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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项目 2016 年自评报告 

一、 办学单位基本情况 

广西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简称物电学院）现有在职教

职工 51人，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700多人。近年来我院又获

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广西高校优势特色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广西高校新型电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等经费支持。 

现设有物理学、应用电子技术教育（职教师资）、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等 4个本科专业。目前设有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电

子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和学校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础物理实验教

学中心）,下设 21个专业实验室。除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外，还向

学生和社会开放。 

二、教学运行管理 

1.科学制订 2016年人才培养方案。对相关教学文件及教学档案

重新进行了审核。 

2.重新编写了课程教学大纲。依据新的培养方案精神,组织进行

了教学大纲的编写，使其更能适应专业特点需要。 



3.严格高校教材选用。每学期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要求、国

内外权威教材使用情况、中外双方师资的教学实践要求进行教材选用

与征订，并上报教务处审核，普遍符合教学要求。 

4.加强了对中外专业教师的管理。中方教师的配置贯彻高于其他

普通专业的师资原则，保持日常的教学监督和听课制度。召开二级学

院教学领导、北京东方国际教育集团的外派专员、外方教师的教学例

会，共同保障教学秩序按计划进行，促进教学质量。 

 

二、 教学质量监控 

教学质量主要通过学校教学督导、二级学院教学抽查、学生期末

评教、教学例会等多种渠道监控和反馈。加强了对拟引进的外方师资、

课程、教材进行审核，对外方提供课程的教育质量进行前期调查与评

估。 

三、专业课教学及学生课外活动 
 

1.专业课教学及报告活动 

针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院进行了差异化教学管理。首先，从

师资配备中，从专业教师中抽调精干力量组织教学。在进行常规教学

环节的同时开展多样化的报告活动，邀请北京东方国际教育集团的老

师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的老师给同学们做报告。 

2.学生课外活动 

我院结合对台合作办学工作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先后邀请台湾暨南国际



大学科技学院、北京东方国际教育研究院领导、老师到校与学生进行

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增进彼此的认识与了解，为学生今后赴台学习

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组织学生与台湾佛光大学师生赴广西宁明县桐棉镇开展“桂台青

年，暖阳行动”社会实践服务活动。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好评，有利

于推动两岸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活动先后在中国台湾网、台胞之

家、新民网、东南网、花山青年、全国易班网等媒体上多次报道和宣

传。 

 

三、 教师培训 

针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新动向及合作办学特点，定期开展教研

室活动，派相关老师到国内相关高校调研学习。同时跟台湾暨南国际

大学对接探讨互派教师学习事宜。 

 

七、社会评价情况 

    1.该合作办学项目为全国 5所与台湾合作办学（本科）项目之一，

是广西的唯一的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广西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人

才培养层次及我校办学水平。 

2.为我校学生出境学习深造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为学生成长提高

提供了新的途径。 

3.加强了我校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拓展了合作办学的新

路子。 

4.为经济高速建设提供急需的国际型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

服务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5.从招生来看，社会影响效果十分明显，招生录取率超出原计划



的 10%，学生报到率达 90%，在所有的合作办学项目中是名列前茅的，

但由于本项目刚开始运行第一学期，还没有毕业生，社会效益尚无法

评估。 

八、办学特色及努力方向 

1.办学特色 

该专业以技术应用型为建设蓝本，在广西师范学院多年优质办学

的基础上，引进台湾的先进的办学理念、优质的课程和教材、成熟的

教学模式与经验，充分利用台湾作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中心的资源，

尝试基础课程在广西本校修读，专业基础课程由台湾合作学校派师资

来广西本校上，专业课以及实践类课程等环节则是学生赴台修读的新

颖合作方式，最终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国际化视野、

具有一定合作沟通精神、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能在

电子信息工程及各相关领域胜任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努力方向 

（1）积极探索非发达地区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育与国际上电子信

息教育的融合交流，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模式，创建具有特色的合作办

学模式； 

（2）如何有效的将境外和国内的课程设置进行融合，搭建结合两岸

教育体制优势的电子信息类本科教学管理架构； 

（3）如何采取多元化教学组织形式，构建逐步丰富特色课程教学内

容； 

（4）如何践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先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在实际教学中优化课程设计与教学环节，形成先进、有效的教学体系； 

（5）如何搭建电子信息领域应用型人才教育与培养的两岸文化交流

平台； 



（6）如何适应广西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建设需要，促进广西师范学

院教育国际化发展，促使学校向教学研究型大学发展，争取早日建成

西部地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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