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 Vol. 4 No. 09 2022课程论坛

基于“FT”的课程开发
——以广州工商学院《通信原理》课程为例

唐江波　李忠全　余建想

（广州工商学院 工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FT”即“四真三化”。“四真”：Four Principles，在真实环境中，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三化”：Three 

Methods，工作过程系统化、工作任务课程化，教学任务工作化。基于“FT”的课程开发主要包括课程体系（也称为一级矩阵）、课程单

元（也称为二级矩阵）、和项目矩阵（也三级矩阵） 。在基于“FT”的课程建设模式中，课点支撑项目教学目标，项目支撑门课教学目

标，门课支撑毕业要求。将课程分解为多个课点，每个课点分为知识点、技能点和态度点。对进行重组课程为多个项目，形成了一级矩阵、

二级矩阵和三级矩阵。通过对每一个课点的达成来支撑项目，通过达成项目来支撑门课，通过达成门课来支撑课程体系，在课程开发时

实现了自上而下地分解目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实现了自下而上达成目标，让课程内容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变得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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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即“四真三化”，是应用型课程建设联盟提出适合中

国特色的课程建设的原则和方法。“四真”即 Four Principles，源

自于 2014 年 6 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 2014-2020 年）》中提出的要求——“按照真实环境真学真做

掌握真本领的要求开展教学活动”，即在真实环境中、真学、真做，

掌握真本领。“三化”即 Three Methods，依据国发 [2019]4 号文件

提出的“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要求，根据工作过程系统

化原理，在实践教学中将真实的工作任务经过教学化处理形成课

程；在理论教学中将企业的实际问题经过教学化处理后形成项目

或者章节，也就是运用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方法，使企业工作任务

课程化，使校内教学任务工作化。

基于“FT”的课程开发，侧重于学科体系和行动体系的结构

开发，将教育的本质和课程的开发本质进行了透彻的剖析。该体

系的课程开发主要包括课程体系（即一级矩阵）、课程单元（即

二级矩阵）和项目矩阵（即三级矩阵）。教育标准、职业标准、

社会需求和办学特色支撑一级矩阵。教育标准要满足对应的各类

教育标准，比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评

估认证标准》《审核评估指标体系》等。职业标准要满足人社部

职业标准和职业准入或水平标准，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2015）》《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数字化智能查询系统（2016）》

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社会需求要满足地方经济发

展需要。办学特色要契合学校的办学理念，并体现学校的办学特

色。其中《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标准》《职业大典及技能标准》和《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是静态支撑，热门职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各专业竞争力等等属于动态支撑。下面以开发广州工商学院《通

信原理》课程为例，来说明应用型课程的开发。

一、一级矩阵

在开发《通信原理》的门课矩阵之前，先开发通信工程专业

的一级矩阵。专业培养目标可以通过教育标准、职业标准、社会

需求和办学特色四个方面来衡量。教育标准又可以从培养目标、

通用标准 12 条毕业要求、和通信和计算机类补充标准三个方面确

定。通过查询职业分类大典和标准数字化智能查询系统，确定通

信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职业群。根据广东省发展规划，结合广

州市发展规划与佛山市发展规划，确定政府对通信专业的人才需

求。结合工信部认证、企业认证和电子学会认证来确定通信的行

业需求；考察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确定通信行业的社会需求。

一级矩阵要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并体现出办学特色。“德学”“五

进”是广州工商学院提出的促进高校教师全面发展和大学生全面

成才的教育理念，同时构建了以“五进”促“六会”的人才培养

模式。“德学”指“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思想，“五进”

指开展“进课室、进图书馆、进实验实训室、进体育场馆、进社

会”的教育实践活动，“六会”是在“德学”的引领下，通过“五

进”教育培养学生六大核心竞争力：“会学习、会应用、会表达、

会合作、会健体、会创新”。

根据教育标准、职业标准、社会需求和办学特色，确定通信

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从而析出对学生的毕业要求，再对毕业要

求进行分解，明确并细化毕业要求的指标点，最后根据细化的毕

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各指标点要求所需的课程，并确定课程门数、

性质、序化，并赋予课程支撑指标点的支撑程度。根据《通信原

理》课程的特点和知识点，确定其在一级矩阵中对知识要求、技

能要求和态度要求所起到的具体支撑作用，从而明确《通信原理》

课程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表 1.《通信原理》课程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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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级矩阵

表 2.《通信原理》二级矩阵

《通信原理》是通信工程专业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等电子类

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通信过程进行项目分解，使学生掌握

通信系统的原理和一般分析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对通信传输的基

本认知与实践能力。

 四、三级矩阵

基于“FT”的教学改革本质是课点重新组合。在“FT”课程

建设模式中，将课程分解为多个课点，每个课点分为知识点、技

能点和态度点。

表 3.《项目 3：通信信道》三级矩阵

五、课程考核

教学设计和学习效果需要考核来检验。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将学生学习的准备、平时表现和阶段考核等作为课程考核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成绩要结合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和实

验完成的质量等的综合表现。更多地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

验和感受，激励学生多投入精力自主学习，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表 4. 考核评价表

六、结语

基于“四真三化”的应用型课程开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关注学生的学习诉求，引导学生真正参与学习。采用矩阵图法，

借助三级矩阵，通过对课点的达成来支撑项目，通过对项目的达

成来支撑门课，通过对门课的达成来支撑课程体系。课程开发时

实现了自上而下地分解目标，课程教学过程中实现了自下而上达

成目标，课程内容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变得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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