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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电子信息科学基础实验中心编著的《北京大学电子信息实验教学内容体系》总结了北京大学
十年来电子信息实验教学的经验与成果，详细介绍了具有理工相结合特色的电子信息类本科生实践能
力培养体系、电子信息实验课程体系和每门实验课程内容。

《北京大学电子信息实验教学内容体系》共分为5章，包括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体
系、电路基础层次实验课程内容、综合设计层次实验课程内容、研究创新层次实验课程内容和专业基
础层次实验课程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从事电子信息实验教师的参考资料，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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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中期检查　　本科生四年级第二学期不排课，让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毕业论文。
由于实际的毕业论文工作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为了使学生能在论文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把毕业
论文作为一项真正的研究工作，避免答辩前突击，学院规定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中（每年4月份）进行
毕业论文中期检查，由学生和导师共同填写“毕业论文中期检查表”，主要是对照毕业论文开题审核
表中提出的论文内容和要求进行检查，说明已经完成的内容、存在的问题以及后续的任务。
　　3.论文答辩　　论文的撰写和论文答辩是毕业论文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学术写作和表达能力的
基本训练。
在四年级开学初学院给出一个毕业论文工作安排的时间表，明确论文提交时间、规范论文格式、给出
论文成绩的评定标准以及论文答辩的安排。
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分为2个阶段，分别为各研究所组织的学生分组答辩和学院评选优秀论文和十佳
论文的答辩。
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各研究所组织的分组答辩。
一般根据研究方向和学生人数分组，每个小组的答辩委员会由3～5名教师组成。
根据学生的论文工作量、论文水平、是否有创新性成果（如发表高水平论文、申请专利等）、论文撰
写是否符合规范以及答辩时的表述能力，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评定，给出毕业论文成绩。
毕业论文成绩分为：优、良、中和不及格4个等级。
小组答辩只能确定良、中和不及格的成绩，对于小组评为优的论文还要经过学院组织的答辩来评定。
每个小组可以推荐30%左右的学生参加学院评选优秀论文和十佳论文的答辩。
学院根据2个大的方向：计算机和智能、电子和微电子，分别组成答辩委员会，各个答辩小组推荐上
来的学生根据2大方向分成若干组进行答辩，根据评定标准每位专家分别给出每个人的论文成绩，然
后小组的答辩委员经过讨论确定每个学生的成绩，其中会有少数学生论文成绩评为“良”。
在评为“优”的学生中再推荐出学院十佳论文。
对评定为优秀论文和十佳论文的学生在学院内张榜公布（十佳论文的导师也公布），并对获得十佳论
文的学生给予奖励。
　　总结学院的毕业论文工作主要有以下4个特色：　　（1）毕业论文选题绝大部分来自教师的科研
项目，研究内容先进，具有实际意义。
　　（2）本科生深入到研究室参加实际的科研工作，受到了很好的科研能力训练，从查阅文献r解某
一研究方向的最新动态，到提出研究计划和方案，经过实际的操作、实验、测量等训练了动手能力。
　　（3）在每个实验室都形成了导师、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研究梯队，自由的学术讨论风气和严
谨认真的研究气氛，使本科生感受到良好的学术氛围的熏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
　　（4）对本科生毕业论文要求严格、管理细致，使本科生和导师都非常重视，认真对待。
这是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水平的基本保证。
　　由于学院对本科生论文要求和管理严格，也由于评选优秀论文和十佳论文的激励机制，学生在毕
业论文工作中投入了很多精力，毕业论文水平逐年提升。
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有创新，取得了卓越成果。
学生通过参加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论文，不少本科生还参与了专利申请。
本科生在重要国内外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逐年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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