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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科竞赛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增强了学生就业优势；学科竞赛也折射出课程

教学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学科竞赛剖析教学问题，提出了教学改革思路，以期有更多的学生参与系统

的实践锻炼，具备扎实的专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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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ademic competitions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ies, and teamwork capabiliti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employment advantages. These 

competitions also highlight issues in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eaching problems through academic competitions and proposes idea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iming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engage in systematic practical training and develop solid professional 

practic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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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作为安徽省地方民办本科院校，一直致力于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自2016年开始组织学生参加学科竞

赛，参加的竞赛主要有：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智能汽车竞赛、安徽省机器人竞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赛道。通过9年的竞赛，培养

了大批实践能力强的优秀学生，同时竞赛指导教师们也在不断总结竞赛经验、反思学生培养、教学过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我校实

际现状，剖析学科竞赛折射出的教学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改革思路。

一、通过学科竞赛剖析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教学内容滞后于行业发展应用

学科竞赛的内容涵盖模电、数电、单片机、传感器等理论知

识，并紧随着新技术、新应用以及行业发展，涉及自动监测控

制、无线传输控制、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等领域。这无疑对学生

能力的培养和行业适应性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也让一线教育

工作者们反思教学内容革新的迫切和必要性 [1]。行业发展日新月

异，新技术、新器件不断涌现，如果教学内容还是陈旧的知识，

不及时更新，照本宣科，培养的学生很难适应行业飞速的发展，

进而影响就业，影响学生们的未来发展。

（二）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先理论后实践

通过学科竞赛发现，参加学科竞赛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很

强，虽然理论知识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但他们可以在动手实

践过程中发展理论知识不足，并及时学习补充，达到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而没有参加学科锻炼的学生，往往是按照先学习理论知

识再实践的顺序学习，而且我校三本学生的现状是对理论知识的

学习兴趣不高、遇到抽象逻辑性强的理论有畏难退缩的情绪 [2]；

而且，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实践教学主要包括课内实

验和课程设计，实践环节学生分组进行，面对整组学生教学，课

时有限，学生存在模仿，抄袭照搬实验结果和设计数据的现象，

很难兼顾到所有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实实在在的锻炼效果，

因此效果不尽如人意。

（三）日常实践锻炼少，缺乏长期系统锻炼

电子信息类相关产业虽为朝阳产业，但对学生的专业知识、

实践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电子信息类产业涉及的知识多、

范围广、存在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硬件电路的设计、焊接、调

试技能方法以及单片机和嵌入式开发软件编程能力的提升并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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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一夕，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实践，并非通过几次实验、几次课

程设计就可以熟练掌握 [3]。而大部分学生只是按照人才培养计划

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并没有额外进行系统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强

化训练，致使虽然理论知识掌握较好，但电子元器件实物区分不

清、焊接的电路不规范、电路故障不会分析调试，设计方案不合

理等等。反观系统地参加过学科竞赛培养的学生，基本功扎实、

技能熟练、实践能力强，这都是经过长期系统训练的结果。但参

加学科竞赛的学生数量有限，实践能力的系统训练惠及面窄。

二、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一）理论教学引入新技术、新应用

在教学内容上，应及时补充行业新技术、新器件、新应用方面

的知识，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了

解所学知识如何应用于

实际。另一方面，也让

学生对专业的工作、应

用领域有基本的认识和

了解，提高了学生的行

业适应能力 [4]。比如在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

子技术的教学中，可以

把实际应用电路案例引入课堂，比如，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直流稳

压电源原理图如图1所示）、扬声器电路、信号发生器的电路、肌

电信号放大电路等等。

在单片机原理课程的授

课过程中，引入单片机

的实际应用案例、比如

基于单片机的出租车计

价器、体重秤、智能温

室大棚、智能台灯（智

能台灯电路原理图如图

2）、 自 动 浇 花 器 等，

以及单片机芯片实物介

绍，不同类型单片机性能对比等等。

（二）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课后

实践强化，在理论教学中，增加小组讨论环节，启发学生主动思

考。课后通过仿真作业，增加实践能力。在实验教学中，减少验

证性实验的比重，替换为

设计性和综合性的实验；

这样可以避免学生习惯性

地按照步骤操作，得出实

验数据即可的初级要求，

通过设计性和综合性实

验，让学生深入理解电路

原理、掌握元器件如何选

型、参数如何分析计算以及电路故障的分析调试能力 [5-6]。在实践

教学环节中，可以定期

组织学生去相关企业开

展认知实习，切身感受

所学知识的应用。邀请

企业工程师入校开展讲

座，开展课程设计环节

等等，比如平衡车（基

于单片机的平衡车如图

3所示， 图片来源于网

络）、飞行控制器、智

能手环（如图4所示，

图片来源于网络）、机械臂等方面的命题 [7-8]。课程设计题目应体

现行业发展，及时更新，让学生及时掌握技术前沿。

（三）激发学生参与长期系统实践锻炼

学校应给予充足的经费保障，通过开展第二课堂、科技创新

活动社团、学科竞赛校赛等方式，在校园中建立人人参加学科实

践的学习氛围和热情；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锻炼培养计划，并

培养一批实践能力强的教师进行学生日常管理辅导、考核，以保

证学生实践的效果；建立激励政策，激发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热

情，比如实践活动置换学分、课程免修、综合测评加分政策、给

予学科竞赛优秀学生保研政策等等 [9]。

三、结束语

学科竞赛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加了学生的就业优势。

在和兄弟院校的竞赛交流中发现自身在学科竞赛人才培养，锻炼

方面的不足，并不断改进。通过学科竞赛也暴露出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作为一线教学工作者，也将不断总结改进，以期获得

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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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直流稳压电源原理图

图2：智能台灯电路原理图

图3：平衡车

图4：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手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