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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类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王雪明，温建华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系统S-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专业基础课在高校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的桥 

梁和纽带，因此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革也成为高校教师探索的重点。以电子、通信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信号 

与系统”、“电路分析基础”教学为例，分析专业基础课的特点及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问题，说明教学改革的必 

要性，在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师自身素质提高、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考核方式的多元化等方面进行了尝试， 

并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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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Reformation for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s 

in Electric Engineering Teaching 

WANG Xue—ming．WEN Jian—hua 

(Information System College，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wemi~，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The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etup of college curriculums，and 

act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basic course and major course．Therefore，its teaching re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exploring 

focus for college teachers．Taking the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 of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s，including” Signals and 

Systems”and ” Basis of Circuit Analysis”．for instance，this study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 and the problems that students encounter during the course learning， illuminate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reformation，and makes attempts in areas of upda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themselves， 

and improves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In addition，the study also probes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ation fruitfully 

and proposes some teaching reform ation envis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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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是保证和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的关键，在大 

学教育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般是在大学二年级 

开设。它是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知识的延续和深化 ，又和后 

序专业课程衔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如此，扎实 

的专业基础功底也是今后自身发展的重要基石。从能力培 

养的角度来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阶段是学生能力培养的 

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学生已经适应大学教育，而且专业价 

值观正在逐步形成，应该利用学生这个时期 的学习特点， 

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培养创新意识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形成科学的思维观念、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在高校教学改革的探索中， 

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革是关注的重点。 

“信号与系统”、“电路分析基础”是电子类专业两门 

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我们结合对 “信号与系统”、“电 

路分析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了电子类 

专业基础课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并对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 

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

、 电子类专业基础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电子类专业基础课存在的问题 
一 是学生学习目的不是很明确，造成与后续课程脱节。 

因为没有接触到专业课程的学习，因而没有对专业基础课 

程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理解。比如 “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 

它是电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对这门课程的掌握 

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后序专业课的学习。而学生在学 习这 门 

课程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分析 

问题。因此往往只在意解题能力和解题技巧上的提高，而 

没有真正理解学习的目的，不注重与后序课程之间的衔接 

关系及在后续课程中的应用，与后序课程脱节。 

二是不重视物理概念 ，造成理论与工程应用的脱节。 

例如，在 “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中引入了 “相量”的概 

念，这个概念在电路中比较难处理 ，教师在引入时下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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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功夫 ，但学生在用的时候很快就忘记了它是怎么引入的， 

或者根本不在乎它在电路中的物理含义，而是很方便地用 

它去求解正弦交流稳态电路，只学会了熟练地运用数学工 

具分析数学模型。在 “信号与系统”课程学习中用到的数 

学工具更多，学生容易把它当作数学课程来学习而忽略了 

它的物理特性和工程应用背景。如 “频谱”的物理概念在 

信号与系统分析中既是重点也是难点，而且具有广泛的工 

程应用价值，这也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在学习中往往把握 

不到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学习只停留在表面。 

三是知识的运用能力、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弱 ，造 

成知识学习与解决问题相脱节。不少学生忽视学习过程中 

各种能力的培养，如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会从多个角 

度出发；对课程中的公式、性质、定理死记硬背，不会推 

导，不归纳、总结；忽略 了对知识全面理解和融会贯通； 

对所学知识不会灵活应用于课程实践等。学生在知识的应 

用与实践方面对教师依赖太多，包括有些电子制作竞赛都 

是在教师的带领下完成 ，这与学校教育 目标 “培养独立行 

为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有很大差距。 

(二)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与学生自身的学习态度有 

关，也与整个大学的课程设置有关 ，如，学时大幅度压缩， 

有些必修课程改为选修课程，开设课程的先后顺序不是很 

合理等，但究其主要原 因，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是否到 

位、教学方法及手段的使用是否合理、教学理念是否跟得 

上时代的发展是关键。长期以来，专业基础课教学有着固 

定的思维框架和教学模式，如 “信号与系统”课程，上一 

代的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也以同样的方法和模式教下一 

代的学生，教学从 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封闭。另外 ，课堂教 

学采用 “填鸭式”、“满堂灌”、“题海战术”还比较多，导 

致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缺乏。 

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一定要把握其特点，即稳定性、 

应用性和先进性。⋯对于稳定性教师一般把握的比较好，但 

容易忽略其应用性和先进性 ，没有重视专业基础理论对工 

程实践的指导作用 ，没有在意用新的理念和思维 、结合新 

方法、新技术发展传统理论。相对于专业课，专业基础课 

教师科研项 目少，科研经费少，因而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 

机会也少。另外 ，在课程实验中，实验课与理论课经常分 

离 ，验证性实验多于应用性或设计性实验，这些都不利于 

专业基础课的建设和发展 ，使得其应用性和先进性难 以体 

现 。 

二、电子类专业基础课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一)更新课堂教学观念。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首先，课程教学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课堂 

教学以大学生的学习为核心，以学生的智力和心理发展为 

目标，教学不单单是讲课，而是尽教师所能去帮助和鼓励 

学生学习。 判断教学是否有成效，就要看教学是否有利于 

学生的学习。教师可以通过对教学要素的合理把握，营造 

有利的学习环境 ，帮助学生完善对所学课程的认识和理解。 

因而教师要以学生的角度来设计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不 

同的学习体验。 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了个性化 

教学，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基点，进行平等交流的双向互 

动式教学，让大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之中，激发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 

目的，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教学目标上，变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为以理解 

思想和探究意义为 目的，实现由教会学生知识到教会学生 

学习和思维的转变。着重在探索认识、发现结论和方法探 

究上下功夫，训练创新思维 、培养创新能力 ，树立正确的 

专业价值观和科学的思维观念，从而打下牢固的科学、技 

术和人文知识基础。组织实施 “信号与系统”及 “电路分 

析基础”的教学时，我们聚焦的重点，不是组织构建教学 

内容、培养教学技巧或是灵活的讲课方法，而是 以学生对 

学习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及学生的学习方法为聚焦的重 

点。 

(二)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和好奇心 

首先，对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我们将重点放在课程 

学习的思路、方法、理论上，强调所学知识的核心概念， 

以及和后续课程的关联及发展 ，淡化计算技巧。比如 ，在 

“电路分析基础”、“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学当中，改掉 

以前将讲授重点放在建立数学模型及求解上，而是重点突 

出其物理含义及物理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在知识急剧增加 

而课时又在普遍压缩的条件下，真正做到以提高 “质”来 

解决 “量”的问题。 

其次，在课程教学中，引入 了后续课程的元素。专业 

基础课和后续课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这种联系 

人为地割裂开只会给学生造成课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错误 

印象，从而影响了整体培养的效果。因此，要尽可能地引 

入该课程在后续课程中的应用实例，如，在信号与系统课 

程的频域分析中引入后续课程中的滤波器设计、快速傅里 

叶变换等频谱应用实例，让学生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及其应 

用价值，并且学生在学到后续课程时，容易做到前后知识 

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激励学生的创新思维。 

第三，在课堂教学中，强调工程应用背景，向工程应 

用靠近，以工程实际的要求来构建课程内容，引入丰富生 

动的工程应用实例。 如，通信系统中的脉冲成型以减缓信 

号突变等工程应用问题就用到了信号与系统中的基本概念 

和理论。在学习中我们给学生灌输工程价值观，告诉学生 

在工程中什么是优什么劣。目前 ，理论课教师已经走进实 

验室指导学生课程实验或课程实践，使得实验课与理论课 

不再分离。同时，也让学生参与到科研中，以理论指导科 

研 ，以科研促进教学 ，以保证理论的先进性和应用性。在 

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强调工程应用的重要性 ， 

但从多年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却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 

(工程应用)并重，追求理论的完整性 、严密性的倾向往往 

明显超过对工程实践的关注。 

第四，加强相关专业基础课之间的联系合作，如 “电 

路分析基础”和 “现代电子线路”这两门专业基础课之 

间，教师互换角色，承担 “电路分析基础”授课任务的教 

师去参加 “现代电子线路”课程的辅导工作，反之亦然， 

这样，既可增加教师不同课程的教学体验，也有利于促进 

学生各门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联系。我们不仅加强 了课程 

与课程之间的联系合作，还加强了大学和大学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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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如，参加了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京津地区电路公开课， 

去上海交大、国防科大、西安交大等高校调研取经，实行 

长期的互相听课制度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第五，灵活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各种能 

力的有效途径。_5 如，我们在大班中采用启发式教学 ，在小 

班中采用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思维表达能力，有效地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活跃学习气氛；积极开展案例式教 

学，从教学 目的和教学要求出发 ，以案例为基本素材，让 

学生去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程中给学生都安排有自 

主学习的内容供学生自己完成，以培养他们学习的主动性； 

开展新生研讨课并设计研讨题 目，让学生对专业方向有所 

认识和了解；和学生一起制定学习任务和学习计划，督促 

学生完成计划；重视学生实践性教学环节，鼓励和支持学 

生参加课外科技创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改革考核内容和考核形式 

在教学全过程的诸多环节中，考核是一个重要调节环 

节，既是对教学效果的有效检验，也是对教学内容的有力 

强化 ，更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现行的考核方 

式存在很多弊端，“以考试代替评价 ，以考试结果代替评价 

结果 。’’是其存在的一个很大误区，过分强化了考试的目 

的性 ，另外，现行的考核方式考记忆多，考理解少，考知 

识应用更少，不利于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 

完全反映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真实水平，容易造成高分低能， 

因此有必要进行考核内容和考核形式的改革。 

在考核形式上，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选择有利 

于学生发展、切实可行的多元化考核方式。重视平时的过 

程考核 ，淡化期末一次性理论考试 。 在这方面我们进行 

了尝试并取得了成效。例如，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40％， 

包含平时作业 、阶段性独立作业、实践 (实验)、思考讨 

论、提交论文、个人或团队协作进行的项 目研究、期中测 

试等多种形式，以确保考核的客观性、公正性、可比性。 

而期末考试只占总成绩的 60％。为了做到公平和真实，期 

末考试采用了教考分离 的方式，即出卷 、改卷采用背靠背 

方法。如，两个教学小组之间相互为对方出卷、改卷，任 

课教师只是将平时成绩统计出来交给对方小组，而学生最 

终成绩的认定由对方小组的教师完成。其效果在于，一方 

面，促使教师在思想上、精力上、时间上加大对教学的投 

入，充分重视每一堂课 ，避免教学出现随意性 ，偏离教学 

大纲；另一方面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学生知 

道考核成绩并不掌握在教师手中，而是取决于自己对课程 

的掌握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端正了学习态度，对 

优秀的学生而言，因为做到了公平公正，更能激发了学习 

热情，对较差的学生而言也增加了他的学习压力和紧迫感。 

综上所述，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能让学生用 自己擅 

长的表现方式把 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成果展现出来，给学生 

更多的选择空间，而且还能充分利用考核导向功能，对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各种能力 

的培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再将 

期末考试作为教与学的指挥棒，而是更看重整个教学过程， 

更注重学生平时的素质培养和综合能力培养。 

在考核内容上 ，覆盖面要广，尽量涉及到教学大纲要 

求的系统总线 ，既能检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把握程度，又 

能考察出学生应用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也注意对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考核，以引起学生对 

实践教学的重视。在独立作业或思考讨论等项目的考核中， 

有意识地设计出一些能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以表现学生 

自己见解的题 目，学生会带着问题 ，有目的、有重点地进 

行积极主动地学习。在此过程中，鼓励学生撰写论文，引 

导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学科发展前沿以及存在的 

问题，开阔视野，启发思维，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提 

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三 、结束语 

我们在多年的教学改革与探索 当中，对 “信号与 系 

统”、“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尝试，在实践 

和应用中不断积累经验 ，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及教育转型的需要，这些改革措施对提 

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有很大帮助，并且具有可 

推广性。通过这些尝试，教学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建立起了良好的教学环境 ，活跃了教学气氛，同时也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教学改革探索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要从教 

学规律入手发现问题，逐个解决问题。改革的方法和手段 

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根据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的不同，改 

革措施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因此，教师要努力了解学生特 

点，善于总结教学经验，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使教 

学目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特点相适应 ，真正做到 “因人 

而异，因材施教”。 

教学要做到以人为本，改革要做到 “对症下药”，但在 

教学中如何才能快速进入角色，用什么方法能尽早感知学 

生的特点及问题 、掌握学生情况 ，这是改革中遇到的难点 

之一。另外，在大班授课时，如何兼顾优秀学生和普通学 

生，即如何做到精英教育和普通教育折中，这也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参考文献] 

[1] 毕保祥，龚平娟．专业基础课内容与知识点信息处理[J]．高 

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4)：153—156． 

[2] 肯 ·贝恩．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o7：165—170． 

[3] 迈克尔 ·普洛瑟．理解教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7一l5． 

[4] 于歆杰．专业基础课教学内容的选材与创新[J]．电气电子教 

学学报，2006(3)：2l一26． 

[5] 陆国栋．教学方法改革的模式与举措[J]．中国大学教育，2011 

(8)：14—16． 

[6] 刘朝亚，王润孝．以优化课程考试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大学教育，201l(3)：31—33． 

(责任编辑 ：卢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