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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的探索 

陈迎春，吴 瑛，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张 莉，雷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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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特点及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中不适合综合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的情 

况，提出了开展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的改革，对该实践教学的实现模式和实施流程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并给出 

了其探索过程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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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cal On——lin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in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HEN Ying—chun，WU Ying，ZHANG Li，LEI M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weni~，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tM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which hinder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the mode of practical on—lin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is put forward．The procedure is introduced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xploring process is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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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数字信号处理》是理工类本科院校特别是电子、通信 

等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理论性强、概念 

抽象、公式推导较多。因此 ，为了在教与学的过程 中，使 

学生既能掌握到基本概念、一般原理，又能将所学的基本 

概念和原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而不感到枯燥无味 ，在将网 

络教学的开放性、差异性⋯ 、多元性和交互性引入的前提 

下，以研究性教学为中心对 《数字信号处理》实践教学进 
行了探索研究。 

目前，《数字信号处理》实践教学方面主要存在下列问 

题：一是主要以课 内实验为主，实验时间一刀切，且课时 

数在教学计划中所 占比例偏少。二是传统的验证性实验较 

多，大部分都是按实验指导书的所给步骤进行操作和编程， 

即使得到满意结果，也并不了解所以然，达不到对理论课 

内容加深理解的目的。而且教学方法 比较死板，教学形式 

单一，从而导致实践教学质量差，难以适应时代发展对高 

等教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 

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是一种 以建构主义 为其认识方 

法论基础的多媒体网络实践教学，它强调教学实践中学生 

主体性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专题研究和创新设计，让 

学生能自觉自主地获得和发展知识，培养和增强技能。教 

师在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中的作用不再是传统的灌输和控 

制，而是担当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多重角色：目标环境设 

计者、研究方法训练者 、研究过程指导者、学习困难帮助 

者、能力提高鼓励者和研究效果评价者。该实践教学方式 

以其时间的随意性 ，目的的探索性 ，过程的自主型，结果 

的创新性和环境的丰富性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 

新思维。 

二、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设计、开发与实施流程 

由于该实践教学既具有研究性教学特性，又具有网络 

教学特性 J，所以，依据 《数字信号处理》的课程特点， 

在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设计实现中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准备方面 

首先，有一个指定团队负责本课程研究性网络实践教 

学的设计开发。该团队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多名一 

线教学人员和技术人员，有厚实的数字信号处理方向前沿 

科研实力和学生基础。 

其次，在进行设计开发之前，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作 

用和网络实践教学资源的研究性元素，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和分析工作：(1)分析教学目标，主要是了解学生的前期 

知识储备和现在的知识需求，以确定具体的实践教学 目标 ； 

(2)分析学生的特征，主要指对不同学历要求和不同专业 

方向的学生要有差别对待，其目的是设计适合学生能力与 

知识水平的研究性实践教学问题；(3)分析教学内容，根 

据实践教学 目标的要求确立相应的教学内容，确定每一个 

通过网络传输的文件的实践教学意图。 

(二)设计开发方面 

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对本课程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 

主要进行了如下设计开发： 

1．实践环境的设计开发 

主要体现了教学网站的情景元素和审美元素。网站界 

面的设计要清新、有序、顺畅，合理加入图片、动画、声 

音、视频等增强页面的生动性。但在注重美工的同时，也 

要特别注意界面元素要传达的实践教学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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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 

针对不同学历要求和不同专业方 向的学生 ，进行资源 

设计时应考虑提供不 同层次的学习资源、技术支持以及相 

关链接。对可能涉及到的跨学科现象，需要依据前期准备 

阶段的分析结果 ，通过合理给出其他学科知识点链接等方 

式来尽量减少理论知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做好迁移 

情景 的设计。比如 ，在本 网络实践教学中，给 出了有关 

“信号与系统”、 “高等数学”、 “随机信号处理”、 

“MATLAB仿真”等相关知识点的分析和链接 ，并在网站设 

计中加入了多种交流反馈平台，如 BBS、聊天室 、答疑室、 

个人电子邮箱、局域网即时通信等，在给学生提供真实方 

便的支持、解惑、展示平 台的同时，还有助于教师积极引 

导、及时调节学生的逃避 、自卑等消极情绪。 

3．实践任务的设计开发 

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 网络的帮助下， 

以实验探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因此，在兼顾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创造成就和自我价值得到 

体现的基础上，本实践教学对于学习任务的设计开发按知 

识获取的一般过程分三个阶段 ：基础阶段、提高阶段和研 

究阶段，每个阶段都围绕解决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实践问 

题而展开。而其任务开始时间，可与课程相关理论内容的 

讲述同步进行。 

在基础阶段，主要突出基本理论 的学习，注重学科知 

识的迁移性，而问题可围绕如 “应用快速傅立叶变换对信 

号进行频谱分析”等算法仿真展开。在具体设计时，首先 

通过MATLAB Web Server技术实现实验参数 (如 FFr长度、 

信号长度 、数字频率等)的动态调整和实验结果 的实时显 

示，加深学生对参数细节的理解；其次给出几个应用快速 

傅立叶变换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的MATLAB程序示例，如 

“计算序列频谱，体会栅栏效应”等，让学生理解这些例 

子；最后，通过独立编写 MATLAB程序再现网站参数实时 

调整的实验结果 ，对比分析有关问题的原 因。该实验部分 

既完成了对理论知识的再现，又满足了其创造并实现 自我 

价值的自我愉悦感 。 

提高阶段的学习任务就是使学生能独立完成一些相应 

的设计 ，比如可围绕 “用 F兀’实现 FIR数字滤波器——正 

交移相器的实现”、“用双线性变换法设计 IIR数字滤波器 

及 IIR与 FIR数字滤波器的比较和时域实现”等问题展开。 

在这一部分，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主实验能力，除提 

供实验 目的、原理方法的文字描述和滤波器设计 的基本 

MATLAB程序外 ，还定时开放硬件实验室，提供 DSP硬件 

操作的基本说明，让其初步熟悉硬件技术，独立完成具体 

实验的软硬件实现。 

对于研究阶段，选题要尽量 选择与科研相结合 的题 

目 J，以综合性 、应用型、设计性实验为主，比如 “用 

MATLAB分析双音频电话中的拨号信号 (MATLAB仿真及 

DSP实现 )”等，使实践教学做到以教学为基础开展研究 ， 

以研究为方向促进教学。在这一部分 ，学生可编成多个团 

队 (每个团队以4、5个人为宜)，可按 自己的时间提前预 

订进入硬件实验室 ，按实验目的和要求共同完成实验。每 

个团队内各成员分工 ，查阅文献资料，确定实验方案，通 

过团队内、团队间或与教师定期交流的方法及时总结调整 ， 

进而独立完成本人所 承担模块的实验全过程并及时记录、 

认真分析实验中出现的现象和有关数据，并最终得出结论 、 

撰写报告。该过程将模拟科学研究 的全过程，使学生从 中 

学到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法，养成以科学的眼光观察事物和 

进行学习的习惯，逐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创造能力。 

(三)评价方面 

设计开发结束后，就是对本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进行 

评价。评价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实验结果的评价，一 

个是对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针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其提 

交过程可通过确定时限网上提交的办法进行，比如通过电 

子邮箱。而对于研究阶段的选题，每个团队汇总写出一份 

实验报告即可，而该报告要求按照正式发表的格式撰写， 

优秀论文还可推荐在专业期刊上发表。通过提交的实验报 

告或程序源码，依据是否设计了合适的实验方法和合理的 

实验步骤，是否通过努力成功地完成了实验内容 ，论文撰 

写条理是否清晰等方面对成绩进行网上评价。由于各个团 

队以及学生的水平有差异 ，所 以在实验中并不强调达到什 

么硬性指标，学生根据 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只要独立完成 

就达到了合格标准，然后根据难度和内容多少评出优秀、 

良好等。 

三、结束语 

在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实施过 

程中，很多学生在网上论坛中写到：“我竟然 自己解决了这 

个问题 ，太厉害了。” “谢谢团队成员的热心帮助 ，问题解 

决了，学到很多，印象深刻。”而且，网上考试结果也不 

错 ，成绩符合正态分布。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浮 出水面： 

首先 ，在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中，这种 “非面对面”的方 

式 ，使学生容易偏离学 习主线或是遇到挫折产生逃避、自 

卑心理，过分依赖于其他同学，所以，教师一定要积极担 

起主导的重责，及时监督、检测、疏导，不能重网络价值 

而轻教师价值。_6 其次，对于研究性网络实践教学的研究性 

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如何进一步完善该教学网站以及与 

课内实践教学更好的相辅相成，还需继续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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