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1、学院简介

南华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源于 1959 年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电子系。

学院教学科研队伍实力雄厚，现有教师 127 人，其中校内教职工 92

人，校外兼职教师 35人，教授 30 人，副教授及相应职称 41人，博

士生导师 11人，硕士生导师 62人；有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等省部级以上人才 20余人。近年来，主持承担科技

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央军委科技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防基础科研项目、国家核能开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及横向项目

300 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湖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等省部级

以上科技与教学成果奖项共 10余项。学院党委获批湖南省党建标杆

院系。学院设有 6个系、2 个中心，即电气工程系、电子信息工程系、

通信工程系、自动化系、生物医学工程系、机器人工程系、电工电子

教学中心和实验实训中心；下设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和机器人工程等

7个本科专业。学院拥有优质的教学和科研平台，有国家级工程实践

教育中心、核能与核技术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部省共建示

范实验室等国家级与省部级本科教育质量工程平台 9个。近年来，学

生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 300 余项，学科、科技竞赛奖励 200 余项，其

中国家级奖 30余项。



2、专业概况

南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始建于 1958 年，是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通过国

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评价 A类专业。

拥有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具有硕士研究生推免资格。近 5年，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教

学成果奖 8 项、教学竞赛奖 5 项，获国家级项目 16 项、科研总经费

达 5000 万。专业拥有丰富的实践教育教学资源，包括国家级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实践基地”、

湖南省现代产业学院、湖南省普通高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湖南省普通高校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和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本专业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立足国防和核工业、面

向国家和未来、专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办学特色，图 1 为专业近

10 年发展的主要历程。专业的学科竞赛特色和创新创业实践成效突

出，在历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中成绩名列前茅，2021 年获国

家级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2 项，获奖数位列全国高校第 9名，湖南省

第 1名。2023 年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 4项，二等奖，

位列湖南省第一。专业紧扣学校创建“双一流”的办学定位，瞄准电

子信息产业行业的人才需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

持续改进”的理念构建人才培养体系。毕业生就业口径宽、社会需求

量大，学生的就业率历年保持 95%以上。



图 1.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近 10年的发展历程

图 2.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过国际工程专业认证

3、师资队伍

目前电子信息工程共有专职教师 23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7人，讲师 7 人，助教 1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4人，占 60.87%，

高级职称教师占 65.22%；有国外进修经历的教师 6 人，占 26.09%，

有博士后工作站工作经历的教师 5 人，占 21.74%。2023 年，本专业

引进高层次人才赵洪泉团队，极大地提升了科研水平。本专业教师队



伍年龄结构合理，其中 50岁以下中青年教师 18 人，占 78.26 %，师

资队伍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中青年教师基础扎实，整体素质好，创新意

识强。

为拓展本科生工程教育知识面，本专业还积极聘请电子信息工程

领域的知名学者以及校外具有丰富工程背景、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

员作为校内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可以将自身的企业实践经验融入到所

负责的学生指导工作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用一体化教学。

目前，本专业共有企业、行业兼职教师 12 人。

综上所述，本专业具有一支学缘结构合理、专业优势明显、兼具

教学和科研实力的教师队伍。

图 3.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4、建设成效

在学校和学院的多种制度规范和政策激励下，本专业教师积极投

身教学，开展专业建设，以教书育人工作为己任，在理论和实践教学

中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开展教学研究和改

革，取得了一系列教学成果并应用于教学中，有效地提升了教学水平。

近 5年，在教学建设方面，本专业教师获得教学竞赛奖 5项、主持和

参与的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2项，获得省级课程建设成果 3 项，参与

省级和校级教材建设 5 本，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1篇，获得国家级和

省部级荣誉 4 人。本专业的“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获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在科研方面，本专业教师获国家级项目 16项、共发表

高水平科研论文 58篇，科研总经费达 3000 万。



图4. 李月华老师任教的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嵌入式技术及应用”

被湖南日报报道



图 5.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师获得的各类荣誉证书

图 6.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师参与修编的教材



图 7.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积极探索产学研协调育人模式，建立各

类实习实训基地并获媒体报道



5、人才培养质量

本专业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和学院的政策规定，积极鼓励教师本专

业教师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开展研究，参与

学生指导和教研教改工作。近 3 年，本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科学研

究项目 23项，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和国家级比赛获奖 45项，指导学生

获批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27项，指导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5 篇。

专业的学科竞赛特色和创新创业实践成效突出，在各类大学生学

科竞赛中成绩名列前茅：2023 年本专业学生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全国一等奖 3项、二等奖 3 项，项数位列全省高校第 1名；获全

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 1 项、全国三等奖 2

项；在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大

唐杯”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 5G 技术大赛分别获得全国一等奖 1 项、

全国二等奖 1 项、全国三等奖 1 项。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研究

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成果丰硕，2022 年获得国家级立项 4

项，省级立项 6 项。

毕业生就业口径宽、社会需求量大，能够在人工智能、互联网、

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和金融服务等相关行业从事信号采集和传输、信

息处理及应用等相关的研究开发、系统设计、试验分析、运行调度、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学生的就业率历年保持 95%以上。



图 8.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参加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

图 9.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参加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的获奖证书



表1. 2023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获得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国

家级奖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获支持名称 时间

等级/

级别

授予部

门

参赛学

生
指导老师

1
单相逆变器并联运

行系统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
2023

全国一

等奖
教育部

韩奈泽

等

董招辉、

陈蔚

2
单相逆变器并联运

行系统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
2023

全国一

等奖
教育部

李杲阳

等

董招辉、

尹相辉

3 信号分离装置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大赛
2023

全国一

等奖
教育部

梁康

等

吴荣燕、

欧阳宏志

4
单相逆变器并联运

行系统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
2023

全国二

等奖
教育部

吴龙辉

等

刘昱朗，

董招辉

5
单相逆变器并联运

行系统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
2023

全国二

等奖
教育部

刘梦霞

等

董招辉、

徐祖华

6
运动目标控制与自

动追踪系统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
2023

全国二

等奖
教育部

卢梓骏

等

杨斌，张

小志

7
基于电力线载波通

信的光伏管理系统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2023
全国一

等奖
教育部

韩奈泽

等
李月华

8 阿波罗卫士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2023
全国三

等奖
教育部

卢梓骏

等
刘华

9 酒精检测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2023
全国三

等奖
教育部

杨鹏

辉、李

志文、

吴梓萌

李月华

10 迷宫寻宝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

计竞赛
2023

全国一

等奖

中国光

学学会

卢梓骏

等

罗晓清、

李燕

11

“大唐杯”全国大

学生移动通信 5G

技术大赛

“大唐杯”全国大

学生移动通信 5G技

术大赛

2023
全国三

等奖
工信部 李聃等 陈增辉

12 Cubot-智能机器人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

智能大赛
2023

全国二

等奖
教育部

汪诗婷

等
谢静



13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第六届（2023）全

国大学生嵌入式芯

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2023
全国一

等奖

中国电

子学会

韩奈

泽、汪

诗婷、

周士杰

李月华

14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第六届（2023）全

国大学生嵌入式芯

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2023
全国二

等奖

中国电

子学会

陈小

东、王

进钊、

李倩平

李月华

15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第六届（2023）全

国大学生嵌入式芯

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2023
全国三

等奖

中国电

子学会

刘梓

阳、廖

广生、

卢梓骏

刘华

16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

第六届（2023）全

国大学生嵌入式芯

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2023
全国三

等奖

中国电

子学会

杨鹏

辉、李

志文、

吴梓萌

李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