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电子白皮书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学生德才兼备，具有协同精神与创新意识，掌握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工程领域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应用的基础知识。能够在电子信息相关领域从

事技术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应用型人才。本专业对应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两个一流学科。

（二）培养目标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以石油化工物联网开发为特色，双体系培养模式，突出多样性、

个性化培养；培养适应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与光电信息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具备良

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在电子信息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

发、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三）培养规格

本专业学制四年，学分 177.5，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掌握并能应用基本科学与数学知识，

包括数学、物理等，并将这些基础知识应用在电子学、信号处理、科学计算、计算机仿真等

相关学科，能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在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通信系统、电子产品

设计与开发、系统集成、物联网应用等方面具有较熟练的专业工程知识和应用能力。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工程知识

掌握并能应用基本科学与数学知识，包括数学、物理等，并将这些基础知识应用在电子

学、信号处理、科学计算、计算机仿真等相关学科，能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在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通信系统、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系统集成、物联网应用等方面具有较

熟练的专业工程知识和应用能力。

2、问题分析

能够具有利用专业理论知识对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进行有效的探索和实验，能分析和解

决工程技术问题，整体性，系统性地思考问题。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针对电子类复杂工程问题，能够综合运用电子电路、电子信息、计算机等理论，根据性

能指标构建电路系统。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

针对复杂电子系统工程问题，能够利用初步的矩阵分析、数值分析理论等科学方法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

掌握至少一门以上的编程语言，会使用 Matlab 进行建模与仿真、使用 Cadence Orcad

进行电路设计与仿真，使用 Protel 等工具进行电路布局，并对复杂电子工程问题进行预测

与模拟。能够使用科技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其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

法。

6、工程与社会

认识到社会环境在工程实践中的重要性，了解并把握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相关职业

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



规，能正确认识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环境保护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电子系统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

虑法律、社会、经济、环境、安全、健康等制约因素。

8、职业规范

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10、沟通

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

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有正确认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四）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实施双体系培养方案，在原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了素拓体课程体系。通识教

育课程 64 学分，占比 33.5% ，公共选修课程 6学分，占比 3.75%，学科基础课程 46 学分，

占比 26.4%，专业领域课程 25 学分，占比 28.5% ，新创业教育课程 16 学分，占比 1.56% ，

素拓项目课程 27 学分，占比 15.17% 。

专业主干课程：

电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通信电子线路、数字信号处理、

通信原理、电磁场与电磁波、物联网导论、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嵌入式系统设计、射频

识别原理与应用。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大学物理实验、认识实习、金工实习、电工技能实训、电子工艺实习、电子专业综合实

训、C 语言课程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综合实验、嵌入式系统课程设计、电子专业综合技

能实训、创新实践与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和素拓项目实训等。

（五）师资队伍

专业现在专任教师 10 名，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2 人，博士 6 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

师 1 人，广东省师德标兵 1 人，广东省“千百十”人才校级培养对象 2 人。全国曾宪梓教育

基金会优秀教师奖 1人，专业拥有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优秀教学团队 1支，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优秀科研创新团队 1支。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项，三等奖 3 项，参与项目获得广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获得广东石油化

工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 项，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8 项，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主持项目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两项。与广东工业大学联合培养硕士 4 名，与华南理

工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湖南工业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培养硕士 10 余名，有

五名教师评为硕士生导师，2023 年开始招生。

（六）教学条件

产教融合共建实习实践平台和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为学生提供了工程实践平台，提高了

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2001 年立项，广东省教育厅及学校投入 400 万元，建成占



地面积 821 平方米实验室；2010 年获广东省 150 万立项，建成广东省教学示范中心，校内

实验设备总值 2000 多万元。校内实习基地有电工电子、金工实习基地、与中国电信合作建

立程控交换实验室、与中国移动合作建立移动通信等实验室；签署三十余个校外实习基地，

分布于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和茂名等地。

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本专业是学校双体系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省教学示范中心，广东省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校级特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