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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al and systems is the core course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 The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theories and 
formulas, and students generally re�ect that the course theory is profound, dif�cult to master, with poor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average learning outcomes. The author embarks on reforms and explorations i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design, course resources, 
setting up comprehensive training projects, optimizing seminar and exercise classes, and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The prac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have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theories and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creased interest in learning, enhanced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an ac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The curriculum reform has achieved the expec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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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号与系统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涉及较多的理论和公式，学生普遍反映课程理论深奥，难以掌握，
学习积极性差，学习效果一般。笔者从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程资源、设置综合训练项目、优化研讨课和习题课、课程
考核评价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与探索，提高课堂授课效果，激发学生积极性。实践结果表明，学生对课程的重要理论和
内容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增强，课堂氛围活跃，课程改革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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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号与系统主要研究信号传输与处理过程中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分析方法，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基础课，也是数字

图像处理、通信原理、DSP 芯片原理与应用等课程的前续

课程 [1,2]。这门课程内容抽象，学生难以理解；涉及数学知

识多，学生学习困难；理论深奥，学生难以将理论联系于实

际 [3]。《信号与系统》的课堂教学效果普遍不理想。因而，

有必要对信号与系统课堂教学进行改革，以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和学习效果。

2 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信号与系统课程讲授大多以板书或 PPT 形式对理论进

行推导，涉及实践应用较少；由于大纲调整课程学时减少，

有必要对课程知识进行重新梳理，对教学内容进行提炼和升

华。课程教学内容晦涩难懂以及教学过程枯燥，学生学习主

动性差 [4]。因而有必要进行课程改革，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科学的教学手段，引入先进的教学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3 改革思路和实践过程

信号与系统课程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程资源、

设置综合训练项目、优化研讨课和习题课、课程考核评价等

方面进行。

3.1 提炼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
由于课程学时的减少和产业界对人才的知识更新需求，

需要对教学内容的提炼与升华，这不是简单教学内容增删，

而是加强重点、提炼核心。以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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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法为主线组织课程内容，突出重点，把握难点，注重

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引入。

针对修改后的教学内容，根据相关知识点特点，针对

性地进行教与学设计，教师“教”与学生“学”并重，教师

不单单讲课，还引导学生课上积极学习。

3.2 丰富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参与课程建设
信号与系统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因此

在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例题与习题的比重，引导学生多做习

题，掌握不同的方法，拓展思路，巩固学习内容，灵活应用

所学知识。为了配合教学，我们编写了与教材同步的《信号

与系统学习指导》，提供学生使用。建设了信号与系统习题

库，以应用于平时教学和考核。学生可以通过答题，检验学

习效果，通过观看标准答案，可以巩固所学知识。通过大量

的做题，加深对课程关键知识点的理解。

此外，我们还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建设，如制作课程微

课，录制实验视频，制作动画演示，动态展示仿真结果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应用创新能力。指导学生应用

MATLAB 软件对信号处理过程进行仿真，提高学生的工程

实践能力。

3.3 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设置综合训练项目
教师将实际案例引入授课课堂，指导学生对案例进行

分析、讨论、评价，提出改进思路和方案。具体为将课程依

据知识单元设置综合训练项目，实现知识单元的灵活运用。

3.4 设置研究讨论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对课程的重点，我们安排多个研究讨论题目。从而加

深学生对课程分析方法的理解。

专题研讨课采取了五步走的策略。具体为：

①提前 2 周左右布置下去，给学生较充足的准备时间；

②根据教室场地实际，按每 6 人一组提前分好组，并

指定一个学生为临时小组长，负责组内协调；

③学生分组讨论 20 分钟左右，这期间老师可参与讨论

或巡视督促；

④各组临时小组长简要阐述各组的讨论要点和亮点，

用时 12 分钟左右；

⑤最后教师用 10 分钟对学生讨论结果进行综合点评、

内容总结和主题升华。

课上讨论完并不意味着一次“课堂讨论”的结束，为

了让大家及时记录下讨论的收获、发现的问题以及可能迸出

的“灵感”与“火花”，每次主题讨论后要求学生写一份专

题讨论总结报告，让学生写一写感悟，加深理解。

3.5 优化设计习题课，巩固所学知识
传统的习题课中主体是教师，学生主要是被动听和记，

始终处于忙碌中。我们对习题课进行改革和探索，形成了新

的形式，包括三个环节：①采用课堂竞赛等形式进行章节总

结和内容升华；②针对课后习题，采取学生主讲教师点评和

补充的形式；③引入部分课外典型习题，老师主讲学生参与

的方式。

为了保证前两个环节的顺利实施和有效性，提前一周

布置，将习题分配到个人（每道习题交由一个学生）。为了

提高时间利用率，习题讲解重思路和方法。通过学生讲锻炼

了部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让部分学生体验了一下当“老

师”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督促作用。

3.6 成绩考核，强化过程考核
课程考核成绩分为三部分，即平时成绩、考试成绩和

实验成绩。平时成绩又分为综合训练项目成绩和专题研讨课

成绩、作业、提问等。在成绩考核注重过程考核。成绩考核

评价表见表 1。

表 1 成绩考核评价表

构成项 评价方法和观测点 成绩

平时成绩

综合训练项目

针对学生提交的报告，进行分组答辩。个人成绩 = 小组分数 × 个人贡献系数

10 分

40 分

（1）小组分数

每组随机抽取一名学生进行仿真演示及讲解，然后由老师进行提问，根据其答辩

情况，老师评定答辩成绩。

（2）个人贡献系数

根据个人在小组团队中任务的分工与任务完成的质与量情况，由组长给出个人贡

献系数的权值，并在小组公示

专题研讨课

专题研讨课采用分组形式进行。个人成绩 = 小组分数 × 个人贡献系数 + 个人总

结报告分数（每次讨论满分 5 分）

20 分

（1）小组分数

由教师根据学生讨论正确性等情况给出各小组成绩，满分 3 分。占专题讨论个人

成绩的 60%。

（2）个人贡献系数

代表小组做总结的个人贡献系数为 1，补充总结的个人贡献系数为 0.95，其余同

学个人贡献系数为 0.9。
（3）个人总结报告分数

由教师根据每个学生书面总结报告完成情况给分，满分 2 分。占专题讨论个人成

绩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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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践效果

通过两年的课堂改革实践，从课堂效果看，大部分学

生课堂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互动气氛较好，学生注意力集

中，能够主动回答教师的问题，积极上台发言，学习主动性

明显增强。从考试成绩来看，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较为

扎实，对概念和公式的理解加深，学生成绩普遍提高。

5 结语

针对信号与系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教

学设计、课程资源、设置综合训练项目、优化研讨课和习题

课、课程考核评价入手，进行改革与探索，提高课堂授课效

果和效率，激发学生积极性。实践结果表明，学生对课程的

重要理论和内容有了深入的理解，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

性增强，课堂氛围活跃，课程改革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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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项 评价方法和观测点 成绩

平时成绩
作业

（课后习题）

个人成绩 = 作业完成情况 + 课后习题讲解情况

10 分 40 分

（1）作业完成情况

每章布置相应作业，根据作业情况给分，满分 10 分。

（2）课后习题讲解情况

课后习题分配到个人（自愿、主动），每正确讲解一次加一分

提问 正确回答一次提问加一分

考试 期末考试侧重于基本概念的理解、基本系统的分析与计算 100 分

实验 根据实验完成情况及实验报告的书写情况给分 100 分

总分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60%）×80%+ 实验成绩 ×20%= 总成绩（100 分）

续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