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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DA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course of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de of "course group + open course + competition". This model integrates the basic knowledge points in the course 
group with different laboratory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levant teachers, it draws up the topics of interest to the students, 
and uses the above resources to complete the design works in the form of open course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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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应用技术型大学的 EDA原理及应用课程采用的“课程群+开放课+竞赛”的模式为例，探讨研究了该模

式的优点。该模式将课程群里的基础知识点与不同的实验室资源进行整合，在相关老师的指导下，拟出自己感兴

趣的题目，利用以上资源，以开放课的形式完成设计作品，从而更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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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应用技术型大学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提供更多高

校教育机会而产生的，这类型大学教育比高职教育更上

一个台阶，国家对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建设尤为关注，应

用技术型大学的教育是我国高校教育领域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从学术层面来看，这类大学的研究成果也是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课程群”由关系非常紧密的专业课构成，这些相关

课程组成课程群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让应用技术型

大学的专业课教育形成一个有序、有体系的整体。实验

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对于《EDA原理及应用》

这门课程来说尤为重要，与电子信息专业有关的课程教

育中，通过动手实践来获取和巩固知识点必不可少。应

用技术型大学偏向于培养应用型人才，通过“课程群+
开放课程+竞赛”的教学模式进行该门课程的教学，是一

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2.建立 EDA原理及应用的课程群

EDA 原理及应用是一门应用非常广泛的课程，它

与电路基础、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基础课程联系紧

密，而这些课程是作为学习 EDA技术的基础。这门课

程的实验部分也是综合运用了很多知识，在实践过程中

需要用到数字信号处理和信号处理两门课程里的滤波

器设计、自动控制中的 PID 算法、电机拖动中的电机

驱动等等专业课中的内容，由这些密切相关的课程共同

组成了 EDA技术的课程群，如下图所示，

图 1 EDA技术课程群

EDA 原理及应用这门课程将相关课程的知识点综

合运用起来，对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该课程主要是围绕 VHDL 编程、QuartusΠ软件、

FPGA编程原理来进行。这门课程拥有较强的实用性，

丰富的实验课程，再加难易程度适中，在进行教学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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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适度的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主琢磨设计，因为

实践过程中可通过灵活的设计来巩固知识点，由此也会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在硬件电路调试上可供学生

自由发挥的机会较少，大部分电路都是固化好的，因此

有学生反映在这方面没有学到知识，对以后的学习和工

作帮助不大，就这问题应对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统

计，看是否应该增设硬件电路调试环节。

3.基于学生志愿原则开设开放课程

开放课程最初由麻省理工学院于 2001年实施，在

此之后，全球高校纷纷效仿，发展速度迅猛。Coursera、
edX、Udacity被誉为国际在线教育的三驾马车，这“三
驾马车”就是基于开放课程的背景下才诞生的，这三大

平台分别起源于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

学。因此，美国的在线开放课程历时比较长、经验也最

丰富。2011年我国发布了相关开放课程的文件，随后

开放课程在我国得以实施，这是一种相当灵活的教学模

式。开设开放课程也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才得以实

施。开放课程对于教学改革到位、成熟的课程体系、完

善的实验设备配备、师资力量足够、实践性又强的专业

课。换句话说，开放课程适用于高年级专业课和核心必

修课，例如 EDA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原

理等等。申请开放课程除了满足以上说的条件以外，还

需满足：

(1) 申请开放课程的基本条件是该课程必须有较

完整的课程体系，课程已经经过多次课程假设和教学改

革，教学资料完整，包括教案的完整和三纲两书等等；

(2) 进行教学的队伍师资力量充足、稳定，课程评

价高，学生参与热情高涨；

(3) 完善的实验设备配备和优秀的实验室管理团

队。

开放课程的开设形式：学生自愿选择、制定集中培

训的实践和地点。在开学初期将开放课程的信息公布出

来，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报名。开放课程

更加注重以学生为核心的理念，在第一次课时教师把该

课程的阶段进程、主要内容、需要注意的问题、所涉及

到的资料进行详细的介绍，接下来的课程通过分组的形

式让学生自主的查找资料、讨论、进行软件设计、调试

运行为主，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从旁指导和提出意

见。

4.激励学生学习兴趣组织竞赛

学生通过课程群和开放课程的教学后，基本掌握了

相关知识和软件电路设计，而设计也是体现个人能力的

直接方式，通过比赛可以有效的刺激学生积极准备相关

知识，这种“课程群+开放课程+竞赛”的教学方式让学生

更彻底的掌握 EDA 技术，最后转化为自身的能力。竞

赛可邀请课程群里的相关课程的任课老师作为评为和

指导老师，将电路实验室、装机实验室和 EDA实验室

对参加竞赛的学生开放，以便竞赛的顺利进行。竞赛的

程序如下:
(1) 动员及报名

在学期开始就组织学生张贴竞赛内容海报和在校

内网站上发布通知，动员学生积极参加比赛，海报和通

知应该包含竞赛的具体内容、性质、作用和形式。相关

课程的教师也在课堂上动员学生参加竞赛并告知相关

事宜，竞赛在基础课程之后进行。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较之传统的单一授课更具有挑战性、更能锻炼学生的动

手和动脑能力。

(2) 竞赛的正式开展

将和比赛相关的物品和器件进行发放，主要是电子

元器件和主板 PCB 等等。安排指导老师进行相关的指

导，开放实验室供给学生进行焊接，在焊接的过程中由

指导老师进行确认，在 EDA实验室进行系统的调试，

于电路实验室进行电路调试和仪器仪表的测量，指导老

师应结合学生的选题引导学生深入学习 PID 控制、频

谱交换、傅里叶变换和 ROM存储等基础知识。

(3) 汇总竞赛选题

在大家选定题目后，对题目进行汇总，并标明组别，

竞赛多集中在数字模拟技术、自动控制、信号处理，围

绕 EDA原理及应用展开。选题主要有红绿灯、电子密

码锁、全自动洗衣机、四位抢答器、数字时钟、电子琴、

MP3、多功能计价器、点阵扫描仪等。

(4) 竞赛中期考核

为了确保竞赛的顺利进行，应该加强对比赛进程的

监督，在比赛开始四周以后对各个组的作品进行中期检

查。检查是否完成了电路板的焊接与初步调试运行，软

件的制作是否完成，进行到这一步才能算是符合中期的

进度要求。可能会有的组停留这核心电路板的调试上，

主要问题可能是芯片的焊接存在问题，指导老师此时应

加强对这些组的指导，完成核心电路板的焊接与调试。

(5) 结果的评定与奖励发放

在竞赛进行 7-8周时，指导老师组成的评委团先对

设计作品进行筛选，也就是初赛，筛选出排名靠前的三

分之一的队伍进行决赛。最后进行决赛时，从外校邀请

以外与课程相关的教师作为评审主席，以保证竞赛的公

平性，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

5.结束语

“课程群+开放课+竞赛”的教学模式打破传统的教

学方式，将不同的课程和实验室之间联系起来，将课程

群里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实验室有效的结合起来，组成优

秀的教学资源，不仅让学生将所学基础知识综合利用起

来，也提高了学生的电路设计、调试能力、动手能力，

为了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的

就业和深造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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