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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ty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s designed to train talents in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EDA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ity of this course are strong.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to be achieved, this paper reforms th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process arrangement,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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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EDA原理及应用》实践课教学改革探索与

创新
王仕发 陈朝丽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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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为了培养电子和信息工程方面的人才而开设的，《EDA原理及应用》是必修专业课之一。

该课程的应用性及实践性较强。本文以课程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为出发点，从教学进程安排、考核方式

和师资队伍建设对该课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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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EDA 原理及应用》是高等院校的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专业课，这是一门实践课占比较大

的课程，可是很多高校却反其道而行之更注重理论，而

且讲解理论和指导实验的不是同一个老师，将课程按照

这样的模式进行，会给学生一种理论和实践是两门课程

的错觉，理论课被强行灌入知识点，实践课时却不会用

这些知识，或者根本没记住。因而，类似于 EDA原理

与应用这样实践性课程，不仅要调节好理论和实践课之

间的关系，还要将实验教学作为课程的主体来进行教

学，尤其是理论教学中没有涉及到的与实践有关的知

识，应该作为该门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解决以上谈到的教学改革难点，加上总结了

本校以往的教学经验以及项目开发经验，结合了本校学

生的基本特点和学习能力，将针对 EDA的设计性实验

作为 EDA原理及应用的主要教学方式，并且通过实际

应用于教学中，不断进行改革，不断改进，探索研究出

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内容和考核方式。

2.EDA设计性实验教学模式

将设计性实验教学作为该课程的教学手段，其目的

是让学生通过自己设计实验、完成实验，从而锻炼学生

的查阅资料、整理资料、设计实验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利用 FPGA完成实验，学生可以学习到和 FPGA芯片

有关的数字系统学习方法，包括了分频器、序列检测器、

同步整形电路、单片机电路和 nios的设计和应用，基

于 FPGA的软硬件系统开发等。

因此，该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以

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动手操作为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也可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若以

flex10k芯片作为设计实验的主体，扩展其为核心的处

理器外围的芯片，可使学生学习到数字接口和数字设计

实验的相关知识。将信号处理方面的实验也补充进设计

实验当中，可丰富及优化该课程体系。

以实验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应将理论课和实验课

同时进行，在课程的开始先进行必要的理论知识介绍和

实验要求，接着立即进入实验部分。将课程结构通过这

样调整的优势在于，学生可将理论知识立即用于实验的

设计，在实验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可通过查阅资料、组

内讨论或请教老师的方式解决问题，提高了学生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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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将知识彻底变为自己的东西，掌握它并应用

它。

教师多拟定设计实验的题目，而且不能给出实验

步骤，明确实验的目的和要求，由学生自主选择实验方

案和所需材料完成实验，这样可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研发能力。实验完成后可以在班上进行展示和讲解，教

师对实验的成功之处和不足进行点评，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又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增加课后实验结果展示、讨

论和点评的环节，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也能

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透彻。

3.教学进程的改革

安排实验课时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是基

础实验课，其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实验环境，掌握 VHDL
语言进行编程，该部分实验包含了逻辑电路设计、时序

电路设计、状态机设计和数字时钟设计等，熟练掌握基

础设计实验，为更高层次的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其

次，设计基于 FPGA的 PCB主板，自主选择元器件、

设计电路、焊接器件和调试运行。最后，是数字信号处

理方面的实验，结合理论知识，指定参数，按要求设计

一个数字滤波器并将之运行，运行调试的过程可加深学

生对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4.考核方式的改革

想要提高教学质量，一套完善又合理的考核机制必

不可少。以往的考核方式局限于学生的实验报告完成情

况、签到和实验课上的表现，这些考核不仅不能激发学

生学习的欲望，也分不出层次来。以设计性实验为主的

考核方式，可以更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操作能力、

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再加上设计报告的质量和

传统的考核方式中的签到等，对学生进行多方面考核。

教师在给学生评估打分时从实验设计思路报告、调试运

行手册和报告、结果展示和答辩等方面来进行。这样可

以避免传统的实验报告互相抄袭的情况，传统的实验报

告一个班里只有几个版本甚至只有一个版本，这种考核

方式不仅仅是考核学生是否通过考核，是通过这种方式

促使学生学习并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区分出来。

5.师资力量和实验指导团队的壮大

素质高、能力强的教师队伍是保证设计性实验得以

继续进行的前提条件，学生在进行设计性实验的过程中

会遇到其他更深更难的问题，而且还会遇到大量的新知

识，此时需要指导老师提出有效、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这些对指导老师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学校也该为

老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培训机会，让老师自身业务

能力进一步提高，知识更新得以跟进信息技术的发展趋

势。

学校还可以利用现有是实验条件培养科技团队，

由指导老师领头，高年级学生作为主要的项目负责人，

低年级学生参与的形式申报项目。在指导老师的带领

下，通过高年级带动低年级的模式对学生进行兴趣化、

差别化的培养，有利于培养和发现电子信息工程方面的

人才，同时科技团队可以参加学校或国家组织的电子设

计大赛。

6.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以设计性实验为主的教学方式对

EDA原理及应用进行教学，锻炼了学生查找资料、整

理资料、设计实验、焊接拼装和调试运行的综合能力，

也提高了学生对待科学研究的认知能力。这一模式的教

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提高了该门课程的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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