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特色强校之路
打造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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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特色
人才培养开创新局面

浦江之滨，滴水湖畔，坐落着上海电机
学院。自 !"#$年建校，学校坚持技术办学传
统，与同类学校错位发展，在高校林立的上
海焕发出独特的生机与活力，走出了一条特
色立校、特色强校之路。特别是上海电机学
院升本 %&年来，以“技术立校、应用为本”为
办学方略，顺应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建设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趋
势，和企业的产学研深度合作，对于人才培
养有着更清晰的定位。

当前，企业最缺能上生产一线，懂技术、
能动手的“现场工程师”。上海电机学院不断
推进的高等技术教育教学改革，围绕行业企
业培养急需又奇缺的“现场工程师”。学校通
过产学研深层次、制度化合作，致力于培养
理论基础扎实、应用能力突出、能适应工作
变化并具有创新素质的国际化高等技术应
用型人才。
“订单式”培养人才，是学校培养“适销

对路”毕业生的一个尝试。学校以用人单位
需求为导向，在优化课程设置，加大实习比
重的基础上，探索个性化、“一对一”培养模
式，为用人单位“私人定制”毕业生，打通供
与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通过工学交替、
人员互聘、“订单式”培养等多种形式，校企
合作共建二级学院、校企联合培养硕士研究
生、校地共建科技工作站和技术转移中心
等。

前不久，学校以“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为契机，成立了“德泰学苑”，
标志着学校步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 时
代。“德泰学苑”犹如深化教学改革的特区，
依托自动化专业和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两个
专业，对标国际同类一流专业、突出人才培
养的职业性，实现“双证融通”。学校希望通
过“德泰学苑”的尝试，探寻出具有可推广可
复制的专业建设标准、课程建设标准和教学
方法，引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与创新，并将这些宝贵的经验推广到全校，
让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分享新的人才培养模
式的成果。

全力育人
学生创新创业取得新成果

)&!*年 %)月 %+日，上海电机学院的陆
江同学荣获了第六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市长奖”。陆江还把自己的兴趣与创业结
合起来，正在筹划新的项目———上海途游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该项目于 )&%*年 %&月入
住我校“创业苗圃”，%%月取得营业执照。

陆江的成功得益于学校高度重视创新
创业教育，积极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

划，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水平。
学校出台系列政策，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
科专业竞赛。从 )&%'年起，学校每年投入 *&

万元，设立学科专业竞赛基金；每年拨款 %&&

余万元，支持 *&&余名学生投身 %&&余项创
新活动计划项目。

学校在具体的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
中，做好前、中、后段的教育设计，重点抓好
师资、课程体系建设等前端；课程教学、方
式创新等中段；创新基地、创业实践及资金
场地等后段支撑。强化学科建设，推动专业
课程和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强化以学科为
基础的创新人才培养，推动密切学科的创
业实践。

学校通过举办“自强杯”大学生技能大
赛、“卓越杯”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系列校内
赛事，在全校范围内掀起经久不衰的“科创”
热潮。学校还创建大学生“创业苗圃”、大学
生创业指导工作站、辅导员创业工作室，并
开设校园跳蚤市场、推出旺铺面向大学生出
租等，帮助不同阶段的大学生的创业梦，寻
找“落地”空间。每年夏天，“创业苗圃”里开
设创业夏令营，聘请专家对创业学生进行辅
导，还设有专业技术支持服务平台，帮助申
报各级科技创业基金。

通过不懈的努力，学生创新创业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上海电学院科学商店荣获科技
部政策司科普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多项成果

荣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银
奖、铜奖，“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三等奖等，以及数学建模等学科专
业竞赛数 %&项市级以上奖项。近 $年来，大
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达到 *&&余个，有 "&&&

多人参与；“创业苗圃”募集创业项目近百
个，孵化培育出 )&余家企业，其中，一家公
司获得 %&&&亩土地发展生态农业，一家公
司则拿到了百万元的风险投资。

融入区域
国际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漫步在上海电机学院，你会看到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肤色的留学生。自 )&&,年以
来，学校留学生规模快速提升，留学生来源
国增至 ))个，这为人才培养营造了具有国
际视野的多元文化环境。

目前，学校共与 )&多所境外大学建立
新的合作关系，签署合作协议 '&余项，境外
合作大学数量从 )&%&年底的 $& 余所增至
)&%*年底的 +&多所。学校建有中外本、专科
合作项目 +项，开设国际化课程 %&&多门，
“国际经济与贸易”和“自动化”专业建成为全
英文授课专业，新建全英文课程 $$门，国际
交流合作网络进一步加强。学校多渠道、全
方位资助优秀学生赴海（境）外长期和短期学
习、实习，项目内容包含学分互认、双学位项

目、暑期交流项目拓展及暑期课程项目。
)&%+年 '月，上海电机学院比以往格外

“热闹”，在临港地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浦
东新区归国人员联合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
举办了“中瑞创新与智能制造论坛”和“千人
计划专家上海电机学院行”大型活动。这是
学校入驻临港 *年来，积极融入区域，谋求
发展的又一次重要行动。

经过 %&余年的发展，临港已成为上海
乃至全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地，正致力于打
造一座创业新城和人才高地，市委组织部授
予临港“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身
处这样的有利环境，学校与临港重装备基地
的多家企业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承接企业课
题，共同申报科研攻关项目，在企业挂牌建
立实习实训和就业基地。学校与临港集团合
作组建了“上海临港产业区高技能人才培养
基地”，重点为临港产业园区提供员工技能
培训、职业鉴定和工程师深造等服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奋进中的上海电机学院，正致力于面向先进
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构建开放的高等技术
教育体系，努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技
术教育院校的开路先锋！

!金牌"专业
成就现场工程师的!直通车"

上海电机学院拥有一批特色专业，这些
专业是学生在将来更好更快地成为创新能
力强、适应企业需要的卓越工程师的“直通
车”。这里向广大考生作简单介绍。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班是学
校依据教育部批准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试点方案进行教育培养、改革试点的
单位。通过深层次、全方位的校企合作和国
际化合作，采用“$-%”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即在 '年的学习过程中，$年在学校学习，
累计 %年在企业学习），与企业和国外高校
共同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
实践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强、适应企业发展
需要、具有一定国际交流能力的工程师。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有 $个.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学校的市级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共有 '

个，分别是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
和市场营销。学校专门成立了“德泰学苑”，
采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为试点班
学生提供更加充沛的教学资源，配备一流的
师资和专业学业导师，学生自大学一年级起
即可参加教师的科研团队、组队开展科创活
动，到对口企业进行社会实践和实习，毕业
生可以优先获得到上述企业工作的机会，具
有更多的出国交流与访问学习的机会。

中美合作特色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0是教育部
)&%&年 1月批准的由上海电机学院与美国
北爱荷华大学合作举办的本科教育项目，纳
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学制 '年。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较高的英
语水平，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
商务的理论、业务知识与基本技能，熟悉和
理解国际贸易的政策和法规，富有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了解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法律、
社会环境，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的卓
越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对于本项目毕业生，学校颁发经济学学
士学位；选择申请到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商学
院完成后两年学习，修完中、美双方规定的
学分并取得合格成绩后，可同时获得上海电
机学院授予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美国北爱
荷华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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