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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传统讲授式教学过程中, 学生主观能动性差、 参与度不够高, 因而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

训练上, 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进行了通信电子线路课程实践性环节的项目式教学设计与实施, 实践证

明, 基于项目教学法进行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 能够使学生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学习及实训, 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学习能动性, 是提本科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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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ces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urse,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s
 

poor
 

and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enough,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good
 

teach-
ing

 

effect
 

in
 

the
 

study
 

and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n
 

the
 

project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actical
 

link
 

of
 

the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circuit
 

cours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based
 

on
 

the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can
 

enable
 

students
 

to
 

study
 

and
 

practice
 

with
 

purpose
 

and
 

task,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udents’
 

subjective
 

learning
 

ability,
 

which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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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指出,本科教育是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基础。 在高校的教学和实训

中,目前还较多地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在教师

满堂灌的授课过程中,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动性较差,
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上课精神不集中,干些与课程无

关的事情,本科教师的授课还存在教学方法上的改

进空间。
本文以“通信电子线路”课程为例,进行该课程

实践环节的项目式教学法设计和实践,在获得了良

好教学效果的同时,总结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做法和

体会。

1　
 

项目式教学法分析

项目式教学法,是指授课教师根据本专业人才

培养需求,将所授课程提炼出一个个相对独立,且与

课程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等相吻合的项目

课题,交由学生选择并组建项目组进行项目实施。
项目相关信息的收集、专业知识的学习、技术方案的



设计、系统设计与制作、系统集成与联调等,都由学

生项目组自行完成。 学生项目组通过该项目的攻

关,能够主动去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所需的各项知

识,进行必要的技能训练,了解并把握整个项目实施

过程中以及每一个攻关环节中的基本要求[ 1-3 ] 。
项目教学法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主体,项目为手

段,教师为指导。 与传统讲授式教学法相比,项目教

学法更改了“先讲后练”的顺序,主张“先练后讲”,
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该教学法强调发

挥学生主观学习能动性,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知

识的获取和技能的实训,有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能力、创
新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 4- 5] 。

2　
 

项目式教学法设计与规划

“通信电子线路”课程注重电路的系统性,将整

个通信电子系统分为通信发射系统和通信接收系

统[ 6] 。 在项目式教学中,同样以通信发射系统与通

信接收系统为项目任务完成的核心。 一般地,从学

生的预备知识基础、课程总学时、实验室设备条件等

出发,进行项目课题设计,以供学生选题[7-9 ] 。

2. 1　
 

调幅发射机课题设计

调幅发射机的目的是将调制信号以幅度调制的

方式,加载到载波上,通过一系列信号变换,通过发

射天线向外发射出去。 因此,本课题以调幅信号、载
波工作频率,发射机功率等指标来衡量该发射机项

目的性能。
2. 2　

 

调频发射机课题设计

调频发射机的目的是将调制信号以频率调制的

方式,加载到载波上,通过一系列信号变换,通过发

射天线向外发射出去。 因此,本课题以调频信号、载
波工作频率,发射机功率等指标来衡量该发射机项

目的性能。

2. 3　
 

调幅接收机课题设计

调幅接收机的目的是从接收天线接收到的信号

中,通过混频器及幅度检波器,恢复出原来的调制信

号。 因此,本课题以本振工作频率、接收机灵敏度以

及频带选择性等指标来衡量该接收机项目的性能。
2. 4　

 

调频接收机课题设计

调频接收机的目的是从接收天线接收到的信号

中,通过混频器及鉴频器,恢复出原来的调制信号。
因此,本课题以本振工作频率、接收机灵敏度以及频

带选择性等指标来衡量该接收机项目的性能。

3　
 

项目式教学工作过程设计

项目式教学的理念,是让学生进入工程应用状

态,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

训练和学习。 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将课程内容深

入,学生在完成项目的同时,得到很好的知识和技能

训练。
3. 1　

 

选题环节设计

由于项目的开始阶段,学生对于实践项目未充

分了解,指导教师应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基础合理

设计课题。 教师在发布课题之前,应结合本门课程

的基础知识及其实际应用,进行综合指导性讲解,以
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课题。
3. 2　

 

项目组建设设计

以一班学生 40 人计,学生项目组每组 5 ~ 6 人,
分成 7 ~ 8 组。 每个学生项目组以一位学生作为项

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选题与申报,项目的组织与实

施,并开展后续的汇报和总结。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

本组学生特点、学习水平及其兴趣,进行合理化分工

安排。
3. 3　

 

项目开展的过程设计

项目开展过程全程由项目负责人组织。
首先,确定项目设计目标,进行项目方案设计、

系统设计、链路预算等项工作。
其次,选择合适的电路设计 / 仿真软件,进行电

路设计与仿真工作。
最后,进行电路制作、系统集成与测试,系统联

调成功后,向指导教师提出项目验收申请。
上述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发挥指导作用,注重

项目进行的过程性考核和结题答辩汇报考核,在学

生全项目过程中,结合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生产实

际,进行指导性教学。

4　
 

学生项目组项目实施

如图 1 所示,在以学生为主体的项目法实践教

学过程中,将学生项目组开展项目的过程主要按项

目实施模块、技能学习与训练模块及项目报告书模

块进行阐述。
4. 1　

 

项目实施模块

项目实施模块中,按书本研习、电路设计、电路

仿真、电路制作顺序进行。
4. 1. 1　 书本研习

项目组根据选题任务需求,通过课本学习、文献

借阅、资料互联网查询等手段,进行课本知识的书本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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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组按模块开展项目实施的过程

研习,并能够掌握项目涉及的基础知识和原理,能够

进行原理性论证与分析。
4. 1. 2　 电路设计

基于上述书本研习的成果,进行功能电路的系

统设计。 项目组重点掌握电路各元件参数的计算、
逻辑性分析、链路预算等重要电路要素的建模、学
习、训练和设计实践。
4. 1. 3　 电路仿真

基于电路仿真软件,建立功能电路模型,代入上

述电路各元件参数,进行电路功能的仿真;根据仿真

结果,及时修改电路各元件参数,优化电路结构和参

数,以得到最佳电路仿真结果。
4. 1. 4　 电路制作

根据上述电路仿真结果,得出优化电路设计后,
项目组开始进行电路制作,进入实验室进行电路焊

接,利用各种仪器设备进行电路调试。 完成电路制

作后,进行电路功能性展示。
4. 1. 5　 系统集成

根据上述电路制作的阶段性成果,将发射或接

收系统的各功能模块电路进行系统集成,集成过程

中解决耦合和匹配问题,进行全系统调试,以最终实

现全系统功能。
4. 2　

 

技能学习与训练模块

如图 1 所示,与项目实施过程各流程相对应,学
生项目组进行下述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
4. 2. 1　 原理解析

在书本研习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入学习电路基

本原理,分析基本电路功能,掌握电路的基础知识和

功能。
4. 2. 2　 计算分析

在电路设计过程中,学生能够基于电路原理和

功能,进行电路的基本计算和分析,深入理解和掌握

上述电路基本原理。
4. 2. 3　 电路分析

在电路仿真过程中,学生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够从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出发,进
行电路的科学分析和应用。
4. 2. 4　 测试联调

在电路制作过程中,学生能够使用实验室各器

材及设备,进行电路系统的测试,实际动手,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和动手能力。
4. 2. 5　 功能实现

在系统集成过程中,学生除了获得专业技能的

训练外,最重要的是该过程体现了“通信电子线路”
课程的核心重点,即通信发射机及接收机系统的信

号变换及其功能的系统性知识。 学生通过该过程训

练,能够深刻体会通信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功能,掌握

通信中的信号变换实质。
4. 3　

 

项目报告书模块

项目报告书模块是项目组进行阶段性进展总

结,及时分析阶段性得失和成果,以指导下一步项目

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项目实施质量,给予教师

进行项目评分的重要依据。 项目报告书模块主要包

括项目开题报告、电路设计报告、电路仿真报告、电
路图 / 制版图及技术总结报告。
4. 3. 1　 项目开题报告

首先,项目负责人代表项目组进行课程项目选

题。 其次,项目组撰写项目开题报告,根据所选课题

要求的功能实现、技术指标,撰写包括选题背景分

析、系统方案设计、技术路线实现、实验方案设计、团
队分工合作、核心芯片选型、主要技术指标、时间节

点安排等为主要内容的项目开题报告。 最后,任课

教师对项目组提交的开题报告进行可行性判断,提
出合理化建议,最终批准项目实施。
4. 3. 2　 电路设计报告

项目组完成各功能电路、分系统电路及系统电

路的原理图设计、链路预算和元件参数的计算。 根

据电路设计过程,撰写并提交电路设计报告。 电路

设计报告由指导教师提供统一格式要求和优秀范

本,提示学生的撰写要旨在于体现电路设计的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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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3　 电路仿真与分析报告

项目组对设计完成的电路原理图,利用 Multi-
sim 等 EDA 电路设计软件进行电路仿真,以验证所

设计的各模块电路、系统电路是否能够满足设计要

求。 参照通过仿真结果,进行电路的优化设计。 重

复进行上述两个过程,直至得出最佳电路设计方案

及其最优仿真结果。
在上述仿真及其优化设计的结果上,根据电路

仿真及其优化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撰写电路仿真报

告,并提交给教师。
电路仿真与分析报告由指导教师提供统一格式

要求和优秀范本,提示学生的撰写要旨在于体现仿

真结果的科学分析。
4. 3. 4　 电路图 / 电路版图

根据上述电路设计及电路仿真结果,进行最佳

电路的绘图制作,并制作电路版图,以送去工厂进行

电路加工。
4. 3. 5　 技术总结报告与实物

基于上述开题报告、电路设计报告、电路仿真报

告、电路图 / 电路版图,结合项目实施、技能学习与训

练的各过程,撰写项目的技术总结报告。 然后,进行

各功能电路的总系统集成,完成系统联调与测试,完
成最后的系统实物功能演示。 最后,项目组在结题

答辩环节,根据技术总结报告和实物系统的功能演

示,向指导教师进行汇报答辩,最终获得导师评分,
完成整个项目。

5　 结语

本科教学中,采用项目式实践教学,以课程衍生

出来的项目课题为载体,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为出

发点,强调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去训练,从而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做到学生的全员

参与,使全班学生的整体学习效率提高,而且使学生

的知识与技能学习,更贴近于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

养目标。
本文进行了“通信电子线路” 课程实践性环节

的项目教学法的设计与实践,提炼出一些有益的经

验和体会,以期在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进程中,提供

一些有益的教学方法改革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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