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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教学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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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探索形成了以任务驱动和问题引导为主、多层次互动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

教学方案，首先从学生认知规律出发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然后阐述了“课前、课中、课后”教学全周期的教学组织实

施过程，建立了以过程性考核为主的多元考核评价机制。

关键词：任务驱动；多层次互动；过程性考核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６８６（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５１０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

ＰＥＮＧＤａｎ　ＸＩＥＦｅｎｇ　ＺＨＵＳｈａｎ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ｖ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ｍｓｔａｓｋｄｒｉｖ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ｌ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ｌａｎ．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ｓ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ｂｅｆ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ｕｌｌｃｙｃｌ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ｓｓｅｔｕｐ，ｗｈｉｃｈｔａｋｅ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ｓｋｄｒｉｖｅｎ；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高等教育
与完全线上教学的接轨提前来到，教育部下发的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

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保证疫情

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电

子技术基础”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是

人才培养体系中介于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之

间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从传统的理

论分析思维模式转向工程化应用思维模式的重要

节点［１－３］。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军队院校，这类课程

对于打牢学生的信息技术基础、强化信息化作战思

维、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素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如何在确保“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教学

质量的同时聚焦学生信息化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军

队院校所面临的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１　线上教学前的准备工作
１．１　选择线上教学工具

为保证线上教学质量，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线上

教学工具，线上教学工具的选取要遵循以下几个原

则：①兼具直播工具和教学管理工具；②提供教师
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维互动渠道；③记
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数据，方便对学生进行过

程性评价。

腾讯公司的腾讯极速课堂能容纳一万人的在

线直播且具有简便而畅通的即时交互功能，教师可

以获得学生学习效果的及时反馈，最重要的是所有

的直播课堂都可以进行回放，方便学生课下复习

参考。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与学堂在线共同研发的

智慧教学工具，它通过微信将师生之间的终端连接

起来，以便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４］。课前，通过

“雨课堂”可以发布课前预习课件及课前小测，课

中，它具有签到、弹幕、投稿、随机点名、小组任务等

丰富的互动功能，课后又可以通过讨论区进行深层

互动并发布测试题。“雨课堂”可以将教学的每个

环节都衔接起来呈现教学过程的全周期，最重要的

是学生所有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数据都会被记录下



来，方便对学生进行科学而高效的过程性评价和定

量评价。

腾讯极速课堂和“雨课堂”的结合构成了全方

位的空中课堂，为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

保障。

１．２　设计线上教学方案
国内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专业的高等教育正

在全面积极参与到“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这一

体系中，从形式到内容全面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

落实该项认证体系中的三个核心理念：即“产出导

向的教育体系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安排”

“持续改进的质量保证体系”，其中以学生为中心，

评价的核心应该是 “学生表现”，即对学生是否获

取了相应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评价，而且是“全

体”学生，将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点［５－６］。为了保证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

的实质等效，线上教学方案仍然要以学生为中心来

进行设计，满足学的需求，保障习的过程，使学习过

程有趣、有收获同时也有分数。

１）教学框架设计
线上教学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以培养信息化综合素质人才为导向，在贯穿课前、

课中、课后的全学习周期中为学生创建真正高度参

与性的学习体验。如图１所示，课前学习环节以任
务驱动和问题引导为主，同时构建有趣而有竞争性

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学习动

机，引导学生展开自主学习并产生一定程度的知识

诉求和知识困惑；课堂学习环节解决课前所产生的

知识诉求和知识困惑，帮助学生构建正确而完整的

知识体系，并通过丰富的不同层次的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引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为学生活

泼、多元、个性化的表达以及竞争学习提供场所；课

后学习环节通过任务驱动和兴趣引导延展和深化

所学内容，引发学生的拓展性思考、批判性思考，协

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

图１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框架设计

２）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团队依托中国大学慕课平台的优质慕课资

源建立了 ＳＰＯＣ，按照布鲁姆认知模型对教学内容
进行了分割和加减，把记忆性和易于理解的内容留

给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完成，课堂讲授适合培养学生

分析、评价、应用能力的内容，易于学生拓展学习及

升华的内容分配到课后。以半导体二极管为例，如

表１所示，主要内容包含６个部分：①二极管的工作
原理，②二极管的结构符号，③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
线，④二极管的主要参数，⑤二极管的模型及应用，
⑥特殊二极管。半导体二极管是“电子技术基础”
课程中所要学习的第一个半导体器件，教学目标是

使学生掌握器件功能及应用并建立工程思维的概

念，其中：①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半导体的基础
知识以及二极管的内部工作原理，这一部分内容易

于理解要求记忆，可从课堂上分割出来让学生课前

自学完成，②二极管的结构对器件的具体应用支撑
不大也不影响对器件的理解所以减掉，③二极管的
伏安特性曲线简化讲解重点在于了解器件的非线

性特性引出工程思维，④二极管的主要参数和⑤二
极管的模型及应用是指导工程实践的基础，同时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所以课堂上重点讲解，

而⑥特殊二极管有助于学生了解更多不同种类的
二极管以及二极管的不同应用，所以作为课后延伸

学习材料。

表１　二极管教学内容设计

学习时间 课前 课中 课后

学习内容 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１）二极管的伏安
特性曲线

（２）二极管的主要
参数

（３）二极管的模型
及应用

特殊二极管

特点 记忆理解型 分析应用型 拓展型

２　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教学组织实施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在以“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指导下，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需求

组织线上教学，利用信息化教学工具在贯穿课前、

课中、课后的全学习周期中为学生创建真正高度参

与性的学习体验，如图２所示。

图２　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教学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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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构建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课前学习环节以任务驱动和问题引导为主，同

时构建有趣而有竞争性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内在学习动机，引导学生展开自主学习并

产生一定程度的知识诉求和知识困惑。为了促进

学生自主、高效的课前自主学习，在每周学习开始

之前通过雨课堂推送包含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的

预习课件，学习目标具体列出每一节的知识点及掌

握要求，学习任务以鱼骨图（如图３所示）的形式
列出方便学生记忆，以任务作为驱动明确学习要

求、量化学习行为；预习课件里面还包含自学视频

资源以及前测题，前测题难度适中并设置截止时间

作为对学生课前学习情况的检测。雨课堂会记录

学生的课前学习行为和答题状况形成详细的预习

数据方便教师掌握学生的课前自学情况，教师可以

根据雨课堂提供的数据对课堂内容进行及时而科

学的调整。

除了定量的学习任务外，在自学过程中也为学

生创设有趣而有竞争性的学习情境。每周通过

ＱＱ群举行一次知识抢答，构建竞争性学习环境，
抢答题目以记忆理解型内容为主，最先给出正确答

案的前三名作为胜者，竞争性学习使学生在完成知

识输出的同时也兼具趣味性，交互的过程会带来一

些看似混乱的场景，有时候抢答错误的学生会在群

里展开讨论，而适度的混乱会提高学生的思维活跃

程度，更能激发学生的知识诉求和学习兴趣。

图３　学习任务导图

２．２　构建知识体系，丰富多维互动
课堂学习环节解决课前所产生的知识诉求和

知识困惑，帮助学生构建正确而完整的知识体系，

并通过丰富的不同层次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引发

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为学生活泼、多元、个性

化的表达以及竞争学习提供场所。经过课前学习

环节，学生进入课堂的时候已经带着一定的知识诉

求和知识困惑，教师通过雨课堂的预习数据也了解

了学生的困惑点，那么课堂学习环节首先可以针对

学生的知识薄弱点进行讲解，特别是错误率高的前

测题能很快引发学生思考。由于线上视频知识呈

现碎片化，课堂讲授过程中要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

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完整而正确的知识体系。

线上课堂由于缺少了现场凝聚力，需要增设更

多的课堂交互来保证学习效果。为了保持课堂热

度吸引学生注意力，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大量使用雨

课堂的弹幕、随机点名、限时练习等浅层互动工具，

特别是针对重要知识点设置的限时练习，教师可以

得到及时的学习效果反馈，学生可以实时地检验自

己的学习成效同时还能了解其他同学的学习数据，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实时了解同伴的学习成效对

其所造成的刺激，要远大于教师直接把问题的正确

答案讲出来［７］；同时也要设置合适的深层互动来

引发学生对某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在静态工作

点的稳定问题这一节，首先布置小组任务，让学生

讨论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不稳定的原因，

在经过深入讨论和思考后，再引导学生逐步设计出

能够稳定静态工作点的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并通

过实验视频让学生实际感受电路功能，加深对电路

的理解，而深层互动不止于课堂，还可以延伸到课

外，比如提问有没有其它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方法留

给学生课下去思考。合理地设置浅层和深层互动，

增强课堂学习的参与感和趣味性，同时也为学生活

泼、多元、个性化的表达提供渠道。

２．３　促进知识内化，拓展学习外延
课后学习环节通过任务驱动和兴趣引导延展

和深化所学内容，引发学生的拓展性思考、批判性

思考，协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课后学习任务应

从知识、能力、素质不同维度对学生进行锻炼。雨

课堂测试题和 ＳＰＯＣ课后作业帮助学生巩固和深
化所学知识内容；典型电路的仿真实验培养学生的

知识运用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ＳＰＯＣ课后作业要
求学生互评，一方面这种重复会巩固和加深所学内

容，另一方面互评过程中的差异性答案会引发学生

的批判性、拓展性思考；讨论区可以开展对知识点

的延展性讨论分析，促进学生的自主拓展学习，同

时鼓励学生将学习过程中的知识困惑点留存于讨

论区，鼓励同伴来帮助解答；思维导图有助于学生

完成知识的整理内化。

３　线上教学的考核评价
国务院下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中指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重发

应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

观性”。“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教学以智慧教

学工具为依托，建立了多元的考核评价机制，包括

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过程性考核包括知识

抢答、课堂表现、ＳＰＯＣ作业、随机测试、思维导图、

３５第５期 彭丹，等：“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教学探索与实践



仿真实验，涵盖了学生课前、课中、课后整个学习周

期，从知识获取、学习态度、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动手实践能力等多个角度反映了学生的整体素

质，过程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６５％，终结性考核
占总成绩的３５％。智慧教学工具实现了对学生学
习数据的全景监测，使考核评价更具高效性和科

学性。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共有８个平行班，终结
性考核采用线下闭卷形式，考核题型为分析计算

题，为对比分析线上教学效果，将本班次与其它平

行班终结性考核成绩进行对比，本班次终结性考核

平均成绩为７５．６分，全年级平均成绩为７３．５分，
说明以任务驱动和问题引导为主、多层次互动的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教学效果较好。

４　结语
特殊时期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线上教学围

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从教学方法、考核评

价、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在实施过程中

多角度测试课堂教学效果，获取实时反馈，优化教

学内容，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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