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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专业电子技术基础 
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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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在新工科背景下，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是首要任务为前提，分析了电子信息类专业电

子技术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受到了理论教学环节、实验室建设、实验项目设计等因素的影响。提出了从理论教学环节到实

验项目设计的实践教学改革方法，拟在提高学生的时间分配、独立思考、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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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remise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Application-
oriented Undergraduate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ink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basic cours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pecialty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oretical teaching link，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experimental project design and so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method from theoretical teaching link to 
experimental project design is proposed to improve students’ time allocatio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teamwork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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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工科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应

用型本科人才是首要任务。电子技术基础实践课程是电子信

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提升关乎到应用

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随着行业的发展，电子技术基础实

践教学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培养新型应

用型人才的需求，加之在针对教学目标进行设置时，难以体

现就业为导向的核心教学宗旨，难以反映电子技术的实践特

性，同时难以满足专业学生未来的就业需要［3］。该实践环节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需优化和改革。

二、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

目前电子信息类专业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实践环节从

各个角度观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特别是在疫情的影

响下，面对新形势下的实践环节问题尤为突出。

（一）理论教学环节对实践教学环节的影响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包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和数字电子技

术基础等，理论教学所含内容如下表 1 所示。

表中所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内容以高教出版社出版，华

成英等著作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为例，课程总学

时为 72 学时，实际理论内容教授为 64 学时，剩余 8 学时为

绪论、课程复习、习题讲解等。所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以北

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任希著作的电子技术（数字部分）

（第 1 版）为例，课程总学时为 54 学时，实际理论内容。学

生对课程内容的难度反馈以百分制占比表示，如 100% 为最

难，几乎听不懂，反馈值如表 1 中所示。
表 1　模数电理论教学内容及反馈难度系数

课程名 教学内容 学时数
学生反馈难

度系数

模拟电

子技术

基础

常用半导体器件 12 20%
基本放大电路 10 60%

集成运算放大电路 10 70%
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4 80%

放大电路的反馈 10 60%
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6 50%

波形发生和信号的转换 4 70%
功率放大电路 4 50%

直流电源 4 50%

数字电

子技术

基础

数字逻辑基础 10 10%
逻辑门电路 2 20%

组合逻辑电路 12 30%
触发器 10 60%

时序逻辑电路 14 70%
脉冲波形的变换和产生 4 70%

数模与模数转换器 2 80%

理论课的课堂常以教师为主体，主要授课方式还是以讲

授概念原理、灌输技术知识为主［1］。本身理论知识的难度较

大，导致了教师 “纸上谈兵”、“满堂灌”，成为了理论知识的

搬运工，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对知识死记硬背［2］。理论教学

环节给学生灌输了一种电子技术课非常难的观念，学生对理

论的掌握尚浅，对实践操作只能抓瞎。理论是实践的基础，

理论没有提出以实践为导向，实践难以较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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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建设对实践教学环节的影响

电子技术课程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大多数电子技术实

验室的建设都较早，导致实验设备都会比较陈旧，再加上实

验内容陈旧、实验过程单调、实验评价统一［5］，就很难激

发学生的实践学习兴趣。实验室的建设还应考虑电路的焊接

技术、电路系统的设计能力培养、电路系统的调试能力培养
［6］。若没有系统性的建设，对实践教学环节会有较大的影响。

三、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浅析

根据新工科背景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结合电子

信息类专业培养方案中后续课程对电子技术基础掌握的要求，

以现代电子产业发展为起点，以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

当前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当中具有不符合现代电

子产业发展的需求、不符合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不

适当的课程体系、过时的实践教学内容等，需改进的教学方

法，应综合运用现代电子技术、现代教学手段来修改课程体

系、修改教学内容和改变教学方式。

以综合实验为主的思维，设计能力培养为宗旨的实践教

学理念融入到整个实践教学环节中是实践环节改革的重点，

其中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创新又尤为重要。加之以单

个实验考核的方式，以项目驱动的方法培养学生的主动动手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建立团队合作的思想，学生实践能力的提

升应该显而易见。若实践教学方式中整体采用过程性考核方

式，每个实验都有考核对应的成绩，每个实验都以项目形式

驱动，学生可以自行组建团队以完成一个较大的实验项目，

学生团队精神和分工协作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四、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施路径

（一）实践教学内容的优化

根据现代电子产业发展的要求和培养新型应用型人才的

目的，将原本电子技术基础实践教学中的实验内容进行更改，

删除不符合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验内容或实验项目，删

除过时的实践教学内容和实验项目，增加符合现代要求的实

践教学内容，增加综合性实践教学内容和实验项目，重点突

出综合性和设计性实践教学内容的更新。

（二）实践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前的电子技术基础实践和实验教学方式大多数采用传

统的教学方式。传统的电子技术实验室一般面积配置都在

150 平方米左右，实验设备配置一般在 30 台套左右，根据现

在的专业班级招生情况看，一般一个班级在 50 人左右，若 1
节课要求完成一个实验，则每次实验只能是 2 到 3 个学生一

组才能满足一般班级同时完成一个实验。在此情况下，若学

习较差或者学习兴趣未被激发的学生较多，会导致学生偷懒，

选择学习较好或动手能力较强的学生一组以完成本次实验任

务，该种情况下，可能还会导致偷懒的学生最后以抄实验数

据的方式完成实验，如此方式，只能是恶性循环，学生掌握

不了技能，老师看不到教学效果。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继续发

展下去，需对实践教学方式和实验方法进行改革。

将实践教学方式改革为项目式，以综合性实验项目为基

础，要求学生必须完成实验项目中的某一块，最后以实验项

目的运行结果打分，以此可以激发学生的项目合作和协同能

力，亦可以锻炼学生在项目总体规划和设计上的能力，从而

避免学生偷懒、抄数据蒙混过关的现象。而教师可以将重点

转移到综合性实践项目的设计与更新上，从而达到学生主动

思考，主动参与到实践教学中，教师在教学内容上不断思考

的良性循环。

（三）实践教学课程大纲的设计

在电子技术基础理论课中需要提出“是什么？”“为了什

么？”“怎么做？”的概念。“是什么？”即需要讲清楚理论

知识；“为了什么？”是需要讲解理论知识点或某个电路在实

际生活中的相关应用，用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建立学有所

用的思想；“怎么做？”则是提出实践中应该怎么实现及实验

方法，让学生有头绪、思路完成相关设计，进一步提高学生

学习自信心。

有了理论的基础，在电子技术基础实践实验课程的教学

大纲设计中，可将验证性等基础实验设计为额外实验项目，

将实验场地进行全天开放，学生自行完成基础实验，基础实

验不纳入实验课程成绩考核中。根据实验课程的实际课时，

设计出相应的项目式综合型实验，每个综合型实验必须由一

定数量的基础性实验组合而成，学生只有完成了基础性实验

后才能进行综合型实验，每个综合实验允许学生自行组队在

规定的课时内完成。以此还可以锻炼学生的时间分配、独立

思考、团队协作能力，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五、结语

电子技术基础实践教学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中起着前

导性的作用，但实践教学的效果往往受到理论教学环节、实

验室建设、实验项目设计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提出通过在理

论教学环节提出“是什么？”“为了什么？”“怎么做？”的

概念为实践教学环节打下一定基础，在实验项目的设计改变

原有传统的实践实验方式，提高为以项目式综合型实验进行

开设，拟在提高学生的时间分配、独立思考、团队协作能力，

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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