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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信原理》是我校通信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为了适应我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围绕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对《通信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探索，构建了线上和线

下课堂相结合的小班化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采用了项目式教学法，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实际应用能力。 
 
关键词 

《通信原理》，应用型人才，课程建设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Haiying Song1, Ming He2*, Xiaoyu Li1, Ni Chen1, Rong Wen1 
1School of Network &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2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 20th, 2023; accepted: May 20th, 2023; published: May 26th, 2023 

 
 

 
Abstract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Communica-
tion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raining goal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he teach-
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course were explored based on the 
learning-centered education concept. A small-class teaching model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classes was built. And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practical teach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wer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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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信工程专业不仅是我校重点支持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建试点专业，也是四川省一流专业建设

点及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通信原理》作为通信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本专业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

启下的作用，即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该课程旨在指导学生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

本技术和分析方法，并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为学生学习通信新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因

此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提高通信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校坚持“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深入实施以“产教五融合”为特征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全

面改革与创新，培养具有现代职业素养、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进步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为了更好地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2]，课程教学团队在进行《通

信原理》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将针对通信技术的主要岗位职责任务，结合华为 ICT (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s Technology)产业学院的行业优势和《通信原理》课程的具体要求，设计开发授课内容，引入

真实案例，使学生不仅能系统地掌握和理解通信基本理论及通信系统基本工作原理，也能对通信技术的

主要岗位职责内涵及其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

基础。希望通过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推动教师重新思考如何更有效针对我校

学生的学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复杂的定理、

公式，从而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促进课程教学改革的发展和进步。 

2. 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教师在此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教师的专业素养、

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将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效果，因此教学团队的建设在课程建设中至关重要。 
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特色，学院成立了“通信系统与信息智能处理”校级教学团队，负责《通

信原理》《信号与系统》等专业核心课程的应用型教学改革相关工作，团队成员来自多学科、多专业经

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为了提升教学团队的教学能力，教师经常外出参加专项进修或研讨，

并通过试讲、观摩、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参加讲课比赛等方式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为了锻炼、

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课程教学组所有教师必须承担实验或课程设计教学任务，同时合作企业派遣经验

丰富的专业技术工程师参与到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以应用型课程建设质量标准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校企

团队的深入交流合作，相互协调配合工作进度，取长补短，形成了一个校企结合的优秀教学团队。 

3. 为培养应用型人才优化教学内容 

《通信原理》课程理论性强、知识点多、涉及面广，而本院该课程的教学学时又有所压缩，为了提

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教学团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结合学生的学情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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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教学团队在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学习工场(ICT 中心)”开设了《通信原理》课程

实践教学，以任务驱动和项目驱动等形式开设《通信原理》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型实践类

课题。 
实践教学的基础实验内容主要包含调制解调、时钟恢复、眼图、脉冲幅度调制、时分复用等。在前

期实验和实践类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结合工程实际案例开展学习研究，从“要我学”、“要我

参与”向“我要学”、“我要参与”转变[3]。比如，教师会要求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设计制作 AM 和 FM
接收系统，使用眼图调试测试通信系统的抗噪性能，利用语音信号处理系统仿真来验证抽样定理等等。 

3.2. 优化理论教学内容 

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教材教案建设并不断优化理论教学内容。通信原理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1) 通信基础知识和模拟通信原理，2) 数字和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3) 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原理、数字

通信中的编码和同步技术。根据培养方案中后续课程的设置，将第三部分中的信道编码放在后续课程《信

息论与编码》中讲授，根据不同信道的特性不同，在后续课程《移动通信》《卫星通信技术》和《光纤

通信技术》等课程中根据各自传输信道进行详细分析，并将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也放在后续课程中讲授。

在本课程中，重点讲授前两部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以各种调制技术为主线，围绕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引导学生对各种通信系统的性能进行分析比较。 
对于数学推导过于复杂的内容，在不影响学生理解后续内容的基础上，教师可适当选择不讲或略讲，

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原理、思想、方法及应用上，这样既能保证内容的完整性又能适

当降低课程难度，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对于数字基带信号功率谱密度，课堂上可以淡化具

体数学推导，强调其物理含义及应用。 
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及应用型课程特色，帮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并不断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教授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拓宽工程知识，融入工程案例，以模块化教

学形式引导学生学习。例如，在讲授数字基带传输时，教师以一般应用于中、短距离有线传输的 RS232
通信标准为例讲授双极性不归零码基带传输的工作原理等等。 

现代通信技术发展迅猛，例如移动通信技术从第一代向第五代不断更新迭代。为了紧跟通信发展的

最新动态，教学团队积极参加通信方面的学术活动，不断学习、研究新的通信技术理论，以便在教学过

程中引入通信技术的最新成果来丰富教学内容。 

4. 教学方法探索 

教学方法是影响课程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教学团队在

教学方法上结合小班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合式教学及项目式的实践教学等多种方法，确保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4.1. 根据学情开展小班化教学 

大班教学存在许多弊端，比如不利于教师管理和掌控课堂教学秩序、不利于师生互动等等[4]。而《通

信原理》课程中涉及到的概念和定理较为抽象，公式推导较复杂，直观性较差，采用大班教学很难确保

每一个学生都能有效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基础相对较弱的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容易逐渐失去信心和

学习兴趣。而我院学生的基础普遍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教学团队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强调师生互

动，强化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对《通信原理》课程采用了小班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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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班化的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学为中心，教学团队的教师们根据课堂情况灵活选择有效的教学方

式，精讲多动、开展小组讨论、合作探究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师生互动以及同学之间互

动合作中，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学习的主人，做到学有所得。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的教师们根据课程的知识目标和教学内容要求，并结合各班的实际学情，

拟定相应的教学思路。如在教授线性调制中的双边带调制(DSB)和单边带调制(SSB)时可以采用对比的方

式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以下一些问题：DSB 调制和 AM 调制有何区别？为什

么 DSB 的调制效率为 100%？如何解调 DSB 信号？SSB 和 DSB 信号相比为什么可以节省发送功率？怎

样产生 SSB 信号？教师随机抽点学生回答相关问题，或将学生分小组讨论相关问题等等；布置学生课后

查询、阅读调制解调技术方面的前沿论文及参考书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逐步改掉“死记硬背”的学

习方式。 

4.2. 以学为中心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 

将“翻转课堂”教学理念引入课堂，将先进教学资源(如“中国大学 MOOC”等)引入课堂，可以弥

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促进教学过程从“教”到“学”的转变，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5]。通过前期的线上

教学，我们发现单一的线上教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1) 教师无法直观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态，课堂效果很难得到即时反馈，难以开展课堂互动、讨论探究等；2) 由于缺少集体学习环境，部分

自律性较差的学生无法保质保量完成相应学习内容；3)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学生在利用 MOOC 等

平台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后跟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和探讨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达到预期的学习

效果。 
因此，教学团队将线上教学与传统面对面教学模式相结合，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具体实施措施为：1) 课前，教师将教学内容按重要程度进行区分并分发给学生，鼓

励学生利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自主预习，提交预习笔记，并完成相应的线上测试；2) 线下课堂

中，教师精讲课程的重难点内容；针对课前发布在平台上的思考题，教师在课堂上利用平台随机抽点学

生回答相关问题，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去思考；对于易于自学的内容，学生利用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资源自学，鼓励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研讨，并在课堂上分享研讨成果；3) 课后，利用微助教等

平台布置线上作业，进一步巩固相关内容；对于不懂的问题，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线下或 QQ 等线上

平台与教师和同学进行探讨。 
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的学习习惯，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主动、更善于思考、敢于提出问

题，使得“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得以落地，提升了教学效果。 

4.3. 基于项目式的实践教学 

为了给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好地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智慧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探索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

模式。通过校企共同开发实验、专题实习和真实案例，来满足社会技术岗位需求变化与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相匹配的问题，以此解决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互脱节的问题。 
在新一代智慧学习工场 ICT 中心，课程内容覆盖了 4G 全网技术，紧紧围绕 4G 网络层次和工程应用

流程，在原理介绍的基础上采用在线仿真软件进行项目案例分析，完全能够满足《通信原理》课程实践

教学的需要。 
教学团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引入 MIMPS 教学法[6]，该教学法由模块化(Modularization)、分层–交

织(Interlacement)、任务驱动(Mission-driven)、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五部分组成。教学团队通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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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的方式把课程内容整合成一系列任务，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扮演实际工作岗位的员工角色，通过

完成任务体验实际工作，并通过设置研究型实训课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分组探讨，自我评价，使学

生深刻理解理论知识、掌握实操技能的同时培养职业素养，从而提高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 
在项目式教学过程中，注重知识体系与工程能力体系的融合，按照工程实际项目实施工作流程进行

训练，以此保障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得到充分训练。同时，教师会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

的学情采取相应的引导策略，为学生答疑解惑，鼓励学生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寻找答案、解决问题，以此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整个项目式的实践教学中，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模拟工程项目现场的训练，在完

成对《通信原理》课程知识点的消化吸收和综合应用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作为企业员工需要完成的事情及

达到的要求，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也有助于学生在校期间提早感受真实的工作场景并获得

一定的工程建设“软素质”。 

5. 结语 

《通信原理》的课程内容联系与牵引着其他各门专业课程，为学生形成通信专业的理论体系与技术

思想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华为 ICT 产业学院的行业优势，改革《通信原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担当能力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在小班化教学中贯彻“以学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通过线上和线下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构建，从以教师“怎么教”为主向以学生“怎么学”为主

转变；基于项目式的实践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职业素养。根据学校评教数

据显示，学生学习响应度高，对《通信原理》课程评价好，有效提高了该课程的学习效果和学生学习的

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熊俊, 马东堂, 赵海涛, 等. 基于 SPOC 的“通信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J]. 教育教学论坛, 2021(21): 117-120. 

[2] 吴中江, 黄成亮. 应用型人才内涵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2): 66-70. 

[3] 张磊, 张天飞, 龙海燕. 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通信原理》教学改革探索[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19(9): 168-169. 

[4] 王朋朋, 杨晓冬, 李伟, 等. 高校小班教学模式改革的探讨[J]. 教育教学论坛, 2015(14): 96-97. 

[5] 李普华, 薛宏丽, 赵玉涛. 多主体视域下 MOOC 的混合式学习探索[J]. 高校教育管理, 2016, 10(6): 88-92. 

[6] 杜庆波, 杨前华, 闫之烨, 等. 以职业化为导向的“MIMPS”教学模式探究[J]. 教育与职业, 2008(20): 60-61.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3057

	《通信原理》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3. 为培养应用型人才优化教学内容
	3.1. 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3.2. 优化理论教学内容

	4. 教学方法探索
	4.1. 根据学情开展小班化教学
	4.2. 以学为中心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
	4.3. 基于项目式的实践教学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