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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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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中存在的痛点问题进

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与教学模式改革方法。通

过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思政育人与知识传授相互渗透融合，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师生共建教学资源库，全过程考核评价等教

学模式的改革，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效，培养学生独立解决实际

问题和科技创新能力。教学实施结果表明，课程改革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相关的成果及经验对其他专业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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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电磁场与电磁波”是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专

业课，是课程体系中最重要的基础部分，其后续课程主要有“通

信原理”“移动通信”“微波技术”“光纤通信”等，同时也是

学生进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医学、环境电磁学等交叉学科

学习的切入点，对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通信领域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课程内容涉及前导课程知识点较多、理论抽象、数学推导复

杂、知识体系严谨，被大部分教师和学生认为是一门难教、难学、

难理解、难应用的课程。为了强化从基础专业知识到高新科技的

创新过程，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及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核心

竞争力，需要对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

有效途径。

一、存在的痛点问题

通过采集学生阶段性的反馈信息、督导及听课教师的同行评

价，结合授课教师的教学反思，总结出传统“电磁场与电磁波”

课堂存在下列痛点问题，如图 1 所示。

图 1 存在的痛点问题

首先，部分学生刚开始接触本课程的时候，学习热情较高，

随着课程的深入学习，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出

现畏难情绪。分析原因发现，主要是因为课程的内容抽象难懂、

概念和公式较多，后期课程内容侧重理论计算和公式推导，缺乏

工程案例支撑，学生感觉“重计算，无应用”；且传统课堂主要

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学生被动接受易产生厌

学情绪。其次，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较少，对复杂工程问题的理

解和分析能力欠缺，分析原因发现，除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外，

教学资源的单一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课程虽有一定学时

的实验，但实验内容均为围绕教材内容开展的理论验证性实验，

实践资源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较差。第三，通过调研发现学生在本

课程中获得的非技术知识较少，部分同学认为本课程仅是数理方

的延展，对本专业的学习和未来的工作关联性较少，造成上述现

象的原因主要为教学目标设置不合理，重知识轻能力，忽略了学

生的价值塑造和素质培养，课程育人功能不完善。最后，学生的

自主学习意识较差，在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后，没有继续深

入学习课程内容，这是由于传统的课程考核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多采用终结性考核，忽略学习过程中的考核，且考核难度较低、

挑战度不足，学生练会课后习题甚至背会习题后即可通过期末考

试。

针对上述课程中存在的痛点问题，本课程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通过课程思政的建设和教学模式的改革，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克服畏难情绪，锻炼独立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实践创

新能力，同时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和社会观，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工

程应用人才。

二、课程思政建设

（一）重塑“逐级递进”的课程目标，构建思政育人金字塔

结合本课程原有的课程目标，重新构建基于思政育人目标金

字塔的课程教学目标。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设置遵循逆向设计理念，

调研社会人才需求与课程内容的关联、结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考虑学生个性特点，做到课程目标“基于学

情、始于课程、立足专业、服务社会”。在教授学生电磁理论基

础知识的同时，融入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与治学态度的培养；在

教授学生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融入科学决策、诚

信与责任意识的培养；在教学全过程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局观念，

培养科技报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知识传授有深度、能力培

养有广度、价值塑造有高度的思政育人目标。

（二）完善“匹配融合”的教学内容，思政映射切入恰当

根据课程理论性强、内容抽象、数学知识多的特点，以传统

的矢量分析、静态电磁场、时变电磁场三部分教学内容为主，分

析其中蕴含科学分析方法和工程应用实例，寻找与课程内容相契

合思政建设素材。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抽象

与直观结合的设计思路，深挖思政元素精神内涵，将思政元素总

结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品质、科学应用”

五个方面的思政切入点。采用课程思政顶层设计方法及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将蕴含切入点的思政案例与专业知识匹配融合、无缝

衔接，形成多个完整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痛点问题痛点问题 成因分析成因分析

学生反馈学生反馈

同行评价同行评价

教学反思教学反思

学生课堂参与度较差学生课堂参与度较差，，

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积极性不高

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解决实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弱际问题能力弱

学生专业自信不足学生专业自信不足，，缺乏缺乏

科技报国意识科技报国意识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不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不强，，

缺乏持续深度学习动力缺乏持续深度学习动力

教学目标重视知识传授教学目标重视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轻视能力培养、、忽略忽略

价值塑造价值塑造，，课程育人功能不完善课程育人功能不完善

教师为主体教师为主体，，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手段

落后落后

教学内容抽象教学内容抽象、、理论性强理论性强、、枯燥难懂枯燥难懂，，脱离工脱离工

程实践程实践，，缺乏前沿性与时代性缺乏前沿性与时代性

教学资源单一教学资源单一、、开放性和共享性差开放性和共享性差

评价方式单一评价方式单一，，重结果轻过程重结果轻过程，，挑战度不足挑战度不足，，

过程考核不易衡量过程考核不易衡量

数据采集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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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多维一体”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打破传统教学单一的课堂授课方法，将课堂内与课堂外、专

业内与专业外相结合，拓展的课程课堂教学时间与教学资源和学

生的学习空间；以学生为中心，师生共建线上线下思政教学资源，

邀请思政课教师、行业内专家等线上授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线

上教学活动、反馈心得体会、提供思政素材；将科技发展与知名

科学家成就中蕴含的科学精神与态度映射到当今的电磁科技成果

的研发过程中，激励学生产生学习内动力。

三、教学模式改革

（一）形成“1 个中心，2 个目标，3 个课堂，4 个步骤，5 个融合”

的教学路径

课程以“学生”为中心，完成“知识学习 + 素质提升”两个

培养目标，通过“线下课堂 + 线上互动课堂 + 自主学习课堂”三

个课堂实现课程教学目标，采用“为什么学 + 学什么 + 怎么学 +

学得如何”四步的闭环设计方法，实现“思政育人与知识传授 +

教材与前沿案例 + 自主学习与合作研讨 + 线上线下与课内课外 +

学习评价与教学过程”五个维度的教学融合。

（二）构建“主动参与”的教学策略，师生共建线上教学资

源

充分利用超星学习通等线上教学平台，设计丰富的线上教学

资源与生生互动环节。设置“百家讲坛”专栏，发布国内外优秀

慕课资源，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和扩充课程内容。在课堂教学中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开设“题炼精彩”专栏，组织学生“云

端”开讲，通过学生们精彩的习题讲解，检验自主学习的效果、

体验合作互动的乐趣。开辟“薪火相传”专栏，邀请往届优秀学

生分享课程学习经验、学习方法，录制相关视频上传至学习通平

台，实现跨年级跨专业的沟通交流。丰富的生生互动能够充分体

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在互动的过程中，授课教师的引导、点拨、

倾听、追问和积极评价都将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建设“全程考核”的评价体系，注重素质能力评价

在“过程性考核 + 终结性考核”考核模式的基础上，建设“诊

断性评价 + 过程性评价 + 素质能力评价”三个方面的评价机制。

首先在课程开始前，设计学情调查问卷，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学习习惯和思想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在课后进行学习效果调查问

卷，对思政教育效果进行分析。其次在过程性考核中，通过课堂

参与情况与学习行为记录，对学生的思政实践效果进行评价。最

后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学生评教与心得体会，结合前两种评价

结果，对学生的素质能力提升效果予以评价。

图 2 考核评价体系

（四）教学实施效果

在线上平台对多个教学班进行了课程改革效果调查问卷，

参与问卷的学生超过总人数的 90%。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参与线

上测试、作业互评等过程考核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参与人数超过

96%；91.2% 的学生认为教学资料是详尽的、完整的，能够引发并

促进其对新知识的思考；98.5% 的学生表示通过课程学习丰富和

完善了知识结构；97.8% 的学生表示在课后深入地了解了我国在

电磁领域的最新科技发展并进行了自主学习；100% 的学生表示切

实体会到了电磁场与电磁波的基础性和先进性。课程考核成绩统

计表明，课程的及格率、优秀率、平均分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成

绩分布趋近正态分布。调研结果与成绩分析表明，通过教学模式

改革与课程思政建设，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精

神面貌呈现积极向上的攀升趋势，学生的学习成绩大幅度提高，

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三、结论

本文针对“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中的痛点问题，根据课程

特点挖掘思政元素，重新构建了课程教学目标；完善课程内容，

连通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连接通道，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

相融合；创新性地设计了多维、立体的教学方式，打破了课程教

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壁垒；师生共同建立线上教学资源库，激发

学生的参与热情的同时丰富了课程案例资源；全程考核的评价体

系使得学习过程与思政育人效果可衡量、可评价。达到了改革传

统教学模式、发挥思政教育对专业课的价值引领作用，为“电磁

场与电磁波”课程教学改革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新思路与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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