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6 |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项目信息：中国校园健康行动·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精制教学理论在高职《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EDU0532）。

精制教学理论在高职《现代通信技术导论》
课程的应用研究

李志娟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  ：   随着近年来通信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与市场对通信技术类专业人才的需求迅速提升 [1]。高职院校应根据企业需

求不断优化通信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针对本专业课程《现代通信技术导论》难度大、内容多、课程复杂等特征，

应当全面推进精制教学理论的全面应用与实践，以此解决学生知识基础不牢固、学习效果不理想、应用操作水平不足

等问题。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其实际教学问题，提出《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精制设计的流程与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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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and market demand  fo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has  increased  rapidly[1].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ajor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difficult, has many contents and complicated course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refined  teaching  theory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tudents' weak knowledge  foundation,  unsatisfactory  learning 

effect and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and operation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resear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practical  teaching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process  and  case  o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urse refined desig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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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教学理论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到特殊的基本原则，以此帮助学生更清晰地区分教学概念、原理以

及学习任务，进而发挥出整体性教学、分类教学等方法的优势，并解决《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中内容复杂、结构繁琐等问题。因

此，精制教学理论与《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具有良好的适配关系 [3]。

一、高职《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教师课堂教学

教学方法是教师达成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方

式、手段或工具，因此教学方法与学生的适配关系会直接影响教

学效果与质量。目前在《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教学中，教师

采用的教学方法存在单一化、陈旧化问题，一方面部分教师仍以

经验为主导，使用讲授式方法进行授课，学生缺乏主动探究与讨

论的机会，学习呈现出被动性特征 [4]。另一方面，即使部分教师在

改进教学方法，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每节课采用的教学方

法与设计流程具有高度相似性，学生会产生疲劳感与厌倦感。

（二）学生课堂表现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课堂表现则是直接展现学生学习效果

与体验的关键因素。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课堂氛围就会更活

跃，学生的主动性与参与感也会越强，达到的学习效果也会更

佳。但目前《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学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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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表现不佳的情况，比如课堂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对课程内容

兴趣较低、难以主动开展教师布置的课堂任务、课后作业完成度

较低等 [5]。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由此不仅影响课堂进度，而且还会产生不良循环，造成课程整体

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 [6]。

（三）理论实践融合

《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丰富，既包括信

号处理与传输相关的理论基础，也有对应的实践操作内容 [7]。但

在现阶段的课堂教学中，大多数教师着重关注学生的理论学习发

展，甚至将理论讲解活动贯穿教学始终，相对应的实践活动、项

目案例分析、实训操作训练等课程内容较少，导致学生的实践能

力较差。与此同时，也有少数教师过度关注实践教学，进而忽视

了理论基础讲解与引导，使得学生掌握了实践操作技能，却无法

理解其中的原理，导致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对学生的综合素养

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8]。

（四）学生学习习惯

当前高职学生在《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学习过程中也未

能表现出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方面，在课堂知识学习中，学生很

少有主动进行举一反三思考的过程，既没有将课程知识与已经学

习过的知识进行融合，也没有将其与实践行动结合，使得所掌握

的知识呈现出独立化特征，无法与其他知识形成架构关系，学生

也无法建立完整的知识建构 [9]。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

乏主动预习、随时提问、记录笔记、反复思考等良好习惯，这就

使得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知识接受能力不强 [10]。

二、高职《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精制设计流程

（一）内容分类

在精制教学理论下，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针对教学内容与知

识点进行重新编排，由此选择性地将课程内容分类。在课程内容

的精制化过程中，课程内容要依据学生认知水平设计为从简单到

复杂的顺序，以此符合认知学习理论 [11]。同时，教师也要对教学

内容进行组织优化，按照分类序列设计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既

可以借助论题展开讨论，按照概念结构分支依次讲解，也可以开

发“由易到难”的螺旋式活动，让学生学习简单概念内容后，再

逐步接触和学习较难的概念。此外，在整体教学内容编排与组织

中，教师还应考虑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由此通过前后衔接建

立完整的概念架构，进而展现出知识体系的价值与概念结构，提

高学生的记忆联结效果 [12]。

（二）确定顺序

在课程内容分类并做好选择之后，教师则要针对当前课时所

需的内容进行组织与定序。教师应坚持课程内容“由一般到特

殊，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但在实际过程中，也要结合不同班

级的差异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等情况，确保定序方式与原则符合

学生特征与需求，尽可能实现降低学生学习难度的目标 [13]。教学

内容顺序的确定，可以有效保证概念精制化教学环节中细节一致

性的基本要求。

（三）精制概念

课程内容的精制化设计 [14] 指的是教师将符合标准的概念容纳

在一个宽泛的概念树之中，由此从外部观察、内部分析、本质特

征等方面分析每一个概念内容，将其固定在概念树应有的位置。

概念知识出现时要将其归类成为集合，也可以按照组成部分、概

念本质、认识深度、概念层级等因素将其排序，由此构建概念、

子概念等系统认知，形成更完善的概念结构图。在此基础上，教

师就要优先讲解宽泛的基础性概念，而后引导学生逐步深入学习

细化概念，同时在概念学习的过程中，还要借助案例呈现、学习

情境设计、项目活动组织等方式进行概念实践与延伸，进而达成

更好的教学效果，实现课程目标要求 [15]。

（四）概念关联

在本节课的课程概念学习活动结束后，教师还应将概念融入

当前已掌握的知识体系之中，由此进一步梳理并拓宽学生的知识

系统，确定知识之间点对点、线对线的联系。通过概念之间的综

合性联系，学生也可以了解知识内容之间的联系，进而可以将概

念放置在知识建构图的适当位置，由此不仅将知识构建的活动归

还给学生自己，而且还能让学生更快地理解并掌握课程知识。

（五）课堂总结

课堂总结活动也是精制化教学设计的重要环节，其不仅可以

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保持度，而且还能提升其迁移与应用能

力，让学生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本课概念知识与原有理论知识体系

之间的联系，进而避免形成简单知识点的堆砌累积效果。在精制

化教学设计中，教师还可以将总结环节设置为学生的表达分享活

动，由此通过学生向他人讲述知识内容的过程，既深化自身的学

习认知，又达到教育他人的效果。

三、高职《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精制设计与教学

案例

（一）课程与学情分析

本案例以“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相关课程内容为例，

本节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步骤”“每一

个步骤之间的具体操作”等，其不仅是基于前一节课进行的延伸

与拓展，而且要求学生能够回顾模拟信号相关的知识基础，以此

实现已学知识与新知识的联系。在精制化设计原则下，教师应针

对课程知识内容设计概念精制、理论精制与程序精制三个分类原

则，以此根据需求设定不同的教学策略。针对本节课程内容，模

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之间的转换主要涉及概念知识与程序知识，因

此可以优先开展概念知识讲解活动，进而将概念应用于程序活动

之中，达到引导学生建立整体认知的教学目的。在本课学习前，

学生已经了解了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初步掌握了通信系统以及

信号的传输方式，而本课内容即在学生掌握的前期知识基础上进

行教学设计，并通过学生的实验探究操作，加深对本课知识的理

解与应用，实现理论基础与实践技能综合发展的目的。

（二）教学目标与重点内容

第一，知识与技能。要求学生掌握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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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并了解转换过程中每一步的操作方法。第二，过程与方

法。采用精制教学理论进行课程设计，深化学生的知识认知水平，

要求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建立完整、系统化的通信技术知识架

构。第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学生在理论学习活动中养成

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实践操作学习活动中，能够提高其动手操

作能力。本课教学重点在于模拟型号转换过程中关于采样、量化、

编码等内容的概念与原理，以及各个步骤中的具体操作方法。教学

难点在于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这一技术的实践应用。

（三）课时安排

本课程内容分为三个课时，其中第一课时与第二课时的前半

部分用于知识与概念讲解，第二课时后半部分与第三课时前半部

分时间用于学生实践操作训练，第三课时后半部分用于课堂总结

与学生小组讨论与分享。

（四）教学活动

1. 预习环节

在该阶段，教师应采取简单的提问方式，引导学生回顾模拟

信号、数字信号相关定义与应用，要求学生回答问题，包括模拟

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定义、特点、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2. 理论概念讲解环节

首先，教师创设情景，展现现实生活中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

信号的诸多场景与应用情形，并由此设置情境问题“模拟信号与

数字信号之间是否可以转换？你认为模拟信号转换过程是怎样

的？”等。其次，要求学生进行讨论并总结答案，随机选择学生

回答问题，收集学生的学习意见，并给出教学反馈，由此引导学

生确定模拟型号转换的三个具体步骤：采样、量化与编码。其

三，在情境引导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进一步展示模拟信号转

换为数字信号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教材进行概念与知识

点讲解，要求学生建立初步认知，形成正确的逻辑体系。最后，

在学生掌握概念与原理后，将开始的情境进行细化展示，要求学

生按照采样、量化与编码三个步骤进一步细化分析模拟信号转换

为数字信号过程中的变换情况。第一步要引导学生明确采样环节

应确定时间间隔，由此确认幅值。在投影演示采样过程中，要求

学生确认采样完成后的观察结果，说明采样后的波形与原波形之

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总结采样环节的课程知识与

操作要点。第二步要在信号转换第一阶段完成后，讲解信号量化

的具体概念、内容与方法，说明其基本原理，讲述量化的分类以

及量化噪声的处理方法等。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开展小组讨论活

动，总结量化的原因、量化的方式、量化噪声的减少方法等。第

三步要引导学生专注学习信号编码，要求学生掌握“码型选择、

压缩曲线特性、编码过程”三个基本步骤，要求学生逐步掌握码

型选择方法、A 律13折压缩曲线特性、编码过程等要素，同时结

合教材案例引导学生掌握采样脉冲编码的过程。

3. 概念综合关联环节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模拟信号转换过程中信号发生的变化内

容、变化方式以及变化过程，进而让学生针对性理解采样、量化

与编码三个过程对信号转换产生的作用。

4. 小组讨论环节

要求学生建立小组讨论与分享，介绍本课学习中自身对信号

转换的认识，说明信号转换的实现方法与路径。

5. 总结汇报环节

各小组选拔代表上台分享小组讨论成果，说明本课学习中的

收获与经验。教师针对每个小组的汇报情况予以总结，指出其中

的不足和遗漏，并进行补充说明。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教学设计

中，现阶段还面临着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式、课程设计方

式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教师应熟练掌握精制教学理论，进而通

过《现代通信技术导论》课程的精制化设计，为学生创建由简单

到复杂、由一般到特殊的课程体系与学习资源，一方面简化学生

学习的难度，加深学生的理解，另一方面促进学生系统化、完整

化知识建构创设，以此达到强化学生学习质量与效率的目的，实

现提升通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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