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建设重点

1）完善教师培养机制，提高教师学历层次，优化师资结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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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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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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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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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重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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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合最新科研成果，更新专业课内容，优化知识模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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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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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紧紧围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断优化由课内

实践教学、实习、毕业设计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积极推进人才培养与专

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1．基本思路

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了解国情，开阔视野，从实践中掌握基本专业知识

和操作技能；培养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培养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学院将继续加强实践教学内容改革和创



新基地、实习基地建设，构筑开放式实践教学大平台，为培养学生的就业能

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提供良好条件。

2．建设重点

1）以轨道交通牵引供电及新能源发电领域的技术发展为基础，优化整

合、更新专业课程实验教学内容；

2）创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实践教学模块结构。把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现场实践和课内实践教学环节结合起来，建立与培养创新能力相适应的实践

教学体系；

3）巩固传统专业方向的生产实习基地，建立适应电气工程专业轨道交

通牵引供电及新能源发电新技术发展的新型实习基地；

4）进一步完善毕业设计的管理制度，梳理课程设计、实习和毕业设计

三个实践环节的相互关系；

5）以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技术手段改革为重点，以

优良的软硬件条件和开放服务环境建设为基础，以高水平的实验教学队伍

建设和先进高效的运行机制为保障，注重对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深化改革，不断提高实验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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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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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重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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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请建设“高速客运专线综合自动化实验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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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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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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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重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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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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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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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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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重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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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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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创新学风建设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