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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现代电子信息系统的

设计、应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当今大学电类

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电子技

术》课程是电类各专业入门性质的专业基础课，对

实践动手能力要求非常高，具有基础性、工程性、实

践性的特点。主要以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创新

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为主。《电子技术》课程也由此

展开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主要以提高学生对本课

程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为主要目标。

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具有较强的

电子工程设计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成为《电子技术》

改革的重要目标。笔者结合的教学实践谈几点体

会。

1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习主动性的必要条
件

“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对教师职业最好的诠

释。师者，领路人也，如果学生喜欢这个领路人，并

且愿意和其搭伴同行，一同披荆斩棘，一同探索未

知，那么学习之途将多么令人向往。在现代教育中

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光靠说教已

经无法达到教学目的了。现代教师的角色必须转

变，那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陈旧的思想观念必

须摒弃。微笑着和学生交流学习情况，让学生接受

你，在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激发内在的学习兴趣及求知欲，充分发挥学生

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提高学习的主动性。比如，在

课堂上应尊重学生任何观点，包括其错误的、过激

的语言和行为，微笑以对，引导其言行，让学生了解

到你是尊重他的，那么他将真正的接受你。所以，

建立良好的平等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取得成功

的保证。

2 教学内容的适当调整，必须适应现代电子

技术的发展
2.1 弱化分立元件的教学，增强集成电路的教学

电子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在不

断地更新。从晶体管电路取代电子管电路，集成电

路取代晶体管分立元件电路，到现在的大规模、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普及等，因而教学内容必须不断

的更新，才能跟上电子产品的发展[1]。在晶体管时

代我们可以重点以晶体管分立电路的分析为主，学

习电路中每一元件所起的作用及其工作原理。但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跃发展，今天已来到集成电路时

代，课程的内容重点应由分立元件转移到集成电路

技术。弱化分立元件的教学，增强集成电路的教

学，并把市场上应用广泛的集成电路加入到教学当

中，介绍其适用范围及工作原理，注重其在生产实

践中的应用，简化复杂的原理分析。例如，在介绍

译码器的时候，应弱化其内部逻辑原理的分析，课

时较少的情况下甚至直接介绍其外部特性，重点介

绍译码器的应用。如何设计利用译码器扩展存储

空间电路；如何设计利用译码器分时传送数据至总

线电路；如何设计利用译码器设计组合逻辑电路

等。

2.2 调整教学内容，注重知识点衔接

《电子技术》课程的知识面广，信息量大，课时量

有限。鉴于此种情况，必须依据宏观的培养目标，有

所侧重的选择，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如在介绍三极

管时，削弱甚至放弃对载流子运动规律的理论分析，

可以通过EDA教学在虚拟示波器上直观的看出微

小的基极电流IB控制得到较大的集电极电流IC，从而

得到IC=βIB的结论[2]。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学生陷入

公式的推导而忽略其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特性；另

一方面，将课时尽量分布在三极管的应用电路上，尤

其是三极管实用电路，如声光控电路[1]。

《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探讨*
张 娜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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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知识之间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使学生对各类知识融汇贯通、触类旁通

才是我们的教学目的，才更能顺应时代和科技发

展。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电子技术各知识点的衔

接。如介绍寄存器时，结合中央处理器CPU的构成

原理讲解，让学生觉得寄存器不再空洞，令其“有血

有肉”，内容饱满；在讲解计数器的时候，将其与显

示译码器、数码管等结合，综合设计测转速电路

等。在教授电子技术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组织知

识、应用知识的能力。

3 引入EDA技术，降低教学难点
EDA又称为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以计算机为工

具，通过EDA软件平台对电子电路、电子系统或芯

片进行自动化设计与开发的先进技术。EDA仿真

软件平台中都有丰富的元件库和虚拟仪表库，使用

者只需调用仿真元件，输入原理图设计文件，仿真

软件即可为其自动建立仿真模型，生成网表文件，

根据条件形成时序波形方式、曲线图等显示相应的

仿真结果[3]。

例如，利用环行计数器产生顺序脉冲电路仿真

结果（图1）进行教学，不仅直观，而且便于理解顺序

脉冲发生器的工作结果[4]。如果仅仅只用传统方法

分析的话，则需要大量的课时来完成。

图1 顺序脉冲发生器电路

在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利用EDA电子仿真技

术化解课程难点，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是现代电子

技术教学的重要手段。把抽象的教学内容通过

EDA仿真将其模型化，更容易理解消化电子技术的

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同时又能将验证性实验纳

入课堂教学，把有限的实践课时充分的利用起来，

完成综合性较强的电路设计。这样，既能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又能培养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

总之，电子技术是当今知识更新最快，发展最

快的学科。在有限的课时内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

基础，较强的工程设计能力，同时又能紧跟电子技

术高速的发展，是电子技术教学面临的难题。教师

应从教学方法的针对性，教学手段的多样性，教学

内容的扩展性等多方面进行思考。通过优化教学

改革，不断研究，不断探讨，不断地提高电子技术课

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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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technology is a specialized course of electricity special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rn
teaching thought，the teaching reform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is described in three aspects：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appropriate adjustment of teaching content；introduction of
integration mode of theory and training. Teaching qual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is improved and the people with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engineering design ability are 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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