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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程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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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融合了“模拟电子线路实验”和“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两门实验实

践课程，将两者的内容和教学目标融合在一起，提高了创新设计型实验的比重，能有效锻炼学生的创新设计

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从新课程教学设计的角度阐述了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评价方

式的制定与预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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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of " practice for electronic circuit setting and deb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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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course，" Practice for Electronic Circuit Setting and Debug-
ging"，which is syncretized with " Analog Electronics Circuits Laboratory " and " Electronic Circuit
Setting and Debugging " ． It combines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aims of both courses，therefore this
new course is comprehens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teaching aims，contents，instructive methods，
evaluation for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expecting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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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6 级起，浙江大学在本科招生方式和学生

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即按大类进行招生

和培养，课程按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个性

课程等分类，因此，相应的专业培养计划就要做出调

整。同时由于学科的飞速发展，课程本身也要作出

适当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二年级后的暑期短

学期新开设了“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这门实

践课程。以前在二年级下学期开设“模拟电子线路

实验”实验课，而在二年级后的暑期开设“电子电路

安装与调试”实践课。“模拟电子线路实验”课以广

播操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做一系列规定的实验项目

和实验内容，多数为验证型实验，设计型实验项目较

少。“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虽然是设计型

实验项目，但仅限于理论设计，实际动手安装和调试

的内容是事先统一准备好的实验套件，缺乏真正的

个性化创新设计训练。“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

践”融合了以前的“模拟电子线路实验”和“电子电

路安装与调试”两门实验实践课程，将两者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目标做了更新与提高，增加了创新设计

型实验的比重，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与主

动实验意识，有效地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设计

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本文阐述了该课程的教学设

计［1 － 2］，即该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效果评价方式的制定与预期的教学效果。

1 教学目标与内容的设计

1． 1 教学目标

一项教学活动首先要制定其目标，而后所有的

活动细节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而展开。那

么如何制定“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程的教

学目标呢? “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程是在

学生学习了“模拟电子线路”课程后学习的第一门

有关电子电路的实验实践课程，紧随其后还有许多

有关电路的实验课程，它是这些实验课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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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课的教学目标有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实验加

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巩固已学的电子电路的理论

知识，同时把已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用理论来

指导实践，培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互
为促进的思维意识。二是了解电子电路实验中常用

电子仪器的原理，学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随着学

习的深入，后续还有许多电子电路方面的实验实践

课程，在这些课程中都要使用这些常用的电子仪器，

为了后续实验课程的顺利进行和以后工作的需要，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必须了解常用电子仪器的

基本原理，熟练掌握这些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三是创新意识和工程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是要

去创新研发、设计新电路、设计新产品，因此在进行

电子电路实验教学的时候，电子电路的设计方法是

学生必须要掌握的; 同时设计的新电路还要通过实

际调试来完善，所以电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方法也

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四是计算机作

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在电子电路的设计中已引入计算机辅助设计，并实

现了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作为一个电子工作

者，掌握 EDA 软件的使用并借助计算机进行电子电

路设计是电子工程师的基本素质，所以，本课程还要

让学生基本掌握用当前流行的 EDA 软件设计电子

电路的方法［3 － 6］。
1． 2 教学内容设计

基于上述教学目标，本课程应包含以下的教学

内容。
( 1) 常用电子仪器原理介绍与使用培训。重点

是仪器使用培训，并把该内容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实

验教学过程中，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实践训练能熟

练地掌握这些仪器的使用。
( 2) 常用 EDA 软件的介绍及使用。例如电子

电路仿真软件 Multisim、ORCAD，印刷电路板设计制

造软件 Altium Designer 等。要求把这些软件应用到

各实验电路的分析、设计中，在实践中逐步掌握其使

用，并为实验操作提供仿真分析数据。
( 3) 设计型实验。基本单元电路及多级放大器

的设计与实验调试。设计一些常用的实验电路( 如

单级放大器、小信号多级负反馈放大器、差分放大器

等) 及实验方案来验证理论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重要

知识，加深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设计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过程中，首先要设

计实验方案，其次用 EDA 软件进行实验电路的设计

与仿真研究，然后搭建电路进行实验研究，并把实验

测试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 4) 创新型综合设计实验。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从实验课题选择、器件选择、电路设计到

安装调试的整个过程采取学生自主和自助实验、教
师指导、督查和分阶段验收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设

计并制作一个规定性能指标的电子电路小系统，并

通过调试来达到所要求的指标。该实验有多个课题

选择，学生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课题来做，也可自主选

择其他难度相当的课题来做。这部分实验内容一方

面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概念，以整体的系统来考虑

问题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了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7 － 9］。

2 教学效果评价与预期的教学效果

2． 1 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的评价是评价学生学习了本课程后是

否达到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效果评价要注重

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在关注实验最终结果

的同时更应强调整个实验过程的表现、实验操作的

熟练程度和阶段性结果［4 － 5］。围绕本课程的教学目

标，我们设计了以下的评价方法，分别在适当的时机

进行，综合这些方面的评价结果，能够反映出学生获

得的学习效果。
( 1) 教师随机给定一个测试项目，要求学生用

指定的仪器调整好仪器的工作状态，快速而正确地

完成测试项目内容。
( 2) 给定一个设计项目，要求学生用 EDA 软件

( ORCAD) 设计一电路，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使电

路的技术指标达到规定的要求。然后搭建该电路并

进行调试，使实验电路符合设计要求。
( 3) 每个实验结束时进行现场验收与提问，考

察学生对该实验知识点的理解与实验完成情况。
( 4) 创新型综合实验的评价采用分阶段检查验

收的方法，对每一阶段的结果进行评价。例如: 对实

验的理论设计、PCB 板设计、电路焊接、调试过程、最
终结果等单独进行评价打分。

( 5) 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是对所做实验的一个

全面总结，把实验进行前的预习和准备、实验中的遇

到的问题与解决措施、实验得到的结果及体会做一

个全面综合的分析与提炼，是实验课的继续和提高。
通过撰写实验报告，使知识条理化，可以培养学生综

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实验报告的质量反映了学

生的综合实验素质。

2． 2 预期教学效果

学习本课程后，学生应达到以下的学习效果。
( 1) 了解常用电子实验仪器的原理，掌握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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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使用方法，对于某实际测试项目能正确选择

测试仪器并熟练而快速地完成测试项目内容。
( 2) 学会当前流行的 EDA 软件( 如 ORCAD、Al-

tium Designer) 的使用，初步掌握使用这些软件进行

电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 3) 掌握电子电路的实验方法，能够设计电子

电路实验的实验方案，规划实验步骤，掌握实验要

领，排除实验中出现故障。
( 4) 能够自行分析实验结果，判断实验结果的

真实性与可靠性。
( 5) 掌握电子电路设计、制作与调试方法，能够

进行一些小系统电路的设计、制作与调试。创新意

识增强，工程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10 － 11］。

3 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贯穿于整个

教学活动中［3 － 4，11］。实验课的实施通常的做法是实

验时间和学生都是事先像理论课那样安排好的，在

每次实验课的开始阶段先集中由指导教师讲解本次

实验的原理、实验要点、实验步骤和实验注意事项

等，然后学生开始进行实验。这样的实验教学方式

虽然便于实验的安排、管理和指导，但不利于发挥学

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也不能为学生提供课外的实

验条件。“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这门实践课

程，我们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在讲解常用电子仪器

的原理和 EDA 软件基本使用后，以开放实验的形式

进行实验实践教学，学生自主进行实验，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安排实验的时间和实验内容，教师进行现

场指导。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教师起主

导作用。为了取得好的实验效果，达到课程制定的

教学目标，指导教师还要提供多种教学指导资料、采
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同时对

学生也要提出严格的要求和实验进度安排。
因为是开放实验，在某一时间段学生的实验时

间和实验内容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互相之间是不一

样的，教师不可能也不会在实验开始前把学生集中

起来讲解某实验的过程。因此，在教学手段上，除了

教师的现场指导外，还必须提供丰富的实验指导资

料，拍摄一些实验视频短片和制作一些多媒体实验

课件作为辅助教材，这些材料必须放在网上，供学生

随时下载学习。在教学方法上除了一般的实验教学

外，可以在适当的时间组织学生开展交流与讨论，以

提高学生的实验兴趣和实验效率。
开放的实验对学生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进实

验室之前学生必须预习实验内容，设计好实验步骤，

预期可能的实验结果，写出实验预习报告。坚决杜

绝没有预习的盲目实验。在完成基本的实验教学内

容的前提下，提倡和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和自主设计

实验。
总之，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本课程目标的实现。

4 结束语

经过近几年约 1000 名学生的教学实践，教学效

果良好，学生在实验报告的心得体会中普遍反映该

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合理，从理论分析设计到实际搭

建电路与调试，每个实验都要经历一个全过程，使得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搭建电路与调试过

程中学习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锻炼

和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在

实践过程中学习并掌握了常用仪器和 EDA 软件的

使用，达到了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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