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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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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师也紧随社会发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了信息

化的手段。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让学生加深了对学业知识的理解。在传统的教材知识基础上，采用信息化教

学手段，这种新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不仅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效果，更是教育事业上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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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靠课本教材，向学

生讲解知识理论。而学生只能够通过教师的讲解，或者是课

本中的图片，了解课本中的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着一个

很大的弊端，即无法让学生全方面的学习知识。尤其是面临

一些新兴的专业，仅凭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本无法满足现在

的教学需求。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而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教

育事业，理应采取更为新颖的教学模式。信息化的教学模式，

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晋升成为了教育事业的新贵。这种

新式的教学模式，以课本教材为中心，采用更为丰富的教学

资料。以实现教学目标为前提，极大程度的满足了学生知识

方面的诉求。在偏理论的专业中，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优势更

为明显。轻而易举地将抽象化的概念，更为直观的表现出来，

实现了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一、信息化手段在模拟电子技术教学中的重要性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容量大，理论性多，不少学生在学习

时感到枯燥无味，最终导致了失去学习的兴趣。想要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就要从多方面入手。教师不仅要提升教学水

平，还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为新颖的信息化手段

教学。现代的学生不喜欢纯理论的知识，但是动手能力较强。

而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恰恰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让学生在实

践过程中学到知识，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信息化手段在模拟电子技术教学过程中，能够通过视频、图

像等多种方式，为学生展现其中的原理，让学生能够一目了

然。不仅学会了专业知识，还能够加深印象，从而也减轻了

教师教学的难度。 

二、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效果的具体步骤 

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主要通过课前、课中和课后

三个步骤。主要是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提升教学整体氛围，通

过自主探究的方法展开讨论，令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找到正

确答案。 

（一）信息化教学的课前准备 

无论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信息化的教学手段，都是

有课前预习的阶段。但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教

学模式是由学生自主预习课本，这就完全依赖学生的自主

性。所以这种课前预习的方法，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

够按时进行。而且即使是学生预习结束，教师在上课前也无

法得到学生的预习结果。尤其是在模拟电子技术这种理论性

较强的专业中，弊端更加明显。在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中，由

教师利用云平台向学生下发课前的学习任务。然后再根据学

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在教学时有针对性的讲解。这种方法不

仅能够了解到学生的问题点，也能够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

中，对知识难点进行深入详细的讲解。教师在下发课前学习

任务时，应尽量让学生花费较少的时间，这样才能够显著提

升教学效果。下发课前学习任务除了有针对性的教学作用，

还能够利用不同的任务内容，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信息化手段的课堂教学 

信息化手段应用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先将该节课的

知识制作成动画。然后利用动画的形式，向学生进行播放。

这种知识动画，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注意力，还能够以简单

明了的画面让学生学会其中的知识。除了动画的形式，教师

也可以用 protus 仿真和 PPT 进行教学。protus 仿真时可以把

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实验的形式展示给学生，使工作原理更加

直观，学生更容易理解，而 PPT 的教学优势，在数据分析

中尤为明显。比如，在学习到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时，就可以

通过 PPT 的数据分析，向学生讲解电压和电阻的变化规律。

学生的参与度，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重点。在进行信息化

教学时，就可以通过投票、测验和冲关小游戏等方式，让学

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够

巩固知识，可谓是一举两得。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

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模拟电子

技术知识的全面了解，教师应多增加实验课堂，让学生在操

作的过程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三）信息化手段教学的课后讨论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结束之后，往往会有给学

生布置的课后作业。布置课后作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学

生所学的知识得到尽快的巩固。而信息化教学也不例外，在

课堂教学之后也有相应的课后作业。但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

的是，信息化教学的课后作业是在云平台进行完成的。而除

了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学生还可以在云平台上进行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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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教师根据相应的问题进行解答，实现了线上的再一次

辅导。 

总结：信息化教学手段，现在已经成为了新时代教学的

特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化教学还有着更大的进步

空间。在模拟电子技术的教学中，信息化手段的优势更是显

而易见，得到了教师的广泛应用。云平台是信息化教学的关

键，更加高效的数据分析也会成为云平台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云平台数据分析的不断优化，教师对课前、课中和课后

三个过程的规范教学，也让信息化教学手段更加专业。不仅

更好的提升教学效果，也为教育行业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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