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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课程建设与教改的探索

张国强　王　斌　赵　静　周　菲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西安 ７１０１２４）

摘要：“信号与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电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文章以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智能制造与控制技术学

院的“信号与系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为例，介绍了该院在“信号与系统”课程资源建设和教学改革中的探索和实践。实

践证明，“五维一体化”线上线下课程资源建设和混合式教学改革能够有效推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变革，有效提高课程教学

质量，为同类兄弟院校的同类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信号与系统；五维一体化；混合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６８６（２０２３）０　０００００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Ｂｉｎ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　ＺＨＯＵＦｅｉ
（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ｖ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ｏｆｆｌｉｎ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ｅｎｄ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ｙ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ｏ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
ｆｏｒｍ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ｉｖ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ｅｎｄ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信号与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电类专业一门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非常严谨且成熟的传

统工科课程，其不仅在相关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中

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工程实践中也有着广泛的

应用，其中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

电子与通信、电路与系统、测试与故障检测、自动控

制、航空航天、地质学、医学等领域。该课程理论性

强，内容抽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普遍觉得难

学，因此如何讲授好该课程，使学生能更好的理解

和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灵活地将其运

用到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一直是

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们研究的课题［１－４］。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前身是１９９９年西北工业大
学与陕西金叶科教集团共同举办的西北工业大学

金叶信息技术学院。２００５年升格为本科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２０１４年起，学校在陕西
省提升为本科二批次招生。２０２０年３月，学校转
设更名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我校智能制造与控

制技术学院的“信号与系统”课程属于学院下设电

类专业的学科大类基础课，授课对象是自动化、测

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的二年

级本科生，这些学生数学和物理基础一般，学习愿

望低，有些学生还有精神不振、厌学逃课等问题。

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难学，

概念抽象，不知如何用所学理论去联系实际。在与

其他同类院校的教学交流中课程组发现，这些问题

也是同类院校的共性问题。

为此，课程组在多年的教学中不断地反思和探

索，积极尝试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步形成了“五维

一体化”线上线下课程资源建设思路。



１　实施混合式教学
在该课程实施教学改革前，我们一直沿用传统

的西北工业大学教学模式和标准，这对定位于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二类本科院校是不适应的，带来的显

性问题是课程内容不仅教师讲授不完，学生也很难

理解和吸收，导致期末考试学生挂科率高，超低分、

两极分化甚至学生考试作弊等现象突出，带来的隐

性问题是教师教的积极性和学生学的积极性都受

到打击，课程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不高。这

使课程组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教学模式，主动

求变。

为此，课程组开始积极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

学、情境教学等教学方式和启发式、探究式、讨论

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积极尝试翻转课堂等混合

式教学模式，使课堂焕发出了真正的生命活力，有

效的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图１　“五维一体化”课程建设体系

２　建立“五维一体化”课程建设体系
２．１　标准化建设维度

（１）紧扣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重新修订
教学大纲，建立课程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方案毕业

要求的指标对应关系，并结合学生学情反向设计清

晰的课程知识、能力、素质、思政教学目标和课程单

元目标，以目标导学反向设计教学内容［５］。

（２）加强规范化教学资料库建设，制定了教案
模板、教学课件模板、平时成绩登记模板、试卷出题

纸模板、答题纸模板、试卷评分标准模板、教学档案

模板、试卷及成绩分析报告模板等，发挥模板和标

准在课程教学中的基础性、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

２．２　教学模式和教育理念改革维度
（１）创新课堂教学方法，采用基于“ＭＯＯＣ＋

ＳＰＯ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课前带着问
题在学习平台上观看学习视频，学习视频以

ＭＯＯＣ短视频为主，教学实录长视频为辅，课中由
教师主导进行讨论、点评、精讲、互动、测验、统计、

答疑和总结，课后布置线上作业和评阅。课堂教学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努力构建问题、活

动、评价等教学设计的基本要素，努力构建自主探

究、合作交流、互动交互式反馈型课堂，使课堂成为

消解疑难、呈现知识的场所和激发冲突、引导思辨

的阵地。

（２）采取工程教育理念，突出知识应用。以项
目和案例为切入点，将工程实践、科学前沿、实验室

实例和虚拟仿真环境引入课堂支撑理论教学，如声

音信号谱分析、三棱镜色散实验、地球物理中的石

油勘探原理、小波分析理论、无失真传输示波器衰

减电路系统、基于共振的单自由度结构体固有频率

的测定、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 的实际电网监测系统、
ＦＤＭ频分复用传输系统、虎门大桥异常抖动现象
等，通过虚实结合开展项目和案例教学，引导学生

运用课程理论解决工程实践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

中加深对课程理论的理解。

２．３　教材内容改革维度
早些年，课程组在“信号与系统”的课程教学

中选用过多款国内经典教材，尽管这些教材在国内

高校中被广泛选用，但对于生源学生基础相对薄

弱，课程课时量少，偏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民办二

类本科院校尤其是后续不开设“数字信号处理”课

程的专业来说，可能不一定非常合适，为此，课程组

先后参考了２０余本国内外经典《信号与系统》教
材，如［６－１１］，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为出发点，以

授课专业够学够用为原则，对传统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结构进行了解构与重构，将“信号与系统”课

程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交叉

融合。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中，宏观上采取信号与系

统并行类比、连续与离散并行类比的方法，以便于

学生更好的理解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分析方法，更好地把握连续系统与离散系统

的共性和各自特点。在具体章节上，仍采取先信号

后系统、先连续后离散、先时域后变换域的

体系［１２］。

２．４　课程资源建设维度
课程资源建设分为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源建设，

线上资源主要包括已在智慧树平台上推广的

ＭＯＯＣ和超星平台上的 ＳＰＯＣ资源，ＭＯＯＣ目前
已在省内外部分高校实现了跨区域教育资源共享，

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超星平台上建设的

ＳＰＯＣ课程资源包括：任务点１４２个，上传视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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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讨论题目７１道，章节测验３４次，作业２７次，录
入习题２２１道，累计页面浏览量２１０７９３１人次，累
计互动次数 ４８３５次。线下资源主要包括文字教
材、全部章节ＰＰＴ、手写教案、电子教案、虚拟仿真
平台和硬件实验室等。在资源建设中，按“学习、

引入、吸收、融合”的思路积极引入国内外优质课

程资源。

２．５　多元评价考核方式改革维度
课程一直不断尝试和完善多元评价考核方式，

一定程度上弱化期末闭卷考试，构建起能对学生学

习和知识应用全过程进行持续观察、记录、积累的

形成性评价体系。课程的学期总成绩评定由线上

平台成绩和线下成绩两部分构成，其中线上成绩由

签到、投票、抢答、随堂练习、分组任务、观看课程视

频、章节测验、学习次数、主题讨论、作业等模块组

成，线下成绩则由１２学时的实验成绩和期末闭卷
考试成绩组成，如图２所示。改革考核方式后，超
低分、两极分化和考试作弊等现象均得到了有效的

抑制。

图２　课程总成绩构成及权重

３　结语
通过实施混合式教学，推动了“教师中心”到

“学生中心”理念的转变，有效的解决了传统教学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通过“五维一体化”课程资源

建设为学生构建起了能力为重，突出应用，知识、素

质协调发展的教学课程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从

教与学两方面推动了两个重大改变：

　　其一，课堂活跃度和课程挑战度显著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及课程成绩显著提高，课程教

学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其二，中期教学检查学生评教和督导专家评教

满意度显著提高，教师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创新改

革的积极性和教学成就感显著提高。

２０１８年，课程建设成果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２０１９年，课程获批陕西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 ＭＯＯＣ建设项目，２０２１年，课程被认定为
陕西省一流线下课程，并被陕西省教育厅推荐参评

国家级一流课程。今后，课程将主要以一流本科课

程认定为标志性成果和目标去建设全方位立体化

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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