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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简介

（一）基本情况 

雏形：
2000年建
立的电子
创新设计
实验室
（主要是
一些常规
实验室淘
汰的仪器
设备）

初步成
型：
2004年
在中央
财政项
目支持
下，增
添了60
万的仪
器设备。

成立创新训
练中心：
2012年整合学
院所有实训、
创新、课程设
计、毕业设计
等全开放实践
训练实验室申
报省级创新训
练中心。

建设发展：
2013年在中央财
政项目支持下，
增添了260多万
的创新训练设备，
新增创新训练室
4间，扩建了一
个可容纳100名
学生开展自主研
究性学习的大学
生科技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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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简介

（二）管理方式

p 成立以主管科研副院长为组长的科技创新活动工作小
组，负责创新训练中心项目实施。同时，学院安排了
5名教师专、兼职结合，负责电气信息类专业大学生
创新训练中心的建设、管理工作，包括创新训练中心
的开放管理、创新训练项目的组织实施、创新训练课
程的开设、各种科技竞赛活动的组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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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简介

（三）中心的三大功能

部分专业课程的实验教学

创新训练及学科竞赛

大型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四）师资情况

p 专、兼职管理老师5名，兼职指导老师（教授、
博士）10名，还有5名企业兼职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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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简介

（五）建设思路

构建三维立体化学生培养模式
：以教学改革为主体，培养计
划与创新训练相结合；以学科
竞赛推动教改，教改的成果提
升竞赛成绩，三者结合为综合
素质人才培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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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简介

（五）建设思路

p 探索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的全开放管理模式和创新训
练模式，并逐步推广到其他的创新训练实验室。

p 硬件建设方面：参照企业的研发中心，配备多种工程
应用型仪器设备。使训练工作更接近企业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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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Ø 怎样吸引学生到创新训练中心学习

Ø 创新训练中心怎样留住学生

Ø 怎样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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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一）成员选拔

p 从大一入学第一学期开始进行宣传发动，活动包括：
作品展示（图片、实物、视频等）、学长讲座、网络
宣传、创新训练中心参观等活动。

吸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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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一）成员选拔

全方位的宣传发动，让有兴趣的加入我们的梦想
起航QQ群，进行学习引导。

选拔能吃苦、有兴趣、有毅力、有想法的
同学加入基地（入场卷：一周500行C程序
、30元件左右的单面线路板设计,面试合格
后可加入创新基地QQ群，进入基地学习）

通过项目训练和淘汰机制，培养具
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成员及各类
竞赛队员（加入竞赛队员QQ群）

吸引学生

300-
500人

100人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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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二）创新训练模式
p 从大一到大四都安排有统一的创新训练计划和内容，

创新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C语言程序设计的强化训练
、PCB印刷线路板的设计制作、模拟电路的设计制作、
51及增强型单片机的强化训练、FPGA编程强化训练、
ARM或DSP的高级进阶训练，每一个训练都安排有专题
讲座和实战项目训练。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
习方向的同学以项目为团队在基地开展研究性学习，
形成低年级到高年级的“传、帮、带”培养模式。

留住学生

形成了基本技能训练、常规项目训练、专题项目训练相
结合的创新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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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二）创新训练模式

p 以“项目”为牵引，进行创新训练。认真组织学生
申报校级、省级、国家级的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
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外，鼓励学生参与到指导老师的
科研项目中。多方举措，让所有进入中心学习的同
学都有项目可做。

留住学生

p 让所有学生除了自身学习能力上的困难，没有其他
困难。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更深、更广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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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主要是宏观管理，创新基地的日常工作、耗材管
理、仪器设备管理、书籍管理、资料收集归档、技术
交流活动、专题讲座等主要是以学生管理为主。比如
每周二学生自行组织相同方向学习的同学进行技术交
流；每周六高年级的学生会对新进或者低年级的成员
进行专题讲座。

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管理模式：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留住学生
（二）创新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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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训练工作思路

（三）教练团队建设

临时团队

指导老师团队

核心团队+外围团队 

由创新基地的基础较好的高年级学生担任

老生团队

学长团队

由已毕业的创新基地的学长担任

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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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训练课程建设

（一）竞赛培训课程建设

    竞赛培训课程是“三阶段训练法”——基本

技能训练、模块化训练、电子系统综合训练。每

一个阶段都有专门的指导老师负责、有详细的培

训计划及学习内容。学生自主学习、老师的集中

讲解、老生的专题讲座、相同学习方向同学的定

期交流几种方式贯穿于每一个培训阶段。 



16
电气信息类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三、创新训练课程建设

（二）将电子竞赛培训模式应用于课堂教学

    借鉴电子竞赛成熟的培训模式应用于课程教学

，以电子竞赛培训模式为参考，开设《电子系统综

合设计I》和《电子系统综合设计II》课程。这两

门课已成为学院全院的选修课，编入了学院各专业

的教学计划中。选修该课程的学生为学院各专业的

选拔学生，30人左右的小班教学。开设此类课程有

两个目的：一是可以使电子竞赛促进教学改革，二

是使竞赛培训工作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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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多途径争取创新训练经费

p 学校学科竞赛计划内经费。

p 企业赞助（德力西、许继集团）。

p 国家、省级、校级创新项目，特别是校内创新项目
每年学院大概有20多项，抓好这样一批创新项目可
以获得很多非竞赛时段的耗材经费。

p 各级实践教学项目经费。

p 学校实验教学耗材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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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二）耗材保障

p 耗材重复利用：上一届电子竞赛培训制作的废旧电
路板，拆焊后作为日常培训耗材。

p 经过历年竞赛，建立了一个常用元件库。

p 集成电路芯片采用借用登记制度，使芯片可以最大
限度的循环使用。

p 样片申请：样片申请实行分批、分时间段、分类别
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申请。

p 为了保证各类耗材经费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我们
有专用的训练中心采购账户（淘宝），基地学生都
可以登录添加，采购付款权由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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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三）建立资料库，搭建软硬件平台

p 硬件资料库：各种器件手册、应用笔记，各种功能电
路的电路图纸、调试笔记，PCB、电路设计资料，基
地训练项目的硬件归档资料等。

p 软件资料库：各种器件驱动程序，各类CPU的基础应
用程序，基地训练项目的软件归档资料等。

p 项目资料库：基地训练的各类项目的归档资料。

p 训练项目题库：建立多种应用方向的项目题目。

p 技术文档资料库：各类技术文档的归档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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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科竞赛成果

（一）学科竞赛
p 以参加竞赛作为基地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动力，鼓励

学生参加各类的学科竞赛，逐步形成了校内竞赛、
行业竞赛、学科专业竞赛等多层次的参赛体系。
Ø 电子设计竞赛
Ø “挑战杯”竞赛
Ø 数学建模
Ø 校内“德力西”杯科技竞赛
Ø ALTERA创新大赛
Ø 西门子工业挑战赛
Ø 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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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科竞赛成果

（二）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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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科竞赛成果

（三）竞赛获奖

p 2012年至2014年间，基地同学参加各类竞赛获奖20
余项：国家级二等3项、华南赛区一等1项、二等1
项、省级一等3项、省级二等5项、省级三等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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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探讨

p 进入中心学习的学生规模加大，元器件耗材消耗也
加大，经费投入需要多渠道解决。

p 创新课程推出后、它和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冲突问
题，如传统试卷考试的考核方式不适用于创新课程
。按照传统的教学要求来指导创新课程的开设也存
在不少问题。以及创新课程需要教师在课余投入大
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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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探讨

p 进入创新训练中心学习的学生在实践动手能力较强
，而普通班的大量学生动手能力较弱，怎样让创新
训练培养模式的受益面更广，存在诸多困难。

p 尽管创新训练中心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但进入创新
训练中心学习的学生在电类专业的所有学生中所占
比例仍然较小，扩大规模，需要争取更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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