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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1月16日到18日，第三届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在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宾馆隆重召开。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质量工程背景下的电工电子课程建设”。
来自电子与电气信息领域的院士、专家、名师及全国200多所高校的500余位电类课程一线教师参加了
论坛。
本届论坛围绕质量工程建设这一主题通过专家解读、分会场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本届论坛有幸邀请到北京理工大学王越院士、南京大学郑有蚪院士、东北大学柴天佑院士作了精
彩报告。
王越院士的报告题为“信息领域大学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发展讨论”，他从哲学因素、心理学因素、社
会学因素等方面深入阐述了信息领域专业基础课程及教学的发展改革中的若干问题，极具启发意义。
郑有蚪院士、柴天佑院士分别就信息领域中微电子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电类课程教学
提出的相应要求作了阐述，使参会代表受益匪浅。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质量工程，为此组委会特别邀请了几位专家从多个角度谈了他们在质量工程建
设中的深刻认识和体会。
报告内容涵盖了教学资源建设、精品课程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等，都是一线教师最关心的质量工程建
设内容。
其中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杨祥作了题为“质量工程中优质教学资源建设的探索与思
考”的报告、南京工程学院陈小虎院长作了题为“多元化、多样式产学融合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的报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曾兴雯教授作了题为“质量工程与电工电子课程建设”的报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申功璋教授作了题为“分类指导，加强基础，培养创新人才”的报告、西南交通
大学杨儒贵教授作了题为“以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报告。
专家们的解读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为与会代表呈现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盛宴。
　　在开设的三个分专题会场上，与会代表分别就教学资源建设、课程建设和实验教学的内容进行深
入的交流和讨论。
更多的专家、教授和一线教师登上讲台，与代表分享经验和体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新增了立项课题研究项目，论坛组委会从征集到的立项申请中评选出八
个当前最受关注、具有较好基础的项目作为本届论坛的立项课题研究项目。
作为立项课题研究的成果汇报，八位项目负责人在分会场上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引起了现场的强烈反
响。
代表们在取经验、提建议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示出对立项课题研究积极参与的愿望。
　　论坛将立项课题研究、大会报告、分专题报告和讨论、书面论文交流以及自由交流有机融合在一
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促进电类课程教师的交流、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总结和交流此次论坛的成果，本文集将第三届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的3篇特邀报告
、8篇立项课题研究报告以及从所收到的百余份论文投稿中遴选出的57篇优秀论文结集成册，予以出版
。
　　自2005年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创设以来，始终秉承为广大电类课程教师服务的宗旨，不断凝练
主题、精选内容，使其真正成为植入教师心灵的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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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2007）》是2007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
坛”的论文集，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和交流此次论坛的成果而编辑出版的。
文集共收录论文68篇，其中特约报告3篇，大部分是作者根据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论坛
立项课题研究项目论文8篇，论述了本届论坛所确立的8项立项课题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另外收录投
稿文章57篇。
这些文章都是经过论坛组委会专家评审确定的，围绕“质量工程”的建设主题进行的交流和探讨，内
容涉及精品课程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实验与实践教学研究、电工电子课程教学体系研究
、国外电工电子课程设置及教学情况介绍及基础课程双语教学探讨等。
论文集的出版对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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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具有理科特色的电工电子课程质量建设少学时“电工学”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数字电子技术”的教学
实践与思考感受英国高校的课堂教学模式Proteus在“模拟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电路分析基础”
教学中的新概念与新方法探讨——基于VC实现网络图论算法的可视化演示课件“电工电子技术”教学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电气信息类电工电子系列课程的改革与探索浅谈教师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模式电工电
子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施“电工电子技术”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探索与研究电气信息大类专业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电路分析”课程教学内容及模式高校基于网络信息技术教与
学新型模式的研究和初步实践深化教学方法的改革打造精品“电工学”课程“电机与拖动”课程多媒
体课件的研制及相关思考“电路原理”课程采用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探讨提高实验层次和内涵，利于培
养创新人才“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方案“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启发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实验数据分析——“电工学”教学及实验的质量保障“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模式与学生思想状况
的探索与实践“电路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历程与展望电气信息类“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信
息化教学模式下的“电子技术”教学改革“模拟电路”多媒体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电工电子”多媒体
教学探讨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2007“电路”课程教学状况及其与工程应用融合的教学方法研
究“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几点建议电工学实验教学“金字塔”模式的改革与构
建浅析“电子技术基础”课的教学方法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连续系统零输入响应初始条件的处理关于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双语教学的思考开展分层次创新活动，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对高教教学改革的启示因材施教虚实结合，电子电路课堂教学初探电工理论：培养电类人
才通才教育的必修课——电工理论课程在电类人才培养中作用的研究MATLAB在“信号与系统”课程
教学中的运用电工电子实践教育评估研究再谈“数字电子技术”教材中的符号和电路名称问题电路教
学资源库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开展“电路理论”双语教学，培养电学科复合型人才电工与电子技
术实验室电气危险因素分析与隐患问题探讨基于Multisim8的虚拟电子实验台在数字逻辑实验中的应用
“电子线路基础”实验设计与创新意识培养电工电子课程实验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电路”课程的教
学探索与实践电工电子虚拟实验室的设计及实现基础课程开展双语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创建国家电
工电子教学示范中心的探索与实践谈电工实践训练为学生编写合格的教材——编写教材的经验点滴国
内外在把MATLAB用于信号类课程教学中的差距——论科学计算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电工电子类工程应
用型人才培养研究以新技术类课程建设为龙头，促进学生的自学和创新能力提高关于嵌入式教育实践
的一些探索“oaten与电磁波”双语教学的探讨与实践以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课程的
教学质量基于MATLAB的“信号与系统”实验课程的实践与设想改革电工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
创新能力“发现学习”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数字信号处
理”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电工学”课程建设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开放性网络化电工电子实验系
统的建设与实现深化“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改革　全面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高等学校电工电子教学资
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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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电工电子课程质量建设（理论课程）3.1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独立设课，且均为必修课　　电工
电子基础课程包括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
理论课程有微电子与电路基础、电路分析原理、模拟电子线路和数字逻辑电路，实验课程有基础电路
实验、模拟电子线路实验和数字逻辑电路实验。
实行理论和实践教学独立设课，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体系。
　　其中“微电子与电路基础”课程为全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是学院成立以后新开设的课程，其
目的是让学生对器件和系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该课程既为将来打算学习计算机方向的同学打开了一个了解电子电路世界的窗口，又为将来打算学习
电子方向的同学打下了良好的整体概念的基础。
在讲授理论课程的同时辅以“基础电路实验”，这种将“系统”的概念在学习的初期就注入学生大脑
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和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例如MIT）不谋而合。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断地将以往的尖端科学转化为今天的普及知识。
因此，在课程的知识点和面方面，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同时及时修订必修课的教学大纲。
3.2注重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的教学队伍　　经过四十多年、三代教师的不断努力，电子学系已经形成
了有规模、有水平、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
这个队伍重视基础课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学风和学术思想活跃的优良传统，理论水平较高，实
践能力很强，治学严谨、勤恳敬业。
其中许多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同时也是国家科学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他们结合科研的生动教
学，深受广大同学的爱戴。
3.3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他们大都具有博士学
位，有的还是从国外回来的精英。
他们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思想活跃，具有拼搏精神，已经成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科研和教学的
骨干力量。
但是，由于年轻教师任课时间很短、缺乏教学经验，必须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教学工作的需
要，保证我们的课程质量，特别是要继承和发扬一些老教师建立起的优秀品牌课程。
为了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配备合理的教师梯队，以老带新。
　　王楚教授在全国率先建立起适合理科学生的电路类课程，并编写了一系列面向21世纪的教材。
继王楚教授后，余道衡教授又继续电路课程的建设，使电路分析这门重要的电子类基础课成为北京大
学的优秀课程，余道衡教授又培养了胡薇薇接替这门课，现在胡薇薇教授已经承担起这门课的教学重
担，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2）建立青年教师开课的申请和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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