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前沿 
第 2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 

刊号：2661-328X(纸质) 2661-3298(电子) 

27 

Thoughts on teaching reform of simulate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Xiumei HUA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ability of pure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but the practice of practical ability is strong.In this paper, from the formulation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forms, adjust the teaching focus, the introduction of analog Circuit virtual laboratory 

simulation and other methods, aimed at bringing up students ' interest in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to cultivate students '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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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针对中职升本学生理论基础知识掌握不够全面，纯理论分析能力不足，但实践动手能力较强的情况。本文从制定

合适的教学形式，调整教学侧重点，引入模拟电路虚拟实验室仿真等方法，旨在提起学生对《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理论知识

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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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职升本和普高升本同属通过普通高考考上的本科教

育层次，但是不同于普通本科考核的重点为语数外（文综，

理综）等自然学科方面的理论知识，中职本科考核重点是技

术技能方面的知识。没有经过高中三年数理化知识的系统学

习，理工科中职升本的学生由于基础较弱，往往在大学公共

基础课程，例如大学物理、高数和电路分析等课程的学习上

已经开始出现懈怠的情况，基础知识量掌握不够，这对后续

需要公共课作为基础的其他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的学习带

来一定的难度。 

对于电子信息类专业来说，《模拟电子技术》是一门重

要的专业基础课，具有“启后”作用，对电子信息类后续专

业课的学习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而该课程具有内容繁杂、

理论性强和概念量多且抽象的特点[1]。因此，如何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提高中职升本学生对该课程理论知识体系的学习

兴趣，能将复杂抽象的理论分析讲得让学生理解和掌握，是

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课堂教学形式改革，将理论知识

和虚拟实验室电路设计以及课外实践活动融合等方面采取

措施，以期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1 教学形式改革 

1.1 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从前期公共基础课的学习情况来看，学生由于基础薄弱，

听课吃力，进而萌生怯意，出现放弃听课等懈怠心理。长此

以往，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课程内容掌握不足，无法达

到教学目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利用现在互联网在学生群中的火热程度，建立在线学习讨论

组。上课前在群里提出一些与下次上课内容相关的，同时又

可能与实际有所关联的问题，让学生们在线讨论，起到预习

的效果；课后，留下本次课所学内容或电路有可能用在集成

电路设计的什么地方？促使学生自己查找关于集成电路的

功能，逐渐形成课程所学知识的一个全局观。我们发现，相

比课堂上的提问，学生在互联网上更能放开畅所欲言，更愿

意发散思维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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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方式回归传统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教师采

用 PPT 授课的形式，PPT 能以动态的形式展示元器件内部

电子移动方向和电流、电场形成过程；能以动画、图片的方

式展示很多传统板书无法表达的内容。但是使用 PPT 会让

教师讲课速度无意识中加快，导致学生无法跟上教师上课节

奏，学习的质量很有限。并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采用多媒体

主导的教学形式，例如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有很多电路原理分

析过程，中间涉及电路结构和大量推演过程，若采用 PPT 讲

解，学生很难进入状态，又跟不上教师讲解速度而不愿意提

笔做笔记，对于繁杂一点的电路看着 PPT 感觉明白了，但

若合上课本很多学生实际无法画出完整的电路图。 

 因此，把上课方式回归到以传统板书为主，多媒体为

辅，教师在黑板画电路图，督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画图，加

深学生对电路结构的理解；电路相关参数的计算过程也以板

书方式一步一步推演，遇到需要用到大学物理或电路分析知

识的地方，课时允许时可在课上拓展讲解一下。若课时有限，

可在在线学习讨论组里或者课下为学生讲解。尽量降低其他

课程知识薄弱对本课程学习造成的影响。课后可将授课的教

案、PPT 课件等资料传到学习讨论组里，供学生课后巩固知

识提供帮助。 

1.3 教学设计调整 

 从已有的上课经验来看，发现中职升本学生对于纯理

论推导有种惧怕心理，‘看’公式色变，经常产生所学有什

么用的疑问。因此，要适当调整本课程的体系设计，适当降

低深层次原理以及深层计算推导过程的比重，在保证内容连

贯性和知识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调整。根据该层次学

生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力求把二极管、三极管等主要元

器件的工作原理和特性讲解过程做到生动形象；把基本放大

电路、反馈放大电路、集成运放电路以及功率放大电路的讲

解做到言简意赅，把元器件和集成电路板实物带到课堂展示。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中职升本学生对于所学知识和

实际应用有较好的脑洞和联想力，经常在课上提出一些有新

意的问题，对此，教师应该耐心答疑，不要敷衍了事，打击

学生的积极性，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给他们定制合适的教

学形式，在保持他们的独特思考特质的同时，保证他们掌握

足够的理论知识，学好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3]。 

2 虚拟仿真与电子竞赛融合 

模拟电子技术作为一门工程性的课程，其应用应该紧跟

当下的电子技术发展情况。尤其是最近几年自动驾驶技术、

无人机技术以及各行各业自动化技术飞速发展，模拟技术虽

然不是其间的焦点技术，但作为最基础的技术，也需要紧跟

时代前沿。尤其再考虑到中职升本学生对于知识实际应用和

动手能力的敏感性，在教学中更应该侧重知识的实际应用问

题。虽然有相应的模拟电子技术实验课程，但是理论课和实

验课分别由不同的老师授课，现有的模电实验设备也严重落

后于技术的发展。实验课的上课方式也是教师演示，学生依

葫芦画瓢，没有学生发挥自主创新力的空间。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考虑将具有完整集成化设计功

能的虚拟仿真软件 Multisim 贯穿到课程当中。Multisim 是

一个拥有完整集成化设计的仿真工具，适用于板级的模拟和

数字电路板的设计。Multisim 具有图像界面直观形象、元件

库量多丰富、仿真分析能力完备等特点， 

利用该软件对课程中重要的电路进行仿真分析，熟悉软

件后，鼓励学生几个人一组组成学习小组，自行设计具有一

定实用功能的集成电路，在虚拟软件中验证。验证可行的，

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电路，引导学生用实物元件焊接电路板，

再结合计算机或者单片机编程等其他学科知识制作出完整

的作品，用于参加学校举办的电子科技竞赛以及其他比赛。

在此过程中，即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提高了学

生实践创新能力。 

图 2.1 循序渐进的实践流程图 

结语 

中职升本学生的教学过程，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都将是巨大的挑战。针对其理论基础薄弱，实践动手

能力较好的特点，因材施教，在弱化纯理论分析的情况下让

学生掌握必需的知识点，同时加强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之间

的联系。采用从虚拟电路设计仿真到实物制作的方法，加深

巩固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性，让

学生更好的掌握模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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