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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活动与课程教学相结合的尝试 

黄春琳，陆 珉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为激发学生对高频电子线路的兴趣，将创新实践活动与课程教学相结合进行 了尝试。采取了 

由兴趣入手、由简到繁的分步选题策略，引导学生逐步达到有信心有能力完成高频电路设计。在实践过程采取 

了有效的课程内容和其它相关知识理论的学习指导，以用促学，边学边实践来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借鉴科研 

方法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从实践结果来看，在课程教学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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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ttempt in Combining Innovation Practice with Course Teaching 

HUANG Chun—lin．LU Min 

(College ofElectronic Science Engineering，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aise undergraduates’interest in the course of“hi frequency electric circuit”，an attempt is 

made to combine innovation practice with course teaching．The two—steps strategy of subject selection is used to guide 

students to access to the high frequency electro—circuit design by starting from interest and making simple circuit design． 

In the implement of innovation practice，the learning of course and other relative knowledge is directed by some effective 

methods，such as learning in doing and driving by usage．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 of learning are improved greatly． 

Moreover，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le referred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thought and capability．The results of 

innovation practice demonstrate the SUCCESS both in course teaching and cap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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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高频电子线路》历来被学生视为最难学的课程，理论 

学习很难跟上教学进度 ，实践应用则是更难 ，也就造成学 

生兴趣缺乏，即使对电子设计感兴趣的学生也多数是避开 

高频电子线路 ，选择数字电路等其他方面的电路设计。究 

其原因，一方面这门课是 《电子线路》和 《模拟电子技 

术》的扩展与深化，理论相对难一些。另一方面高频电路 

的设计和调试也比数字电路和低频电路要复杂和困难。因 

此造成学生对这门课有畏难情绪。但是高频 电路在现代 电 

子电路中是不可或缺的，具有重要 的地位。因此，必须寻 

找到有效方法提高学生对高频 电子线路兴趣，调动学生的 

学习欲望。 

在高频课程的教学，尤其是实验教学上，高校的教师 

们作了不少改革实践 ，这些实践教学主要是围绕课程 

实验。目前高校也在建立创新实践基地，培养学生的动手 

实践能力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尝试 ．6 J，这些创新实践活动多 

是在本科毕业设计期间开展，与创业和就业紧密联系。从 

培养学生能力来说，在课程学习期间，开展与课程紧密结 

合的创新实践活动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实践教学手段，更能 

够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兴趣 ，若有合理 的引导，对课 

程学习会有更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在学校大力加强大学生 

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的氛围下。。 ，我们尝试 了用创新实践活 

动引导学生进行高频电子线路的学习与实践 ，这些指导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选题引导 

目前学校积极建设创新基地 ，为创新实践活动创造了 

机会，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和条 

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实践 

活动。创新实践活动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参加各种电 

子设计竞赛，如学校举办的电子科技苑和 “保利 一创新 

杯”，省级和国家级的 “挑战杯”和 “三知杯”，以及一些 

知名企业资助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竞赛等，另外可以申报校 

级、省级、国家级的创新基金资助项 目，此外，也可以自 

由设计开发所感兴趣的电路或系统。 

为了实现以创新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兴趣这 
一 目的，选题是很重要的一环，必须通过选题引导学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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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高频电路的设计与实现。我们采取的选题策略为：从 

兴趣人手，由浅入深分步引导，与课程内容相结合，以创 

新为 目标。 

考虑到高频电路设计有一定难度，需要一定的技能和 

基础，将选题分为两步。第一步选题是以兴趣培养和初步 

的尝试锻炼为主，进行基本的电路设计与系统设计技能培 

养。学生具有一定 的基础后，再进行第二步选题 ，引导学 

生选择或自主设计出与高频电路相关的实践题目。 

第一步选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 ，选择一些简单容易实 

现的系统或电路。在确定参与创新实践的学生后，按 自愿 

原则组成创新实践小组。首先对各小组的兴趣和爱好进行 

摸底，通过介绍一些创新实践活动的基本情况 ，鼓励学生 

自己想点子拟题 目。如果学生能够提出较好的点子或题 目， 

就与学生共同讨论，作合理性修改。对于一些较复杂或较 

难实现的题 目，可以先实现一个简化的或局部的系统或电 

路，完整版的设计与实现则放到第二步。对于暂时提不出 

好想法的小组 ，结合他们的兴趣 ，推荐一些 比较经典且容 

易实现的题 目。在完成第一步选题的过程中，帮助和督促 

他们提出自己的创新想法。 

高频电路部分在第一步中以接触为主，建议学生利用 

现有的功能模块或设备进行集成设计实现。通过功能指标 

的分析与计算，对功能模块或相关设备进行选型。而要实 

现这一点 ，必须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相关高频电路的基本原 

理与分析计算 ，这不仅可以加深他们对概念和原理的理解 ， 

而且能够锻炼他们的电路分析能力，知识面也得以扩展。 

案例 1：一个小组的学生提出了车辆智能防盗报警系统 

的想法，考虑到这个题 目比较复杂，涉及单片机、传感器、 

无线传输等，包含了数字电路、高频电路、单片机程序设 

计。因此 ，经过讨论后确定第一步只实现一个简化版的系 

统，不进行高频电路相关部分的设计 ，采用手机来实现无 

线传输模块，传感器初步只选用一种。在第一步中，学生 

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一件就是了解清楚无线数据传输的 

基本原理和分析指标参数，另一件则是学习单片机电路设 

计及其编程。通过第一步的完成，学生基本具备设计实现 

完整防盗报警系统的能力，而且在更高的基础上，他们也 

发现原来想法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整个系统的构想。 

第一步的选题设计不仅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技能， 

获得一些电路的设计实现经验，更重要的是第一步的成功 

能够激发学生极大的热情，从而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使 

他们对电子设计有了充足的信心，克服对高频电路的畏惧 

心理。这些都为第二步的选题实现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第二步选题基本都是由学生提出，教师主要是帮助他 

们完善，其中侧重引导学生进行高频电路的设计 ，注意纳 

入与课程内容联系紧密的电路或模块。因为要进行高频电 

路的设计，不仅需要指导学生深入掌握课程内相关电路的 

原理和分析，往往需要指导他们查阅更多更深入的高频电 

路资料，了解一些新器件的情况。通过第二步的学习与实 

践，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会有飞跃性的提高，能 

够达到实际应用的地步。 

第二步实现的是完整系统，其价值和意义相对较大， 

这一步的实施尽可能将其纳入到学校的创新实践平台，推 

荐学生参加各种电子设计竞赛，或者申请创新基金项目资 

助，以获得更广的关注和更有价值的成果。因此，第二步 

选题中教师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参与 

机会，并且根据竞赛或申请项 目的要求，适当修改或完善 

选题。例如案例 1的学生在完善选题后 ，选择参加了 “三 

知杯”全国大学生电子制作邀请赛，并且获得了一等奖。 

三、实践指导与课程教学的结合 

在选题设计和实现过程，贯彻了科学指导思想，采取 

的指导策略为：边学边做 ，以用促学，学以致用；打破常 

规教法，培养能力素质；借鉴科研经验，培育创新思维。 

参与创新实践活动学生的学习状态明显有别于班上其 

他学生，一方面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浓厚，学习动力很 

足，另一面创新实践选题给了他们一定的压力，为完成选 

题他们表现出很强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鉴于这种情况， 

结合完成选题的需要，采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教学方法，指 

导他们进行课程相关内容的学习，同步开展知识学习和能 

力素质培养。 

案例 2：一个实践小组选择了宽带频率综合器的设计和 

实现，这是学生与教员交流后，从现有电子设备中发现的 
一 个有价值的选题。这个选题与高频课程内容紧密相关， 

也是一个难度较大，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教材虽然有频率 

综合器的一些基本介绍，但是不属于大纲讲授内容。首先 

指导学生课外 自学了这部分内容，掌握频率综合器的基本 

原理和概念。再指导学生检索文献和查阅书籍 ，了解现有 

的各种频率综合器设计方法，理解设计的指标要求。在此 

基础上认真思考，共同讨论可行方案。理出其中的技术难 

点，再针对难点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好点子或想法，最 

终形成完善的基于 DDS芯片 AD9959的构成方案。电路布 

板设计和电路调试的难度更大，遇到的问题更多。面对困 

难，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地钻研 ，借鉴文献资料上其它电路 

的解决思路和办法，提出新解决方法，不断改进，不断测 

试和实验，最终制作出成功的电路。 

从案例中体现出了与常规课程教学不同之处： 

(1)课堂听课与课外 自学相结合 

选题所涉及的内容按教学计划不一定讲到，为了按时 

完成选题，实践小组的课程学习不能按部就班，除了正常 

听课外，对所涉及的内容还需要指导他们提前学习，但是 

又不可能有充裕时间进行正常教学，因此鼓励他们 自学 ， 

主动扩展知识面，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 

(2)以相关知识点的学习为突破口 

要完成选题任务，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理论知识 

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够。但是学生的学习和训练任务重， 

时间有限，因此，指导学生学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获取 

所需信息，高效率地掌握所需的知识和理论，就显得尤其 

重要了。 

遵循以用优先的原则，指导学生梳理出所涉及的未学 

过的知识或理论，将注意力放在其中要用到的关键性的专 

业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上，在掌握相关知识点后，即可马上 

开展选题设计和实现 ，边学习边实践。这种 目的性很强的 

学习方式，不仅效率高，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效果也很好。 

此外，为了快速查阅和收集信息，指导学生掌握必要的查 

阅文献资料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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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溯原创思想，培育创新思维 

创新实践活动其核心和内涵是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创新意识是最主要的一个 目的。在创新实践过程 ， 

以前人的原创思想来激发学生创新思想。高频课程 中的各 

经典电路本身就是一个个创新的结果，包含了许多原创思 

想。指导学生不能仅停留在学习知识的层面上，更要深入 

体会课程中的创新思想。通过我们的介绍和学生主动追溯 

原创思想，引起学生的思考，学会运用创新思维进行选题 

设计和实现。有意识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发现问题和提 

出问题，学会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想到引力问题，学会以 

新思路解决问题。 

(4)在研究和解决问题中学习 

选题的完成就是一个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过程 ，这 

与科研的过程并无二致，因此，以科研为鉴 ，指导学生学 

会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学会如何在其中学习和锻炼 ，从 

中培养他们的钻研精神和科研素质。 

开展创新实践活动，除指导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理论 

知识、软件设计、仪器使用外，注重引导他们了解和接触 
一 般的科研方法和过程，让他们学习采用这些方法开展设 

计研究。包括在任务开展前通过文献资料进行技术现状了 

解，对现有设计方法的利弊分析，再进行自主的创新设计， 

以及电路实现和调试遇到难题 ，进行独立思考和提出解决 

方案等。学生能够初步掌握和应用这些科研方法，对他们 

的各种设计研究有很大帮助，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和深造也 

很有益。 

(5)多学科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多数学生的选题都有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特点，高 

频电路仅是其中一部分，往往会涉及数学、物理、计算机、 

机械设计、自动控制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这其 

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和理论并未学过，因此，指导学 

生进行多学科知识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对学生的指 

导依然遵循前面 (1)和 (2)条原则，围绕所涉及到的知 

识点 ，指导学生收集资料 ，以自学为主进行学习，边学边 

实践。比较深入的理论和知识则需要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和 

教员请教，开放式指导是多学科知识学习的一个特点。 

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能力是科研创新能力素质中的重 

要元素 ，因此必须重视对学生的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能力 

的培养。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应用一般都较难，对于初次接 

触的学生，这方面不宜过难，以尝试和锻炼为主。在方案 

设计中，协助学生想办法降低实现难度，尽量采用常规的 

设计和制作方法，提高可实现性。 

(6)总结提炼成果，锻炼科技写作能力 

对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撰写技术总结报告和学术论 

(上接第22页) 

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为驻训演习、非战争军事行动乃至军 

事行动前士兵的心理状况分析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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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申请专利，这是科研创新很重要的一环。由于学生在 

理论基础和科技写作能力方面的不足，在学生的创新实践 

活动中往往被忽视。但是在国际知名大学中本科学生写出 

高水平论文的报导屡见不鲜 ，因此，培养学生善于总结和 

提炼成果，善于写作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在完成选题后， 

我们指导学生就其中创新性比较强的部分进行提炼和理论 

升华，申请专利或者写成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例如案例 1 

的实践小组申请并且获得了1项专利，案例2的实践小组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 

四、结束语 

通过合理的选题、科学的指导，所指导学生多数能够 

出色完成选题。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高频电路从最初 

的畏惧、躲避，变得乐于其中，能够熟练掌握高频电路的 

设计和实现方法，电路设计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就课程的 

考试成绩来看，参加创新实践活动的学生也要远高于其他 

同学。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追踪了解，他们在之后其他课程 

的学习中同样表现得 比其他 同学更为优秀，毕业时获得优 

异生的比例也更高。从创新实践效果来看，所采取选题引 

导和科学实践指导方法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有效地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把他们从新手变成了充满信 

心、能力素质高的优秀学生。参加各类电子设计竞赛都获 

得了不同等级的奖项，并且有的实践小组获得了省级或校 

级的创新基金项 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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