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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信息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信息类人才的需求也日益

迫切，这就要求信息类课程的教学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特别

地，重要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更需引起重视，从而能更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随机信号分析课程即是这些重要课程中的

一员，该课程主要针对信息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信号随机性，从

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阐述该随机性的特点以及处理随机信号的方

法，从而为电子和通信的各领域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如

上所述，随机信号分析课程在学生以后的课程学习和工程实践中

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研究存在必要

性。本文即是从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估入手，

通过相关探索以追求课程教学的系统性，希望有效提高课程建设

水平并更好地改进教学质量。

1  随机信号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主体，对其进行系统性安排不但有助于开

展教学，也是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估系统化的基础。课程的教学

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通用背景，包括随机变量基

础、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随机过程的变换等内容；二是具体

应用，包括窄带随机过程、马尔可夫过程、检测和估计理论等内

容。前者可看作后者的基础和背景，后者可看作前者的拓展和应

用，二者相互联系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在教学内容的安

排上应体现如下系统性：

（1）知识体系的系统性：通用背景部分的知识点一般具有由

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的特点，而具体应用部分的知识点一般呈

现出近似并列的状态。基于这种情况，教学中对于通用背景部分

要由少到多、由点及面地安排知识点，以适应该部分知识点的分

布特点；而后，要在综合通用背景部分知识点的前提下，指导每

一项具体应用进行知识点构建，以期实现知识点前后贯通并匹配

具体应用部分知识点的并列状态。通过上述设置，构造知识体系

的系统性。

（2）教学框架的系统性：根据通用背景部分和具体应用部分

的特征，通用背景部分的教学主要体现为逻辑性，即明确知识点

的逻辑含义和逻辑关系；与此相对，具体应用部分的教学主要体

现为实例性，即通过各种实例明晰知识点在工程问题中的应用形

式。在此基础上，教学中应将逻辑性和实例性进行有机结合，用

逻辑引出实例，以实例具现逻辑，从而构造教学框架的系统性。

2  随机信号分析课程的教学方式

因为课程的教学内容包含系统的知识体系，并且与工程实践

紧密结合，所以，仅利用传统的单一的课堂媒介很难满足教学任

务。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课前——课中——课后的完整教学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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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就显得十分必要。概括来说，课前的主要媒介为各种辅助教学

平台（如学习通、雨课堂等），利用这些平台，设置诸如思考题、

微视频、课前扩展知识等元素帮助学生全面地了解教学目标和学

习任务；课中的主要媒介为课堂，课堂着重于课程关键点和难点，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讲授、讨论、互动等相结合的教学措施，并发

挥课前教学的作用，帮助学生更深入地领会课程内涵以及掌握课

程精髓；课后的主要媒介是网络、各种仿真平台以及参考资料等，

依托这些媒介，课后教学通过布置综合式设计课题，要求学生运

用课前与课中学习成果达到设计目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获得提高。以上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系统性。

3  随机信号分析课程的教学评估

课程的教学评估以课堂表现——课后作业——期末测试为框

架，其中，课堂表现与课后作业不仅包含问答、讨论、习题

等环节涉及的内容，还应以适当形式体现辅助教学平台与设计课

题所呈现的教学效果；类似地，期末测试以课堂教学成果为主

干，并考虑将课前与课后成果恰当地融入其中。另一方面，课

堂表现与课后作业可将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等相结合，以此为基

础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比较；而期末测试主要通过测试情

况的比较反映不同学生的学习效果。以上两方面相互融合，以构

成系统性。

4  结语

本文通过一体化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设计和教学评估

设定，阐述了随机信号分析课程的系统性教学方法，有利于课程

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可为信息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相

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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