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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路”课程理论性、概念性和抽象性强，对数理基础要求高，大班授课相对枯燥。对此，课程建立了相对丰富的线

上线下教学资源，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改善和提升教学效果。同时，对部分教学内容采用翻转课堂教学，通过小班讨论形式，

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分析计算、实践研究、科研协作、总结归纳和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专业兴趣。教学内容

设计上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在讨论专题设计上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引发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深入思索，形成学

生自主学习机制，培养专业人才所需的工程意识和科学作风。

Abstract: “Circuit” course has strong theoretical, conceptual and abstract nature, high requirements for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and large class teaching is relatively boring. In this regard, the course has established relatively rich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resources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 through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ans. At the same tim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is adopted for some teaching contents. Through the form of small class discussion, students are the main body to cultivate 

students’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practical research,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summar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so as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professional interest.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reflects the high-level, innovative 

and challenging nature, and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into the design of discussion topics, so as to 

trigger students’ in-depth thinking on releva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orm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mechanism, and cultivate 

the engineering consciousness and scientific style required b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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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发

展形势，提出要深入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高等教育承

担着立德树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栋梁的责任 [1]。

“电路”课程是电子信息类本科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提

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

用型人才尤为重要 [2]。课程理论性、概念性和抽象性强，对

数理基础要求高。而普通本科院校工科学生数学基础差异

大，很难达到相对理想的学习效果。传统课堂教学存在思政

元素融入不深入、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理论与工程应用联

系不紧密、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3]，适应新工科 [4] 建设

需要，推进课程教学创新，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和

方向。

高校教师在疫情的影响下，开始了课堂教学方式和教学

理念的变革，借助于多媒体信息技术开展网上信息化教学实

践活动，教师和学生对线上教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逐渐提 

高 [5]。笔者所在学校“电路”课程教学团队在教学改革的道

路上不断探索，将多种智慧教学工具引入课堂教学和课程管

理中 [6]，建立了相对丰富的线上线下教学资源，通过多种教

学手段改善和提升教学效果。引入“大班上课，小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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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教学模式 [7-8]，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内容设计

上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在讨论专题设计上融入思

政元素，引发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深入思索，形成学生自

主学习机制，培养专业人才所需的工程意识和科学作风。

2 课程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
课程教学团队重视电路原理与数学模型的结合，形成了

以课程设计为基础的创新实践教学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班

讨论”式翻转课堂教学两大特色，在本课程建设中逐步形成

如下教学理念。

2.1 数理思维、技术应用和思政教育与知识、能力

与素质融合——实现“高阶性”

2.1.1 数理思维渗透
在具体电路中充分渗透相关数学模型和物理概念，培养

学生以科学原理而非经验思考来解决工程问题；数学不仅作

为解题方法使用，更要在翻转课堂小班讨论中作为思维方式

和设计思想研讨论证的主要工具。

2.1.2 技术应用渗透
在理论讲授同时设置专门实践环节充分渗透设计方法、

工具和应用案例，不仅作为课程设计解题手段，更是学生验

证理论，培养兴趣、信心和习惯的来源。

2.1.3 思政教育渗透
小班讨论课中的通信技术发展、无线电管理和信息技术

安全等讨论题目，处处不露痕迹地渗透了统领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下的商学素养、工匠精神、法治意识和创新意识，

融入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三个渗透”保证了学生课程中所学内容和所遇问题是

初步具备应用与理论契合特征的工程问题；既有所学所做的

理论和设计，又有所思所想的人生感悟，获得知识与思想双

丰收，体现课程教学“高阶性”。

2.2 “三个多样化”突出时代、个性与主动—尝试 
“创新性”

2.2.1 题目任务多样化
课堂教学实现课程的共性要求，翻转课堂讨论与课程设

计则因材施教，以题目选择、任务分工等方式更多尊重了学

生兴趣、能力个性，引导学生思维创新和主动探究热情。

2.2.2 教学资源多样化
教学录像、教学课件、例题试题、引导性笔记、作业及

解答、设计资料等线上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全面丰富的学习

选择。

2.2.3 教学形式多样化
根据课程不同教学内容特点和教学要求，紧跟时代节拍，

充分发挥学习通、雨课堂等智慧教学平台优势 [6]，融入形成

性评价、PBL 方法、建构主义等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效果。

三个多样化使得课程基本要求相同情况下做到了任务、

形式、资源多样，保证了课程的创新性。

2.3 “三扩展四结合”兼顾深度、广度与应用——

提高“挑战度”
在课程教学中，注意课堂教学内容、翻转课堂研讨题目、

课程设计题目三个方面向深度和应用的扩展，使教学内容有

挑战、有难度。

本课程的组织实施（如图 1 所示），是依托两个横向主

轴（理论教学环节 + 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两类教学

资源（线上资源、实践教学资源），以翻转课堂小班讨论、

课堂教学内容关联、分析设计工具、评价体系、思政教育融

合建立两主轴之间的纵向关联，帮助学生完成从数理知识到

专业技术理论之间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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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组织实施过程框图

3 翻转课堂小班讨论教学模式
结合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共设计了 6 类“小班讨论”题

目，依据教学进度和课时安排，每个教学年度开设 4~6 次

翻转课堂小班讨论课。

3.1 教学组织过程

3.1.1 课前准备阶段
教学团队按照讨论题目指引，通过学习通提前布置给学

生。至少有一个讨论题目中有思政元素引导，激发学生对于

行业法律法规、大国工匠精神等方面的思考和探讨。

3.1.2 课前预习阶段
学生根据兴趣点自由结组，学生小组通过任务分工、查

阅资料、讨论分享等课下预习环节，形成专题共识。

3.1.3 课堂实施阶段
课堂实施过程包括现场抽签、小组讨论、公开分享、学

生答题和教师点评五个环节。现场抽签确定分享顺序和人

选；小组讨论也即组内讨论分享环节；公开分享由中签学生

上台讲解，要求台上学生插入练习题和课堂互动，以督促台

下学生提高听课效果；点评教师对每组分享内容进行知识点

评和应用拓展。

3.2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查阅资料使学生熟悉“电子发烧友”“CSDN”等科

技论坛，掌握科技文献资源查阅和获取能力；分享课件制

作，使学生学会科技文档的撰写、组织技巧，提升 PPT

制作能力。基于学习通平台进行学生分组管理、作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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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等教学过程。

3.3 成绩考核方式
小班讨论成绩主要由教师评分、组间互评、组内互评、

学生自评和现场加分等四项组成，可以预设各项评分为不同

权值，讨论课总成绩乘以对应权重计入课程期末总评。

4 教学评价和学情反馈
课程评价涵盖了章节小测、课前小测、课前预习、课堂

练习、课后作业、学习指导作业、引导性笔记、期中考试、

实验教学、课程设计等各个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全部在

教学过程中纳入教学评价范围，而且全程可见，使得知识、

能力素质目标充分量化，落到实处，形成反馈。平时总评和

期末考试成绩按照 6 ∶ 4 的比例组成本门课程的期末总评

成绩。

每个教学周期结束后，课程组通过发布调查问卷进行学

情调查。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归纳，以及 2020—2021 学年第

一学期的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单选题问卷调查结果

学情调查内容归纳 题目序号 正面评价率 中性以上评价率
对课堂理论知识的加深

理解

1 51.5% 98.0%
2 46.5% 95.0%

对于拓展知识面和提高

自主学习能力

3 78.2% 99.0%
4 82.2% 100.0%
5 86.1% 98.0%
6 65.3% 96.0%

对于培养或激发学生的

专业兴趣

8 56.4% 91.1%
9 50.5% 92.1%

新教学模式对学生相互

沟通和协作能力的培养

7 84.2% 97.0%
10 79.2% 100%
11 75.2% 99.0%
12 76.2% 99.0%

5 结论
“电路”课程作为电气信息类新工科建设的基础课程，

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中处于重要地位。课程教学团队结合普通

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学生特点，针对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

各种问题，融合课程思政理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线上

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坚持“以本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开展“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合作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

设计上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在讨论专题设计上融

入思政元素，引发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深入思索，形成学

生自主学习机制，在知识传授中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思维，提

高职业素养，培养家国情怀，弘扬工匠精神。构建形成性、

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学情反馈，发现问题，调整方

法。在培养和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上，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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