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稿）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

[2015]6 号）的要求，结合我校《广西工商学校“十三五”发

展规划》的规划，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现代

职业教育思想。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出发，以学生掌握

必须的文化知识与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

职业技能为目标，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积极探

索校企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

主线的课程体系，按照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职业

素养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加快职业教

育内涵的建设，使我校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需要。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电子信息行业/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培

养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具备岗位任职要求必备的电子技术专门理论知识和创新创

业精神，熟练掌握电子技术应用技能，家电设备的安装、调

试与操作，电子生产工艺设计与管理等综合职业技能，有较

强的应用技术实践能力、应用技术创新能力、创新创业就业

能力，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优良的职业素养，能适应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培养规格 

（一）职业能力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良

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专业基本素质；具有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社会适应性较强；具有敢于拼搏、建功立

业的实干精神；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一定的人文素养、科

学精神、创新意识，有良好的职业核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了解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

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等内容。 

（二）专业能力 

1、具有对常用元器件识别、测量、选用能力； 

2、具有常用电子仪器仪表及工具的使用能力； 

3、具有电子装配、焊接、调试、制作能力； 

4、具备分析、调试、维修、设计简单电路的能力； 

5、具备常见自动化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及维护能

力； 

6、具备工艺指导、工艺设计、工艺管理及基本生产、

质量管理能力； 

7、、电子电路设计能力。掌握模拟与数字电子技术、

EDA 技术、电子产品生产工艺与管理等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具备一定的电子电路设计、分析和调试能力； 



 

 

8、电子检测与控制技术应用能力。掌握自动检测与转

换技术、可编程控制器技术等基本知识与原理，能按照要求

进行有关应用系统的编程、操作和调试； 

四、教学计划 

（一）招生对象与学制 

招生对象：初中应（历）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 

学制：全日制三年 

（二）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名称：电子技术应用 

专业代码：091300  

专业方向：培养掌握电子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维

修、管理及设计能力，具有电子产品工艺设计的基本理论，

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

建设、服务、管理等一线需要，同时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修

养和身心素质，具有较高的文化品质和科学素养，具备较强

的专业水平和学习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素质

人才。 

（三）毕业标准 

1、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中所有课程的学习，成绩全部

合格，并修满相应学分。   

2、参加一年的顶岗实习并成绩合格。  

（四）主干课程及知识点 

1．数字电路基础与实训（80 学时，4 学分） 



 

 

本课程主要认识中小型电子企业供用电系统，熟悉供用

电安全、掌握电路基本规律、分析装调实用电路，融入维修

电工职业标准。电子企业供配电与安全用电的认识；直流电

路分析与电参量测试；单相交流电路分析与电参量测试；三

相交流电路分析与电参量测试；储能元件暂态电路的分析与

测试；电机控制与低压配电电气线路安装与调试。 

2．电工技能实训（100 学时，6 学分） 

掌握常用电工工具的结构及使用方法，掌握常见电气控

制线的原理及装接操作技能。掌握常用电工工具的结构及使

用方法；掌握导线的各种连接方法；正确使用电工仪表进行

测量；熟悉各种电工材料的主要特性及其用途；握室内布线

及照明装置安装的基本技能；掌握基本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与调试。 

3．彩色电视机原理与维修（160 学时，8 学分）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要求掌握电视技术的基

本理论、平板显示技术、数字电视技术，全面提高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各项能力整体能力、电子电路的读图能力与分析

能力、常用电子仪表仪器（示波器、万用表、彩色电视信号

发生器或中心信号源、扫频仪）的使用能力、电视机检修能

力。除职业岗位技能之外，课程中还注意培训学生的表达能

力、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以及电子技术职业岗位必须的质量

意识、守时意识和规范意识。 

（五）教学进程表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数分配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理

论 

实

践 

合

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教学周数 
20

周 

20

周 

20

周 

20

周 
  

实际上课周数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公

共

基

础

课 

1 
职业生涯

规划 
2 24 12 36 2      

2 
职业道德

与法律 
2 24 12 36   2    

3 
经济政治

与社会 
2 24 12 36   2    

4 
哲学与人

生 
2 24 12 36   2    

5 心理健康 2 24 12 36   2         

6 
民族理论

与政策 
2 20  8 28      2    

7 语文 1、2 10 148 32 180 6 4         

8 数学 1、2 8 112 32 144 4  4    

9 英语 1、2 8 112 32 144 4 4        

10 
计算机应

用基础 
4 36 36 72  4         

11 体育 8 8 136 144 2 2 2 2     



 

 

12 
公共艺术

1（音乐） 
2 18 18 36 2      

13 
公共艺术

2（美术） 
2 18 18 36 2      

公共基础课小计 54 592 372 964 22 16 12 4     

专

业

基

础

课 

 1 

电工技术

基础与技

能 

6 36 36 72 4        

 2 

电子技术

基础与技

能 

4 18 18 36 2        

 3 

机械常识

与钳工技

能 

4 18 18 36  2       

专业基础课小计 14 60 220 280 18          

专

业

核

心

课 

1 

电气设备

控制安装

与调试 

4 36 36 72        4     

2 

可编程控

制器技术

与实现 

4 36 36 72      4       

3 电子 CAD 4 36 36 72    4         

4 
单片机技

术与实现 
6 36 36 72        4     



 

 

5 

家用电器

原理与维

修 

4 18 18 36    2         

6 

制冷与空

调设备安

装与维修 

2 36 36 72      4       

7 
电视机原

理与维修 
6 36 36 72    4        

8 

音响设备

原理与维

修 

6 36 36 72    4   

9 
视频监控

系统原理 
6 36 36 72   4    

10 

数字电路

基础与实

训 

2 36 36 72   4    

11 
电力拖动

控制原理 
4 36 36 72    4   

12 
维修电工

考级 
4 36 36 72    4   

13 
电子设计

自动化 
2 36 36 72    4   

专业核心课小计 54 450 450 900 12 10 16 24     

 



 

 

 

类

别 

序

号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时数分配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理

论 

实

践 

合

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教学周数 
20

周 

20

周 

20

周 

20

周 
    

  实际上课周数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实

训

实

践

课 

  

入学

教

育、

军训 

 4  0  1  1  1           

  
课堂

教学 
   2 15 17 17 18 18 18     

  
复习

考试 
   0  0  2 2 2 2 2     

  

顶岗

生产

实习 

50               
  

 1000 

  
毕业

教育 
                    

实训实践

课小计 
54       20 20 20 20  1000 

公 1 感  2           2     



 

 

共

选

修

课 

悟

八

桂

文

化 

24 12 36 

2 

国

学

与

修

养 

2 20 8 28    2   

公共选修

课小计 
4      64      2  2     

课内理论教学总

时数 
 826 

实践教学总时数  1194+36+1000=2230 

教学总学时（理

论+实践） 
 

其中理论学时占总学时  34 %，实践教学占总学时   

66 %。 

毕业总学分 159 

（六）课程学时与学分分配表 
类  别 课程门数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必 

修 

课 

公共基础课 13 964 % 54 % 

专业基础课 3 260 9% 16 10% 

专业核心课 12 1048 35% 54 34% 

实践实训课 2 1036 35% 54 34% 

选 

修 

课 

专业限选课      

公共选修课 2 64 % 4 % 



 

 

合计 28 3002    

 

 

 

 

 

 

 

 

 

广西工商学校 

2018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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