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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技术是高等教育的工学专业基础课之一，其庞杂的知识体系往往给学生带来难以克服的枯燥感，不
仅如此，传统教学模式已不再胜任新工科建设对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的要求。本文提出基于“项

目导向”的教学改革研讨，以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作为项目导向法的应用实例，引导学生收集、整理所

涉及的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自主探索精神，培养矢志奋斗、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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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basic courses of engineering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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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academic concepts bring insurmountable boredom to students. Not only that, the tradi-
tional teaching mode is no longer qualified fo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ve de-
sign ability of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ject-oriented” teaching 
reform discussion, taking the design of DC regulated power supply as an application example of 
the project-oriented method to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the basic knowledge involved. It can en-
courage students to independently explore related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a craftsman spirit of 
struggle and pursuit of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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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科建设是当今工科专业建设的重点，新工科概念的提出与实施支持并服务于“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规划，是新时代工程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1] [2]。为了适应新工科建设这一宏伟目标，有必要优化现

行的教学思路，以将新的技术、理念、内涵渗透进教育教学活动中。 
电子技术是高等教育工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它在传统的专业分类以及新开设的机器人工程、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工科专业都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涉及了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学生在

掌握电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求锻炼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因此，在大力推动“新工

科”概念的背景下，推广基于项目导向思路的教学方法设计，对于联系产业发展实际，培养全方位发展

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 项目导向法教学模式的优势 

项目导向教学模式是指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将专业知识点和课程教学设计为具体的电子工程

项目，并以任务发布的形式将项目交给学生自主完成的教学方法，其特征在于激励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主动收集信息、在教师引导下设计方案、以小组竞赛的形式实施方案、通过自评与小组互评的方式展

示结果、在项目总结与汇报等过程中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应用能力。 
相比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多基于知识点的递进式讲解，以教师为主导，虽然在近些年的教学改革

努力下逐步强化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化意识，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等数字化教学理念丰富学生线上、

线下的学习方式[3] [4]，扩充了学生的专业视野。但在课程设计方面仍然未能摆脱概念引导–电路结构–

功能分析的老套路，其弊端在于无法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对专业理论的探索兴趣，难以建立所学知识与工

程需求的显在联系，即便是基于对所学专业使命的责任感完成了相关内容的学习，也无助于实现“新工

科”建设中对研究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基于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有利于解决“新工科”建设面临的两大问题，即专业基础知识

与工程需求的有机融合，以及学生对电子技术专业知识主动探索意识的培养。 

3. 基于项目导向的教学理念 

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程涉及内容丰富，以模拟电子技术部分为例，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通常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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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半导体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阐述放大电路的结构特征及其性能分析，进而引入集成运算放大器概

念，讲解其工作特性，最后向同学们介绍基于模拟电子器件的实用化电路——直流稳压电源。这种基于

元件–电路–应用的渐进式教学方式符合学生对新知识的接纳逻辑，即在展示基本模拟电子电路之前首

先介绍关键元器件的概念及其性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模拟电子技术的综合应用。然而，这种由

知识点逐渐向具体化应用汇聚的授课机制，无法使学生面对庞杂知识点时克服对散乱专业术语的枯燥感，

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点的探索精神。 
“新工科”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基于激发学生兴趣，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实际工程需求出发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探索精神。因此，针对电子技术课程的改革应打破固有的教学逻辑，

首先从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出发，变被动接纳为主动探索，才能发挥多元教学途径的优势。 
针对工科专业从工程实际中来，面向产出为本的特殊属性，采用“项目导向”作为电子技术课程的

教学模式，赋予学生工程师角色，通过发布具体任务的形式要求学生完成某一具体的电子电路设计，以

项目需求引导学生收集、整理所涉及的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自主探索精神。 
在“项目导向”教学模式下，提出了基于需求分析–模块筛选–电路设计–参数求解的课程教学理

念，通过分析任务需求，引导学生开展模块化电路设计竞赛；通过研究和对比各功能模块的作用和优缺

点，筛选最优模块组合形式；针对各功能模块的特点，引导学生探索常见的电路设计方案，在了解和对

比中掌握每种设计方案的优缺点，进而确定最佳设计方案；基于选取的电路模式，讲解关键电子元器件

的参数特征和工作点求解方法，最终完成电路参数的优化工作。 

4. 基于项目导向的教学策略 

在“项目导向”教学理念基础上，通过在项目发布的整个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专业知识对解决当前

国内国际问题的重要意义与迫切需求，引导学生以奉献社会为己任，积极参与课程任务的探索与实践，

在小组竞赛中树立主人翁意识，提升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5] [6]，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增强电子技术课程教

学的专业质量。 
本小节分别从课堂知识导入、教学目标设计、课堂组织形式和课堂目标考核四个方面简述项目导向

法教学策略。 
① 课堂知识导入：结合我国近期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以西南地区抗旱和森林防火为切入点，提出

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电子设计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使命感，引导学生建立所学电子技术知识与

实际生产需求的相关性，达成将专业讲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教学改革目标。 
② 教学目标设计：以解决现阶段突出事件为切入点，以完成实用化电路设计为课堂教学目标，引导

学生熟悉半导体电子器件的物理特性，以工程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设计电子电路，掌握器件参数、电路

结构对装置性能的影响，基于所学知识完成指定电路的设计与调试，培养学生辩证思维、创新能力和工

匠精神。 
③ 课堂组织形式：以“项目导向化”的方式引导学生熟悉相关专业知识，通过小组竞赛的方式完成

教师发布的任务，提升学生的沟通意识与合作能力。采用线上自学与线下教授相结合的形式，借助雨课

堂等教辅手段监督学生完成相关专业背景知识的线上学习，通过线下课堂检测学生对基础的掌握程度。 
④ 课堂目标考核：通过项目实施报告、项目答辩以及提交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果等方式来对学生的学

习情况进行考核。建立多方位的评价体系，借助“雨课堂”等教辅工具开展线上、线下测试，检测学生

对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构件基于各小组设计的直流电源作品及其说明书的项目成果评价机制，引导各

竞赛小组完成在线自评、互评等。通过对各组提交方案的自评与互评，使得学生们深刻理解到专业知识

点在整体方案中的作用和价值，切实体会到不同电子电路设计方案在各种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充分感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60


王浩文 

 

 

DOI: 10.12677/ae.2022.1210560 3664 教育进展 
 

受到专业技术在工程需求的驱动下不断创新的过程，从而在小组竞赛过程中实现同学之间相互学习、相

互促进的良性竞争。 

5. 案例展示 

本案例从项目设计与发布、项目操作引导、项目考核与拓展等三方面展示基于“项目导向”思维的

教学方案。 

5.1. 项目设计与发布 

任务背景：西南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造成局部地区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偏远地区的电力稳定性面临

严峻挑战，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电，市政府为限电地区提供了内燃发电机组，可在电力

中断期间持续提供高压正弦交流电。然而，你所在的山地防火小分队的防灾指挥通讯设备在连续工作的

情况下已多次出现直流电源故障的预兆。 
任务目标：为了进一步保障通讯设备的电力供应，要求设计一款直流稳压电源，借助 200V 交流内

燃发电机为两种电子仪器分别提供输出电压为 9 伏特和 12 伏特的直流电源。 
任务要求：维修工具箱内的物资包含小型单相变压器、二极管、电容器、电位器、干电池、晶体振

荡器、稳压二极管。1) 请小队成员在学习直流稳压电源设计原理的前提下，从维修工具箱内筛选所需零

件；2) 在零件参数允许的假设下，分别设计电压为 9 伏特和 12 伏特的直流电源。 

5.2. 项目操作引导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基于 Multisim 数字仿真平台提供电路模块辅助学生完成电路的搭建，借助“雨

课堂”等教辅软件将电路的设计权交给学生，通过分组竞赛的方式，分配小组独立完成电路的设计方案，

培养学生的团队设计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而后在课堂上展示每小组设计方案的实施效果，并点评各方

案的优缺点，并将各小组的自评与互评结果计入平时成绩。 
1) 模块筛选 
提供全波整流、桥式整流电路的 Multisim 仿真模块，在实际电路搭建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两

种方案对单相变压器结构、整流二极管数量等方面的差异，并以小组作业的形式敦促学生观察不同方案

对二极管参数的需求，切实让学生感受到工业生产中理论向实践的过程。 
2) 电路设计 
为了培养学生对电路故障的排查能力，可以改变学生所选电路设计方案中某个元器件的参数，引导

学生针对电路波形分析问题所在，通过限时竞赛的形式。例如：在课堂操作中设置陷阱，稳压模块的电

路设计方案，通过让学生自行对比稳压模块存在与否对输出波形的影响。 
3) 参数求解 
发现工具箱内的二极管可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只有 20 伏特，向同学们抛出可否采用非桥式全波整流

设计方案的问题，将枯燥的参数求解置于实际工程问题中，在实践中让学生体会到电路模块及其参数对

输出结果的影响，打磨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5.3. 项目考核与拓展 

采取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注重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的平时表现，并参考项目答

辩以及项目成果等成绩给予考核，把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成绩权重划分为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

结合对学生的评价结果来指导学生以后的学习，进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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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以技术发展革新电子教学内容的新工科精神，在项目的最后以市场上热销的 65 W 多功能直

流电源为例子，向同学们拓展介绍输出整流电压可调的串联式稳压电路，加强对课程相关知识的了解深

度，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前沿，了解产业发展动态，培养学生观察猜想归纳和分析电路的能力。例如，以

W7800、W7900 系列三端式集成稳压器为例，展示集成式半导体工艺的优势与发展，在对比中引导学生

建立对科技强国的使命感，树立探索高端技术的责任感，培养矢志奋斗、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6. 案例展示 

《中国制 2025》工业强基计划的提出对高等教育工学学科建设更新了要求，同时也对教学模式提出

了更高的标准，针对现有教学方案的不足，本文介绍了以“项目导向”为基础的电子技术授课新思路，

改变了以往由点到面的教学设计方法，通过发布具体任务的形式要求学生完成某一具体的电子电路设计，

以项目需求引导学生收集、整理所涉及的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自主探索精神，助力高

等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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