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建设目标

通过三年的建设，计划建成一个能适应自动化学院自动化、工业自动化及

机电一体化本科专业实践教学需要的实践教学基地。建成后的教学基地具有服务

社会、辐射能力强，实践与理论互补，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实践培养中

心。具体目标为：

（1）建立高效的管理组织机构；

（2）基地建成实习宿舍 4 间，每年接收学生实习 100 人次；

（3）完成 1 次 2 个专业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4）建成一支高水平、专业化、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计划该队伍有 2-3

名教授、副教授和博士，2-3 名基地高级工程师或拔尖人才定期进行校内的兼职

授课；

（5）建设企业课程及教材建设；

（6）制定院级实习管理制度 1 册；

（7）基地品牌建设，构建具有服务社会和辐射能力强的电气及自动化实践

基地。

2.建设思路

充分借鉴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成功经验，根据未来社会对于自动化及电气

工程人才的需求，以及我院人才的定位，有针对性的提出实践教学方案，构建实

践教学基地。充分借助校内人才、科技、文化等资源优势，结合企业的生产、市

场等实践优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技术与应用的结合；以产学研合作、科

技特派员等为纽带，充分考虑企业对工程型人才的需求，实现“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建设仲恺自动化及电气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在构建

新型实践教学基地的同时，探索利用基地资源开展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和师资建

设。

3.建设计划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计划见下表。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计划及内容

建设阶段 建设内容 计划时间

初始阶段 校内外实践需求分析 2014.1-2014.6



实践基地基本条件、承载能力分析

产学研合作计划

实习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相关制度条例的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计划修订

2014.6-2016.7具体实施阶

段

学生宿舍进行改造、扩容，提供可容纳 30 人的住宿

条件

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企业课程及教材建设

基地品牌建设

验收完善阶

段

专家咨询及进一步完善

2016.7-2016.12
检查验收

实践教学基地的下一步发展规划及基地品牌建设

4.建设内容

建设“仲恺自动化及电气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承担自动化及电气工程专业

的校外实践教学，培养具有实操能力的工程人才。其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1）校企合作，引入企业反馈机制，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培养计划

在实践教学中，积极引入企业反馈机制，通过企业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实践

能力等的反馈，结合社会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培养计划，实现人才

培养和社会需求的一致性，同步性。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改变理论教学的不足，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程人才。

（2）构建规范化、标准化的实践基地管理体系

为实现校企合作的长效、共赢，通过构建规范化、标准化的实践基地管理体

系，保障实践基地建设的可行性。由校企双双相关高层领导担任仲恺自动化及电

气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负责人，并由专职教师和企业生产人员组成中心成员。构建

学生管理、生产管理、安全管理等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管理体系。

（3）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

借助实习基地这一平台，由教授、博士和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开展技术合



作，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借此调动学校科研人员及企业的积极性。开展产学研

也有利于高校校外实习基地提供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等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形

式。有利于引导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学习的和探索的积极性。

（4）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定期和不定期的开展企业高素质人才与指导教教师的经验、学术、实践等方

面的交流，提高指导教师的实践能力。通过学院人事制度的改革，鼓励指导老师

进入企业轮岗挂职，提升实践能力，加强校企合作。在实践中，企业指派具有丰

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我院实践能力培养校外指导专家，为我院学生提供及

时的指导。

（5）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

建成后的实践教学基地，不仅接收本专业本学校的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活动，

其他相关人员的实践也可以共享该实践教学基地。

（6）优化教师和学生评价机制

由于实践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为此根据企业要求，并充分结合理论教学的

需要，从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操作熟练程度、敬业爱岗等方面综合评价和考核教

师及学生。针对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的差异性，以及当前考核的不足，优化教师

和学生评价机制，提高教师和学生实践环节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