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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及教学痛点 1

1. 学情分析与课程地位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在工程认证中支撑能力矩阵三项重要指标。课程针对信

息类专业大二学生设置，目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

数字系统的分析及设计能力，掌握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

的方法；通过实验环节，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处理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增加工程实现意识。课程知识与超算、

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各类电子产品的技术息息相关，

在面对“芯片制裁”和“35 项卡脖子技术”的背景下，

数字电子技术成为有效应对困境、促进科技进步的一柄

利器，通过在课程中推进“课程创新”，可有效加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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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兴趣、创新能力和爱国信仰。

2. 教学“痛点”所在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工程性强、实践

性强的特点，在常规教学中，通常实施“理论教学 - 实

验验证”的教学方式，理论教学中通过推导分析电路的

功能其结果比较抽象，难以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加之

课程电路类型多、分析和设计方法多，传统教学常以课

堂、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使得学生理解和掌握方法存在

一定困难，学生无法建立系统的思维体系。传统实验教

学中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学生的操作能力仅限于按部就

班，加之“一言堂”式的传统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处于被

动学习的状态，不能有效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校输出人才缺乏创新能力。

二、“六位一体”的课程教学创新模式

1.“四步走”的改革课堂

第一步走，合理规划课程体系。数字电子技术的课

程内容分为五个模块，课程从基础到两大电路，再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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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其内容环环相扣，有联系又有统一，同时又处

处隐含着细节，其扩展的思想就是创新的起源。对于级

联和扩展问题，是跳一跳能够得着的问题，在不同模块

中其扩展的思想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对于综合应用电路，

要灵活的运用知识系统和相关方法，更是要跳一跳才能

实现创新。

第二步走，授课形式采取有序思维。授课结构围绕

前情回顾、新知引入、举一反三、实验展示、思维扩展、

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完成一个完整的课堂环节，使学生

具有连续的思维模式和闭环的知识体系。针对每节课的

内容引入思维导图对课程内容进行梳理，实现重点、难

点的突出与扩展。

第三步走，大赛项目有力支撑。通过结合全国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智能汽车竞赛等赛事促进课堂教学，

通过大赛案例激发学生学以致用、探索创新。通过项目

结合教学，有效支撑课程的创新性和时代前沿性，例如

电子技术课程实验平台建设、物体自动定位识别系统等，

让学生参与到项目中，发挥个人优势和创造性，共同促

进课程的发展与创新。

第四步走：革新考核方式，全面考察能力。课程考

核在原有的 10% 平时 +20% 实验 +70% 期末考试的构成基

础上进行革新，增加了过程测试。通过阶段性的考核掌

握学生阶段学习成果，督促学生跟进脚步，避免传统方

式中一锤定音的卷面考核形式。在实验上，由传统的实

验室实验改革为实验室 + 虚拟仿真的模式，通过验证 + 实

验 + 综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高阶思维。平时

成绩则由课堂讨论、抢答等互动环节的参与度来权衡。

2.“三合一”的多维融合课堂

精选出有代表性、与课程相关的“微电影”，在课前

和课间播放，为学生展示中国在智慧创造中所取得的进

步。例如：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在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中四次夺冠、华为 5G 技术持续保持领先等，

用“中国芯”诠释中国在信息技术行业取得的巨大进，

有效激励学生对技术知识的渴望。

课前利用学习通推送预习内容，包括由主讲老师亲

自授课的课程视频和课程资料，让学生对知识点进行预

习，再结合教材预览完成课前预习。通过“学习通”加

强课上签到、抢答、投票、随机提问等互动形式，适时

发送题库组题完成课堂练习，课后学生可根据学习通上

的题库进行知识能力自测或通过发放随机组卷对学生进

行测试，检测学习成果。

借助慕课资源，通过精选国家精品课程辅助学生知

识的巩固和思路的扩展。有机结合“微电影”、“学习通”

和“中国大学MOOC”有效实现线上线下的多维融合。

3. 紧跟行业前沿技术的发展课堂

通过引入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技术充实课堂内容，

根据设计思想的不同、所使用设计的造价不同，来体现

不同设计理念的重要性。通过结合各章节知识的相关性，

提出“综合方案”，通过电路对比拓展课程深度，培养学

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高阶思维和创新思维。

4. 开启“富含故事”的兴趣课堂

课程中通过“新型半导体晶体管研发人 - 胡正明”

等，引入相关知识的同时了解这些科学家在此领域的贡

献，深刻感受他们的拼搏精神、严谨态度和思辨创新的

科学意识，建立“凭借知识和信仰走向成功”的信念。

以“电路的故事”开启“今天的课程”，让学生在轻松愉

悦的课堂氛围中接受艰深晦涩的理论。

5. 激发“爱国信仰”的责任课堂

课程中通过介绍我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

家，发电量和超算数量居世界榜首等信息，让学生既感慨

祖国从追赶者变成领跑者的飞速发展，要捍卫领跑者的地

位需要每一位学生责任感。课程紧扣“35项卡脖子技术”

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通过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绪，激发学生为实现技术的飞跃和领先而努力探索。

6.“课程创新强化人才产出”的理念课题

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知识与思辨过程相融合，将

课程内容与“卡脖子”技术相融合，将现代手段与传统

方式相融合，使学生真学、真懂、真用，在实践中凝练

内容全面、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的课程体系。引导学

生学会辨别、思考、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处理跨

专业综合、跨界综合等复杂问题的系统思维。

引导学生从科技发展和学科应用中捕捉行业发展的

新方向，善于从事物之间的联系来分析并解决问题，注

重创新思维的延展，参与实际课题的研讨与设计，有效

的增强教学中“渗透德育、突出思政、注重育人”的理

念，找准课程立德树人的最佳切入点，在教学中充分体

现“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育人理念。

三、结束语

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开展“六位一体”的教

学创新，实现了课程教学目标，加强了学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同时培育和践行了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及核心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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