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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江苏理工学院通信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针对工程教育认证要求对信息论与编码课程大纲

进行了设计，融入了课程思政元素。对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考核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并且给出了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映射关系、课程目标与“N + 1”过

程考核的对应关系等分解方式。该设计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的信息论

与编码课程大纲的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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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talent training plan o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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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 the syllabus of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urse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llocation of hour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is provided. And the decomposition methods of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urse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course objectives, and 
the course objectives and “N + 1” process assessment are given. The design can provide a refer-
e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syllabus of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course in communication en-
gineering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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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论与编码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具有概率与数理统计、线性

代数等知识的基础。课程主要介绍香农信息论中信息的度量、压缩和可靠传输的基础理论，包括信息及

其测度理论、信道及其容量分析、率失真理论、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理论与方法等。通过课程学习，使

学生初步建立从信源到信宿过程中信息传输的整体概念，能够系统地掌握和理解香农三大定理，从而对

通信系统中信息传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技术、原理和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为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1]。从专业认证的角度看，信息论与编码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必需的信息理论方面

的课程[2] [3]。所以信息论与编码这门课无论从实际的人才培养需求还是从专业认证条件来看，都是非常

重要的。加入课程思政的概念，引导学生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而且能从课程中领悟到做人、做事、做学

问的精神内涵，真正培养具有爱国情怀、民族意识、奋发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人才[4]。 
目前，大部分信息论与编码课程研究点在于课程教学方法、内容改革和考核方式上[5] [6] [7] [8]，缺

少针对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融合思政元素的教学大纲设计。基于此，以江苏理工学院通信工程专业为例，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要求对信息论与编码课程大纲进行了设计，并融入了课程思政元素。对课程目标、教

学内容、学时分配及考核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给出了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教学内容与

课程目标的映射关系、以及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的对应关系等。 

2. 课程目标 

信息论与编码课程开设在了第 5 学期，是 32 学时的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支撑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

求 1 中的 1.4 和毕业要求 2 中的 2.1 两个毕业要求指标点。参照工程教育认证的体系标准，根据 5 大培养

目标，江苏理工学院的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细分为了 12 个，涵括了工程知识、问题分

析和解决、研究和使用现代工具、以及其它非技术因素等多种能力要求。毕业要求 1 和 2 分别是工程知

识要求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要求。除了工程教育认证的指标要求外，加入课程思政也作为必须项。据此要

求，课程目标分为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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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够对通信系统中信源、信道及传输的信息进行表示和数学描述，能够对发送和接收过程中信息

的变化进行度量、推理和分析。 
2) 能够运用香农三大定理识别通信系统中信源、信道编译码过程带来的信息损失问题，并应用概率

论、线性代数等知识对编译码过程进行建模和有效性、可靠性分析。 
3) 能够学习科学家独立思考、勇于探究、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以及淡泊名利、不随波逐流的人格魅

力；能够利用抽象与具体、矛盾普遍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理解和分析工程问题；能够激发“创新是国家

生命力的源泉”的发展意识和内驱动力。 
前两个目标是知识、能力目标，第 3 个目标是素质目标。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如表 1 所

示，由于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是按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进行的，不包含课程思政内容，作为思政元

素的目标 3 不支撑毕业要求。从表 1 中可看出，课程目标 1、2 紧紧围绕毕业要求 1.4 和 2.1 进行设计。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表 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1.4 能针对通信工程领域中信息的表示、信号处理、信号传输系统

与网络等专业工程问题进行推理和分析； 
1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2.1 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和工程基础原理和分析方法，识别专业工

程问题，并表述为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2 

3. 课程教学内容 

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课程内容主要偏重于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为了实现课程目标，每部分

教学内容细分为了基本内容、重点难点、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几个部分，把知识、能力和思

政的元素融入在每部分内容中，具体如下。 
内容 1：信息和信息传输的认识。1) 基本内容：信息的一般概念、通信系统基本模型、香农信息论

研究的内容和意义、信息论的发展历程。2) 重点：通信系统的基本模型、信息的基本概念、信息论的研

究内容。3) 难点：对香农信息论主要研究内容的理解。4) 知识目标：能罗列信息的基本特征，能描述通

信系统的最小模型，能阐述香农信息论的主要内容。5) 能力目标：能对信息进行举例，能对实际通信系

统抽象出最小模型。6) 素质目标：通过了解人类对信息认识的历史过程，进一步理解科学来源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思想，建立科学探索精神和从 0 到 1 的创新自信心。 
内容 2：信源与信息熵。1) 基本内容：离散信源模型和分类，马尔科夫信源，自信息量，离散信源

熵，互信息，连续信源的描述，连续信源熵的定义。2) 重点：自信息量、离散信源熵、连续信源熵、互

信息量的定义、性质和分析计算；最大熵定理；波形信源熵的计算；信源冗余度的分析。3) 难点：有记

忆信源、马尔可夫信源的熵的计算方法；平均互信息的分析计算。4) 知识目标：理解熵的含义及性质，

会计算离散信源熵；掌握连续信源熵的性质和最大熵定理；掌握平均互信息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5) 能
力目标：能对离散信源进行建模；能区分离散信源的有无记忆性；能通计算比较不同离散信源信息量的

大小；会识别连续信源；能理解限平均功率连续信源的最大熵；能根据互信息量分析信息传输中的变化

情况。6) 素质目标：通过学习信息的测度方式，能够建立思维抽象能力，即能用理性的科学思维分析和

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舍弃事物的非本质细节、抽取问题的实质，运用字母、符号进行推想，把特殊问

题推广到一般，进而公式化。 
内容 3：信道与信道容量。1) 基本内容：信道的分类与描述；离散单符号信道容量；离散多符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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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容量；连续信道及容量；多输入多输出(MIMO)信道及容量；信源与信道匹配原理。2) 重点：信道容

量的概念；无干扰离散信道容量计算方法；对称离散信道的信道容量分析与计算方法；准对称离散信道

容量计算方法；香农信道容量公式；MIMO 信道数学模型；信道冗余度分析与计算。3) 难点：准对称离

散信道的信道容量计算；香农信道容量分析、计算与理解；信道冗余度的理解。4) 知识目标：掌握离散

信道容量计算方法和物理意义；熟悉连续信道容量定义；熟悉 MIMO 信道模型；掌握香农信道容量公式

及其物理意义。5) 能力目标：能对给定的简单离散信道进行识别与容量分析；能对实际通信系统中的限

频限功率加性高斯白噪声连续信道进行识别，并分析其信道容量及提高信道容量的可能方法；能够运用

信道冗余度的概念识别信源与信道的匹配问题；能够对 MIMO 信道进行识别与建模。6) 素质目标：了解

香农公式在人类通信中的理论地位；了解香农本人的科学人生，学习其对兴趣的执着、对科学探索的热

情和对名利的淡泊精神；会根据香农公式对工程中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学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灵

活运用科学结论；了解通信系统中信道容量的提升对人类认知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影响，建立“用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历史发展观。 
内容 4：信源编码。包括：1) 基本内容：编码的基本概念，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限失真信源编码

定理，Huffman 编码，游程和算术编码，量化编码、预测编码和变换编码。2) 重点：信源编码的概念，

唯一可译码和即时码的识别，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平均码长和编码效率的计算，Huffman 编码方法，

信息率失真函数的定义，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信息率失真函数与信道容量的区别。3) 难点：唯一可译

码的识别，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的理解，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的理解。4) 知识目标：理解信源编码的概

念；熟悉唯一可译码和即时码的定义；掌握信源编码效率的计算方法；掌握 Huffman 编码方法；掌握信

息率失真函数的定义和性质；理解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和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了解信息率失真函数与

信道容量的区别。5) 能力目标：能指出通信系统中信源编码的目的和给出几种信源编码方法；能通过计

算判断信源编码的编码效率；能根据 Huffman 编码理论对一离散信源进行无失真信源编码，并能够分析

信源无失真压缩极限；能够分析给定信源在失真限制下的压缩极限及可行的信源编码方法。6) 素质目标：

通过对信源编码技术方法不断改进的了解，养成节约资源意识以及考虑社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职业

素养；通过科学家小传，了解费诺编码和 Huffman 编码等信源编码方法的产生背景，建立“一生成一事”、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工匠精神。 
内容 5：信道编码。1) 基本内容：纠错编码基本概念和分类，信道编码定理，线性分组码的编译码

原理，卷积码的编译码原理，现代通信中的信道编码。2) 重点：译码错误概率和译码规则，矢量空间与

码空间的概念，信道编码定理，联合信源信道编码理论，码的纠错能力的判定，卷积码的描述方法。3) 难
点：译码错误概率和译码规则；信道编码定理的理解及应用；卷积码的多种描述方法。4) 知识目标：掌

握最小错误概率译码和最大似然译码原理和方法；掌握最优译码准则下的译码错误概率的计算方式；掌

握有噪信道编码定理及其引申出的纠错编码的基本思路；了解现代通信系统中信道编码的分类和主要特

征；了解线性分组码的编解码原理；了解卷积码的多种描述方法和译码原理。5) 能力目标：能够利用信

道编码定理分析可靠且有效信息传输的可能性措施；能够对给定的信源和信道找出错误概率最小的译码

方案；能够根据不同的译码规则计算错误译码的概率；能够判断编码码字之间的距离和纠错能力；能够

理解线性分组码和卷积码的编译码原理；能够理解现代通信中使用的信道编码方式。6) 素质目标：通过

理解信道编码和信源编码的目的，建立以矛盾论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具有辩证思维

的科学素养；通过对信道编码方法不断创新的演进历程以及中美在 5G 领域的贸易战的了解，建立“改

革创新是国家生命的源泉”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危机意识和发展意识。 
基于上述教学内容和目标，表 2 给出了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表 3 给出了教学内容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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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配。从表 2 中可知，内容 1~3 基本围绕原理、性质进行教学，可实现课程目标 1；内容 4~5 围绕知

识、方法进行教学，可实现课程目标 2。表 3 中对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的内容分配了 4 个学时的实验，

让学生有一定的应用实践能力。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urse content 
表 2.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 

1 
内容 1：信息和信息传输的认识 
内容 2：信源与信息熵 
内容 3：信道与信道容量 

2 内容 4：信源编码 
内容 5：信道编码 

 
Table 3. Class hour allocation for teaching content 
表 3. 教学内容的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课堂讲授 实验 上机 合计 

内容 1 2 0 0 2 

内容 2 8 0 0 8 

内容 3 8 0 0 8 

内容 4 6 2 0 8 

内容 5 4 2 0 6 

合计 28 4 0 32 

4.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法 

为了让教与学贯穿整个过程，克服平时不学、考前突击的不良风气。本门课程采用“N + 1”过程性

考核的方式进行考核，N 是指多种过程考核形式，1 指的是期末考试。课程考核总成绩中，过程考核成

绩占 50% (包括平时作业成绩占 20%、线上任务点学习成绩占 10%、章节测试成绩占 20%)，期末考试成

绩占 50%，具体见表 4 所示。期末考试和章节测试的成绩按照参考答案进行评定，其它过程考核环节按

照表 5 中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其中，线上任务点学习是借助于学校的泛雅数字化学习中心的信息论

与编码课程平台，该平台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表 4 中强化了平时学习的重要性，表 5 说明了对作业抄

袭的零容忍态度。 
 

Table 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urse assessment links 
表 4. 课程目标与课程考核环节的对应关系 

课程 
目标 

考核环节 

合计 平时 
作业 

线上 
任务点学习 

章节 
测试 

期末 
考试 

1 10% 5% 10% 25% 50% 

2 10% 5% 10% 25% 50% 

合计 20% 10% 2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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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Grading standards of homework and online task point learning grading standards 
表 5. 平时作业与线上任务点学习评分标准 

类型 观测点 优(90~100) 良(80~8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平时 
作业 

① 基本概念掌握

程度； 
基本概念 
掌握很好 

主要概念清晰 
但部分有误 部分概念清晰 基本概念不够 

清晰 
基本概念 
未掌握 

② 分析问题思路

清晰性、解决问 
题方法正确性； 

思路清晰 
能够解决问题 
计算正确 

主要思路过程和 
计算过程正确 

思路过程部分可 
行计算过程个别 
不正确 

思路过程部分 
尚可计算过程 
部分不正确 

不会做或者

作业不完整 

③ 作业完成态度，

注重培养自己独 
立思考； 

认真独立完成作

业，书写工整、 
清晰，符号、单 
位等按规范执行 

比较认真独立完成

作业，书写清晰， 
主要符号、单位等 
按规范执行 

独立完成作业， 
部分符号、单位 
等按规范执行 

不够认真， 
符号、单位等 
不按照规范执行 

很不认真或

者抄袭或未

交 

线上任 
务点学习 

④ 计算完成任务

点的数目占总数 
百分比。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7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及以上 

5. 结语 

通过结合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和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本文对面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信息论与编码课

程大纲进行了分析设计，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教学内容、课程考核方式的对应和分解可为进一

步改进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思政型课程大纲提供参考。 

资助项目 

江苏理工学院校级重点教改项目(项目编号：116102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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