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系统掌握电子信息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

素质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各

类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设计、制造、应用和开发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毕业生适应岗位：

1.硬件设计工程师：根据项目需求，制定项目方案，设计开发符合功能、性能要求和质

量标准的硬件产品。根据项目要求，设计详细的原理图和 PCB 图，负责元器件的选型与评

估，负责硬件调试和系统联调。嵌入式开发方向侧重于嵌入式应用开发项目硬件设计部分，

汽车电子技术方向侧重于车载系统相关项目硬件设计部分。

2.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根据项目需求，制定项目方案,完成嵌入式产品软件开发和设

计工作，实现基于嵌入式平台的软件功能；能够基于标准通信接口完成软件的开发，参与项

目的系统软件、硬件平台的安装搭建与实施工作，参与嵌入式软件测试及调试，产品维护等

工作。嵌入式开发方向侧重于嵌入式应用开发项目软件设计部分，汽车电子技术方向侧重于

车载导系统等相关项目的软件开发。

3.硬件测试工程师：配合硬件设计工程师完成板级测试，根据硬件产品设计需求及详细

设计，制定硬件板卡测试计划，编写硬件板卡测试需求、测试方案、测试用例等测试文档，

负责产品硬件及结构功能与性能的测试，负责测试用例设计，测试环境搭建，测试实施工作

以及测试报告编写，协助进行硬件产品系统测试、集成测试。嵌入式开发方向侧重于嵌入式

应用项目硬件测试部分，汽车电子技术方向侧重于车载系统电子电路的测试部分。

二、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电路、电子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分析、嵌入式技术、汽车电子技

术等知识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企业开发工具的使用、电子电路设计方法与技巧、

硬件电路测试方法、嵌入式软件编程与调试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基本能力。

1 知识结构

(1)掌握本专业所需的各类计算机技术的相关知识；

(2)掌握本专业所需的科技英语知识；

(3)掌握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电子电路性能参数计算和分析方法；

(4)掌握电子系统中信息的获取与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5)掌握单片机、ARM 嵌入式技术等相关理论和知识；

(6)选择学习 2 个电子信息工程的专业方向知识，嵌入式开发方向掌握嵌入式应用系统

开发相关知识，汽车电子技术方向掌握车载电子系统相关知识。

2 能力结构

（1）具有一定的软件编程能力；

（2）具有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比较熟练的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籍和资料；

（3）具有分析和设计电子电路的基本能力以及检测电子电路的基本能力；

（4）具有综合运用本专业知识和应用工具软件知识进行仿真实验和硬件实验的能力；

（5）具有获取、处理电子系统中信息的基本能力；



（6）嵌入式开发方向具有嵌入式产品系统的开发能力，汽车电子技术方向具有车载系

统的开发能力；

（7）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3 素质结构

(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的思想素质；

(2)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有较强的社会及工作的适应能力，

身心素质健康；

(3)熟悉我国信息产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企业管理的惯例与规则；

(4)具备从事本专业的业务素质，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

际沟通的交际能力。

4 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根据电子类相关企业对本专业毕业生专业能力的要求，确定本专业的五大专业能力：计

算机操作与英语应用能力，硬件设计能力，嵌入式软件设计与开发能力，硬件测试能力，技

术支持与设备维护能力，进一步梳理细化分解成相应的能力要素，并给出培养这些能力要素

的实现途径，专业能力实现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 1：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专业能力 能力要素 课程模块 主要实现途径（课程）

计算机操作与英

语应用能力

掌握数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发展趋势

熟练掌握 C 语言语法及常用算法

熟练掌握常用的数据存储结构和文件组织结构

数学知识模块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

计算机应用及

英语应用模块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导论、C语

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专业

英语

硬件设计能力

掌握电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和数字）、仿真

技术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各种电子

仪器的使用；具有电路原理图设计能力；具有电

子产品硬件设计与调试能力；具有 PCB 设计能力；

能够读懂专业相关的英文资料，包括产品说明书、

元器件说明书等； 编制包含上述设计资料的文

件。

硬件设计基础

知识模块

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路、单片机技术及其应

用、ARM 嵌入式技术、单片机

技术课程设计

嵌入式开发方

向知识模块

FPGA 技术及应用、FPGA 技术课

程设计

汽车电子技术

方向知识模块

工程制图、汽车电子技术、汽

车电子技术实验

嵌入式软件设计

与开发能力

了解嵌入式产品研发的特点、所需要掌握的技术

规范和工作要点，熟悉嵌入式系统知识，如嵌入

式 Linux 常用命令，Linux 环境下高级编程，以

及运行命令，使用方法等熟练掌握 C 语言编程思

想和方法；握车载系统软件编程方法。

嵌入式开发方

向知识模块

嵌入式 Linux 系统开发技术、

Java 程序设计、Android 开发

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方向知识模块
车联网技术、汽车总线技术

硬件测试能力

掌握电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和数字）、计算

机基础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电子电路的

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掌握电子产品硬件调试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电子测试仪器的使用；

硬件项目测试

模块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模拟电子

技术实验、数字电路实验、单

片机技术及其应用实验、电子

线路设计、传感器技术

https://www.baidu.com/s?wd=linux%E7%8E%AF%E5%A2%8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vRYnvR4mWfvmWwWuW0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YPHTYrHRzP1cLnjn1njbsr0
https://www.baidu.com/s?wd=%E8%BF%90%E8%A1%8C%E5%91%BD%E4%BB%A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WfLn1T1rjPhmvm3nyu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csnWmYnH6Yn1D4rHfYP1cd


具有电子线路图识读能力；具有电子产品硬件调

试能力；具有电子产品硬软件联调能力； 熟悉电

子产品相关技术标准，具有整机测试能力。

技术支持与设备

维护能力

掌握电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和数字）、计算

机基础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电子电路的

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具备商务谈判与沟通能力；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具有

资料收集与整理的能力、文字处理能力；

电子电路基础

模块

大学物理、电路分析基础、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

三、所属学科、专业类

学科门类：工学，专业类：电子信息类，专业代码：080701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 4 年，学习年限 3～7 年。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必须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必修课程的学分，修满各平台选修课规定的最低学

分，合计最低取得 190 学分方能毕业，学业成绩达到我校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授予工学学士

学位。

六、主干学科和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核心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

单片机技术及其应用、数字信号处理、自动控制原理、通信原理等。

专业核心课程 1：C 语言程序设计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C 语言的基本语法，还应掌握程序设计的基

本思想、并使学生掌握传统的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一般方法，培养学生严谨的程序设计思想、

灵活的思维方式及较强的动手能力，并以此为基础，让学生逐渐掌握软件的设计和开发手段。

主要内容包括常用数据类型，顺序、选择、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数组，函数，指针和文件和

排序、查找等常用算法。

专业核心课程 2：电路分析基础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元件与电路变量、基尔霍夫定律、以及

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各种分析方法与等效电路的转换，网络定理；掌握一阶动态电路和正弦稳

态电路等内容的基本分析方法；理解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各种电路求解方法的特点

和适用范围；具有较广阔的电路分析和求解思路以及较熟练的求解技能和运算熟练度。

专业核心课程 3：模拟电子技术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一些常用电子器件和基本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分析设计方法，

掌握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基本单元电路的调制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模电技术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 4：数字电路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数字电路的基础理论知识，理解基本数

字逻辑电路的工作原理，掌握数字逻辑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熟悉中规模集成电路应

用，具有运用数字逻辑电路初步解决数字逻辑问题的能力。能够分析由几个单元电路组成的

小电子电路系统，具有较强的查阅电子技术资料的能力和从网络上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为

各种数字逻辑系统的分析、设计与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 5：信号与系统

内容简介：本课程的基本任务使学生牢固掌握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分析方法。理解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和 z 变换的基本内容、性质，掌握信号与系统

的时域、变换域分析方法（时域法、频域法、z 域法、s 域法、状态变量法），特别要注意

建立信号与系统的频域分析以及系统函数的概念，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后续相关课程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 6：单片机技术及其应用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单片机的结构和基本工作过程，掌握 MCS-51

单片机汇编指令系统及程序设计,掌握 MCS-51 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及定时器、串行口的结构及

其应用方法，会设计单片机外围接口电路，能编制应用程序，为今后学习嵌入式技术打好基

础。

专业核心课程 7：数字信号处理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离散时间系统的时域、变换域分析方法和数

字滤波器的结构、设计方法。能够利用快速傅立叶变换完成离散信号时域和频域的转换，学

会有限长和无限长单位冲激响应滤波器的实现方法。本课程以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作为对

象，在介绍经典理论的基础上，适当引入了现代信号处理的理论与方法以及 Matlab 仿真分

析软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能够掌握确定性离散时间信号的频谱分析原理及快速

实现方法，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及实现方法。

专业核心课程 8：自动控制原理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自动控制的基础理论，并具有对简单连续系

统进行定性分析、定量估算和初步设计的能力，为专业课学习和参加控制工程实践打下必要

的基础。学生将掌握自动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等方面的基本方法，如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法、

根轨迹分析法、频域分析法、状态空间分析法、采样控制系统的分析等基本方法等，为设计

控制系统打好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 9：通信原理

内容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通信系统，了解模拟、数字通信系统，

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与工作原理，掌握各种调制解调方式，各种编码解码方法，掌握评

价各种系统的性能指标及其基本分析方法，了解为改善各种通信系统性能所使用的技术，提

高学生对通信系统和信息的传输交换以及通信网络的了解，为研究改进各种通信系统奠定必

要的基础。

七、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表 2：集中性时间教学环节统计表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数 周数 学期 备注

入学教育 0.5 0.5 1

军事训练 2 2 1

专业认知实习 0.5 0.5 1

课程实习 2 2 4

项目实训 8.5 8.5 2-5

工程实践与毕业实习 12 24 7-8

毕业论文（设计） 10 14 8

合计 35.5 51.5



八、企业实习实践计划

1.实习实践目标：综合应用所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熟悉实习相关

任务的工作流程，能与其他人合作完成中型以上工程项目或独立完成小型工程项目；培养良

好的个人职业素养、分析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结合专业综合实习任务，在学校和企

业双方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了解电子信息工程行业发展现状及实习企

业文化，逐步形成对所当前学习专业以及今后就业行业的认同。

2.合作企业：青岛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朗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3.实习实践标准

通过在企业的实习实践，使学生具备以下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掌握企业项目中硬件原理图设计、软件系统设计、智能终端设计、嵌入式系统设

计等必备的相关专业知识，如 C 语言程序设计、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单片机技术及其

应用、ARM 嵌入式技术等课程知识在项目中的应用，对项



总学时/总学分 课程类别 学时 占总学时百分比 学分 占总学分百分比 备注

2232/139.5

通识教育必修课 728 32.6% 45.5 32.6%

通识选修课 160 7.2% 10 7.2%

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688 30.8% 43 30.8%

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48 2.2% 3 2.2%

专业必修课 224 10.0% 14 10.0%

专业选修课 384 17.2% 24 17.2%

必修课合计 1656 73.4% 103.5 73.4%

选修课合计 576 26.6% 36 26.6%

表 5：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构统计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小计 占总学分百分比

理论教学

通识教育必修课 31.5

100.5 57.4%

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34

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1.5

专业必修课 10

专业选修课 13.5

实践教学

入学教育 0.5

74.5 42.6%

军事训练 2

实验 24

课内实践 15

项目实训 8.5

认知实习 0.5

课程实习 2

工程实践与毕业实习 12

毕业论文（设计） 10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合计 175 100%

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 15

总学分 190

十、本专业教学执行计划表

1.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45.5 学分，选修 10 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教学时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计 讲授 实验 实践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000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考试 1

0002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考试 2

0003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2 16 考试 3

000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96 64 32 考试 4

00051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考查 1-4
在线自主

学习为主

00061 体育 7.5 120 120 考查 1-4
体育俱乐

部制

00071 军事理论 2 (32) (32) 考查 1
在线自主

学习为主

00081 大学英语 13 208 208 考试 1-4 分级教学

00092 计算机基础 2 32 16 16 考试 1

001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16) (16) 考查 2
在线自主

学习为主

00111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

导
2 (32) (32) 考查 2,6

在线自主

学习为主

00121 创新创业基础 1 16 16 考查 3
在线自主

学习为主

小计 45.5 728 504 16 208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综合素质课 10 160 160 2-8

在线自主

学习为

主，详见

当学期公

布的通识

教育选修

课清单

小计 10 160 160

合计 55.5 888 664 16 208



2.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平台（必修 43 学分，选修 3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教学时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计 讲授 实验
实

践

学

科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平

台

学科

专业

基础

必修

课

01491 高等数学 8 128 128 考试 1，2 分级教学

05342 线性代数 3 48 48 考试 2

03931 经济数学（2） 3 48 48 考试 3

01231
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导论
1 16 8 8 考查 1

00221 C 语言程序设计 5 80 40 40 考试 1

04312 数据结构 4 64 40 24 考试 2

00971 大学物理 4 64 64 考试 2

00973 大学物理实验 1.5 24 24 考查 2

01072 电路分析基础 3.5 56 56 考试 2

01073
电路分析基础实

验
1 16 16 考查 2

03402 模拟电子技术 3.5 56 56 考试 3

03403
模拟电子技术实

验
1 16 16 考查 3

04392 数字电路 3.5 56 56 考试 3

04393 数字电路实验 1 16 16 考查 3

小计 43 688 544 144

学科

专业

基础

选修

课

00331 Java 程序设计 3 48 24 24 考试 3

选修 3 个

学分
00191 C++程序设计 3 48 24 24 考试 3

04371 数学建模 3 48 24 24 考试 3

小计 3 48 24 24

合计 46 736 568 168

3.专业课程平台（必修 15 学分，选修 23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教学时数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计 讲授 实验 实践

专

业

课

程

平

台

专业

必修

课

05591 信号与系统 5 80 64 16 考试 4

0098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3

8 1 考 4

0 0 单 号 3

8 2 1 6 考试 4

0 号与6
06

考
0

考
09

用
6636

考40
96

原09 1Ð9 �h *ü609 1Ð9
009604

0
090



4.实践教学课程平台（必修 40.5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周数 开课学期 备注

实

践

教

学

课

程

平

台

其他

环节

90011 入学教育 0.5 0.5 1

90021 军事训练 2 2 1

实习

实训

90241 认知实习 0.5 0.5 1

90251 课程实习 2 2 4

90271 工程实践与毕业实习 12 24 7-8

90261 毕业论文（设计） 10 14 8

项目

实训

90281 电工基础 1 1 2 考查

90091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1.5 2 考查

90311 模数电课程设计 2 2 3 考查

90301 单片机技术课程设计 2 2 4 考查

90291 ARM 嵌入式技术课程设计 2 2 5 考查

小计 35.5 51.5

5.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平台（必修 2学分，选修 13 学分）

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必修：创业基础实践（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或开发一个智能车载监控系统，要求能够在汽车上实际使用）

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选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实践素质拓展学分：包括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业项目、科研训练、学科竞赛、

发明专利、论文成果、课外阅读、学术讲座、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通过认定的方式计算学分，具体认定范围与程序见《武

汉工商学院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办法》。

（2）课程素质拓展学分：包括选修英语拓展课程、数学拓展课程、政治拓展课程及跨

专业选修课等课程。

十一、培养方案执行说明

1.非集中周教学课程学时学分规定：理论课程、实验实践课程按 16 学时计 1 学分。

2.集中周次教学课程学时学分规定：校内课程实践（含课程设计、综合实践项目等）1

周计 1学分；校外实践（含军训、认知实习、课程实习等）1 周计 1 学分、不计学时；工程

实践与毕业实习打通，共计 24 周，计 12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共 14 周，计 10 学分。

系主任： 邓明华 教学副院长： 胡成松 院 长： 孙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