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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思路：

本成果在人才培养中着重体现“德行并重、兼容并包、对接标准、

与时俱进”的特点，根据以我校通信工程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专业同时进

行本科、留学生教育及中外合作办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四个结合”中

寻求突破，从“八个融合”中体现创新，即以“中国特色的品德教育与

国际化的工程能力培养结合（德行并重）”、“特色化专业和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结合（兼容并包）”、“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与专业特色相结合

（对接标准）”、“国际化教材与一流课程建设结合（与时俱进）”作

为人才培养的主梁，打造国际化特色信息技术人才“四梁八柱”培养新

模式。

解决问题的方法：

1）课程与思政融合、中外学生融合，构建全场景、全过程、全覆

盖的“三全”德育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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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培养模式示意图

出台《全面实施“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建设丰富的课程思

政素材库，优质资源在各专业、各课程、各教师间共享共用。实施“e+”

红色青年引航工程，推出“i 优微”思政微课品牌。建立党委领导下“辅

导员+班主任+导师”的全程育人队伍。实现“课堂--实验室--课外--校

园”渐进式的面向留学生的文化传播。

2）国内外教学平台融合、学生特色与质量保证体系融合，提升多

模式下的人才培养质量。

针对中国学生、中外合作办学生、国际留学生的教学，充分利用国

内大学线上教学平台和澳大利亚教育集团云教学平台，实现多文化背景

下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公用。不同培养方式制定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目

标，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建立统一质量监控体系，保证各类学生均达

成国际认可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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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产教融合、技术能力与人文素养培养融合，重构实践教学体

系和能力评价体系

与政府、企业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多方深度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对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践行“构思-设计-实施-运作”（CDIO）

理念，设计四种不同类型的实践类课程构建梯次化、立体化的实践类课

程体系。对实践环节进行全程监管和合理评价，构成实践教学持续改进

闭环。

4）基础与特色融合、科研与教学融合，建设优质的国际化教学资

源

打造具有基础性、针对性、领先性、有机性等特点优质国际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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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重视基础，加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教学中专业所需知识和能力

的培养。因材施教，建设有针对性的全英文、双语、中文课程。适应变

化，结合在线教学和学科发展，编写具有领先性的国际化教材。引育并

举，打造有机的国际化教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