 大学英语1 32 2 16 16

17 010002004 必修 大学英语2 32 2 16 16

18 130002000 必修 计算机文化基础 32 2 16 16

19 010004005 必修 高等数学A

20 010004006 必修 高等数学B

21 选修 全院任选课 6 96
34

260 132 20 20 96 16 396 148

22 130202001 必修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 32 2 32 2周

23 130006009 必修 电路分析基础 96 6 64 32

24 130004006 必修 C语言程序设计 64 4 64

25 130006010 必修 模拟电子技术 96 6 64 32

26 130002022 必修 模拟电子技术实训 32 2 32 2周

27 130204002 必修 电子电路CAD技术 64 4 32 32

28 130006011 必修 数字电子技术 96 6 64 32

29 130001023 必修 数字电子技术实训 16 1 16 1周

30 130004014 必修 PLC应用技术 64 4 32 32

31 130201003 必修 PLC应用技术实训 16 1 16 1周

32 130006013 必修 单片机应用技术 96 6 64 32

33 130002018 必修 单片机应用技术实训 32 2 32 2周
44

128 256 192 128 0 0 320 320 64

34 130204004 必修 SMT工艺与管理 64 4 56 8

35 130206005 必修 RFID与数据库应用技术 96 6 48 16 32

36 130204006 必修 SMB设计与实践 64 4 64

37 130204007 必修 SMT设备操作与维护 64 4 32 32

38 130206008 必修 CPLD/FPGA技术应用 96 6 32 32 32

39 130206009 必修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96 6 64 32

40 130202010 必修 职业资格考证实训 32 2 32 2周
41 130206011 必修 交通电子产品设计与实现 96 6 16 80

42 130204012 必修 嵌入式技术应用 64 4 32 32

43 130204013 必修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 64 4 48 16

44 130202014 必修 专业综合能力训练 32 2 32 2周
45 130006001 必修 毕业设计（论文） 96 6 96 6周
46 130008002 必修 顶岗实习 128 8 128 16周

62
0 0 224 288 256 224 328 424 240

140
388 388 436 436 352 240 1044 892 30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实施计划

学期 /阶段总学时安排 理论实践学时分配

公共课程总学分

学分

1

课程

说明

64 4
分类教学，

二选一
64

16

96

学分小计
学时小计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

性质
课  程  名  称

公共课程总学时

专业基础课程总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总学时

专业核心课程总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总学时

 

 

 



 

七、组织与实施 

（一）教学组织与实施 

1．课堂教学组织与实施模式 

基于理实一体，课堂教学推行“理论学习+实践训练+交流研讨+理论巩固”的分组

交替的组织模式，既保证学练结合，确保了知识迁移能力和经验概括能力的综合培养，

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2．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BOPPPS六步教学法、基于榜样的MCLA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3．实践项目教学 

按照教学规律与生产规律，安排在真实工作环境中按照实际工作要求，采用“理实

一体”和“专周实训”的组织模式开展实践项目教学，项目经理、生产厂长、测试工程

师、维护工程师等企业专家应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并承担相应教学任务。 

4．课后巩固组织 

学生课后主要通过自习使用QQ群、网络课程等完成课后学习巩固，通过组建学生兴

趣小组（电子协会）、组织参与校内外专业竞赛等方式实施课堂外的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以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 

（二）教学评价措施 

在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中，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笔试、项目考核）及企业评价

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评价，如表5所示。每门课程根据课程情况制定各项

考核内容的比例，具体评价方式和标准参照相关课程标准。 

表 5 课程评价方式表 

课程类型 建议考核评价方式 

公共基础能力培养课程 考试 

专业能力培养课程 项目考核、考试 

八、保障与措施 



 

（一）教学团队保障 

1．校内教师 

本专业实施人才培养的校内教师9人，其中专业带头人1名，副教授1人，硕士6人，

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 

2．兼职教师 

现有企业稳定兼职教师5人，外校优秀教师2人。企业兼职教师均为本专业校企合作

单位的生产厂长、维护工程师、设计工程师等，都具有丰富的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生

产制造、维护维修、系统集成等经验，了解企业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相应岗位对技能的

要求。 

（二）课程资源保障 

为保障专业资源共享，专业开展网络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工作，在现有教学资源

平台上，每年度更新课程资源内容，并遴选符合当前市场需求、准备充分、资源质量较

高课程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促进专业内涵持续发展。现有精品资

源课程资源表如表6所示。 

表 6 专业精品课程资源表 

序号 精品课程资源名称 

1 单片机技术（四川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2 数字电子技术（四川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九、建议与说明 

（一）课程变更与置换说明 

对照 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本版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上做出了一定调整，具

体情况参见表 7课程变更对照表，原培养方案中变更课程与本版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课进

行相应置换，具体情况参见表 8课程置换对照表。 

表 7 课程变更对照表 

2014版 2016版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调课情

况（新增

/更名/

删除） 

变更 

原因 

1 1200360 电子产品组装实训 130202001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 更名 更 能 反



 

2014版 2016版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调课情

况（新增

/更名/

删除） 

变更 

原因 

应 教 学

内容 

2 1200090 电路分析基础 130206002 电路分析基础 

学分由

8分调整

为 6分 

够用 

3 2500571 数字电子技术实训 130201008 数字电子技术实训 

学分由

2分调整

为 1分 

够用 

4   130201010 PLC应用技术实训 新增 
适 应 行

业需求 

5 2500572 SMT工艺与管理 130204013 SMT工艺与管理 

学分由

6分调整

为 4分 

够用 

6 2500573 RFID技术与应用 130206014 RFID与数据库应用技术 

学分由

4分调整

为 6分 

适 应 岗

位需求 

7 2500577 SMB设计与制作 130204015 SMB设计与实践 更名 

更 能 反

应 教 学

内容 

8 2500575 智能系统设计与实现 130206020 
交通电子产品设计与实

现 
更名 

更 能 反

应 教 学

内容 

9 2500581 ARM/DSP技术应用 130204021 嵌入式技术应用 

更名，学

分 由 6

分 调 整

为 4分 

更 能 反

应 教 学

内容 

10 2500579 交通机电设备检测 130204022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 更名 

更 能 反

应 教 学

内容 

11   130202023 专业综合能力训练 新增 
适 应 岗

位需求 

 

表 8 课程置换对照表 

用于置换课程（2016 版） 
序

号 

课程代码 

（2014 版） 

课程名称 

（2014 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1 1200360 电子产品组装实训 130202001 电子工艺基础实训 



 

130206002 电路分析基础 

2 1200090 电路分析基础 

130202023 专业综合能力训练 

130201008 数字电子技术实训 

3 2500571 数字电子技术实训 

130201010 PLC应用技术实训 

4 2500572 SMT工艺与管理 130204013 SMT工艺与管理 

5 2500573 RFID技术与应用 130206014 
RFID与数据库应用技

术 

6 2500577 SMB设计与制作 130204015 SMB设计与实践 

7 2500575 智能系统设计与实现 130206020 
交通电子产品设计与实

现 

8 2500581 ARM/DSP技术应用 130204021 嵌入式技术应用 

9 2500579 交通机电设备检测 130204022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 

（二）其他说明                                                      

1.本方案按照专业发展规划与行业技术发展规律，每年度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每

三年修订一次课程体系，修订依据为年度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教学质量评估报告及

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纪要。 

2.为保障方案的持续性与科学性，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按照《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办法》（川交职院函办〔2014〕45号）有关规定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