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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s requirement, and takes th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as the model to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of this course in the 
classroom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meas-
ures to implement the reformation: transforming to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taking “students” as the key body, carrying 
out heuristic teaching mode, cultivating interest of students; us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o feed 
teaching,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integrating with the new epoch; promoting learn-
ing by competition,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bil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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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需求，以《电工电子技术》课程为切入点，分析这门课程在课堂和实践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针对此问题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革：转变信息化教学理念，加强信息化教学能力；

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启发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兴趣；科研反哺教学，提升教学实效，与时代接轨；

以赛促学，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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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创

新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学校的生存之本[1]。因此，

为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如何将现在的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如何将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人才是电子类教师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2. 现状分析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涵盖知识量大、涉及知识面广、概念抽象、电路变化多样、还包含大量公式推导

和波形分析，造成教师的教学难度大，学生感到零散、枯燥、难学。为了改善这种状态，各高等院校致

力于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建设，而忽略了发展过程中的存在“重硬轻软、重教轻学、重形式轻质量”的现

象[2]。 
教师的授课方式还主要以“教师”为中心，采用“灌输式”教学，使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从

而失去学习的兴趣，禁锢了开放型思维[3]；授课内容老旧，无法反映出电子行业最新的成就、出现的新

问题、最新的学术动态和方向，这使学生毕业后踏向社会容易与社会脱节[4]；实训实践和理论教学分离，

理论教师和实训指导教师各自为政，不能将课堂所学知识在实践中巩固应用，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5]。 

3.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3.1. 转变信息化教学理念，加强信息化教学能力 

信息化教学可将其封闭式教学模式转变为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发挥其直观

性、形象性、有趣性、开放型的优势，让学生化抽象为形象，化静态为动态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枯燥无味的知识变得更有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讲解“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和特

性曲线”，大部分学生对于课堂的讲解都很模糊，很难理解三极管是如何进行电流放大和如何进行输入

输出特性曲线的测绘，但如果教师将这个原理和特性曲线做成动态过程图，再进行讲解就会显得一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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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学生也能更加容易的理解和掌握。 
然而，信息化教学不仅仅是在传统教学中加入技术化元素，将纸质课本数字化后上传网络，用投影

等多媒体设备展示教材内容等，更主要的是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记录并合理分析学习行为，从中提炼

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薄弱环节，并智能推送针对性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潜在创新能力

和个性化探索。为了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需要教师转变信息

化教学理念，加强信息化教学能力，提高信息化业务水平。 
近几年，我校积极推进教学信息化改革，每年举办两次教学信息化专题培训，年底举办信息化教学

竞赛，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有力提升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同时，借助超星尔雅平台，上半年我

校开设公选网络课程 184 门，8792 名学生报名参与尔雅通识课学习，94.86%的学生通过课程考核并获得

相应学分，期末考核总体优秀率为 87.35%。 

3.2. 启发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兴趣 

改进教学模式，着力推进从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灌输课堂向对话课堂、封闭课堂向开放课堂、重

教轻学向教学并重转变。教师将课程知识内容归纳筛选并讲解主要内容和重点内容，着重培养学生的学

习电工电子技术的能力，而不是局限关注于某个知识点。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到教学中去，在教学过程中

以提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进行启发式教育模式，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积极性，让学生深刻理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正确方法论。 
革新教学方法，强化“专题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通过学生分组讨论、项

目设计、课题研究和主题实践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主动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学习

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思维、培养能力、发展个性，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比如让

学生设计交通灯控制系统，将学生分成小组配合进行课题研究，不仅让学生扎实电工电子课程中的 LED
性能，计时器，分频电路和逻辑电路等知识，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动脑，自己动手操作，教师尽可能的扮

演组织者，让学生自己扮演课堂的主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授课质量和教学效果。 

3.3. 科研反哺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电工电子技术教师应积极主动地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将科研进展及成

果融入到教学内容中来，写进教案，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科前沿带进课堂，开阔学生的视野，防

止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脱节；将课题带进课堂，丰富课堂案例，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发散性

思维。鼓励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论证和选择方案的过程来掌握科学前沿知识，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比如电工电子技术课程中三相电路是比较难理解的地方，这时将三相风力发电机控制电路设计课题

引入课堂，不仅使学生掌握了通过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的运行原理和运行特性，也能使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3.4. “以赛促学”，强化实践教学 

“以赛促学”的教学模式是通过竞赛实践训练的方式来提高电工电子技术知识水平，培养与当今时

代接轨的创新型人才。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水平，鼓励并带领学生们参加大学生电子科技大赛等电子

类竞赛，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提供一个能动手、能发挥、能创新的科研实践平台。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往往缺乏问题意识，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针对性，学习气氛不高，学生通过

竞赛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问题，为了在竞赛中获得更好的奖项，学生会更加积极的翻阅书籍，查找问题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4080


李学洋 等 
 

 

DOI: 10.12677/ae.2019.94080 481 教育进展 

 

解决方法。学生在参加竞赛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这有利于学生毕业后更好的适应社会

的发展。 
2019 年 4 月，安徽理工大学作为安徽省 2019 年学科和技能竞赛电子类(电子信息、电气、自动化、

仪器类)专业水平测试赛考点之一，顺利完成了组织竞赛工作。电子类专业水平测试赛是为了贯彻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推动省内高校电子信息、电气、自动化、仪器类专业深化教学体系和课程内容改革而设立

的本科专业类水平测试竞赛。本次测试赛由安徽省教育厅、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安徽赛区组委会主办，

由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工程大学承办。安徽省 2019 年学科和技能竞赛电子类专业水平测试赛

展板如图 1 所示。安徽理工大学共投入 9 个标准实验室作为测试赛考场。水平测试赛采用多考点集中封

闭方式进行，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验考核两个部分。共有来自包括安徽理工大学 52 名同学在内的 8 所高校

的 217 名考生参加了安徽理工大学考点的竞赛。图 2 为本次专业水平测试赛考生在测试中。 
 

 
Figure 1. The exhibition board of 2019 Anhui province subject and skills competition of electronic professional 
图 1. 安徽省 2019 年学科和技能竞赛电子类专业水平测试赛展板 

 

 
Figure 2. Candidates in the test in 2019 Anhui province subject and skills competition of electronic professional 
图 2. 安徽省 2019 年学科和技能竞赛电子类专业水平测试赛考生在测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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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校积极组织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与培训，完成 787 项优秀作品；积

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如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电子设计竞赛、智能制造竞赛、结构设计竞赛、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数学建模竞赛、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等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去年，我校在《2018 年全国

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结果(本科)TOP100 排行榜》中排名全国第 58 名。 

4. 总结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培养出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必须以创新教育改革为突破口，注重“教学互动性、学生主体性、知识建构性”，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强化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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