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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改革《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构建理论、仿真、实

验一体化的教学模式。通过引入虚拟仿真实验，弥补理论与实践的断层，提升课程的直观性和

互动性。该项目还融入了思政教育，增强学生的职业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怀。通过这些措施，

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工程技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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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this study aims to reform the course of Fundamentals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 a teaching mode integrating theory,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s,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s bridged, and the intuitiveness and interactivity of the course are improved. The program also
incorpo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atriotism.
Through these measures, it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cultivat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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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

节，特别是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中，理论知识难以

有效转化为实际应用。本研究通过整合理论教学、虚拟仿真

和实验操作，构建一个多维度、互动性强的教学模式，旨在

深化学生的理论理解和实践能力。同时，课程中融入思政教

育，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培养适应现代工

程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一、现行《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主要挑战

（一）理论与实践的断裂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理论教学

与实际应用的脱节。课程主要依赖抽象的理论讲解，缺乏与

工程实践的紧密关联，导致学生难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电路理

论、半导体物理和信号处理等知识有效地应用于实际电子设

备和场景。这种分离限制了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由于实验操作和实际案例分析不足，学生难以

具体和持久地理解抽象概念，知识的应用效率低下。

（二）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当前课程主要依赖传统的教师主导的讲授方式，虽然知

识传递效率较高，但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方

面不足[1]。课堂互动性差，学生参与度低，难以激发学习兴

趣和探索精神。传统教学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无法提供个

性化学习路径，也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需求，因此亟需

更灵活和互动的教学策略。

（三）实验资源的限制

实验教学是该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面临实验设备

不足、更新缓慢、实验室可用时间有限等问题，无法满足教

学需求。实验资源不足导致教学内容和实验操作的不匹配，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67

影响了实验教学的质量。学生人数多，教师难以充分指导，

学生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影响实验技能的培

养。

二、虚拟仿真实验的引入及其对教学的促进作用

（一）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和互动性

引入虚拟仿真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增强《模拟电子技术基

础》课程的直观性和互动性。使用如Multisim这样的仿真软

件，教师可以在讲解理论的同时，实时演示电路的搭建和分

析过程。这种视觉化的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立即看到不同

电路设计选择对性能的具体影响，如频率响应、增益稳定性

等关键参数的变化。此外，仿真软件允许教师展示电路在理

想和非理想条件下的表现，从而深化学生对电子元件行为和

电路理论的理解[2]。如图 1所示；这种教学方式的引入显著

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参与度，因为它们可以即时看到理

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直接联系。学生可以通过软件界面调整

元件RP等参数，从而调整三极管的基极电位，使三极管工作

在放大区、截止区和饱和区，观察放大后波形及放大倍数的

变化，将基本放大电路这一章节的理论分析过程在课堂讲授

过程中具体呈现出来，这种互动性极大地促进了学习效果的

提升。

（a）正常放大

（b）截止失真

（c）饱和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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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放大电路仿真演示图

（二）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虚拟仿真实验的使用大幅提高了教学效率。在传统的实

验设置中，学生需要分配大量时间来搭建电路并进行调试，

这个过程往往耗时而低效。而在虚拟环境中，学生可以迅速

搭建电路、运行多种仿真，并立即得到反馈，这使得学生能

够更加集中于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而非消耗时间在物理搭

建上。此外，这种仿真平台提供的灵活性还鼓励学生自主探

索和实验不同的电路配置，从而增强其自主学习和创新实验

的能力。学生可以在没有物理风险和成本限制的情况下，测

试和优化复杂的电子电路，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是难以实

现的。

（三）克服传统教学中的资源限制

传统的实验教学往往受限于实验室的物理空间和设备

数量，限制了学生实验操作的时间和范围。虚拟仿真实验的

引入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不受物理空间和设备数

量的限制。所有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间访问仿真软件，进行

个人或协作的电路设计和测试工作。这种方法不仅扩大了实

验教学的可及性，还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实验操

作机会，从而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表 1展示了引入虚拟仿

真前后学生在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中的平均分提升，数

据显示，使用虚拟仿真后学生的理解深度和实际操作能力均

有显著提升。

表 1：虚拟仿真实验前后学生考核成绩对比

指标
引入前平

均分

引入后平

均分

提升百分

比

理论考试成绩 63 72 14.28%

实验操作考核 92 96 4.34%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虚拟仿真实验的引入不仅解决

了传统教学中存在的资源和时间限制问题，而且显著提高了

学生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中的学习效率和成绩表现。

三、实验与理论的有机整合及课程内容的优化

（一）知识结构的调整与课程设计优化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注重于知识结构

的重新调整和课程内容的优化。通过详细分析课程目标和学

生的学习需求，教学团队重新设计了课程大纲，将理论教学

与仿真实验紧密结合。理论教学部分不仅覆盖基本的电子电

路和信号处理知识，还深入讲解半导体物理和微电子技术等

高级主题，以确保学生能够全面理解模拟电子技术的核心概

念和应用。此外，课程中引入的仿真实验模块是根据理论内

容量身定制的，每个理论单元后都配有相应的仿真实验，使

学生能够即时验证理论知识并通过实际操作加深理解。

（二）实验与理论的无缝对接

在实验与理论的有机整合方面，本课程采取了多种措施

确保两者之间的无缝对接。每个理论单元的结束都设有仿真

实验环节，这些仿真实验直接基于当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使

学生能够通过实践立即验证和巩固新学的概念[3]。此外，为

了进一步增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课程还特别设计了一系列

的综合设计项目，这些项目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个知识单元

的理论进行复杂电路的设计与分析。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

不仅能够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还能够激发其解决实际工

程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此种教学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效果，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电子系统的设计和优化

过程。

（三）增强工程意识和创新能力

课程内容的优化还特别强调增强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创

新能力。为此，除了理论教学和仿真实验外，课程中还加入

了多个面向工程实践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基于真实的工程

问题，还融合了当前电子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如物联网(IoT)

设备设计、可穿戴技术的电路设计等。通过这些实际项目的

设计与实现，学生不仅可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

具体的工程项目中，还能通过项目的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来锻炼其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

四、思政元素的融入与专业教学的结合

（一）案例教学的深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在新工科教育背景下，案例教学被视为思政元素与专业

技术教学融合的重要桥梁。《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中，

教师通过引入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相关的实际案例，如国产

芯片的研发历程、北斗导航系统的技术实现等，来教授相关

的电子技术知识。这些案例不仅具体展示了电子技术在国家

发展中的应用，还反映了技术创新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

推动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看到自己所学专业知识

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其学习的目的性和紧迫感。

此外，教师在讲授这些案例时，会特别强调中国在全球电子

技术领域中的竞争地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职业荣誉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二）情景模拟与思政教育的实践应用

情景模拟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模拟电子技术

基础》课程中被用来实现思政教育的实践应用。通过模拟电

子市场的运作、设计团队的项目管理等情景，学生可以在类

似实际工作环境的模拟中学习和应用电子技术知识[4]0。教师

引导学生讨论在具体的技术选择、经济效益评估及国家政策

导向下的项目决策过程，使学生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考

虑到技术发展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

专业学习中自然地吸收和反思社会责任和伦理问题，提升他

们作为未来工程师的综合素质。

（三）技术教学与国家发展议题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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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将技

术教学与国家发展议题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电子技术的

同时，能够理解和评价科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教师

通过介绍中国在半导体、通信、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战略，

分析这些技术领域中的关键技术和未来趋势，引导学生思考

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探讨半导体自主

化的重要性，讨论 5G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对策，以及新能

源技术如何助力国家能源安全和环保目标。通过这种教学方

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技术水平，更培养了他们的战略思维

和国家责任感。

五、教学改革的效果评估与质量控制

（一）系统的评估与反馈机制的构建

为了确保《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改革的成效，项目

团队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评估与反馈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括

问卷调查、课堂观察以及学生的直接反馈。问卷调查设计详

尽，覆盖了学生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实验操作和仿真工

具的使用等方面的满意度和建议。通过定期分发电子或纸质

问卷，收集大量定量和定性数据，这些数据随后被用于评估

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和学生学习成果的改进情况[5]。课堂观察

由教学团队成员以及邀请的外部专家进行，他们记录教学过

程中的互动频率、学生参与度以及教师的授课效果。学生反

馈则通过开放式讨论会和在线论坛收集，这些反馈直接指向

教学中需改进的具体方面，为教学调整提供第一手资料。

（二）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及成效评估

教学团队采用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处理收集到的数

据，以量化教学改革的效果。这些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

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用于评估学生在理论知识、实验技

能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提升。通过比较实施新教学模式前后

的学生考试成绩和实验报告质量，团队能够客观评估教学内

容和方法的有效性。此外，通过分析学生对各个教学单元的

掌握程度，教师可以调整课程内容，增加或减少某些模块的

教学时间。

（三）教学研讨会的定期举办与持续优化

为了确保教学内容和方法与工程教育的最新发展保持

同步，项目团队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邀请教育

专家、行业工程师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师参与，他们共同讨论

教学改革的进展、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这

种跨学科的合作和知识分享，团队不仅能够吸收最新的教育

理念和教学技术，还能够从行业实践中获取灵感，进一步优

化课程设计。这种持续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优化过程确保了

教学活动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工程技术领域的需求，同时也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就业竞争力。

六、结语

通过本研究的实施，预计将极大地提高《模拟电子技术

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该项目不仅针对

传统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提出了创新的解决

策略，还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强化了学生的实验操作和问题解

决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融入思政教育，本项目也成功地

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怀，为电子工程领域培

养了既具备坚实专业知识，又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新型工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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