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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课程抽象度高、理论性强、推导复杂等特点容易导致较低的教学效率，很难实

现期望的教学效果。本文以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课程为例，探索在国家教

育政策、重要教研成果、学校持续发展等多方驱动下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特色化课程教学改革。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学习理念和方法引导，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调整与创新，开

放资源引入等建立适合本校学情、校情的课程教学方案，最大化提高教学效率，可为中西部地区应用型

本科高校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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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Signal and Linear System Analysis”, such as high abstraction, 
strong theory and complex derivation, readily leads to low teaching efficiency,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desired teaching effect. Taking the course “Signal and Linear System Analysis” of op-
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
racteristic teaching reform in mid-west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driven by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importa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On the basis of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guided by scientific learn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a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scheme suitable for the academic and school situ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to maximize teaching efficiency via adjusting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odes, and introducing open resources, which may shed light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id-west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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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中西部地区的办学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布局、环境、

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和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并逐年扩大，成

为制约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1]。目前国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

扶持和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借国家政策的东风，抓住机遇，加快推动教学改革差异化、特色化发

展，成为当前中西部高校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2. 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课程教学现状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作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等专业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2]。对于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讲，

该课程与“高等数学”、“信息光学”、“测试技术基础”等课程相关知识联系密切，存在大量复杂的

推导运算，理论性强且知识点众多，一直被贴着枯燥、难懂的标签，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佳。为提高课

程教学质量，CDIO 工程教育、基于产出的 OBE 教学等多种新型教育理念以及计算机仿真、大数据辅助

等多种教学新手段被引入“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的课程教学，形成了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理实一体化等多种教学模式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 [4] [5] [6] [7]。然而，各个学校学情、校情区别

很大，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较差，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不足，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且教学设施相对匮乏，使得部分教改方案因缺乏必要条件和基础而难以实施，或者因

对象不同而效果有限。本文结合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情、校情以及“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

的课程特点，探索建立多方驱动下特色课程教学改革方案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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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方驱动下的课程教学改革 

多方驱动下的课程教学改革，就是在国家教育政策引导、众多重要教学成果支持及学校持续发展、

办学条件不断提高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学情、校情，建立契合本校

实情的特色教改方案，以最大化提高教学效率。 

3.1. 理念方法引导 

适合本校实情的教改方案必定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因此我们首先要充分分析调查本校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学习理念、学习方法、学习目标、学习基础等，根据实际情况在在课程教学中

渗透先进学习理念及科学学习过程，让学生了解任何知识的学习都必须经历从陌生到熟悉、从认识到理

解、从浅层学习到深层学习的过程[8]。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目标，保持积极的学习心

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也令学生有意愿、

有能力通过主动学习、课外学习等进一步提高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 

3.2. 教学内容选择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课程存在很多复杂的推导和计算，对学生数学基础要求很高，因此要提高

教学效果，就要首先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选择难易程度合适的课堂教学内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

校学生基础相对较差，因此核心知识的理解及应用要精讲细讲，尽量以课堂掌握为目的，而复杂的扩展

则主要关注与核心知识的联系，重点讲解方法，计算方面则可放宽要求。另外，我们还要充分调研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其它相关课程如“高等数学”、“工程光学”、“测试技术基础”等课程的教学内

容与教学目标，并分析课程与课程之间知识的内在联系。联系紧密的课程内容选择应该统筹安排，重复

的知识在初次学习的课程中多讲，后学课程则可以少讲或者不讲。有依赖性的内容，即为后学课程打基

础的部分则应适当提高要求，着重讲解并做好前后课程的衔接，使多个学科的教学构成有机的整体，能

够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更有时间和能力专注于新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3.3. 教学手段补充 

虽然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教育政策的

推动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也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我们要充分

调查学校可用教学设施、相关专业实验仪器及学生拥有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学习辅助工具的情况，在条

件允许的前提下适当引入信号调制、解调等实验教学以及 Matlab 或者 Python 仿真教学等作为新的教学辅

助手段，可以帮助学生多方面形象化理解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工程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

详细调查分析“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及相关课程任课教师研究方向、兴趣及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经验、

个人专长等，依据调查结果设计相关课外实验或者理论题目供学生思考研究，丰富学生课堂之外的的实

践活动。优秀工作可以参加竞赛、作为毕设或者直接发表，一举多得还能够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型学习，

可以作为课堂学习的有效补充。 

3.4. 教学模式创新 

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全国各地高校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广泛

探索国内外新型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尝试创新更高效率教学模式，在多个方面为教学

改革提供理念和方法支持。为培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的高技术人才，国家也提出了强

基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新四科建设等重大战略性教育改革计划，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鼓励和引导。

表 1 简单介绍了几种先进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重要国家教改计划。特色教学模式创新，就是在当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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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大教学改革计划的指引下，广泛调研已取得重大研究成果或广为应用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精心

挑选并进行必要综合调整，建立适合本校学情、校情的“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特色教学模式。如在设

计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时，考虑到“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课程较高的理论性及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

较差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线上学习内容不应要求过高，只需要求学生从整体上分析知识逻辑并归纳

出核心知识点，着重熟悉核心知识点即可。线下教学则可使用对分教学[9]，老师主要讲解核心知识的理

解及应用的基本方法，学生则在独自总结知识方法的基础上动手练习并交流讨论，争取在课堂上完成主

要教学目标。 
 
Table 1.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teaching modes, and important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plans 
表 1. 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重要国家教改计划简介 

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 主张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应保持不断学习的精神，并为学习者在需

要的时候以最好的方式提供系统的学习机会。 

创新教育 将创新融入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效

提升课堂教学。 

CDIO 工程教育 以企业发展和人才需求为导向，围绕真实世界的产品和系统的构思、设计、

实现及运行管理设置实践内容，注重生产过程、工程系统、社交技巧等能力。 

OBE 教学 以学生毕业时所能达到的专业学习成果为基础，梳理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和

能力体系，设计相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 从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出发，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分配，保证学生

具有学习的决定权。 

混合教学 打破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之间的屏障，依托网络平台对二者进行有机整合，

建设线上线下教学一体化新形态。 

理实一体化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促进二

者的相互支撑和相互融合。 

对分课堂 将课堂时间一分为二，一半时间由老师对重难点知识进行针对性讲解，一半

时间由学生主动参与，结合交流讨论等自主学习。 

重要国家

教改计划 

强基计划 教育部开展的招生改革工作，主要是为了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 2.0、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等 

创新创业计划 教育部在“十二五”期间实施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新四科建设 新工科建设、新医科建设、新农科建设、新文科建设 

3.5. 开放资源选取与建设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充分考虑学生学情的基础上，中西部应用型本科高校课堂教学的重点应主要放

在核心的重难点部分，教学的广度和深度会相对不足。此外，因师资力量不足、硬件设施较差，中西部

应用型本科高校可选教学手段有限，很多优秀的教学模式也因此不能完全发挥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开放网络教学资源日渐丰富，如国内的中国大学 MOOC，资源共享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中国大学公开课，国外的哈弗大学、斯坦福大学公开课等。在充分调查研究校外开放教学资源的基础上，

选取并整理适合本校学情的优质资源应用到教学中或提供给有余力学生进行扩展学习，能够作为本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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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有效补充与提高。另外，针对本校学生的易错点和难点，也可以制作简短视频或者文本资源，建设

符合校情的特色开放资源库，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 

3.6. 教学方案凝练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结果适当调整教学目标，制定相应教学大纲，选择合适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创建特色教学模式，并依据所选教学内容和所用教学模式建立多元测评方式，凝练具有

本校特色的“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完整课程教学方案。 

3.7. 课程教学的动态调整 

综上所述，多方驱动下的特色课程教学改革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如图 1 所示，多个因素的相互影响

要求课程教学必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即教学方案应根据教学效果反馈和教学环境变化不断修正提

高。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学生发展，必然要以学生为本，而教学的手段、方式又会受限于学校的师资力量

和软硬件设施，因此学校学情校情的调研是整个课程教学改革的基础。在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引下，通过

选择、调整、改进重要教研成果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能为特色课程教改方案的

建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开放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

高校因学生学习基础、学校办学条件等差距导致的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不足、教学模式和手段有限等问

题，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此外，在教改过程中通过对教育政策、教研成果、开放资源等的调

查研究凝练总结先进学习理念和教育理念、高效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等，可以反过来引导提升学生学习

能力，指引授课教师积累先进经验，提高授课技能，并指导学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有效地更新教学

设施和实验仪器。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生反馈和课程评测结果，不断改进课程教学方案，坚持根据学情、

校情不断对教学方案进行动态调整，能够保证教学方案始终贴合实际教学环境，保持高效率教学。 
 

 
Figure 1. Establishment and adjustment of course teaching scheme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图 1. 多方驱动下课程教学方案的建立与调整 

4. 结语 

中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力量、学生基础及“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高度理论性的特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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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高效率的课程教学必须要适合本校的学情、校情。在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国家教育政策红利以

及学校软硬件持续提升等多方驱动下，本文以学校的学情、校情为根本和出发点，在国家教育政策的引

导下及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最大化利用重大教研成果，在理念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开

放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研究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课程教

学改革的有效方法，探索建立最具适应性的特色课程教学方案，在动态调整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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