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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路原理是电类专业的基础课,学好电路原理是学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关键。职业本科是本科

层次的职业教育,要求所学的内容能贴近就业市场的需求。本文先分析了当前的学情与目前教学过程中

的不足,再基于现实的情况与市场的需求,讨论了一种任务驱动、虚实结合、理实一体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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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rcuit principle is the basic course of electrical specialty. Learning circuit principle well is the key to 

learning the follow-up professional courses well.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is a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which requires the content to be close to the needs of the job marke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n discusses a 

teaching method of task driven,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mark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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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路原理是电子、电气等专业的专

业基础课,对后续课程的学习起着非常

关键的作用。然而,一方面,该课程的难

度相对较高,既要求学生有好的数理逻

辑,又需要他们有好的空间想象能力,这

对教学的方式有着很高的要求；另一方

面,职业本科是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对

理论能力的要求是“够用”,而对实践能

力的要求则更高[1]。所以,探究如何进行

面向职业本科的电路原理教学是很有意

义的。 

1 学情分析 

电路原理课程一般会被安排在大一

下学期,此时的学生刚学完微积分的上

半部分而刚开始学习大学物理,相当一

部分学生连“电位”、“电势差”等概念

都不具备。作为职业本科,绝大部分学生

在毕业后都不会进入科研领域,对他们

而言,理论知识能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

即可,而且,相比于理论环节,学生们对

于实践环节的热情更高。[1] 

2 教学过程中的不足 

2.1不面向职业需求。目前职业本科

的电路原理教学的内容只是在普通本科

的基础上调整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比例,

其本质并没有真正地全面转向职业需

求。有部分内容学起来耗时耗力,但在职

业岗位的实际应用中用不上,如网孔电

流法。有的实验内容只是为了验证已知

的公式定理,而没有面向实用的需求。在

考核内容上,要求学生去背一些在职业

岗位上轻易就能在网上查到的却在考完

试以后就会忘记的公式,而不提供公式

表,如星型与三角型电阻之间的转换。在

职业教育中要求学生掌握普通本科的理

论知识,不但降低了课程的效率,还打击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产生厌学的

情绪甚至会影响其它课程。除此以外,

由于职业本科处于起步阶段,市面上还

未有足够多种类的面向职业本科的教材

供选择。 

2.2学习积极性不高。在教学内容上,

一旦学生认为所学的知识用不上,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有所降低。然而学生

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原因除了教学内容外,

还有教学方法的原因[2]。课堂上高密度

的理论知识灌输,学生并不被留有足够

的自我思考的时间,只要一个环节搞不

懂,那么剩下的环节也会遇到困难。课后

作业缺乏监管,容易抄袭而难以察觉,导

致部分学生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练习。实

验环节简单的部分往往机械地重复老师

的示范,缺乏自己的思考,而复杂的部分

又因没吃透理论课的知识而无法在课内

完成,甚至有时还会为一个简单的定理

而写几百字的实验心得的情况。这些无

疑都会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产生负面的

影响。 

2.3理论与实验没有融合。在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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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纯理论讲课,会令部分学生来不及吸

收。一旦所讲的内容没有及时地与实际

联系上,学生就会把该内容误解为用不

上从而对所学的知识感到厌倦。 

实验课的内容要么是对简单理论的

验证,采集完数据后对比其是否与公式

吻合；要么是按固定流程进行固定的操

作,思维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 

3 理实一体的教学方式 

3.1仿真软件。虽然仿真软件无法

百分百地模拟真实的电路,但却能降低

实验的风险与成本,便于增加实验的频

率[3]。在现实的实验中,常有因各种原因

而无法在课内完成全部任务的情况,而

实验室在课外开放又会带来管理上的问

题。使用仿真软件能方便学生在课外完

成实验,同样也方便学生在课前预习实

验内容。在理论课上,通过仿真软件的使

用,教师还可以在讲授完一个理论知识

后马上用虚拟实验进行演示,帮助学生

理解理论。在课后,学生可以用仿真软件

验证自己解题是否正确。 

3.2差异化答案的作业。在常规的理

论作业中,难以避免作业的互相抄袭,通

过仿真软件的引入,可以有效地改善这

些问题。本来画在作业本上的电路图被

改成画在了仿真软件上,并可以令学生

计算并即时验证各种参数。如图1所示,

为利用仿真软件布置的电路分析方法的

差异化答案作业的例子。 

 

图1 差异化答案作业示例 

在这个作业中,学生被要求先根据

自己的学号去改变各电阻的阻值,再计

算并调整电源电压使3个电压表都显示

自己学号的后3位。这样就使得作业无法

互相抄袭,而且,用穷举法同时猜对三个

电源的参数是不现实的。学生在完成该

作业后,可以通过软件仿真马上验证自

己的计算正确与否,减少出现即使知道

自己算法可能有问题,却依然提交以此

来暂时安慰自己的情况。 

3.3任务驱动、不强制解题方式。任

务驱动法是令学生以完成任务为目的,

自主及协作去学习完成任务所必需的知

识,在完成任务中积累知识的方法[4]。 

解算电路参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以

往的题目常有规定学生用某种具体的公

式定理去解题的情况。而对于学生而言,

他们需要明白不同方法的优势与劣势,

为实现这个目的,引导可能比强制要管

用。以前文的题目为例,采用任务驱动的

方式,并不强制学生用具体的某种方式

去解题,而是要求学生自行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去解题。在实践中,

有很多学生在这适合用节点电压法去解

算的题目用了网孔电流法,消耗了大量

的精力,走了弯路但得到了经验。 

4 面向职业需求的教学内容 

职业教育的内容需要符合职业岗位

的需求,学校教学的时间与学生学习的

精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教学的内容要突

出重点、有所取舍。如,电路的分析方法

应首先掌握能用于非线性电路的方法,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用得更多的是非线性

电路；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可提供公式

表,学生知道电压变化大致的曲线即可；

在讲述谐振相关的知识时应顺带提到真

实的电容与电感的转折频率问题等。 

5 考核方式 

在考核方式的设置上,通过过程化

的考核方式,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吸

收程度[5]。期末的闭卷考试应以考察学

生在电路方面的基本常识为主,而难题

可通过差异化答案的方式在平时进行考

察。因为从实践的情况看,一些平时善于

解决难题的学生在考试时会受到时间等

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充分展现出自身的能

力,而提高速度则往往意味着某种意义

上的定势思维,这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是

不利的。 

注重对应用能力的培养。基本概念

的考察不只能在选择题或填空题考,还能

把它融入到计算题中。如图2所示,该计算

题同时考察了理想电压源的概念、电源与

电阻的等效化简、理想变压器的概念。在

实践中,就有很多学生在化简电路时没把

电阻R1省略掉,也没有想起变压器只能变

交流电而不能变直流电这些概念。 

 

图2 计算题示例 

6 总结 

职业本科是个新生的事物,其教学

模式还需不断进行探索。作为职业本科

的教师,要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以

适应职业本科教育的需求。本文探讨了

一种面向职业本科的电路课程的理实一

体的教学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例如,教学方法的实行对学

生的自觉性与毅力有所要求等。所以,

如何提高职业本科教学的效率是值得不

断探索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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