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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凉山州境内大量水电站的修建和

攀枝花钢铁第二基地在西昌的建立，将需要大量的

应用型高级电气工程技术人才。我院地处四川省

凉山州西昌市，使得我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

建立具有了地域和区域的优越性。针对这个优越

性，以及对从前西昌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

业生的就业单位的调研情况的反映，并且借鉴兄弟

院校成功的教学实践经验，明确了我院电气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为达到这

个培养目标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1 实践教学体系建立的目标及基本要求
1.1 目标

实践教学体系建立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电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继电保护及自动化、电气技术、

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素质、专业基本知识

和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

业生能在电力部门、科研院所、国民经济管理部门、

工矿企业等单位从事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

与维护、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信息处理、实验

分析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应用等工作一线的应用型

高级技术人才。

1.2 要求

根据专业培养的目标，本专业学生必须具有以

下能力：

1.2.1 具有较扎实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具有良

好的人文社会和管理科学基础及外语综合能力。

1.2.2 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必需的较宽的技术基

础理论知识，主要包括电工理论、电子技术、信息处

理、控制理论、计算机软硬件基本原理与应用等。

1.2.3 获得较好的工程实践训练，具有较熟练的计算

机应用能力。

1.2.4 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

1.2.5 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具备一定的科学研

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的实际工作能力。

2 实验、实践教学的安排
通过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要求的分

析，并考虑学院所在地区大量水电站的修建及工业

园区的兴建对电气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对西昌学

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几经修

改，最后的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的课程安排如下：

大学一年级除了公共实验课以外，专业实践课

有大学物理实验、电路原理实验；大学二年级的实

验、实践课程有：电路原理实验、计算机辅助设计上

机练习、数字电子技术实验、电机实验；大学三年级

的实验、实践课程有：PLC实验、PLC设计、微机原理

实验、运动技术设计系统、继电保护课程设计、发电

厂实习、单片机控制实验、专业英语读写训练、数值

计算方法上机实验、项目管理案列分析、自动检测

技术设计；大学四年级的实验、实践课程有：变电站

（所）实习、生产实习、计算机仿真技术上机练习、电

力市场调查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3 科学合理性的分析
3.1 形成模块化、系统化的教学体系

整个教学体系分为三个模块，为公共实践必修

课、专业实践必修课、专业实践选修课。这三个模

块之间相互联系，应用于某个学科方向或学科方向

的分支形成体系和系统，使实践教学的内容从相对

独立到学科融合，使学生从单门课程、系列课程到

专业方向的实验，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由面建体，

逐步的、分层次的、全方位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意

识[1]。如学生将专业实践必修课中的数电模电与专

业实践必修课中的单片机和自动检测技术这几门

课程相互联系起来就能向计算机控制技术发展。

3.2 分层次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一年级为公共基础实验训练阶段,如外语视听、

计算机上机、体育、社会实践等，还有专业实践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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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是对

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重要基础。二年级

为专业基础或专业技术基础实验训练阶段，如模

拟电子技术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这些实验使

学生掌握了基本电路参数测量方法，常用电子仪

器使用方法以及中、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使用方

法。三年级为学科专业主修及专题设计性实践训

练阶段，如PLC实验和设计，继电保护课程设计，

同时还安排学生到发电厂实习，使学生进一步了

解、熟悉专业知识及其在发电厂的应用，培养学生

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使学生树立专业思想。四

年级为专业综合能力，安排学生毕业实习，将前三

年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将各门课程相结

合最后进行毕业设计。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 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和综合应用素

质。各教学层次均有课程实验教学，实践教学环

节从基础到专业、自底向上可形成体系，从单一实

验到综合实践环节，分模块、成系统的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使学生从进校开始就接受由易到难、由

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实践训练[1]。

3.3 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

在教学计划的编制中，落实《西昌学院本科学

分制实施办法》中实践教学模块学分不低于三分之

一的总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达到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

型高级技术人才。

表1 实践教学占总学分的比列

3.4 其他

强弱电结合能,强电包括了电机、继电器等，弱

电包括了单片机、自动检测技术等，他们的结合能

向控制方向发展；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结合向电力

电子方面发展；软件与硬件结合；元件与系统相结

合。专业宽, 既具有电气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又有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 可以使学生受到电工电子、信息控制及计算

机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2]。

4 结束语
新的实践教学体系，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对实验设备仪器的应用能力，加强了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专业毕业生的实践技能训练，培养出了生产第

一线的应用型高级电气工程技术人才受到地方各

个企业的欢迎。使得本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得到

提高，就业形势很好。同时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

社会经济对人才培养又将提出更新的挑战和更高

的要求，我们将会对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实践

教学体系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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