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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课”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立足点和突破口。根据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两性一度”标准，文

章以通信原理课程为例，分析了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设计、教学方法手段、考核评估等方面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实施方案。实践表明，混合式“金

课”建设助推本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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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is the foothold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 
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order, innovation and chal-
len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golden course” for Commu-
nication Principles, and probes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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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ourse objectives, course content design, teaching me-
thod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ybrid “golden 
course” supported ou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 to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in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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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如何建设一流本科

教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流本科建设的关键是科学定位培养目标，重点是加强课程与教学等内涵

建设 [1]，因而把握一流课程建设的内涵，根据课程的具体培养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水平，

是课程建设的根本任务。为了切实提升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课程教学质量，2018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

了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去水增金”的“金课”概念。吴岩司长 [2]将“金

课”的内涵归结为“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高阶性要求课程教学要承载知识、能力、

素质有机融合的人才培养需求，具备增加学员知识、训练学员思维、提升学员能力与素质的功能；创新

性是指课程内容体现学科前沿、教学形式体现现代手段，学习结果不仅是知识的掌握，而且还能运用知

识开展思考和一定程度的探究性实践；而挑战度则是指课程对学员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

时间和情感备课和讲课。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两性一度”

的标准。“金课”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立足点和突破口。如何建设“金课”，则是新时代高等本

科院校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金课”包括“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金课、虚拟仿真金课、社会实践金课”五大模

式，其中混合式“金课”可发挥“线上金课”和“线下金课”各自的优势，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教学需求，

可将线上知识讲授与线下知识内化相结合，可工程化复制名校名师资源，结合各自学校实际情况进行本

地化资源整合，取长补短，快速更新调整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实现差异化、层次化教学，打造适合

本校学生特点和培养需要的“金课”，使教学质量实现质的飞跃。鉴于此，作者将以本校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通信原理课程为例深入探讨和研究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2. 通信原理“金课”建设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分析 

一流本科教育应通过应用学科类专业，着力培养有扎实行业知识、熟练掌握行业基本技能和有实践

创新意识的从业者[1]。“通信原理”课程是高等院校电子、通信与信息类等学科专业中重要的专业核心

课程之一，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等专业的标志性课程和主干课程。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通信原

理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校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力推进一流应用型学科建设。按照线

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内涵，参考电子信息专业相关混合式课程建设的成功案例 [3]  [4]，“通信原理”

课程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1) 如何使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2)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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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构建课程的知识体系，使线上线下教学有效衔接；(3) 如何转变学习主体，达到教与学的深度双向互动；

(4) 如何抓好切入点融入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领。 

3. 通信原理“金课”建设目标 

为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组结合电子信息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和学校“应用

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制订了如下课程目标：(1) 根据“以学生为中心”和“成果导向”的工程教育理念，

将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掌握通信系统分析与设计所需要的专业基础知识，解决电子信

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2) 将课程知识与其延展应用和教师

科研项目相结合，培养学生能够应用通信原理的基本知识对通信工程的复杂问题进行自主识别与解决的

创新性能力。(3) 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加强课程思政教育，培养德性与发展智慧的通识教育

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4. 通信原理“金课”建设实施方案 

按照一流课程的建设要求和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通信原理课程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课题组重

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课程建设。 

4.1. 修订课程教学大纲 

首先，根据“以学生为中心”和“成果导向”的工程教育理念修订教学大纲，要求学生掌握通信原

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能够用于通信系统、信息系统的建模求解。研究和分析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结合其他专业知识设计研究方案。通过课程组研讨，将课程思政要素融入教学内容，工程教育理念、

爱国主义情怀、个人品德、科学精神、问题分析方法、遵纪守法、主题教育等融入课程介绍、通信系统、

基带信号传输、码间干扰、频谱分析、调制解调等教学内容，使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 

4.2. 建设线上平台资源 

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保障学生线上学习，课程组于 2020 年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建立了通信原理

异步 SPOC 双语课程。教材选用了 Simon Haykin 教授编写的通信系统优秀原版教材和东南大学宋铁成教

授团队翻译的中文教材进行双语教学，在 MOOC 网络平台提供全英文的教学资料和双语教学视频，并充

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进行师生及学生间的互动交流，问题探讨，形成线上学习和线下消化的互补学习模

式。 
为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通信原理课程中，课题组将教材更换为樊昌信和曹丽娜教授编写

的第七版通信原理，于 2021 年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又建立了独立 SPOC 中文学习资源平台，建设有知

识导引、讲课视频、PPT 课件、课后测试、讨论区等。为保障线上线下学习的无缝对接，从学习者角度

出发，打破章节限制，以“思维导图”形式梳理知识脉络，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以 QQ 群，

微信群为辅助，进行实时答疑与问题解决。 

4.3. 优化以思政培养为目标的教学内容 

我国一流本科教育的首要目的是“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

此，本科教育要从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素质、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审美情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

国际视野等方面，培养学生的德性或教养 [1]。通信原理课程作为应用学科类专业课程，应从技术内容、

辩证思维方法、实践案例分析、学科发展与民生之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将其融

入通信原理的教学内容。文献 [5]  [6]深入挖掘通信原理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提出了通信原理开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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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的改革思路。我校在讲解通信系统发展趋势及国家发展规划时，用历史上著名科学家取得的杰出

成果贡献指导学生树立爱国、敬业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

敬业”贯穿其中，了解工程技术人员的使命担当。如在第五代移动通信风雨欲来之时，我国已经把目光

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开始研发和布局 6G 网络，彰显了国家通信技术发展的远见卓识。 

4.4. 革新以思政教育为前提的教学方法 

建设“金课”首先要实现“课程思政”，要让专业课堂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利用合适的

教育载体和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教学过程 [7]。因此，在课程设计时要注重提升课堂话语传播的有效

性，不断革新教学方式，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网络互动平台改变知识传递的途径，便携高效地进

行知识传递和挖掘。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要革新手段，通过讨论式教学、网络深度讨论、情景模拟与角

色体验、抛锚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兴教学方法，促进大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实现认知、情感、理

性和行为认同，以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教育方式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同时，在实践、实习课程

教育中，通过协同实验、创新实验、讨论式操作，提高学生的协同合作能力。 
教学设计思路为：(1)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展互动式、启发式、案例式教

学，采用“在线学习、生做生评、以练代讲、论坛交流”的方式，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念，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深入思考的能力。(2) 增加综合习题的讲解并结合相关工程背景，以加深学

生对基础概念和理论知识的综合理解和灵活应用；通过介绍通信领域的伟大成果，让学生感受技术进步

的魅力，同时体会通信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3) 学生课前完成线上教学内容学习，并初步完成

作业、论坛讨论；课上教师对重点难点问题解释和说明，学生对教学内容、作业、讨论中存在的问题与

教师、同学交流和互动，通过微助教辅助开展课堂练习，发现学生问题和总体情况；课后完成作业，并

开展互评，发现个人和同学存在的问题，互相借鉴。单元内容结束后进行单元测试，课程结束后进行考

试(线上、线下均可)。 

4.5. 突出过程考核 

 
Figur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udent attendance and learning 
图 1. 学生考勤与学习情况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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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严格的考核评价，可以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收获能力和素质提高的成就感 [8]。在考核评估方

面，建立了多元化、过程化、能力化的课程考核体系，针对课程目标的达成，突出过程考核，更好地体

现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产出。具体为：课堂练习与讨论占比 10%，测试占比 10%，作业占比 20%，实

验占比 10%，期未考试占比 50% (根据具体情况可做微调)。在过程考核过程中，通过慕课课堂辅助考勤

和课堂练习(如图 1 所示)，了解学生到课情况和自主学习成果，通过 MOOC 平台了解学生自主学习情况，

两者对比可以了解学生学习投入与学习成果的关系，及时对学习成果较差的学生进行预警。在课内实验

过程，减少和去除验证性实验，改进增设设计型、研究型综合性实验，我校采用较先进的 XSRP 软件无

线电硬件平台，将 Matlab 软件和 Labview 软件相结合，通过编程语言和可视化人机交互界面进行相关通

信系统模型的设计和计算，优点在于学生可集中精力理解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分析动态仿真结果。根

据学生能力差异要求也不同，对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会让设计更复杂的通信系统，培养学生自主探

究的创新能力。同时，也会让部分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即能使学生获得创新思维的熏染，也能

受到创新思维能力的锻炼，提升其课程学习与实践的广度、深度和挑战度。整个考核过程呈现了因材施

教，层次化和个性化教学。 

5. 总结 

“金课”建设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改革重要主题，稳步推进“金课”建设，更好地服务于高校一流本

科教育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我校通信原理课程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最明显的效果是提升

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和兴趣，学生考研率逐年递升，考取名校进入名企的学生不断增加，有效助推了

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过工程认证，并获批了国家一流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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