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与武汉富士康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课程体系方案

建立基于工作过程的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课程教学体系，是突出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提

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是按照“是什么、干什么到怎么干、干到啥

样”即遵循“工作原理-工作任务-工作程序-工作标准”的思路，真正按照专业岗位要求，做

到将工作过程融入课堂教学。为此，我们做了以下方面工作：

一、按照职业资格标准制定专业岗位培养标准

专业教研室在对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深度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相应的岗位需求及标

准，制定本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的针对性岗位及其标准，参见表 1。

表 1 应用电子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针对的富士康岗位及岗位标准

作业层岗位标准

岗位 要求

装配作业

产品测试员

1.依 SOP 操作规范对产品装配组立

2.将组立半成品置于治具作产品功能测试

3.及时反映制造过程异常

SMT 上料

随线作业

手插件作业员

1.依 SOP 操作规范对所在岗位物料进行投递

2.检查物料制造过程中异常现象，及进反馈制程异常

3.将电子元器件按 SOP 要求放置于 PCBA 板，并检测查验

手工装配作业

检验人员

1.装配组立半成品

2.检讨组立半成品外观不良、漏件、变形等

品质检验员

1.依 SOP 操作要求，对每生产批次数量产品抽查其尺寸、外观及

功能

2.及进反馈制程异至质量工程，保确生产良率。

工程技术岗位标准

岗位 要求

测试工程师

1. 母盘制作与验证，异常处理

2. 产线测试异常处理

3. 测试服务器维护与管理

4. 测试 SOP 制作与作业员实训

PCBA 生产工程师

(制造工程)

1.统计各组良率并督促改善，确保设备温和 CPK 正常

2.制程改善，依产品特性优化



3.产线良率状况的掌控及改善

4.PDCS 调查回复及改善跟踪

5.NPI 产品制程分析&改善

IE 工程师

1.根据标准工时测定生产效率；

2.通过 IE 基础手法,人因工程,现场改善,工时/能力/产能评估

3.制程改善，降低生产成本

质量工程师

1.根据客户要求制订产品制造规格，质量要求

2.生产制程质量异常判定、改善、指导

3.质量与生产效率提升改善

二、依据专业岗位培养标准，开展课程体系与课程建设

依据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专业的岗位能力和培养标准，我们制定了基础平台和专业平台相

结合的课程体系。基础平台的搭建应以“项目教学”为导向，面向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专业群

的基础知识要求；专业平台的搭建要以“基于工作过程”为导向，面向企业实际岗位的专业

能力需求。理论教学以够用为准则，专业基础课以“应用”为目的，加强了针对性、实用性、

创新性。

三、制定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根据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岗位核心能力，从岗位的实际工作过程出发，我们确定了专业核

心课程，并制定了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再以核心课程内容的更新与教学模式的改革为重点，

以优质核心课程、工学结合精品课程建设为载体，将课程理念、岗位能力、技术成果固化到

教学目标中。形成了《SMT产线作业员实训》和《产品测试员实训》等具有的工学结合特

色的优质核心课程标准。

校企联合开发核心课程的在线开放课程以及相应的实训指导书，编写校本教材。学校

老师与企业工程师联合完成了《单片机技术》《电子系统设计》以及《嵌入式技术》等 3

门课程的在线开放课程。

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和建设

提高“双师”素质是建立基于工作过程的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体系的软件保障。

电子信息的新技术发展迅速，对这些新技术，我们原有的师资并不具备相应的教学和运用能

力。为此，我们采取了人才引进、培训进修和现场实践等多渠道的教师队伍培养和建设方案。

比如，从现场引进了具有该领域外企工作经历、具备丰富的实践和培训经验的专家到校任教。

同时，以引进消化电子信息方面新技术，提高“双师”素质为目标，选派年轻老师参加电子

信息行业、企业的举办的教师培训班，安排教师到沈武汉富士康等公司进行现场实践等。实

践证明，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充分加强，基于工作过程开展教学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五、强化实验实训基地的内涵建设



实验实训基地的硬件建设固然重要，但基于工作过程开展实验实训基地的内涵建设尤为

重要。为此我校申请了 180 万元的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用于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的实训基地建设。由电子创新实训室、电子工艺创新实训室、嵌入式实训室、自动检测技术

实训室、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实训室、EDA 技术实训室等构成了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实训基地。

在内涵建设上，以“硬件做优，功能做强”为建设原则，使实训基地与企业工作现场实现了

技术同步、环境相近、标准一致。从而为建立基于工作过程的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体

系，提供了硬件保障。

六、课程体系

第六学期

毕业（顶岗）

实习、毕业设

计（实习报

告、毕业论

文）、毕业答

辩

第五学期 企业文化培训(讲座)
智能技术、专业英语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

自动检测技术、嵌入式技术

第四学期
职业发展规划、艺术赏

析

EDA技术、PCB板制作技术

电子系统设计、单片机技术

第三学期 企业文化培训(讲座)
企业文化培训

(讲座)

产品测试员实训、SMT 产线

作业员实训、装配作业实训、

品检员实训、企业实习、电

子技术（三）

第二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大学英语（二）、

体育（二）、企业文化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C语言、电子技

术（二）

无

第一学期

入学军训、思想道德与

法律基础、大学英语

（一）、体育（一）、

计算机应用基础、心理

健康教育、国防教育、

计算机应用基

础

电路基础

电子技术（一）

无

课程类

型
职业素质课 职业基础课 职业技能课

毕业环节

七、其它教育活动设计

活动时间 活动主题 活动形式 评价方式 组织单位



第一学期 应用电子技术

专业介绍
讲座、参观 纪要 应用电子教研室

第二学期 相关企业参

观，实训室参

观

参观、座谈 报告 应用电子教研室

第三学期
企业实践 学徒制培训 单位回执

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第四学期 武汉交通职业

学院技能节
竞赛 作品评比 学院

第五学期
省/全国电子

设计大赛
竞赛 成果评比

省/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大赛组委

会

第六学期 社会实践 顶岗实习 报告、单位回执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