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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在教育和科技都迅速发展的时代，高频电子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有用武之地，因此高频电子技术也在迅

速的持续发展，高频电子技术是一门对理论和实践性都有很高要求的电子信息专业课程。但是在开展相关

课程的时候教学中容易受到仪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教学效果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和成果。本文结合了多种影
响因素以及多年前人经验的总结整合,讲述了目前高频电子技术信息化教学存在并还未能被很好的解决的一
些问题，同时还提到了一些经过分析后得到的解决方案，以及高频电子技术的教学实验中的一些较为具体

的做法和切身的心得体会。从对该专业的认知了解入手,通过细致的分析研究，提出方案使其能够在实验教
学内容上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而起到通过信息化教学来改进该学科的教学成效，锻炼学生们的独立动
手能力,对全面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高频电子技术；信息化教学；探索 

DOI：10.18686/jyyxx.v3i3.41455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教学也被广泛使用，

以往的不能实现的教学内容成为了可能。高频电子技术这

门学科主要内容就是无线电通信中电路的发射以及接收

电路的基本原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很多内容上只能教师

通过口头的阐述或者通过开展实验来传授,随着时代的发
展，高频电子技术的需要学习的知识量越来越多,那么如
何能够使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更好的掌握到更多的

知识，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使得这一个看似很难的目标变得

容易实现，那么如何去利用好功能强大的信息化教学成了

目前非常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在什么是信息化教

育、高校课堂中传统教育与信息化教育的融合、如何将信

息化教育在高频电子技术的教育上发挥到最大的作用这

三个问题做出分析研究,分析现在社会的信息化教育的利
用程度,能够更加了解这个新型教学方式，使它能在适合
它的专业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1  高频电子技术信息化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1.1  教师对新事物接受缓慢，适应度不高 
信息化教育是指在现代新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

下，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达到开发更多更好的教育资

源以及逐步优化教育的目的的手段，也是致力于培养和提

高学生信息素养的一种新出现的教育方式。 
现在高校中，高频电子技术的老师在实施课堂讲学

时，没有对以往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方法上的突破和改进，

仍然有很多教师不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进步，循规蹈矩的开

展高频电子技术的理论课程。对于自己的教育方法过度自

信，对于新出现的教育手段长期保持怀疑态度，认为老的

就是好的，不针对当今时代发展的现状对自己的思想观念

以及教育方式进行改进，抛弃不合适自己的、墨守成规的

东西；也不针对不同的课堂内容进行备课、改变讲课的方

式，这便直接导致课堂死气沉沉、学生毫无兴趣、过于套

路化等问题的出现，无论什么专业、多好的学生在长期不

变，没有惊喜和意外的课堂中也会逐渐失去对课堂的耐心

和热情。这样便极有可能造成一些有头脑有能力的大学生

被一成不变的课堂所影响，使得他们像复读机一样进行没

有灵魂和深度的学习，使得学习费时费力但成效并不突

出。 
1.2  部分学校硬件软件不足以支撑信息化教育 
由于地区、学校等级、学校对该专业的重视程度等差

别，每所高校的设施设备都不尽相同，并且不是所有学校

都能有足够的支持高频电子技术信息化教育的硬件设施。

缺少硬件也是老师无法顺利开展信息化教育的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 
1.3  学生对新的教学方式的信心不足 
只要有新出现的方式方法、软件仪器、课本教材甚至

是新的专业，同学们对待他们的看法都需要接受的时间，

很少有人愿意当第一批“自愿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

的新事物是没有人见过成果的，效果好不好总需要有人来

试水，学好专业的重要性大家都深知，所以在学习方法的

选择上才尤为慎重。 

2  高频电子技术信息化教学中问题的解决方案 

2.1  让老师切身体验，提升对信息化教育的信念
感 

老师们思维发展往往会比学生们更加成熟稳定，对于

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和接受速度也相对较弱。也比较不愿意

改变对待新事物的态度，相对固执。所以，他们对高频电

子技术课堂上即将出现的新的教学方式需要更长的时间

以及更真实的体验才能完全的接受，对于出现在自己以往

时代的教学方法能够熟练掌握，并且能够在这些方法上精

益求精，但是对于不属于自己时代的信息产物便吸收比较

缓慢，往往难以产生信念感，所以大部分的老师特别是上

年纪的高龄教师即使收到了信息化教育改革的观念，也不

愿在自己的教学中实施落实，但是，如果教学方式一直停

留在原地，不随时代的变化做出突破性的改进，对学生的

影响也会日益变大，过于传统的教师教育出的学生也不会

非常善于适应时代社会的节奏，这样的学生必定不会被社

会很好的接纳，不仅如此，随着高频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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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老旧的教学方法便会变得甚至不足以支撑起课堂内

容，那个时候再突然进行被迫的改变，结果可想而知。当

课堂内容无法被高效的传递给学生，学生所受到的影响会

比改变教学方法暂时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并且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所以最好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式就

是趁早改变，给老师和学生足够的缓冲时间。 
例如，在老师的外出学习过程中，给老师们讲课的老

师可以率先成为表率，使用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学相融合

的教学方式向前来听课的老师们传授知识，让他们自己作

为学生，来感受新型教育方式的魅力，拥有自己的切身体

会，在课堂中感受信息化教育的高超之处，并且让老师们

写出自己上课后感想和体会，当老师被信息化教育手段所

折服，他们便会自愿改进自己的传统教育手段，这样带来

的改变，也会使老师自身对教育方式的改变更有信念感。 
2.2  根据每所高校硬件的差异，制定相应教育方

案 
对于学校硬件的改进需要涉及到的内容太多，并不是

一个理想的容易实现的解决方案，但学校的硬件的层次不

齐不应当成为不做出改变的借口，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会提

到一个点，那就是因地制宜。只有根据每个地区的现实情

况做出的方案才是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不考虑实际情况

的一切论述都只是纸上谈兵，所以这就需要每个教师能够

清楚的了解自己所在的学校的实际情况，现有设备等情

况，来调试自己的教学方式，每个学校的每个教师都可以

发展出一套最适合自己学校和学生的教学方式，不必千篇

一律，允许差异的出现，只要在逐渐调试改进自己的教学

方式，随着学校硬件设施的改变，不断的变化自己的具体

实施的步骤。这样的信息化教育的改变的可行性会高很

多。 
例如，自己的学校条件很好，需要的设备都有准备，

那这个学校的老师准备信息化教育的实施程度就会更大，

信息化教育的进程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完成，但是这样的学

校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学校的设备都不可能非常完备，

那么这个时候老师们就可以利用好现有设备，无法实施的

内容改变方式去完成，不必要完全强行的去信息化教育，

因为这样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只要在能够实施

的领域能够将信息化教育实施到位，那么对于传统教育手

段和新型教育的手段的融合就可以起到足够有影响力的

作用，实施不了的内容也不必强求。适合自己学校情况的

就是最好的。等到有条件的时候在改进学校的硬件条件，

加大信息化进程的力度。 
2.3  逐步替换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有时间过渡 

对大学时期的学生来说自己熟悉的课程突然改变教

学方法，会一时间无法适应，导致影响学习效率。所以对

于这种已经在校一段时间的学生不能采取突然改变的方

式，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学习进度，应该给他们过渡的过程，

从完全的传统模式的课堂，慢慢加入信息化教育的内容，

并且随时间的推移，逐步深入，直到完成课堂的改革，完

成传统与新型课堂相结合，对于新入校的学生就可以从一

开始就采用准备好的混合模式教学，并及时收取学生对课

堂观感的反馈，在影响还未深入的时候及时调整，调整成

最适合他们的模式，他们就可以通过信息化设备中向高频

电子技术专业人员们学习吸收到更多的更直接的内容，通

过现代化的设备也能更好的让学生们体会到新型科技的

魅力所在，让他们对自己专业的学习有足够的热情和热

爱，有了热爱，学习就成了更有意义的存在。 

3  结语 

教育要想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改变，

要利用好科技发展的产物，以后的学生才能更好的发展

科技，结合好传统与科技是当今每个教育者都要努力达

成的目标，一旦达成了这个目标，在教育行业将传统和

科技做到了很好的融合，就能够让学生有更好的发展，

以后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发展迅速的社会，使他们在校期

间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变成能够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新

型人才，也使得学生对自己专业的魅力感受更深刻。所

以只有教育在发展，学生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教育的

改革需要被重视。改革的同时，改革的方法也非常重要，

改进不是盲目的去改，而是在结合了现状以后，采用最

能利于学生接受的方向去改进。在什么时候改？从哪里

改？改多少？这些问题都值得被注意。学生也应该多了

解多探索，了解当今的社会环境、科技环境，适时接受

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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