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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可行性
在网络信息时代全面来临的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

发展，给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带来了更多的新生活力和前沿的知
识内容，同时，也对于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要求，需要高校重视培养创新型、实践型人才，从而有效
贴合教学革新理念，让学生具备综合素质，从而更好、更快地
融入到各个行业，进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然而，我们在对于我国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内容和教
学效果进行调研和分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教学过程中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学生主体地位上的削弱，使得整个教
学过程过于被动，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
次，电子信息类课程在教学中具备较强的实践性，然而在整体
教学的过程中，存在部分教师忽略主次，致使实践教学与理论
教学严重脱节的现象，极其不利于学生对于电子信息课程的把握
与应用。与此同时，信息时代发展迅速，急需与之匹配的课程
教学安排，但是有些高校不注重对于课程体系以及基础课程内容
的优化，从而导致了电子信息类课程安排比较松散，学生无法
通过合理的渠道学习成长。因此，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
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新工科人才培养背景
下，提升学生的跨学科应用能力，形成打造“金课”、淘汰“水课”
的教学改革氛围。加强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应用，提升本科课程
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2  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策略分析
2.1革新教学观念
要想有效推进高校电子信息类课程体系的改革与优化，就必

须要从教学观念入手，特别是在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在
疫情逐步恢复时期，需要探索新型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传统的
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给高校实验实训教学带
来了很大冲击，为此，更需要教师坚持教学主体就是学生的思想
理念，在基础课程教学中应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该原则下进行教育教学，可以给学生在
学习中更多的发挥空间，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电子信息类
课程在教学设计与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教学理念，密切关
注学生成长发展。例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课程是围绕电子多
项模块的构成、教学要求等进行设置的，高校教师在教学设计的
过程中，就可以转变教学观念、创设课堂情境，将电子信息类课
程的知识点和重点技能进行罗列，并以此为主线，开展实践活动，
指导学生穿插到整个实践过程中去，制定联系实际而又贴合学生
最近发展区接受能力的目标，启发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进行观察总
结，从多个维度来判断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和实际动手能力，再
将其作为教学革新与优化的下一步目标，从思想上改进教学模式，
从根本上改革学习方法，以更加贴合时代要求和学生发展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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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新的一轮课程改革任务的不断推进，结合我国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背景，电子信息技术课程成为了当前较
为热门的一类学科。尤其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在人们的生活学习过程中的不断普及与应用，在我国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中也发挥着
不可小觑的作用，更是再一次将电子信息专业类课程推向课程改革的中心。因此，为了进一步盘活电子信息行业，创新更多高新技
术，高校就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培养符合电子信息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推动教学改革、增加实践教学。基于此，本
文针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策略进行分析与探讨，并对如何实施提出了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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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断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高校教育教学的全方位发展，
进而为社会培养源源不断的综合型人才。

2.2优化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高校教师在教学设计的过

程中过度重视理论教学，采取传统的纯理论课堂教学模式，致使
整个教学过程太过枯燥，严重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导
致部分学生对于电子信息类基础课程出现厌学心理。因此，在进
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重对于教学模式的优化，对
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多利用、汲取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
进行课堂授课，穿插若干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视频，着力打造五
大“金课”，重点为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虚拟仿真“金课”、社会实践“金课”。本课题研究的具
体问题即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将虚拟仿真与现实融合技
术与之结合，打造电子信息类“金课”。将慕课、SPOC与翻转课堂
进行全面深度融合，创新提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与此同时，
引入虚拟仿真技术，将计算机模拟技术与实践教学平台相结合，
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互联网+教育、
新工科建设、跨学科人才培养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效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
到全面提高。

3  总结
综上所述，在对于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的电子信息类基础课程

进行调研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教师本末倒置，
在课程教学和设计安排中重理论，轻实践，认为这样能够帮助学
生架构良好的知识网络，反而导致学生在电子信息类课程的练习
和应用过程中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所欠缺，进而造成了无法适
应和胜任毕业以后的工作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要深度挖掘电
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潜在问题，结合学生实际和课
程任务要求，对高校电子信息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进行改
革，通过在教学中融合现代化教学媒介，将教学理论与实践探究
有机结合，不断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学以致用的能力素养，为电
子信息行业进一步发展输入综合性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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