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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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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出发，针对通信原理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探讨如何

构建一个基于OBE理念的“通信原理”课程项目驱动教学模式，有效地实现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使学生对通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中的通信系统工程问题具备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为培养通信

工程领域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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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 OBE 人才培养理念逐步深入到高校教

学的各个环节，实践性较强的工科专业课程转型发展也在

不断的逐步深化，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构建也迫在眉睫。“通信原理”课

程作为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它在本专业课

程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扮演着“桥梁”的角

色。如何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实施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帮

助学生借助所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解决通信系统中的

实际工程问题，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我

们课程组一直研究的课题。 

本文以“通信原理”课程为例，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基

于 OBE 理念的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培养学生通信系统建

模和优化的思维方法，使学生对通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中的通信系统工程问题具备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1  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分配 

“通信原理”课程讲述现代通信的基本原理，主要内

容包括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侧重于数字通信。“通信原

理”课程改革始终贯彻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结合学生获取

知识渠道多样性的现实，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内容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以及该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设计，处理好相关课程的分工和联系，避免了

课程内容间的重复和遗漏。 

对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将课程内容安排由浅入深分为

三个部分：数学基础—随机过程、模拟通信原理、数字通

信原理。重组教学内容的目的是将学生所学理论有机地结

合起来，树立通信系统的概念，建立通信系统的模型，通

过 Matlab 仿真软件实现通信系统的模拟仿真，验证原理

的正确性。课程内容与项目分配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内容的项目分配 
课程内容 章节 项目仿真 

数学基础—随机过程 
Ch1 绪论 

Ch2 随机信号分析 
Ch3 信道 

项目 1：信道与噪声仿真模块 

模拟通信系统 Ch4 模拟调制系统 项目 2：模拟通信系统仿真模块 

数字通信系统 

Ch5 数字基带传输系统 
Ch6 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 

Ch7 数字频带传输系统 
Ch8 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 

Ch9 现代数字调制解调技术 
Ch10 复用和数字复接技术 

Ch11 同步原理 
Ch12 差错控制编码 

项目 3：模拟信号数字化传输仿真模块 
项目 4：数字基带传输系统仿真模块 
项目 5：数字频带传输系统仿真模块 

项目 6：数字信号的接收仿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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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设计 

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项目有机结合，引

入通信系统仿真软件（Matlab），依据信号的传输流程，

遵循以项目为驱动、以实践带动教学的学生能力培养思

路，选取 6 个典型项目组织教学内容，项目设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项目设计解析 
项目 项目分解 项目解析 

项目 1：信道与噪声

仿真 
子项目 1：随机信号仿真 

子项目 2：眼图仿真 
让学生建立通信系统中随机信号和噪声的概念。 

项目 2：模拟通信系

统仿真 

子项目 1：AM 调制与解调 
子项目 2：DSB 调制与解调 
子项目 3：SSB 调制与解调 

从模拟通信系统发射机部分的调制器到接收机部分的解调

器，让学生系统了解一个完整模拟通信系统的信号发射接收

过程。 

项目 3：模拟信号数

字化传输仿真 

子项目 1：抽样定理 
子项目 2：PCM 

子项目 3：增量调制 

让学生对模拟信号的数字化建立直观的概念，培养学生通信

系统建模和优化的思维方法。 

项目 4：数字基带传

输系统仿真 

子项目 1：码型变换 
子项目 2：基带信号频域分析 
子项目 3：数字基带传输系统 

让学生对数字通信基带传输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有一个充

分全面的了解，学习数字通信系统设计的思想。 

项目 5：数字频带传

输系统仿真 

子项目 1： 2ASK 调制与解调 
子项目 2：2FSK 调制与解调 
子项目 3：2PSK 调制与解调 
子项目 4：2DPSK 调制与解调 

让学生对数字通信系统中常用的调制和解调建立直观认识，

提高学生对数字通信系统开发和设计的能力。 

项目 6：数字信号的

接收仿真 
子项目 1：匹配滤波器 

子项目 2：最佳基带传输系统 
让学生对数字信号的几种最佳接收方法有一个从理论到实

际的了解，学会最佳接收器的设计方法。 

3  项目驱动教学模式设计 

项目驱动教学法运用项目驱动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地

进行探索，指导教师的根本任务如下：根据学生已有的经

验知识水平和兴趣来选取适合他们的项目，使学生置身于

探索知识的情境之中。从根本上将传统课堂中老师满堂灌

转变为“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项目式教学法将知识传递过程放在课外，课堂上的时

间用于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内化，而翻转课堂是很适合在项

目式教学中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基于翻转课堂的项目驱

动教学模式设计“通信原理”课程教学包括三种方案：①

教师正常授课：教师课前给学生提出项目任务、课堂理论

教学进行项目仿真展示、课后学生完成项目的仿真工作。

②基于翻转课堂的项目仿真：教师课前提出项目仿真任务、

课堂学生分组展示讨论项目仿真结果，课后完善仿真项目。

③基于知识点和项目仿真任务的翻转课堂：教师课前提出

任务、学生完成任务书和项目仿真，课堂学生分组展示讨

论知识点和项目仿真，课后完成作业和完善仿真项目。基

于翻转课堂的项目驱动教学模式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翻转课堂的项目驱动教学模式设计 

现就抽样定理，对第三种方案进行过程分析。 

课前准备：根据知识点和任务内容，教师课前给学生

下发任务书，通过交流平台发布相关参考资料。学生查阅

资料，进行资料收集，完成带通抽样定理课前任务书，并

对低通抽样定理项目仿真方案进行探讨，完成仿真设计。 

课中教学：包括教师知识点引入；学生分组讲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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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针对带通抽样定理提出问题，互相探讨；教师公开答疑，

从低通抽样定理，引出带通抽样定理项目仿真成果，验证

带通抽样定理；学生展示低通抽样定理仿真成果；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课堂小测试；教师对知识结构进行系统化讲述。 

课后工作：课后复习巩固抽样定理概念，完成作业，

并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带通抽样定理子项目的仿真成果并

上交。 

4  教学效果 

“通信原理”课程改革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试点，

通信工程专业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经过一个学期课程改

革试验，教学效果显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对“通信

原理”课程的整体理解能力优于通信工程专业学生。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学生使用软件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

协作和沟通能力明显提高。 

以通信系统为背景，以分析系统的性能为主线，以项

目驱动为手段，加强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引入

基于 Matlab 仿真软件的训练内容，使学生深人理解通信

的基本原理和系统分析、设计方法，在实际动手能力、独

立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方面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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