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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新技术概论课教学探索 

安道祥，金 添，朱国富，黄晓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新技术概论课是很 多理工科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课程。首先分析了新技术概论课的特点，然 

后以笔者承担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体会深入探讨 了此类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从课程准备、 

授课方式等方面给 出具体建议。实际授课 中，应尽力做好每一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通过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课程教学得到的体会对其它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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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New Technology Generality 

f0r Postgradutate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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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 technology generality is a popular professional course offered by most science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the charateristic of new technology generality course is analyzed．Then，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the“Generality of New Radar Technology” course，a deep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method for this kind of courses is 

ca~ied out，and some advices are given from the aspects of course preparation，teaching method．In the practice，each part 

should be done well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The discussion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offers reference for teaching other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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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目前，很多理工科院校都开设了面向研究生的新技术 

概论课，目的是向刚刚入学的研究生传授某一领域内的最 

近技术动态 ，开阔研究生视野，激发研究生探究新技术的 

兴趣 ，从而帮助研究生寻找 自己感性却的科研方 向。尽管 

大部分高校将新技术概论课列为选修课⋯ J，但是其地位 

和作用并不亚于作为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一门好的新技术 

研讨课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对新兴技术研究的兴趣，为其 

今后从事科学研究 或实践应用 奠定基础。反之，一门 

乏味的新技术概论课则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可能影响 

学生探索科学研究的欲望。 

笔者基于所教授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 课的经验， 

深入分析了新技术概论课程的特点，并就如何上好此类课 

程给出了若干建议 ，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从事这方面教 

学工作的教师提供借鉴。 

二、新技术研讨课特点分析 

与基础专业课相比，新技术概论课具有以下特点： 

(1)“新”。新技术概论课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 “新”。 

与基础专业课每年反复讲授基础理论知识不同，新技术概 

论课侧重讲授当前最新技术。因此，为了保持 “新鲜度”， 

新技术概论的授课内容应该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更新，否 

则将失去 “新”的特点，偏离授课 目的，导致课程吸引力 

下降。 

(2)“广”。当今时代是知识爆炸的社会，是新知识、 

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此外，学科分支不断细化，任何 
一 个技术领域 内都存在若干新兴技术，且彼此关联。以笔 

者所讲授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为例，时至今 13，可 

划归为新体制雷达的新兴雷达技术包括了有源相控阵雷达、 

成像雷达、无源雷达 、多基地雷达、激光成像雷达 、地面 

运动目标指示雷达 (GMTI)等十多种。这些新兴雷达技术 

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间相互交叉，相互支撑。在有 限 

的课时教学计划内，不可能对所有新体制雷达技术都作详 

细讲授。因此，要求授课教师事先要深入了解各种新体制 

雷达技术 ，然后从 中选择几种技术进行详细讲解。所选择 

的技术应具有典型代表性、基础性，使学生能够通过若干 

种新体制雷达技术的深入学习全面了解其它新兴雷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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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浅”。这里的 “浅”是指各种新技术所涉及的具 

体理论知识的讲解。例如，对于以 “新”和 “广”为特点 

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来说，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需 

完成基础知识讲解、典型新体制雷达技术介绍 、课堂实验 

和课堂讨论四项 内容。授课内容非常多，这就意味着不可 

能对所选取的典型新体制雷达技术作细致入微的讲授。然 

而，为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地理解新体制雷达技术 ，授课 

教师需根据每种新体制雷达技术 的特点，有选择性地进行 

必要基础理论讲解 (例如基本概念、工作原理 、系统构成 、 

关键技术、数据处理方法等等)，而对每种技术涉及的较为 

深奥的复杂理论知识则不作详细阐述。 

(4)“用”。绝大多数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某种 

具体的实际需求推动的。与专业基础理论课不同，在新技 

术概论的授课中，教师应加强对新技术应用的介绍 ，特别 

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技术革新。通过实例介绍可使学生感 

受到新技术研究与实践应用问的紧密结合 ，从而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望。 

三、新技术概论课教学探讨 

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在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一课的 

教学经验深入探讨理工科院校新技术概论课的教学方法。 

(一)精心选取授课内容 

为了能够获得 良好 的教学效果，授课 内容非常重要。 

以笔者所承担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课为例，课程总 

计 54个学时，授课内容由四部分组成：雷达技术基础知识 

(18课时)，若干种新体制雷达技术讲解 (24学时)，学生 

实验 (6学时)，课堂讨论 (6学时)。 

基础知识讲解是为便于不同层次学生深人理解新体制 

雷达技术。然而，雷达的基础知识非常多 ，包括工作原理、 

系统构成、信号形式、信号处理方法、天线特性、电波传 

播等等。在有限的 18个课时内不可能将所有基础知识面面 

俱到地讲解，而是应该结合拟讲授的各种新体制雷达技术 

有选择性地讲授。类似地，授课教师还应精心选取恰当的 

学生实验题目，从而达到最好的授课效果 

由课时分配可发现，其中新体制雷达技术讲解 占的课 

时最多。尽管如此 ，按照每 3个学时讲授一种新技术的教 

学计划，仍然不可能将所有新体制雷达技术都讲解到。因 

此，授课教师应选取若干种具有代表性 的新体制雷达作重 

点讲解，余下的新体制雷达技术则可以通过其它形式 (例 

如课堂讨论、课堂实验等)进行传授。此外，与其它新技 

术一样，新体制雷达技术发展很快 ，因此授课教师在每学 

期开课前应该深入研究该领域的发展现状，从而及时调整 

授课内容，以保持该课程 “新”的特点 ，以达到使学生真 

正学习到最有价值的新技术。 

(二)重视实例介绍 

为了激发学生对新技术研究兴的趣，教员在讲解时应 

多介绍新技术应用实例，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用了 

新技术的科技成果 ；二是在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贡献 

的科学家。 

以笔者承担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课为例。目前， 

在雷达技术研究领域，绝大多数新兴技术都 已应用于各种 

新式武器装备 ，例如应用了有源相控阵 (AESA)和地面运 

动目标检测 (GMTI)技术的F一35战斗机，应用了合成孑L 

径雷达 (SAR)技术的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等等。其中 

部分新体制雷达技术已经在 “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并产 

生了巨大的军事效益。通过这类实例介绍可使学生更加深 

入地了解新体制雷达技术所带来 的实际价值，从而提高新 

技术探索研究的积极性。 

在基础研究领域或计算机领域内有诺贝尔奖、菲尔茨 

奖或图灵奖等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奖项，而获奖科学家 

往往成为青年人仰慕的偶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投身到 

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然而，雷达技术领域 内却不存在 

类似的奖项。此外，雷达技术往往涉及军事机密 ，很多研 

究成果不能公开，使得很多科学家成为了 “无名英雄”。尽 

管如此，如果授课教员细心查阅资料并留意时事新闻，还 

是可以找到一些典型人物。例如，在今年的授课中，笔者 

就向学生介绍了获得 2012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军工专家王小谟院士。通过简要地介绍王院士在相控阵雷 

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数十年如一 日的科研经历，使学 

生感受到从事新体制雷达技术研究带来的成就感 、荣誉感 

和使命感，并产生投身新体制雷达技术研究的强烈愿望。 

在 2013年春季学期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 课中， 

我们收集了大量上述实例，并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取得了 

不错的教学效果。 

(三)灵活运动各种教学手段 

(1)灵活利用网络。网络上具有各种极为丰富的信息 

资源，并且具有传播信息迅速的特点。在现代生活中，网 

络已经深入到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优势越来越 

明显。作为以讲授新技术为主的概论课，必须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 ，从网络上搜索各种新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并依 

据搜索到的信息来及时更新授课内容。只有这样 ，才能始 

终保持新技术课程 “新”的特点。 

此外 ，可以将课件放在教学主页上或是发放给学生， 

供大家交流讨论。还可在网络上开辟专门的讨论 区。一方 

面，教师可在网络上就授课内容和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进 

行讨论 ；另一方面，可鼓励学生介绍 自己所了解而课堂上 

没有讲到的新技术，从而弥补老师在课堂上无法讲授所有 

新技术的缺憾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和学 

习效果。 

(2)利用多媒体课件。在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授 

课中，为了激励学生兴趣，加深课堂印象，我们十分重视 

多媒体课件制作。通过大量示意图、动画来讲解每种新体 

制雷达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高清晰图片、视频来介 

绍应用了新体制雷达技术的武器装备实例或民用雷达实例。 

例如，在讲授 《相控阵雷达技术》一课时，笔者给学生播 

放了一段由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精心制作的介绍装载 

F一35战机上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AN／APG一81)的宣传视 

频。该视频简要介绍了该雷达的工作原理、系统组成和在 

F一35战机上的重要作用。由于视频制作精美，通俗易懂， 

在课堂上播放时引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有效地加深了学 

生对课堂上讲授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理解。 

(3)加强课堂讨论。课堂讨论的益处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

、 通过资料查 阅、报告撰写和课堂汇报，可锻炼学生的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3年第4期 (总第 173期) 

自主学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二 、学生通过 自主讲解， 

可加深其对某一种新体制雷达技术的理解；三、通过学生 

在课堂上的讨论 ，可使汇报学生发现 自身的不足，同时其 

它学生也可从中得到借鉴；四、通过轮流课堂汇报，学生 

间会形成潜在比赛心理，促使每个人尽量做到最好，从而 

提升教学效果。 

在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 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6 

个课时的课堂讨论。课堂讨论安排如下：首先，由学生根 

据 自己的了解情况，自主选择一种新体制雷达技术，并查 

阅整理该技术的相关资料。其次，每个学生用 1O分钟左右 

对所选择的题目进行课堂报告，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 

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等。最后，听报告的学生进行提问， 

相互讨论 ，并可为汇报的学 生进行打分。在课堂讨论上 ， 

我们鼓励学生去选择那些课堂上未曾讲到或未深入讲解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作为报告题 目。例如，在2013年春季学期 

的 《新体制雷达技术概论》的课堂讨论中，一些学生就选 

择量子雷达 、太赫兹雷达等尚处于论证研究阶段的新兴雷 

达技术 ，并且根据借鉴老师讲课的方式进行汇报，精彩的 

报告博得大家一致好评。 

四、结论 

新技术概论课教学中讲解到很多前沿技术，应用性强， 

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新技术概论课涉及到的 

内容多且杂，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要广泛涉猎已出现的所有 

新技术，精心选取授课内容，合理分配课时，充分好做课 

前准备，并灵活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 门好的新技术概论课将能使学生较为全面地、系统 

地了解到各种新兴技术，能够有效地激励学生的探索欲望， 

从而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从事这 

方面教学工作的教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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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激发不 同层次学员的兴趣，使学员在思维的碰撞 

中生成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选择教学 

疑点。“疑是思之始，学之端。” 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 

始的。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 ，往往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因此，教学中要紧紧抓住学员容易生疑的知识 

点设计互动问题。比如我们在士官 《军队基层管理》课教 

学中，讲到我军管理优良传统时 ，针对当前基层管理中存 

在的传统 “过时论”、“无用论”、“传统不如外军管理法管 

用”、“传统解决不了新问题”以及 “传统方法不灵”等一 

些模糊认识设置讨论问题，突出解决学员对传统 “知之不 

多了解不深”、“不熟悉”以及传统 “灵不灵”、“行不行” 

的问题。对于疑点，学员往往比较敏感，围绕疑点问题开 

展互动，可激发学员探索欲望，换来学员心态的开放和创 

造力的激活。四是选择教学难点。教学的难点是学员不易 

理解的知识点或不易掌握的技能技巧。把难点作为主题 ， 

其讨论才会更具有价值。比如在士官 《军队基层管理》课 

教学中，我们在讲到基层安全管理时，围绕 “事故可不可 

以预防，是不是防不胜防”、“事故有没有规律可循”、“军 

事训练与安全防事故防盾不矛盾”等 内容设置讨论 问题 ， 

通过讨论使学员在难点问题上加以突破，力求把理论的难 

点给予透彻的解析，把理论的重点给予深度的把握。五是 

选择典型性问题。所选问题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同类事 

物的一般特征，对学员能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 

六是选择探究性问题。选择的问题不能过于简单 ，要有一 

定的深度具有探究性，如果问题过于简单，学员不用思考 

就能给出答案，这样的问题就失去了探讨的意义。要选取 

那些有激烈观点冲突 、没有处理方法和结论的问题。这样 

的问题才有利于激活互动的热烈场面，进发出学员的思想 

火花。七是选择趣味性问题。所选的问题是大家喜闻乐见 、 

可谈可辩的问题，涉及的内容丰富多彩、趣味横生，这样 

才有利于调动大家讨论思辨 的积极性。比如我们在士官 

《军队基层管理》课程教学中，让学员把发生在身边或亲身 

经历的管理事件，编写成剧本，让学员自导自演。既生动、 

形象、有趣 ，又寓启发、诱导于教学活动之中，不仅激发 

了学员独立思考，启发了学员活性思维，而且还调动了学 

员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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