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2 期） 

 1108 

高教研究 

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改革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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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学生对模拟电子技术的学习现况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对本

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出学习的过程化，能力的实践化，课外的网络化，考核的个性化的综合
立体化的创新教学模式。改革结果表明：通过改革，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不断加强，"低头族"现状明显改善，多次在全国大学生各类设

计大赛和市级大赛中都取得了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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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程，这门课程基本概念多、理论分析及数学方程式较多，而且与
工程实践联系紧密，为了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人才，本文将该课
程的理论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采用立体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能够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对学生运用技能的培
养。 

一、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教学以应用为目的，以项目为载体，竞赛为手

段，以能力为目标，拟将基本理论与具体电子产品项目相结合，
对本课程的相关知识整合优化，更利于培养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人
才。充分利用互联网追踪最新技术，充实更新教学内容。比如讲
解半导体器件和电源电路时，要将市场上应用的一些产品如整流
二极管、电容器以及手机充电器拿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积极思考
及时提出问题，为何能将交流变换成直流电，激发学生兴趣，急
切需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渴望问题的解决，这样针对性的教学，
增强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时效性，既能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能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将模拟电子技术中的理论知识与实
践知识整合进而优化课时容量，这样既解决了课时少容量大的难
题，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互联网和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创新 
模拟电子技术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偏强的课程，在教学方式上

要运用形式多样的手段，一方面注重知识的逻辑性推理必须使用
板书教学，注重循序渐进，另一方面网络化教学也必须进入课堂，
运用动画模拟，既优化了教学方式，有调动了课堂中学生积极性。
在模拟电子技术中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可以结合多媒体动画演
示及一些企业生产实例生动直观地讲解。例如，对于抽象的 PN
结多子与少子的扩散运动、漂移运动以及复合过程，可以通过动
画形象直观地演示，让学生轻松地理解这一物理变化过程。对
PN 结单向导电性知识点，学生也会相对容易地理解这一过程，
能大大缩短课时，而且比以往的单纯知识灌输效果要好很多。 

以微信公众号为辅助教学平台开展高校课程教学改革，以模

拟电子技术课程为例，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编辑简单、形式新颖、
便于传播等特点推送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重难点详解，结合留
言和投票功能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主
动性。 

三、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能力的培养与实践密不可分。为了加强实

践能力的效果，本文提出教学实践可通过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理
论教学的同时，通过仿真软件和实验、电子竞赛等科技活动，拓
展应用，能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加强实践，扎实地掌握这门课程
的精髓；另一方面，创造机会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开放实验室
和企业实习，做基本的绘图、读图，在一线生产流水线上制作电
路板，让学生真正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融为一体，学以致用。
理论为实践服务，模拟电子技术这门对学生较难的课程，通过实
践的训练，学习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学生将会更加自信从容地
面对未来就业。 

四、结论 
本文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三个方面提出的教学

改革探究，主要实现网络化教学、立体化教学、教学内容等教学
观念，改革现有模拟电子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得到明显提高，学习效果、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实践
能力显著增强。在全国大学生各类设计大赛、竞赛及市级大赛中
取得了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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