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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级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Ḫ Ѓ510101Є

二、入学要求

√Ҳ ҟ

三、基本修业年限

5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电子与信息大类（51）

所属专业类（代码） 电子信息类（5101）

对应行业（代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

主要职业类别（代码）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2-02-0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6-25）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

电子设备装配调试、电子设备检验、电子产品

维修、电子产品营销、电子设备生产管理、电

子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产品设计辅助开发

职业类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电子设备装接工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高级工）

五、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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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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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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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1

通信与网络技

术

(64 学时)

通信系统的组成及性能，信

道；编码技术，调制技术；卫

星通信，移动通信、光纤通信

系统；计算机网络，结构和协

议，局域网和接入技术

熟悉一般通信系统的构成，一般模

型及通信系统的性能指标，初步具

备一般通信系统的分析能力；掌握

通信系统的信道特点，线性调制技

术、信源编码技术，接收机特点等；

熟悉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及光纤通

信系统的特点，对通信系统的数据

传输过程，分析方法及不同通信系

统的特点更加深刻的理解；掌握计

算机网络的基本结构及相关协议，

了解网络技术及接入技术及局域

网特点，对通信过程与网络技术的

发展形成全面认识，增强学生的家

国情怀和使命感

2

单片机应用技

术

(80 学时）

C 语言的基本语句用法；STM32

单片机基础；STM32 单片机硬

件系统；Keil 开发环境的使用

方法；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

了解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熟悉

STM32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环境使

用和程序调试方法，掌握 GPIO、

串口、中断、定时器等基本功能外

设的程序设计方法，了解操作系统

相关知识，掌握基于嵌入式实时操

作系统的多任务程序设计方法，最

终具备一定的 STM32 嵌入式系统

程序设计能力，培养规范操作意

识、开拓创新的学习精神

3
表面组装技术

（64 学时）

SMT 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基础知

识；表面组装印制电路板的优

化设计；SMT 手工焊接技术及

焊接质量分析；表面组装工艺

流程和生产线任务；焊锡膏的

成分、分类及其印刷技术；贴

片工艺过程和贴片机的分类

了解 SMT 基本概念及基础知识；掌

握表面组装印刷电路板及优化设

计；熟练掌握 SMT 手工焊接及质量

分析；熟练掌握组装工艺流程与生

产线任务；熟练掌握焊锡膏与印刷

技术；熟练掌握贴片技术与贴片

机；熟练掌握再流焊技术。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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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等；再流焊技术的原理、工艺

工技术焊技术工原
工工㠳ࠀ工原㐉工㑤
工

㡕

工㐇㐀工原工㔂工原工ː 工

工
工㍱焊技术工㍱焊技术

原

工

㍱

焊技

术

再⌀̀㜐

焊技术
工㡕工㎗㐶s原（原工㡕㍥

原工
工㡕 原、

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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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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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1

工程及电气制

图实训

（1 周/30 学

时）

平面图形的综合绘制；三视图的

综合绘制； 轴测图的绘制

能够熟练识读和绘制组合体并

正确标注组合体的尺寸；运用正

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及国标的相

关规定，识读和绘制中等复杂程

度的机械图样的三视图；能利用

空间概念，完成轴测图的绘制,

挖掘思政元素，发挥课程思政育

人功能

2

电工技术实训

（1 周/30 学

时）

低压电器的拆装与检测；变压器

的维护与检测；三相电路的连接；

电动机的拆装及检测；三相异步

电动机点动与连续正转控制线路

的安装与调试；三相异步电动机

双重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的安装

与调试

熟悉安全用电技术、具备电工基

本安全操作的能力及照明与配

电线路安装的能力；具备常用电

工仪表使用与维修的能力；具备

小型单相变压器故障检测与维

修的能力；具备单、三相异步电

动机检测与维修的能力；常用低

压控制电器的选用与维修能力,

挖掘思政元素，发挥课程思政育

人功能

3

模拟电子技术

实训

（1 周/30 学

时）

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元器件的

识别与检测；晶体管的测试；印

刷电路板的手工制作；正弦波振

荡器的装配；集成功率放大电路

的装配

能正确使用电工电子仪表、仪

器；能正确阅读分析电路原理图

和设备方框图；初步学会借助工

具书、设备铭牌、产品说明书及

产品目录等资料，查阅电子元器

件及产品有关数据、功能和使用

方法；能按电路图要求，正确安

装、调试单元电子电路、简单整

机电路,培养良好的自学能ࡄἀ机㴮

33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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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5

数字电子技术

实训

（1 周/30 学

时）

数字电子设备常见故障检修方

法；组合逻辑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时序逻辑电路的制作与调试；脉

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电路的制作

与调试

熟悉集成器件及其构成的数字

电路所具备的逻辑功能和特性；

能够合理选择仪器设备和元器

件，进行数字逻辑电路的调试；

具有设计、安装、调试组合和时

序逻辑电路的能力,培养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6

单片机应用技

术实训

（2 周/60 学

时）

P1 口亮灯控制；P1 口转弯灯控制；

P3 口输入，P1 口输出；工业顺序

控制；8255PA 口控制 PB 口；串并

转换电路；A/D 转换控制；D/A 转

换控制等八个项目的编程及硬件

仿真及调试

掌握利用 keil 软件使用 c 语言

编写调试单片机程序，并能使用

实验箱进行硬件仿真。能根据控

制要求编写程序流程图。掌握单

片机的结构，能利用单片机的

I/O 口、定时器、串口编写简单

的控制程序。掌握单片机的总线

控制方法，能使用 8255、A/D、

D/A 等外部扩展芯片编写简单的

控制程序,培养安全规范操作的

意识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良

好的自学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7

电子设备装接

工职业技能实

训（中级工）

（2 周/60 学

时）

电子元器件的图形符号；整机的

工艺文件；简单机械制图知识；

电子产品装接焊接工具；浸焊设

备的工作原理；功能单元装配工

艺知识；钳工基本知识；功能单

元安装方法；功能单元的工作原

理；功能单元安装连线工艺知识；

电子工艺基础知识；功能单元产

品技术要求

能识读方框图、接线图、线扎图、

工艺说明、安装图；能选用焊接

工具；能对浸焊设备进行维护保

养；能装配功能单元；能进行简

单机械加工与装配；能进行钳工

常用设备和工具的保养；能焊接

功能单元；能压接

辑压接接

元调舅堀

、 串怀

电子

控

养；

电子

串怀原时运Ԁ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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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9

传感器应用技

术 实 训 （ 1 周

/30 学时）

基于 Arduino 平台的温湿度传感

器、超声波传感器、霍尔传感器

等常用传感器的应用调测，人体

感应风扇系统的装配与调试，自

动洗手液供给装置的装配与调试

掌握传感器产品组装和调试方

法的技能，并获得组织和管理生

产的初步知识。加强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以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10

电子整机实训

（ 1 周 /30 学

时）

完成电子电路小制作，如小音箱

等。内容包括电路原理图绘制训

练，电路 PCB 布局设计，印制电

路板蚀刻实训，电路装配调试，

电子整机调试

熟练电路原理图绘制；掌握 PCB

布局设计；掌握电路板蚀刻方

法；掌握电子产品制作的装配调

试；掌握电子Ā ᨒ

组织配音。实

组织题以及
解的 和方法

*6

�Ä

1 周

/30和方法、器子电历倀1á；
B�

和方法B3
��

�j �Î AÝ

�Ä

��

/30
学


¼ �é #��3�Î

��

$P � ��

试 �Ø O �� ,´试

�L �Ö�3 +e �µ �b�1y

B�

$€ �P �Ö�3�Y�Y

����

B�B�

����

B�B�

1

试试

iࠀ握
试

1

Ԁ握

试B�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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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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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进程及学时安排





17

ᵲ Ⱶ ЇӀ ғ Ї ⌐ Ї Ḫ

ҟ Ҙҟ Ⱶɼ

4.ῡ

ה Ῐ ῎ ɻҲ Ḫ ⅎ῎ ɻ

 ᴓ ῎ ɻ Ӣ ᾩ ῎ ҟᴗҟ

ָ ɻ ָ ɻ 5 ָ ᴑꜙЇ ҘҟҘᴑ

ᶡҿ30%Ї100%Ί ҏҘҟװ ҏװ ҟ ɼ

ЃԑЄ

Ӏ ɻ ӥ

ҟ



18

2. Ὺ

序号 校内实训场所 主要功能 主要设施设备配置

1 电工技术实验室

常用电工仪器仪表

的使用实训、电工

工具的使用、电工

基本技能实训、电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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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实训场所 主要功能 主要设施设备配置

5 电子 CAD 实训室

运用专业软件绘制

电子线路原理图实

训、绘制 PCB 图实

训、职业技能鉴定

和培训工作

戴尔台式计算机（40 台）

Protel 2004 （ DXP ） 、 Altium

Designer18 等相关软件

6 系统集成实训室
系统集成学习实训

任务和培训工作

联想台式计算机（40 台）

ARM 嵌入式技术实验板(30 台)、虚拟

仪器实验平台（6 台）、华为监控系统

（10 台）、通信交换机(10 台)、网络

机柜（5 台）

7 射频技术实训室

射 频 技 术 开 发 环

境，能完成功能调

试

戴尔台式计算机（40 台）、通用微控

制器实验系统(20 台)、IAR、Keil5 等

相关软件、射频技术实验箱（40 台）

8 传感器实训教室

应变片压力传感器

实验、光纤传感器、

温度传感实验、转

速测量实验等

Zigbee 物联网实验箱（8 台）、ZigBee

实验板（8 台）

传感器实验平台（10 台）

实验相关模块若干，如电容式传感器

转换电路、电阻式霍尔式传感器转换

电路等

联想台式计算机（10 台）

3.

ʃ ҟ ӥ ʄʃ ҟ ᴗ ᵲḌ ⸗

ʄ ӥ ᵣ ῗ Ї Їғ

῎ ɻҲῘ ᴓ ῎ 6 ᴗҟ ԋ

Ї ( ӥɻ ӥɻ ᵣ ӥ) Ї

ɻ ɻ ӥ ᵣҎ Ж ᵲ 5үЇ

ү ӥ 1 ҏɼװ

Ḫ Ҙҟ ῗ ꜠Ї

╦ Ḫ Ҙҟ Ӏ Ї

ӥ ЇḦ ӥ Ὴ ӥɼ

ᵲ ᵣ ᵲᴗҟᵲ
1 ᴓ ῎ ᴗҟῡ ɻ

ӥғ ᵣ ӥɻ Ҙҟ ᴗ

ҟ ɻҿᴗҟ

ɻ ɻ ᴗ

ҟ ᵲ

2 ҲῘ ᴓ ῎

3 ҲῙ ᴓ ῎

4 Ҳ Ḫ ᴓ ῎ Ῐⅎ῎

5 Ῐ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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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Ḫ

Ί ⌐ ɻ ⅜ ɻ ᵒ

ꜗ Ї Ḫ ᴌЇ יִ ⌐

ɻₓ₪Ԝ ɻ Ї∕

Ї ɼ

ЃҎЄ

Ӏ Ҙҟ ӥɻ Ҙҟ

ɻ ӫ ɼ

1.

Ҫ ʃ ҟ ⸗ ʄЃ [2019]3

Є ῗԓ Ї ғ ⸗ ɻ

Ҙҟ ‼ ┼ғ ɻ ғ ⸗ ┼

ЇῊ ғ Ї Ⱶ ʃ CADŀ ʄ

ᵩ ֒ ┼ ָ ῠ ɻ ֒ ┼

Ж Ḫ Ҳ

Їᶕ 100%Ж ꜘ

ғᶕ ᴍЇ ᴍ ɼ

2. ӫ

Ḫ ῗҘҟ ӫ( ӫ) 40 ῳװҏЇ

Ҙҟ ӫ 30ῳװҏЇʃ ғ ʄɻʃ ʄ

Ҙҟ ⅜Ї Ὴ ɻ Ҙҟ ӥ

ɼ

3.

Ḫ Ҙҟ ɻ

Multisim ᴕ ᴌ ֥ ᶡɻ

֢ԝ Їᶕ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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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质量保障

1.ᶳ ʃҘҟָ ῠ ʄЇꜘ Ҙҟ Ҙ

ҟ Ї┼ ꜠ḷ Ҙҟ ָ ῠ ɼ

2.ᶳ ʃ ⸗ ʄЇ┼ ꜠ḷ ‼Ї

ᴗҟᴮ Їғᴗҟ ᵲ ɻΐ ɼ

3.ᶳ ʃ ғ ⸗ ʄЇ ɻ

ɻ ᶱ ɻ ᴍ ᵲЇḦ ᴮ ῇ Ї

Ḧ ᵲ ЇḦ ɼ

4.ᶳ ʃῗԓꜘ ғ ᴍ ʄ ῗ┼

Їꜘ Ї ָ ῠ ғ ɼ

5.ᶳ ʃ ┼ ʄɻʃ ┼ ʄ

ῗ┼ Їꜘ ғ Ї ằῊ ɻ ɻ

ɻ ┼ ЇҪ Ї ꜗ ЇḦ ᴮ

ɼ

6.ᶳ ʃ ꜠┼ ʄЇ Ҳ ┼ Ї

ᴰ Ї ῎ ɻ Ҳ Ї Ҳ ɻ

ᴍⅎ ⱵЇ ָ ῠ ɼ

7.ᶳ ʃ ᴍ ↔ʄɻʃ

ᴍ ʄɻʃ ᴍ ⅎ ∑ʄ ῗ┼ Ї

֒ Ὴ ɻ ᵩ Ὴײַ ғ ᴍЇ

Ӏ꜠ ЇḌ ֒ ┼ ү ɼ

8.ᶳ ʃ ҟ ҟ ┼ ʄЇ ҟ

┼ ᴰ ᴍ ┼Ї ‟ɻ ҟ ɻ ҟ ҟ

‟ ⅎ Ї ᴍָ ῠ ῠ ‟ɼ

十一、毕业要求

ӥ Ї ɻ ᴍЇ Ґ∆ Їԍװ ҟЕ

1. ҟ ᴍ └ ҏɼ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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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Ѓ ⃰ʉ2023ʊ34 Єʄ

11.ʃ ҟ ῗԓҘҟָ ῠ ┼ЃḷЄ

ғ ᵲ ʄЃ ʍ2019ʎ12 ЄЖ

12. ҟ ʃῗԓָ ῠ Ҳ῎ΐ

Ѓ Є ʄ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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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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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ҎЄ ┼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称/职务 承担角色

1 顾海霞 泰兴分院 高级讲师/学科带头人 负责人

2 陆留宏 泰兴分院 高级讲师 成员

3 鲍敏 泰兴分院 高级讲师 成员

4 宋伟 泰兴分院 讲师/教研室主任 成员/执笔人

5 秦龙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泰兴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主任 企业专家

6 常亚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泰兴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主任 企业专家

7 苏宏霞
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企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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