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注重科研促进教学

经过多年的发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所在的电信工程系，教师能

及时主动地将科研成果融汇于教材编写、毕业设计选题、学生实验等方面，

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对工程问题的感知、感悟能力，启发了学生的

创新意识。

（3）树立开放的办学理念，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近年来，学院高度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渠

道。自 2015 年以来，学院与 87家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为适应国内客

运专线不断建设发展的形势，学院积极聘请铁道部客运专线供电领域的专家

为师生讲授新技术。

（4）毕业生素质高，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本专业生源优良，毕业生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吃苦耐劳、动手能力

强，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和较高的社会声誉。

近三年来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获国家奖学金 2人次，获院级

三好学生 86 人次，获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42 人次；部分学生考取了“211”

院校的研究生；国家英语四级通过率平均在 60%以上，获大学生英语竞赛三

等奖学生 127 人次，获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学生 37 人次；获得国家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甘肃赛区二等奖，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甘肃赛区特

等奖及二等奖，获得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80多名

学生取得电工证。近几年来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喜

人，历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0%以上。用人单位对该专业毕业生普遍评

价是“用得上，靠得住，留得下”，愿意吸纳我院毕业生，使双方受益。许

多毕业生已成为各铁路局、铁路勘察设计院、中铁工程公司、中铁建工程公

司、南（北）车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业务骨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就业率统计表

2014 届 2015 届 2016 届 2017 届

初次就业率 69.72% 77.97% 69.38% 90.70%

最终就业率 92.02% 90.40% 97.29% 99.53%



根据调研的情况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前景好，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地方电力部门、工程对铁道电气化、工厂供配电、新型能源发

电机控制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较大，对人才质量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就

要求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紧跟就业形势，制定相应的措施，建成国内轨

道交通供电及电力系统领域内知名的品牌专业。

二、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抓住机遇，注重特色，发挥优势，服务铁路，

适应西部地方经济与城市轨道交通事业发展”为原则，以培养“基础扎实，

知识全面、勤奋踏实、勇于创新”的特色应用型创新人才为目标，以学生全

面发展为根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积极开拓社会需求的专业方向, 努力建设高水平特色专业。

三、专业建设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坚持“立足西北，服务铁路和地方经济，注重优势，突出特色，打造品

牌”的专业建设理念，以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根

据轨道交通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的要

求，以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研究实践教学

运行的新机制，寻找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新途径，使我院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在教学条件、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等方面更具竞争力，紧紧抓住特色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

研究两大主题，将我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办成省级特色专业。

基本思路：

（1）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构建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

创新型、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

（2）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加强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

推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3）建设一支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爱岗敬业、结构合理的师资

队伍；

（4）按照新的培养方案更新教材，争取编写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教材；

（5）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内容改革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强校企合作，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更好地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创新能力强、发展后

劲足的工程应用型人才；



（6）实施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全面提高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办

学条件、建设水平、管理水平，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实施“质量工

程”，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7）集成专业建设的有效经验和实践效果，形成对同类专业具有推广

和示范作用的教学研究成果。

四、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

本专业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够从

事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信息处理、工程

研制开发以及电子与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工作的宽口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

人才。

培养模式：

1、成立专项课题组，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深入研究，制定改革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计划；

2、建立行业部门、用人单位共同参与制定培养方案的合作机制，明确

专业发展方向与人才培养定位；

3、以跟踪轨道交通牵引供电和新能源领域发展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研究实践教学运行的新机制；

4、进一步深化改革专业理论教学与课程设计、实验教学内容，增加实

践课程和创新培养课程，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专业特色与实践创新能力；

5、调整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结构，进一步优化专业平台课程体系；

6、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拓宽知识口径，改革“重知识轻能力、重记

忆轻创新”的课程考核模式，结合课程特点，制定能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多

样化考核方法；

7、加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总结专业建设的有效经验和实践效果，积

极扶植和申报教学成果。

五、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育教学特色明显的专业教学团队。以“建设良好

师德，培养良好师能”为目标，遵循“立足培养、着眼提高、积极引进”的

方针，建设一支“综合素质好、学术水平高、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教学

团队。

建设措施：一是完善教师培养机制，提高教师学历层次，优化师资结构；



二是以学科建设为依托，加快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促进科研创新团队的形成；

三是加强青年教师培养，以学科组为单位，完善青年教师个人发展计划，建

立监督保障机制；进一步推行青年教师导师制、教学督导制，加强对青年教

师教学全过程的指导，帮助、督促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六、课程与教材建设

根据“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综合提高”的原则，不断推进课程

体系的整合与优化，加强重点课程群、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建设，不断提高

教学质量。以追踪铁路和新能源技术、研究铁路运输和风力风电新问题为主

线，以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创新型专业人才为目标，整合课程内容，构建

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

建设措施：一是调研、分析国内同类专业课程体系结构、特点，归纳、

整理近几年来本专业的教学研究成果，调整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环节的学

时分配，优化课程体系结构；二是结合最新科研成果，更新专业课内容，优

化知识模块；三是根据实际需求和本学科发展动态，针对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特点，进一步修订教学大纲，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四是抓好重点课程和精品

课程建设。重点立项申报建设《电子技术》省级精品课程、《电力电子技术》

院级重点课程，进一步加强省级精品课程的培育工作。

七、实训基地建设

完善实验室规划与建设，加强校企合作，通过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和课内

实验教学环节结合，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以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为目的，进一步完善实验室规划与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全方位突破传统实验教学体系、教学模式、教学手段、考核方法以及管理方

式，加快实验教材和网络资源建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模块化的实践教

学体系。

建设措施：一是完善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的有效机制，建立学院、用人

单位和行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学生考核评价机制；二是申请建设“高速客运专

线综合自动化实验室”；三是将教师的科研项目、学院创新工程、学科竞赛、

实验室开放和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实验室的实效性。

八、教学改革与教学管理

坚持全面质量管理和教学目标管理制度，保障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以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为目标，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



明确质量标准、强化质量管理，建立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学风建设，

形成教师全员参与学生管理工作的良好机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以学

生为本和全员参与意识，确保学生日常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特色学生社

团活动；加强本科生导师工作职责，发挥本科生导师在专业指导、学习指导、

素质教育、实践能力、工作能力、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完善导师考核制；建

立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开展学生谈话、毕业生恳谈、学期体会与收获座谈

会等活动。

建设措施：一是构建遵循教学规律、适应专业特色和符合时代特征要求

的教学管理体系、教学督导体系、教学研究体系和教学服务体系；二是聘请

资深专家参与办学条件、教学投入、教学质量、学风建设及人才培养质量等

方面的研讨，保障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建设方案的顺利实施和预期目标

的实现；三是制定完善的本科生导师制，充分发挥其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四是建设完善的学生信息反馈机制，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五是

创新学风建设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