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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关于地方本科院校《通信原理》课程教学的思考 
◆彭小平  罗倩倩  李  刚 

（湖北文理学院 物电学院  湖北襄阳  441053） 

 
摘要：强调了《通信原理》课程的重要性，针对《通信原理》课程的特

点以及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分析了地方本科院校《通信原理》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解决《通信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的建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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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信原理课程的重要性和特点  
《通信原理》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专业

基础课，也是当前诸多院校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之
一，因此，备受教师和学生的重视。《通信原理》课程在电子信
息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扮演着“桥梁”
的角色[1]。该课程以高等数学、概率论、信号与系统、高频电子
线路、数字信号处理、随机信号分析等课程为基础，同时也是进
一步学习移动通信、无线通信、通信网络、现代交换技术等后续
专业课程的基础。在地方本科院校中，《通信原理》课程在培养
电子信息类专业应用型人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由于
《通信原理》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广，基础性、逻辑性、系统性及
综合性较强，理论与实践性强，内容多而抽象，数学公式多且复
杂、数学推导多且繁琐、数学基础要求高等特点，且学时有限，
加之地方本科院校生源质量也不理想，学生数学功底差，专业基
础薄弱，自学能力差，因此，使得许多学生感觉《通信原理》课
程难学，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在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教学难度，特别是初上讲台的青年教师感
觉难以融会贯通，轻车熟驾[1]。 

二、《通信原理》课程教学中的一点思考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主要培养适应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工程应
用能力，因此，地方本科院院校纷纷修改人才培养方案，压缩理
论课时，降低理论教学要求，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教学
力度。为了适应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通信原理》课程教学
也应该从工程应用的角度讲授知识，让学生通过实际应用来理解
并掌握这些内容，并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提高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然而，《通信原理》课程是一门内容
丰富，理论抽象的课程，在该课程教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困难和矛盾。首先，《通信原理》课程教学面临课时大量减少和
课程内容丰富的矛盾；其次，信号与系统、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等
先修课程没有学好，加重了学生学习的困难；再，大众化教育阶
段，学生基础普遍较差；最后，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生学风
差，学习态度不端正、目的不明确，学生迷失方向、失去了学习
兴趣。针对《通信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地方本科院校
应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因此，选用适合于
地方本科院校的《通信原理》教材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如樊昌信
教授和曹志刚教授编写的传统经典教材，虽然对于理论知识的阐
述全面而深刻，但不适用于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通
常，地方本科院校根据其定位，依据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学目标
和要求，选用简明的《通信原理》教材，这类教材对教学内容进
行了精简提炼，突出了基本概念和核心知识[3]，降低了数学要求，
简化数学推导，直接给出公式和结论，强调概念、原理的物理意
义和实际应用。清晰的物理概念和物理意义、鲜活的生活实例，
以及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和现实意义，这些方面固然是重要的，
但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新的困惑，学生不知这些知识的来源，为
什么是这个结论或公式？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们，感到很突然、很
无奈，甚至认为是无道理的。学生不知道这些公式或结论的来龙
去脉，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些公式或结论，而不是其他的公式或
结论，也造成学生难以灵活运用这些知识，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体
系不完整，不利于学生准确理解和掌握《通信原理》的基本理论
和原理。因此，在《通信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于《通信原
理》课程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公式，授课时还是应该尽量给与必

要的推导，比如窄带随机过程中的几个结论，数字基带信号的频
谱特性部分等，并且还要采用传统的板书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
板书时学生会和老师一起动脑，一步一步推导出相关的结论和公
式，学生最后会感觉到这些结论和公式像是自己推导出来一样，
这样学生学习起来相对容易、有条理，思路比较清晰。学生就可
以很好地理解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在
推导这些重要的必须推导的公式和结论时，特别是数学推导过程
较复杂的部分，重点要强调其推导思路，提醒学生抓住关键的地
方，不要费时过多[4]，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则鼓励其利用课余时
间完成推导，对纯数学问题也不要过于关注和纠缠，学生不清楚
或忘记了数学知识，要求学生课后自己复习，否则，学生在课堂
学习过程中会感到疲劳、枯燥乏味，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反而
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在结论和公式推导过程中慎用 PPT，
能够不用就尽量不要用 PPT 演示，不要因为节省时间、赶任务
而采用，否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三、结束语 
本文针对当前地方本科院校《通信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介绍了自己
的一点教学体会和感想，也愿与各位同仁交流，以期对《通信原
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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