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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三化”背景下高职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三级矩阵的构建

张　欣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探讨“四真三化”课程建设模式在高职院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中的应用，并评估其对学生教育的影响。以电

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主干课程电子技术基础为例，根据实际工程案例和行业需求，设计本校真实教学内容。通过引入真实

的案例、问题和任务，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知识的真实性和实用性。引入“课点”、“课程矩阵”

的相关概念，把真实的课程解构成“三级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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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教育部提出应用型高校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办出

特色，争创一流”。高职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应用型高校，重

要的是聚焦到应用型高校内涵发展上，落实在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贯穿于应用型课程建设始终。 “四真”（Four 

Principles）源自教育部等六部委提出的“按照真实环境真学

真做掌握真本领的要求开展教学活动”，即真实环境、真

学、真做，掌握真本领；“三化” （Three Methods）是根

据《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国发

〔2019〕4 号）中提出的“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要求。

“四真三化”课程建设模式应用在本专业是教育改革

的需要：面对新时代的需求，高职院校应该紧密结合实际需

求，改革课程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引入“四真三化”模式是一个有前景的教学改革方向。“四

真三化”模式的有效性：经过先前研究和实践验证，“四真

三化”模式被证明在提高学生学习动机、培养实践能力和促

进情感教育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将此模式应用于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课程中，有望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四真

三化”课程建设模式是专业需求的呼吁：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专业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传统的理论

课堂教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此，需要开展相关的教学改

革研究，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四真三化”

课程建设模式是教学改革的趋势：教育部门和学校管理部门

对于教学改革的支持和鼓励日益加强。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与当前教学改革的趋势相契合，有

助于推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

课程三级矩阵的开发与实施是实现“四真三化”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创新性的在姜大源研究员

提出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理论和曹勇安教授课程

团队应用型课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工作任务课程

化、教学任务工作化、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应用型课程开发

方法，使用“课点”的概念，将课程按照目标一致性、课点

内涵构建层次性、课程内容重构必要性以及学习产出标准可

测量原则，自上而下开发课程体系矩阵、课程单元（门课）

矩阵、项目矩阵，同时明确各级矩阵与目标之间的支撑关系；

其课点或构成课点的三元素会随着项目（章节）的目标的不

同，时空结构也随之变化。合理设计项目学习产出以及有效

的学习产出测量标准，进而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探

索有效路径。探索并应用“四真三化”模式，以改进高职院

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

动机、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3. 三级矩阵的构建

3.1 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构建三级矩阵的基础是课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根

据以上方法，确定高职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培养目标：本专业

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

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以电子信息的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为核心，汽车电子、

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为拓展方向，面向南京现代制造业、溧

水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及电子产品制造、服务、销售类企业的



科研管理
2023 年 5卷 6期

163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电子设备装配调试人员等职业群，能够

从事电子设备装配调试、检验与产品维修、设备生产管理、

电子产品设计开发、汽车电子电路装配、测试与维修、工业

机器人控制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体培养目标如

表 1 所示。

表 1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门课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电子技术基础 1 ☆ ★ ☆ ★ ☆

          毕业要求
门课 毕业要求 7 毕业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7-1 7-2 7-1 8-1 8-2 8-3 9-1 9-2 9-3 10-1 10-2 10-3 11-1 11-2 11-3 12-1 12-2 12-3

电子技术基础 1 ☆ ★ ★ ★ ☆ ★ ★

3.2 两级矩阵构建

针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特点，以★代表强支撑，☆为弱支撑，建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一级矩阵如表 2.

建立二级矩阵如表 3.

毕业要求

项目 / 章节   
门课

毕业要求 2-1 能够运用基本模拟电路技术技能，理解电路
原理，判断电路故障问题；

毕业要求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电子设备工具、电子专业模拟软件，对故障电
路进行分析、测试与维修；

教学目标 1
掌握基本元器件的特性及工

作状态原理。

教学目标 2
掌握检测整流电路、输出电
路等基本电路的原理。掌握
基本电路的检测与故障排除
方法。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

工作态度。

教学目标 3
掌握双踪示波器、指
针式万用表、数字式
万用表、直流稳压电

源等仪器仪表的使用。

教学目标 4
能够运用电子仪器仪表对故障
电路进行分析、测试。让学生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教学目标 5
能够运用电子专业模拟软件
和焊接工具对故障电路进行
制作和维修。培养学生钻研

精神和探索精神。

项目 1
开关电源板
故障检测与

维修

☆课点 1：PN 结的分析与应
用

☆课点 2：二极管认识与应用
☆课点 3：晶体管的认识与分

析

★课点 4：开关电源工作原
理

☆课点 5：指针式万
用表的使用方法

☆课点 6：数字式万
用表的使用方法

★课点 7：整流与滤波电路的
检测

★课点 8：控制与电压检测电
路的检测

★课点 9：变压与输出电路的
检测

★课点 10：整流与滤波电路
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11：控制与电压检测
电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12：变压与输出电路
的制作与维修

项目 2
I/O 板故障检

测与维修

★课点 13：放大电路的认知
★课点 14：多级放大电路的

分析
★课点 15：差动放大电路的

分析

★课点 16：集成运算放大电
路的分析与应用

☆课点 17：双踪示波
器的使用方法介绍

☆课点 18：双踪示波
器的运用

★课点 19 模拟量输入 \ 输出放
大电路的检测

★课点 20 数字量量输入 \ 输出
放大电路的检测

★课点 21 继电器输出电路的
检测

★课点 22 模拟量输入 \ 输出
放大电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23 数字量输入 \ 输出
放大电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24 继电器输出电路的
制作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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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
IGBT 驱动板
故障检测与

维修

☆课点 25：RC 振荡电路的分
析

☆课点 26：LC 振荡电路的分
析

★课点 27：矩形发生电路
★课点 28：三角波发射管电

路

★课点 29：IGBT 过压与欠
压的危害和各种类型保护电

路原理
★课点 30：波形发生电路的

认识

☆课点 31：信号发生
器的使用方法

★课点 32：过流保护与过热保
护电路的检测

★课点 33：IGBT 主驱动电路
的检测

★课点 34：新能源车 IGBT 驱
动板的故障检测综合实训

★课点 35：过流保护与过热
保护电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36：IGBT 主驱动电
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37：新能源车 IGBT
驱动板的故障维修综合实训

项目 4
音响电路故
障检测与维

修

☆课点 38：直流稳压电源的
分类

☆课点 39：串联型稳压电压
电路

☆课点 40：三端式集成稳压
器的应用

☆课点 41：直流稳压电源的
应用

★课点 42：直流稳压
电源的使用方法

★课点 43：音响电源升压电路
的检测

★课点 44：混音音频信号输入
电路的检测

★课点 45：车载音响电路的故
障分析综合实训

★课点 46：车载音响电路的故
障检测综合实训

★课点 47：音响电源升压电
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48：混音音频信号输
入电路的制作与维修

★课点 49：车载音响电路的
故障维修综合实训

★课点 50：车载音响电路的
故障报告撰写综合实训

以上就构建起了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二级矩阵，接着

根据二级矩阵中的四个项目，按照相同的思路可以继续进行

第三级矩阵的建立。

4. 总结

以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为例，构建了四真三化课程体系

的二级矩阵，给出了三级矩阵的思路，希望通过本项目的实

施，为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

启示，推动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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