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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大学生人数已居世界第一。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需求，社会对大学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于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大学生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近几十年，电子技术发展很快，电子元件和材料不断更新，电路设计手段和工具也不断进步。
电子技术带来的产业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矛盾还是越
来越突出。
比如，社会期望大学生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能够很快适应现代生产和社会服务的需求。
而我们的大学生普遍重视理论基础，对于工程实践能力的训练重视程度还显得不够。
近些年来，教育部采取了一些措施，改革实践教学模式，积极推出了鼓励大学生电子设计实践的计划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比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每两年举行一次，规模大，影响大，对于大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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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1工程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工程实践活动　　实践是工程的起点与核心，没有离开实践活动的
工程，工程的开展也离不开实践的环境，工程本身就是实践。
工程教育中，工科专业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实践特性，工科学生的从业特征更是决定了工程教育要时
刻强调实践教学与实践能力。
因为大多数的工科毕业生将来从事的不仅是理论研究，而是直接步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走向产业，
直接面向工程和生产第一线，主要就业于与生产密切相关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工程技术
领域，他们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开发新的产品，为社会创造财富。
　　一个合格优良的工程技术人才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素质与内涵，这些素质与内涵就是良好的工程素
质和强烈的创新精神以及训练有素的创新思维。
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基础、动力与桥梁的关系。
工程素质，就是指人们在考虑工程问题，从事某项具体工程工作时所表现出的内在品质和作风，它是
工程技术人员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具体内涵就是工程知识、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
但其总体而言，还是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
因为工程知识也不是狭义上人们理解的专业理论知识，它已被理解为扩展到专业技术以外的其他领域
，如市场、管理知识等。
工程知识的获得一方面可以从课堂和书本上学，另一方面则必须从实践中学习，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是学习工程知识的最佳途径。
工程意识获得更是在实践活动中进行的。
因为工程意识是在具有丰富工程知识背景下自然形成的自觉思维理念，它本身就是在具体地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时自觉地从工程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判断，捕捉工程中的有用信息，抓住工程问题的关键点
的一种敏锐度及意识。
理解工程实践能力更应从一个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它的理解，它不仅包括动手能力，还包括在实践中根
据工程的客体，能够提出问题、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在广泛工程背景下，通过大量、不
断的实践而形成的实际工作能力。
　　1.1.3.2科技创新活动是培养工程素质的有效手段　　传统教育模式下的工科学生习惯性地偏重单
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学习与总结，缺乏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锻炼，尤其缺乏从实践
中发现问题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因而很少有原创性的发明创造。
　　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一般是以个人兴趣和爱好为前提，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激发他们主动地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去解决创新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甚至在现有知识掌握不扎实或
缺乏的情况下能主动通过复习、研讨、搜索、查阅、请教等各种方法和手段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其在创新活动中养成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综合运用能力以及实验动手能力是课堂
教学很难培养和造就的。
　　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有利于培养和增强工程实践中必备的创新意识、实践意识、时代意识、竞争意
识、经济与社会意识、团队意识、职业道德意识等。
科技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内容的，科技竞赛或创新大赛中各队组之间
的激烈竞争与角逐以及团队内部之间的密切配合协作无疑是培养学生竞争意识、团队协作意识的最佳
方式。
现今，很多全国性的比赛大多紧密联系社会与经济发展现状。
每届指定主题，学生在设计和比赛中必须围绕主题，紧扣时代要求，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在无
形中增强了工程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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