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O3年 9月 

第 l2卷 第 3期 

高等建筑教育 
Joumal d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mitudom of Higher Learning 

Sept．，20O3 

V01．12 No．3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与完善。 

李界家 ，申淑琴 ，王 建 ，李雪艳 

(沈阳建筑工程学院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l10168) 

【摘 要 】 针对建筑类院校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指出旧的课程体系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阐 

述了优化课程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新课程体系结构．以及刨新性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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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 学校 的课 程体 系改 革是 提高教 学质 量 。培 

养适应 现代社会需求 和创新性人才 的重要环节 。面 

对激烈 的 国 际竞 争 集 中地 反 映在 科 技 和人 才 的竞 

争 ，以及 科技迅猛发展 的挑战 ，高等学校必须把教学 

改革放 在核心 的位 置 ，下 大力气 搞好课 程体 系 的改 

革 ，努 力使教学质 量上一个新 的台阶。 

我 院是 辽 宁省唯一 的一所 建筑类 院校 ，多年 来 

为 国家培 养 了大量 的建 筑 电气 技 术方 面 的合 格 人 

才 。随着 我国智 能建筑 技术 的发 展 。过 去 的教 学体 

系、课程体 系已不再 适应 建筑 电气 工程及 其 自动化 

专业新 的人才培养 目标 。原课程体系 中专业知识结 

构 不合理 ，知识 面太 窄 ，太偏 ，重理论 ，轻 工程应 用 。 

忽视 实践能 力和创 造能力 的培养 ；某些 内容过专 、过 

细和过深 ，知识 的重 复性多 ，不利 于当前 的教 学模式 

和教学要求 ；教 学 内容陈 旧 ，知识 老化 ，已不 适应 当 

前形势发展 。不 能满足当前人才市场需求 ；教学 计划 

和教学大纲在课程 的学 时分 配 、讲 授 内容上 与 当前 

的社会发展不相 适应 等 。因此 ，我 们必 须对 原有 专 

业 的课程体系进行 改革 调整 ，建立 科学 有效 的课 程 

体 系 ，使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和专业课 程构成 一 

个完整 的科学体 系 ，寻找 一条 适合 我 国 国情 的建 筑 

类 院校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人 才 的培养模 式。 

一

、优化课程体系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 目标是 ：培养德 、智 、体 、美等 

方面全面发展 、基础扎实 、适应 能力强 、创新能力强 、 

工程实践能力 强、素质 高 的高级 复合 型人 才 。根 据 

这一 总体 目标 ，我们进行 了课 程体系优化 。将培养 目 

标 的定位在符合社会 经济发展和满 足人 才市场 的需 

求上。我们 曾对建筑 电气工程 自动化专业 已从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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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电气设计 、施 工和开发的部分毕业生 、专业课程授 

课教师 以及 院 内外 建 筑领域 内的专 家进行 了调研 ， 

广泛地 听取了他们 的意见 ，深 入 了解 了本 专业 课程 

在 实际 中的应用情 况 ，社会 需求情 况 ，调整修改 了电 

气工程及其 自动 化 专业 的教学 计划 ，构 建 了融会 贯 

通 、紧密配合 、有机联 系的课 程体系 。课程体系结构 

如 图 1所示 。其 中理论教 学学 时为 2448学时 ，人 文 

社科类 课 程 占总 学 时 的 5％，基 础 课 占总 学 时 的 

45％ ，专 业 基 础 课 占总 学 时 的 35％ ，专 业 课 占 总 学 

时 的 15％ ，实 践环节共 36周 。其 课程体 系关 系流程 

如 图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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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夏其白亏．犯专生主要诨鞋覆工 

人文秘科课l l基砧课 I I专生基砧乖l l 专生乖 l l实或环节 

： 萋 l ̈耋l 妻 量 十 月 生 迁 计 
图 l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结构图 

图 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关系流程图 

新 的课程体系在基 础培养方面体现厚 、实 ，专业 

培养方 面体现宽 、新 ，即培 养科 学基 础厚 、专业 口径 

宽 、综合 能力 强 、整体 素质高 的复合 型人才 。课程体 

系改革 以整体优化 为主 ，加强 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 ， 

重视学生 综合 素质 的提高 。新课程体 系主要有 以下 

特 点 ： 

1．雄 厚 的 专 业基础 和 宽 广 的知 识 面 

从本科教育厚基础 、宽 口径 要求 出发 ，我们加强 

了专业基础课教 学 ，特别是加 强现代计算机技 术 、控 

制技术 和通信 技术 的教学 ，其 目的是培养基 础扎实 、 

知识 面广 、能力强 、素 质 高、能适应 智 能 建筑技 术 发 

展的专业技术人才 。新 的课程 设置注意加大基 础及 

专业基础 的课 时 ，其 比例 占总学 时 的 8o％ ，特 别是 

三大 电课程 (电路 、电子技术 、电机与拖动 )课程 的学 

时 比例较 大。该 课程是 电类相关学科 的重要专业基 

础课程 ，对相关专业 的后 续课 程起 着极 其 重要 的作 

用。为此 ，我们 一是在 加大实验项 目的基 础上 ，增加 

了很多综合 性和创 新性 实验 ，提 高 了学 生 的知识 综 

合运用能力 和创新 能力 ；二是加 强 教师 师 资 队伍 建 

设 ，建立学术 梯 队 ，提 高专 业 基 础 课 教 师 的学 历 层 

次 ；三是加强专业基础课程建设 ，我 院电路和 自动控 

制原理课被辽宁省 和建设部评为优 秀课。在课程体 

系建设 中我们 注重 了各学 科 的交叉 、各学 科 知识 的 

融合 和拓宽学生 的知识 面。 

2．加 强 实践 环 节 

实 践环 节是本科 教学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是 高等 

学校改 革的重 要 内容 ，是 培养创 新人 才 的关键 。 电 

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专业 的实践 环 节 主要 包 括 ：认识 

实习 、生 产实 习、计 算 机集 中周 、金 工 实 习 、课 程 设 

计 、毕业实习和毕业 设计 等 。实践环 节 的设 置 充分 

体现先进性 、实践性 、创新 性 、综合性 ，适应社 会发展 

需求 。我们加大 了实践环 节的学时 ，由原来 的 28周 

增 加到 36周 ，毕 业 设 计 由原 来 的 13周 增 加 到 l8 

周 ，并增加 了专 ql,的课程设 计 ，如智 能建筑技术课程 

设计等 ，而且在部分专 业课程 中增加 了实验课学时 ， 

增大综合性 、设计 性实验 的比例 。 

3．智能建筑 专业特 色 

在教学 计划 中，我们重 视在课 程设 置 中注 意课 

程 的整体性 和合理性 ，注意体现专 业特色 ，以特色求 

发展 ，以质量求生存 。我们增加 了网络与综合 布线 、 

楼宇 自动化 、建筑机器人 、智能建筑技术 概论等反 映 

本 专业 的特 色 课 程 ，更 新 、充 实 了有 关 课 程 内 容 ，如  

建筑 电话 工程改 为建 筑通信 工 程 ，建 筑消 防 系统改 

为建筑消防与保安 系统 ，这 样可 以充 分体 现 我 院培 

养学生 的个性 ；同时 ，增加 了智能建筑实 习和智能建 

筑技术综合课程设 计实 践环 节 ，这 有利 于提 高 学生 

对智能建筑技术 知识 的综合 运 用能 力 、实 践能 力 和 

创新能力 。课程体 系注重强 电与弱 电结 合 、软 件 与 

硬件结合 、电气工程 与控制 工程结合 、电气 自动化 与 

智 能建筑技术结合 ，充分体 现注重基础 知识 、加 强实 

践环节 、重视 专业特 点 、突 出智能 建 筑 、反 映时代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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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二、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1．建立一 支高水平的师资 队伍 

高水 平 的师 资 队伍 是 培养 学 生创 造 能力 的关 

键 。我 院重视 师资 队伍建设 ，重视学科建设和发展 ， 

逐步形成 了一支高科研 能力 和高教学水平 的师资 队 

伍 ，促 进 了教 学质 量 的提 高 ，提 高 了学 生 的培 养质 

量 。近 几年 ，我 院 主持 完 成 国家 、省 部 级科 研 项 目 

30余 项 ，获 得 国家 、省 部 级科 技 进步奖 20余项 。其 

中 国家科委 重 中之 重科 研项 目 9．0O0年 小康 型 城乡 

住 宅 科 技 产 业 工 程 项 目的 2个 子 专 题 智 能 型 住 宅 能 

耗参数 自动检测计 量收费管理 系统 和智 能型住宅通 

信 网络和管理 系统 已通 过 国家 鉴定 ，在 国内处 于领 

先地位 ，达到 国际先 进水 平 。智 能 型住宅通 信 网络 

和管理 系统 科研 项 目获 国家 “九 五 ”科 技 突 出 贡献 

奖 。我 院教师的参研 率在 85％以上 ，通 过 多年 的科 

研实 践 ，教 师的科研水平 大大提高 ，为培养学 生实践 

能力 和创新能力奠 定 了良好基础 。 

2．加 强 实践 教 学 ，提 高 学 生 实践 能 力 和 创 新 能 

力 

我院重视实验 室建设。我院 电路实验 中心和智 

能建筑 技术系统实 验中心承担 了公共专业基础课 的 

实 验教学工作 ，为此 ，我院在实验室建设方面投 入了 

大 量 的人力 和物力 ，使 实验室建设取得 了显著效果 。 

目前 ，电路实验 中心 通过 了辽 宁省 “双基 ”实 验室 评 

估 ，智 能建筑技术 系统 实验 中 心被建设 部评 为重 点 

实验室 。同时 ，我院积极进行实验教学改革 ，使实验 

由过 去的验证性 、单元性实验逐 步向综合性 、创新性 

实验过渡 ，这 类 实 验 已 占总 实验 总 学 时 的 35％；开 

放实验室 为学生 提供 广泛 的 实验和科 研 空间 ．对 学 

生 的个性 发挥起 到 了重 要作 用。多 年来 ，学 生制作 

了频率测 试仪 、空 调遥 控 通信 控 制 器 、双 CPU远程 

通信 控制器 、彩灯 控制器 等 ，在辽 宁省举 办的大学生 

创 新 活 动 评 比中 获 得 多 项 奖励 。 我 院 建 立 了校 外 实 

习基 地 。例如 与东 北建 筑设 计 院、辽 宁省建 筑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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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中科 院 自动 化研究所 、沈 阳电梯厂 等单位建立 了 

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 系 ，并 与这 些单 位 的专 家联 合 指 

导毕业设计 、课程 设计 等实 践教 学 环节 。通 过校 外 

实习基地让学生经常接触 实际 ，参 与实际工程设计 ， 

在学期 间得 到实际 工程 技术 知识 的训 练 ，收 到 了 良 

好效果 。在学 生的智 能建筑技术课程设 计和毕业设 

计 过 程 中 ，我 们 充 分 利 用 这 些 有 利 条 件 ，让 学 生 直 接 

参 与智 能建 筑技术方面工程设计 、研 制 ，将设计 和研 

制的成果 直接应用 于工 程实 际 ，营 造教 学 与科 研 实 

际相结合 这种环境 ，提 高 了学生 的实践 能 力和创 新 

能力 。 

3．开展 ,／4-~ 实践 活 动 

大学 生 科 技 活 动 小 组 1999年 成 立 以 来 ，已 有 

135人 次参 与 大学 生 的科 技 活 动 ，提 高 了学生 科 研 

能力和创新能力 。另外 ，让学 生直 接参 与 教师科 研 

项 目，通过收集 资料 ，科 研实 践 ，积 累本 专业 及相 关 

专 业 知 识 ，理 论 联 系实 际 ，收 到 良好 效 果 。 

在教学 改革中 ，由于重视 课程体 系优化 、学生 实 

践 能力和创新 能力 的培养 ，使 学 生培 养质 量 有很 大 

提 高 。 实 践 证 明 ，我 们 培 养 出来 的 学 生 受 到 了社 会 

普遍欢迎 ，2001年我 院电气 工程及 其 自动化 专业 学 

生 的就业率达 到 98％ ，在辽 宁省排 名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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