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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本科专业之一 ,是一个集光、机、电、算一体化的工程

性和综合性强的专业。本文介绍了东南大学结合本校仪器仪表专业的历史沿革和特色 ,在电子信息类测控技

术与仪器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中所做的探索工作 ,以及以电子信息为核心的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初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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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发展与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 ,仪器仪表的内涵已发展为具有信息获取、存

贮、传输、处理和控制等综合功能的测控系统 ;微

型化、集成化、远程化和虚拟化成为以计算机为核

心的现代测控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面对这样的

深刻变化 ,1997 年版《工科本科引导性专业目录》

中新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覆盖了原来的 10 个

仪器仪表类的专业。

我国设有仪器仪表专业的高校数量也有显著

增加 ,1996 年以前有 30 余所 ,1997 年有 80 多所 ,

截至 2004 年 4 月 ,已达 161 所。表 1 为教育部测

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全国此专业

近几年毕业、招生及在校生情况的统计数据。值

得注意的是 ,2000 年后 ,此专业数年的招生人数

是毕业人数的 2 倍。

　表 1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数

年份 毕业生人数 招生人数 在校人数

2000 3573 7578 22062

2001 3738 8803 27397

2002 3568 8772 28643

2003 4942 8211 28747

由于如前所述新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发

展源流情况 ,目前各个高校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

业的发展途径和专长也各不相同 ,培养方案也各

有侧重 ,有的侧重于光学 ,有的侧重于机械 ,有的

侧重于电子信息。

我校早在 1960 年就设立了仪器仪表专业。

1997 年新的专业目录颁布后 ,我校就开始探索如

何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构

建面向 21 世纪的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的人

才培养体系 ,并从 2000 年开始逐步完善测控技术

与仪器本科培养方案。4 年来 ,通过实施或完成

所承担的多项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取得

了一些重要的教学成果 ,构建了建立在电子与电

气信息大类平台上的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

二、电子信息类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培养目

标

为了构建电子信息类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 ,首先就应该在专业培养目标的

定位上做新的调整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培

养目标的定位原则如下 :

1. 满足社会需求。按照新的专业目录所培

养的学生 ,必须能满足社会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

业学生的基本要求 ,所培养的学生应具有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2. 适应学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进步 ,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向越来越明

显 ,新的专业培养目标应当反映和适应这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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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东南大学的特色。由于全国各个高

校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发展历史各不相同 ,

各自的培养目标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因此在制订

培养目标方面应具有自己的特色 ,以专业特色争

取地位和影响。

遵循以上三条原则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本

科专业培养目标是 :以信息科学的理论为基础 ,培

养测控技术与仪器领域内的高层次、高素质、具有

创新精神与能力的“研究型”和“复合型”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

三、具有电子信息特色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

根据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 ,并

以东南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为指导思想 ,体现

“研究型”和“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的特点。

1999 年 ,我校对原有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本科生培养方案进行了重大修订 ,在 2003 年又对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进行了修

订 ,基本上建立了光、机、电、算相结合 ,以电子信

息为主的具有东南大学特色的测控技术与仪器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东南大学的测控技术与仪

器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

1. 在电子与电气信息类大平台上确定我校

“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

2. 体现了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特

色 ,即我系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是光、机、电、

算相结合 ,以电子信息为主的专业。

3. 体现“强基础、重实践、重能力”的观念 ,使

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 ,而且具有较

强的实践能力 ,并能够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 ,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4. 培养从事信息测量与控制领域中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研究型”和

“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5. 学生应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良好的

人文、艺术修养和社会科学基础。

6. 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共性化发展的

和谐统一。

四、课程体系的建设

经过多次调研和分析 ,最终确定了电子信息

类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方案。本专

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培养“研究型”和

“复合型”人才的特色。课程体系中包括通识教育

基础课程、电子信息大类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

课程、专业任选课程、实验系列课程和集中实践环

节等五类 ;教学安排中体现文理渗透 ,理工经管结

合 ,学科交叉 (见表 2) 。

　表 2 　电子信息类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基础课 82 1336 46. 9 %

电子信息大类学科基础

课
31 480 17. 7 %

专业主干课 (含跨学科

选课)
20 320 11. 4 %

专业任选课 8 128 4. 6 %

实验系列课程和集中实

践环节
22 88 + 34 周 12. 6 %

毕业设计 12 一学期 6. 9 %

总计 175 2352

本科培养计划的学分和学时分配中 ,适当向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和电子信息大类学科基础课程

倾斜。压缩课内学时 ,压缩学分 ,增加实践环节和

实验课程 ,实践教育环节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图 1 为我校电子信息类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课程之间的关系 ,从层次关系上可以分为通识教

育基础课、电子信息大类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三

个主要层次。第一层次为通识教育基础课程 ,全

校所有工科专业基本统一。第二层次为电子信息

大类学科基础课程 ,共设置 9 门课程 ,其中“电路

基础”、“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电子技术基

础”、“信号与系统”、“微机系统与接口”、“信息通

信网络概论”、“自动控制原理”等 7 门课程为我校

电子信息类专业共同开设、共同建设的课程 ,这 7

门课的实验课程和实践环节由我校电工电子中心

统一安排。另外 2 门电子信息大类学科基础课根

据各个电类专业的特点 ,由各系自定 ,本专业确定

的课程为“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应用光学”。

第三层次为专业课程 ,分为专业主干课和专业任

选课。实验课程和实践环节由我系负责安排 ,跨

学科选修课则由开课所在系安排。我系的专业选

修课根据学科方向的不同 ,采用模块化的设置思

想 ,分成 3 个专业选修课模块供学生选择。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课程设置有如下几

个特点 :

1. 在通识教育基础课方面 ,保证学生应具有

扎实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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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及正确运用本国语言、文字

的表达能力。在本科一二年级阶段 ,强调基础知

识和自学能力 ,培养对本专业的兴趣。

2. 在电子信息大类学科基础课程方面 ,保证

学生具有较宽实的电子技术、网络与通信、计算机

技术、工程光学以及软件设计的理论知识和基本

技能。

3. 在专业主干课程方面 ,保证学生具有本专

业领域的信息测量与控制、机械设计、光学测量、

传感技术、机电系统设计、企业管理等技术基础理

论和动手实践能力。

4. 在专业主干课程方面 ,设置跨一级学科大

类选修课程 ,保证学生根据需要和兴趣在电类大

平台上具有更为宽广的专业知识 ,满足学生个性

化发展的需要。

5.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加强实验课程建

设 ,我系所开课程基本上均有相应的实验内容 ,增

加开放性和设计性实验 ,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

特别强调发现知识的能力。

6. 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 ,专业选修课程设置

三个不同方向的专业课模块 ,供学生选修 :检测技

术与仪器模块 ,精密仪器与机械模块 ,光、机、电一

体化模块 ,保证专业方向学习的系统性。

7. 所开设的课程密切结合当今科学技术的

发展 ,许多课程的内容非常先进 ,如“微机电系

统”、“虚拟现实与多媒体技术”等。

8. 加强双语教学 ,培养学生在科学研究和工

程实践中应用外语的能力。

五、以学科建设带动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

专业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是专业培养体系构建

中的重要一环 ,我系不仅拥有“精密仪器及机械”

江苏省重点学科 ,而且我系的“仪器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为“十五”“211”重点建设学科和“985”振

兴行动计划重点建设学科。我们将专业教学实验

室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结

合学科建设 ,我系从学科建设经费中投资 80 万元

用于专业教学实验室的建设。

我系专业教学实验室主要面向我系测控技术

与仪器专业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专业课程

的教学实验。除了各门专业课程配套实验的规划

与建设外 ,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研究

型”和“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我系从 2001

年起新开设了以综合性、开放性和设计性实验为

主的“检测技术与系统设计”实验课。结合综合

性、开放性和设计性实验教学的需要 ,2001 年自

制 10 套“XYZ22 型综合实验仪”。所研制的实验

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以完成多种分立的软、硬

件实验 ,满足各课程不同的要求。最后形成“从传

感器 →前置调理、接口电路 →A/ D 转换电路 →计

算机 (单片机) →后置接口电路 →检测 (测控) 对

象”接近实际应用系统的综合实验。大多数实验

内容都设置了基本要求和高级要求 ,能够满足综

合性、开放性和设计性实验教学的需要。如开设

了“简易重力测量系统设计”、“简易位移测量系统

设计”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可有效地训练和提

高学生在应用系统方面的设计调试能力 ,帮助学

生将各课程的内容综合起来 ,融会贯通 ,形成系统

的概念 ,迅速迈过从理论到实际的门坎。该实验

设备获 2002 年江苏省高校自制实验教学设备评

比三等奖。

2003 年对“XYZ22 型综合实验仪”作了进一

步改进 ,为本科生实验教学自制“单片机、智能仪

器、检测技术综合实验仪”。配合该实验设备编写

了《单片机、智能仪器、检测技术实践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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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本科生科技创新基地 ,积极开展学

生科技创新活动

我们在压缩课内学时的同时 ,加强学生的实

践环节 ,在集中实践环节中专门规定 2 个学分作

为学生参加各种科技活动的要求。为了帮助学生

参加科技创新活动 ,建立了一个系级本科生科技

创新活动基地 ,配有专门的 DSP 仿真器、嵌入式

系统、数字示波器等设备 ,从场地和仪器设备上为

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保障。同时 ,为本科

生的创新活动指定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教

师作为指导教师 ,每年有 7～8 名教师为本科生创

新科技活动提供指导。近 4 年中 ,我系本科生先

后有 17 项创新科技活动得到学校创新立项的资

助 ,参加的本科生人数为 93 人 ,目前已完成了 11

项创新科技活动项目 ,并通过验收。

随着我系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地的建立 ,

我系大学生在创新活动中获得各种奖励的人数逐

年增加。同时 ,涌现出一批热心于指导大学生科

技创新活动的指导教师。其中 1 名教师被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委员会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七、电子信息类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培养方

案实施效果

四年来 ,我校的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培

养方案的实施和应用取得了重要的社会效益 ,培

养了一大批从事仪器仪表研究、开发、应用和管理

等工作的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研

究型”和“复合型”的人才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具体体现在 :

1. 在 2003 年《中国大学评估》课题组对全国

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中 ,我校

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在 110 所

高校同类专业中名列第 3。

2. 4 年来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

科技创新能力突出 ,各类竞赛获奖人数在逐年递

增 ,获奖等级在不断提高 ;我系本科生先后获得

2000 年度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大赛金奖 (第

一名) , 2000 年度国际大学生数模竞赛优胜奖 ;

2001 年度“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一等

奖 2 个队和二等奖 1 个队 ;2003 年度“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个队 ;多

人次获得 2000 —2003 各年度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一等、二等奖学金 ,其中 1 人获得 2002 年度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特等奖学金 ;2002 年度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三等奖 ;2003 年度马斯特杯中国机器人

大赛三等奖 ;多人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杰出奖

学金生称号。

3. 4 年来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

的一次就业率连续保持在 100 %。

4.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录取为

研究生的比率逐年提高 ,录取率由 2000 年的 30 %

上升到 2004 年的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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