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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CDIO课程建设关键问题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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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气象干部训练大队

1955年成都气象干部学校 1978年成都气象学院

2000年划转四川省更名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2008年借鉴CDIO开展工程教育改革

2010年中国气象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011年学校成为国际CDIO组织正式成员

2013年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2015年更名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0. 背景



电子材料与器件

集成电路

设备与装备

网络与信息安全

软件与信息服务
• 软件工程
•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数字媒体技术
• 物流工程
• 测绘工程
• 应用气象• 测控技术与仪器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 自动化
• 机器人工程
• 生物医学工程• 通信工程

•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
• 电子信息工程
•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 材料物理
• 应用物理
• 电子科学与技术

• 信息安全
• 网络工程
• 物联网工程
• 信息对抗技术

电子信息专业群专业设置齐全（25个），覆盖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全部信
息技术类本科专业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0. 背景



竞争能力

学习能力 工程能力交流能力 合作能力

To Know, To Do, To Be, To Live Together

工程教育的目的？培养能够适应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德洛尔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

教育的四大支柱

0. 背景



Conceive构思      Design设计      Implement实现     Operate运作

2008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开始CDIO的教学改革，是继汕头大学的第一批改革者。

CDIO

0. 背景



CDIO
工程
教育

Ø2008年CDIO教育理念和模式改革

Ø全国CDIO工程教育模式试点副组长单位

Ø中国西部高校唯一的国际CDIO组织正式
成员

Ø2015年学校承办了首次在亚洲召开的“第
11届CDIO国际会议”

Ø亚洲唯一一个CDIO国际组织委员会委员

卓越工程师

Ø2010年入选国家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试点院校

Ø8个教育部“卓工计划”试点专业

Ø9个省级“卓工计划”专业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

学校在CDIO2017亚洲区域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 背景



通信工程

(全国一本招生)

Ø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
业”

Ø 1978年开始招生

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

(全国一本招生)
2006年开始招生

本科专业

学科平台

四川省
气象信
息与信
号处理
重点实
验室

四川省
集成计
算与芯
片安全
协同创
新中心

学硕

通信与信息系统
电子微系统工程(自
设)

专硕

集成电路工程
电子与通信工程
农业信息化

研究生专业

学生
(1300余人)

本科生（1100余人）

研究生（近200人）

0. 背景

通信工程学院概况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

它意味着，通过中国科协所属中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协会（CEEAA）认证的中国

大陆工程专业本科学位将得到美、英、澳

等所有该协议正式成员的承认。

中国工程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0. 背景



中国工程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工科

0. 背景

2014年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提出的工业4.0 2017年复旦共识：“新工科”



中国工程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创新

0. 背景

创新！



（1）继续加强教师的工程能力

1、继续建设CDIO师资队伍

20人，
占36%

2人
占4%

15人，
占29%

16人，
占31%

近10年来学院的进人原则

Ø博士

Ø海外经历

Ø企业工作经历

教师进修：访问学者

Ø海外高校

Ø国内高校

Ø企业



（2）请进来送出去，开展CDIO专项教学技能培训

1、继续建设CDIO师资队伍

聘请国外高水平教师到校内进行为期 两年9期  的CDIO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培训

阶  段 时  段 培训要素

第一阶段 第一期 CDIO教学理念基础

第二阶段

第二期 CDIO 全套教学方法

第三期 课堂构思、设计实施方案

第四期 积极体验式学习

第五期 评估及持续改进

第三阶段　

第六期 资深导师课程培训

第七期 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实境训练

第八期 资深导师教学实施课程

第九期 资深导师培训计划



（2）请进来送出去，开展CDIO专项教学技能培训

1、继续建设CDIO师资队伍



选送骨干教师组团到国外进行CDIO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培训

（2）请进来送出去，开展CDIO专项教学技能培训

1、继续建设CDIO师资队伍



2、继续优化CDIO课程体系

l 思想政治类
l 外语类
l 数理类
l 军事体育类
l 计算机基础
l 创新创业类

l 历史与文化
l 社会科学与法

律
l 创新创业教育
l 哲学与自然科

学
l 艺术与审美
l 工程与管理

……

专业基础
课程

按照专业特点设置
含工程实践

院级学科
基础平台

课程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校级学科
基础平台

课程

•   电气类
•   计算机类
•   经管类
•   大气类

专业方向
必修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设计）

……

专业方向
选修

子方向整体选修

个性化
自主学习

通识教育

58-70学分

学科与专业基础

50-68学分

多样化与个性发展

40-48学分

鼓励跨专业选修
子方向一个模块

网络资源共享课

行业证书认定

测绘类：
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

经贸类：
金融学、市场营销学

一次
分流

二次
分流

（1）二次分流三段培养的课程体系



2、继续优化CDIO课程体系

1、CDIO三级项目：模块化设计的
课含实验，如《电路分析》实验

2、CDIO二级项目：项目模式的课
程群综合实践课程，如《电子技
术综合设计》。由6学分3门课增
加到9学分5门课。

3、CDIO一级项目：导师制运行的
专业级综合实践课程，包括《工
程实践》和毕业设计。由15学分
增加到18学分。

（2）CDIO三级项目方式开展三层次实践教学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序号 描述

模块1：工程人文知识 基本工程概念，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工程技术史，工程师，工程行业组织……

模块2：工程基础知识 基本量和导出量，基本科学思想、基本研究方法、基本分析和设计工具等

模块3：工程学科知识
综述。

不同专业学科结构的综述，以及专业之间的交叉互动状况及趋势的综述。

模块4：工程项目训练
可以是成熟的教学训练项目，如CDIO 的“摩天大楼”项目，拆汽车项目等；也可以是
经典的工程案例分析。逐渐形成项目库。

模块5：工程与科技前
沿。

体现重大工程项目中的科研过程和组织过程，及重大科研进展对工程进步的推动。

模块6：工程创新理论。不同的创新理论和创新方法，如TRIZ。

模块7：工程实践与工
程经济。

参观考察典型企业或前沿工程项目，接触真实的工程实践过程，

模块8：规范与常识。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工程相关法律法规，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等。

（1）工程导论-学习CDIO理念的同时，培养创新思维

纸桥搭建；

意大利面建筑

Arduino电子产

品创意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1）工程导论工程导论-学习CDIO理念的同时，培养创新思维

构思

设计

实现 运作



导师指导非常重要！！！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节点 重点锻炼的学生能力及验收材料

3学期 构思(C) 学习能力、文档写作能力；
提交调查报告（包括资料收集、整理、提炼、感悟）

4学期 设计(D) 分析与设计能力、文档写作能力；
提交设计初稿

5学期 实施(I)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提交修改终稿和初次成果

6学期 运行(O) 使用现代工具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提交修改终稿和初次测试成果

7学期 总结
项目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总结能力等；
提交最终成果并答辩

《工程实践》项目实施过程

分层实施

工程
实践

导师制团队化

导生制 过程化考核

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工程项目或企业产品的

构思、设计、实现和运行全过程

（2）CDIO一级项目特色课程《工程实践》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校外导
师(资源)

校内导师
(监督指

导)
培养方案

团队

科技
项目

本科双导师制

v 每位学生双选一位校内指
导教师+校外指导教师；

v 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约10名
同学的团队；

v 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v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v 指导学科竞赛。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p机制：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工程实践》

•《毕业设计》

学生团队活动；

科技竞赛；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

本
科
生
全
员
导
师
制

ü导师指导成为导师的职责；

ü学生学会创新成为学生的职责



工程实践、创新创业、学生成长手册等政策

结果：创新项目数量和质量，急剧上升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3、CDIO特色课程与学生创新的一体化指导

（4）培养效果——一系列学生成果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一阶段
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 数理思维 1,2
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识课程 非技术能力 6~12

二阶段 学科与专业基础课程 工程知识、问题
分析及研究能力

1,2，
4

三阶段 多样与个性化发展课
程

设计开发、使用
工具等能力

3,5

（1）分阶段培养毕业要求的各项能力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 历史与文化

• 哲学与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与法律（必选）

• 艺术与审美

• 创新创业教育

• 工程与管理（必选）

①通识课程

6、工程与社会；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8、职业规范；11项目管理

（2）非技术能力培养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②工程导论课程

6、工程与社会；8、职业规范；11项目管理

（2）非技术能力培养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课程 学时 能力目标

TRIZ创新方法 12 工程与社会：通过训练创新思维，锻炼
学生综合社会因素开展工程创新活动

创新、发明与知识产
权实务

12 工程与社会：锻炼学生工程创新活动中
的知识产权意识生

职前教育与人生规划 12 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及责任感教育

就业指导 12 职业规范：职业规划及责任感教育

③开设创新理论必修课

（2）非技术能力培养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3）复杂工程项目的实施方法：CDIO三层次项目教学模式



4、CDIO模式下对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该问题必须运用深入的工程原理，经过研究分析才可能得到解

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需涉及以下部分或全部的因素：

(1) 需求涉及多方面的技术、工程和其它因素，并可能相互有一

定冲突；

(2) 需要通过建立合适的抽象模型才能解决，在建模过程中体现

创造性；

(3) 不是仅靠常用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

(4) 问题中涉及的因素可能没有完全包含在专业标准和规范中；

(5) 问题各方利益不完全一致；

     (6) 具有较高的综合性，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

毕业设计选题满足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特征：

（4）毕业设计：检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1）面向产出的课程质量是持续改进的前提

l 学生中心

l 产出导向

l 持续改进
课程质量评价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2）理论课程及CDIO二级、三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

0

15

30

45

60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人
数

100分 80分 60分 40分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3）CDIO一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确定质量标准

1、符合CDIO运行模式；

2、校内导师+企业导师；

3、企业真实项目；

4、团队制；

5、项目必须与本专业相关；

6、必须综合：从调研、问题分

析、设计、工具使用、数据分

析、成果等全过程；

7、每一考核环节的质量要求

1、符合CDIO运行模式；

2、鼓励校内导师+企业导师；

3、鼓励企业真实项目；

4、项目必须与本专业相关；

5、必须是工程设计类或工程研

究类，不接受其他。

6、必须包含：从调研、问题分

析、设计、工具使用、数据分

析、成果等全过程；

7、细化每一环节质量要求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3）CDIO一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质量监控机制



④
问卷
调查

③
督导
评价

②

同行
评价

①

过程
监控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3）CDIO一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质量监控机制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3）CDIO一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面向产出的质量评价

将课程目标落实到每个学期

将每个学期课程目分解

根据课程目标制定教学计划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3）CDIO一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面向产出的质量评价

对每个团队成员按照目标能力打分

教学工作记录

学期成绩由目标能力完成情况构成

工程实践教学系统



5、面向产出的CDIO特色课程质量评价

（3）CDIO一级项目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案——面向产出的质量评价

毕业设计教学系统

4.3研究

6.2工程社会

5.3 使用工具



1、如何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减轻学生负担？

        学生4年必须完成多项体现复杂工程问题的课内CDIO项目和课外创新：

工程实践；毕业设计；创新项目；科技竞赛；

2、如何降低CDIO一级项目课程目标评价复杂度？

      《工程实践》每学期教师对每个学生打分超过3项；

      《毕业设计》开题、期中、论文、答辩均需打分，每个环节打分超过2项

CDIO特色课程建设思考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