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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校公共电子学实验课的教学改革

卢贵主
(厦门大学 电子工程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面对 21世纪 ,对传统公共电子学实验教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阐述了我校在实验手段、方

法及管理方面进行的改革 ,提出了对电子学实验课教学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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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forming of Public Electronic Experiment Courses

LU Gui-zhu

( Dept. of Elect ronic Eng. , Xiamen Univ. ,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onfronting the 21st century, i t is urg ent and necessary to refo rm the t raditional method o f public

electronic experiment courses. Some refo rming in experiment tools and methods and in management w as repo r-

ted in this paper, and also some suggestions w ere put forw ar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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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培养适应信息技术革命的 21世纪 IT界人

才 ,是学校教育面临的严峻而紧迫的任务。尤其是公共

电子学实验课 ,作为电子类相关课程的辅助教学和实

训手段 ,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实验加深对概念、原理的理

解 ,弥补课堂理论教学的不足 ,并可为以后专业学科打

好基础。熟练地掌握电子电路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是从

事 IT技术的基础。然而 ,传统的公共电子学实验是完

全采用常规的元器件进行硬件连线测试 ,大多采用面

包板。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器件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以及

由于接线不好而烧坏芯片、电源等 ,学生的实验课时得

不到有效的利用 ,因而影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与

提高。 另一方面 ,由于受仪器设备和元器件品种、数量

的限制 ,有些实验根本无法进行或是效果不甚理想。传

统实验的另一个缺点是学生在实验中经常处于被动地

位 ,整个实验学生们就好比是操作员——只动手 ,少动

脑 ,因传统的实验多是一些验证性实验 ,学生只要按照

实验讲义“照葫芦画瓢” ,就可得到预期的实验数据。

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在公共电子学实验中做了如

下一些尝试和改革 ,实践证明效果良好。

1　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体制

由于电子学实验室面对的是全校各系、各专业各

年级的不同的学生 ,如果没有严格科学的管理 ,对于每

年一千多人次的学生实验将混乱不堪。为此 ,我们制定

了如下的规章制度: ( 1)全实验室教师集体备课。每周

安排一次 ,由各主讲教师讲解本周实验出现的问题 ,使

各辅导教师统一指导思想。 ( 2)实行实验登记卡制度。

每个学生进实验室均发一张实验登记卡 ,作为该生每

次实验的档案 ,由指导教师登记该生在每次实验中的

预习情况、实验操作、实验思路及表现 ,作为该生实验

成绩的一项依据。 ( 3)实行各阶段考试制。每阶段实验

训练结束后 ,对学生进行阶段考试 ,每生随机抽一份考

题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考题要求的实验内容。不通

过者必须重修。

2　采用多种教学手段 ,提高实验效率

学生刚开始学习电子类课程时 ,对于二极管、三极

管以及一些集成器件的概念非常抽象 ,为了让学生建

立感性认识 ,我们仍然安排一些验证性的硬件连线测

试实验 ,这些实验使学生对常用元器件、面包板、各种

实验箱以及一些常用仪器设备有一个初步印象。然后 ,

将计算机引入公共电子学实验室 ,充分利用计算机的



虚拟操作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仪器技术和通信技术

相结合 ,开创了用“虚拟仪器”、“虚拟器件”在计算机上

进行电子设计和实验的新方法 ,这种虚拟电子实验技

术 ,正在改变大学公共电子学实验的概念和手段。

EWB虚拟电子实验台是利用电路仿真软件来进行硬

件实验的平台。由于仿真软件可以逼真地模拟各种电

子器件以及仪器、仪表 ,利用它就可在计算机平台上进

行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课程的各种实验。结合电路板

自动布线软件便能实现电子电路与系统的电子设计自

动化 ,在计算机上做电子电路实验所用的器件 (包括型

号、参数 )、测试的仪器仪表、信号源、导线以及电路连

接件等都可以用软件实现。 和传统的电子电路实验相

比 ,虚拟电子实验台具有以下特点: ( 1)功能全。实验

用的元器件及测试仪器、仪表齐全 ,可以做各种类型的

实验。 ( 2)成本低。实验不消耗器材 ,实验所用的器材

种类和数量不受限制 ,还可为学生提供普通实验室无

法接触的高档仪器 ,如逻辑分析仪等设备的仿真。 ( 3)

可以方便地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利用打印机可直接

打印输出实验数据、测试曲线和电路原理图。 ( 4)实验

速度快 ,效率高 ,易学易用 ,便于观察分析 ,有利于学生

开展各种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

例如 ,一个典型的 RC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观察

Av F小于 1;等于 1及大于 1三种情况下停振、起振及

失真现象 ,在传统的实物实验中 ,普通的示波器根本无

法捕捉到起振的过程 ,而在 EWB的环境界面下进行

仿真实验 ,利用瞬态分析可以非常清晰、形象地观测到

Av F略大于 1(越接近于 1,起振过程越慢 )时电路起

振的全过程 ,如图 1所示。给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而又

形象生动。弥补了理论很难讲清楚的缺陷和不足。 可

图 1　 RC正弦振荡电路在 AvF略大于 1时的起振过程

见 ,采用实物连线和计算机仿真两种实验手段相结合

的方法 ,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 ,扬长避短 ,效果显著。

3　采用多种实验手段 ,注重培养综合应用能力

　　通过上述实验后 ,学生利用 EWB在计算机上设

计一些简单的电路 ,比如“单管放大电路” ,要求测试并

完成一定的参数要求 ,在些基础上 ,让学生将这些电路

组合并设计完成一个小型的系统电路 (如防盗报警

器 ) ,然后用常规器件实现 ,当然其中一定要包括“拿烙

铁”这一步 ,如:焊电源、O TL功率放大电路等。最后将

实验进行归纳总结 ,写出一份综合性的实验报告。 这

样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 ,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

硬件设计能力和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 ,从而提高科学

实验水平。同时 ,通过计算机完成电路的功能设计、性

能分析、时序测试以及印刷电路板的自动布线 ,使学生

了解 EDA技术进行产品设计的基本过程。

另外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于工具课程的应用

能力 ,我们在所有的计算机上安装了英文操作系统。这

样 ,一方面使原版的仿真软件和操作系统具有良好的

兼容性 ,另一方面 ,强迫学生应用并适应纯英文的环境

和系统。目前大部分的电子设计方面的软件都是英文

界面 ,几乎无一汉化。 为了强化同学门的专业英语 ,更

有利于将来在业界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和国际接轨。

这样的做法对同学是极有好处的。

通过几年来对实验教学的改革和实践 ,我们以提

高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为出发点 ,加强了公共电子

学实验的教学环节 ,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进行实

验技能训练的积极性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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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如何取得资格证书
上海市教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联合发出通知 ,在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中 ,实行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

的制度。 高等学校学生要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高等学校的毕业生 ,要在完成必要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后 ,才能参加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组织实施的高校大学生职

业技能鉴定。鉴定合格的 ,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核发《上海高等学校职业资格证书》。高等学校在校生 ,必须在教学计划规定的时

间内 ,掌握一个或多个岗位 (工种 )的操作技能 ,并纳入学分管理。 学生在取得按行业或岗位群规定的岗位 (工种 )操作技能的学分

后 ,方可参加高等学校学生职业资格鉴定。鉴定考核的内容 ,主要包括工艺、管理、综合能力等方面。高校学生在获得《上海高等学校

职业资格证书》后 ,在本岗位工作 2年以上 ,还可申报包括技师在内的中级职业技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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