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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引导、实验研究、课赛结合
——《数字电子技术》导、研、赛教学法探索与实践

甘　露　刘小明　张爱清

（安徽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新工科”建设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提出的国家战略，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数字电子

技术》作为新一代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基础课，普遍面临着理论教学照本宣科、实验教学缺乏创新、学科竞赛严重脱节等问题，造成学

生兴致勃勃上课堂、举手失措进赛场、懵懵懂懂进职场。针对这些问题，本课程团队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并总结出了案例引导、实验研

究、课赛结合的导、研、赛教学法。即通过生活和产业中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并主动学习课程相关知识点，利用课程实验巩固理论

学习并引导探索研究，结合学科竞赛和创新实践活动强化综合应用能力，最终实现从生活进课堂，再从课堂回归应用，达到理论、实践、

应用体系化教学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入思政案例，在夯实工程教育内涵的同时，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塑造。近年来，学生对课

程评价持续向好；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奖人数稳步增长，获国家级奖项 10 余项；学生就业质量逐年提高，研究生录取率突破 50%，就业率

长期稳定在 95% 以上。教学团队获得多项省级荣誉称号和质量工程项目支持，教学法的示范性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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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痛点问题分析

《数字电子技术》是新一代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基础课，在

实际生活和产业中具有紧密的结合。长期以来，《数字电子技术》

普遍采用的是以理论教学为主，课程实验为辅的教学模式。经过

多年的发展，面临着理论教学照本宣科、实验教学缺乏创新、学

科竞赛严重脱节等问题。一方面，教学方法与应用场景脱节；另

一方面，理论知识与创新实践脱节。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兴致勃

勃上课堂、举手失措进赛场、懵懵懂懂进职场。毕业生反映，上

课之前满怀兴致，希望学好《数字电子技术》这门具有实践应用

的课程。但是，学完课程后进入学科竞赛环节，既不知道用哪些

知识去解决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进入

到高一层次的学习或者进入职场后，对知识掌握和应用技能无法

支撑职业发展。最后，课程中的价值塑造是一直被忽略的地方，

忽略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职业道德、工匠精神、担当作为等一系

列要素。

二、教学创新举措

针对痛点问题，本课程团队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并总结出了

案例引导、实验研究、课赛结合的导、研、赛教学法。即通过生

活和产业中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并主动学习课程相关知识点，

利用课程实验巩固理论学习并引导探索研究，结合学科竞赛和创

新实践活动强化综合应用能力，最终实现从生活进课堂，再从课

堂回归应用，达到理论、实践、应用体系化教学的目标。创新教

学的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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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教学的整体框架

1. 案例引导

（1）利用案例实现课程知识点的系统化

传统的教学过程更注重单个知识点的讲解，而忽略了知识点

之间的系统性，不利于学生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因此，

结合技术发展，通过具体案例进行知识点的串联重构，形成系统

化的知识网络。如图 2 所示，以二进制算数运算为例，首先分析

二进制四则运算的特点，引导学生总结规律，二进制的四则运算

可以统一为加法和移位，而加法可以通过组合电路中的加法器来

实现，移位可以通过时序电路中的移位寄存器来实现，从而实现

对不同章节知识点的串联，帮助学生建立系统化的分析方法。又

如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按功能需求可分为控制单元、译码器和

定时器，分别对应组合电路、脉冲产生电路和时序电路。因此利

用这些实例可以实现课程知识点的重构，帮助学生建立系统思维，

更好理解各模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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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案例 2

图 2 教学内容重构案例

（2）利用案例实现课程知识点的可视化

在课程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中，充分利用现实生活、重大科学

工程中的数字电路典型案例，让枯燥的知识点变得让学生看得见、

摸得着。一方面，让学生了解数字电路在各行各业中的典型应用，

帮助学习理解电路原理；另一方面引导学生从应用中来，到应用

中去，掌握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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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中的典型案例列表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案例案例

逻辑代数基础 乘法器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车载传感器融合决策

数据选择器和数据分配器 通信中的数据串并转换

时序逻辑电路设计 自动售货机控制系统

计数器 神州十七号发射倒计时

移位寄存器 彩灯控制系统

数字系统设计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3）利用思政案例实现价值培养

结合《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具体内容，充分挖掘课程内在

的思政元素案例，达到课程知识体系、新工科核心素养培养与课

程思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育人的目的。通过生动的课程思

政案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工程意识、爱国情怀与担当意识、

强化社会责任感等要素。

表 2 课程思政融入案例列表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元素案例《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元素案例

知识点 思政元素 思政内容

数字技术发展 华为手机 自主创新

二进制、八进制、十六

进制
太极、八卦、半斤八两 中华传统文化

逻辑函数表示方法 事物的多样性 辩证思想

逻辑函数化简 化繁为简，提高效率 科技报国

芯片技术 卡脖子技术 自强不息，科学创新

我国集成电路发展 名人事迹-邓中翰 工匠精神、使命担当

三人表决器 民主集中 我国社会制度

组合电路设计 模块化思想 科学精神

触发器 继承与发展 创新意识

时序电路分析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团结协作

数字系统 统筹兼顾 工匠精神

2. 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方面，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采用了分层

实验的方式，采用层层推进的课程实验模式，包括课程实验、课

程设计、专业综合实践。具体内容如图 3 所示。实验课程更多是

对基本器件和小规模模块功能的验证和简单应用，课程设计是综

合本课程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设计，而专业综合实践是需要综合应

用多门相关课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通过层层递进的实

验设计，让学生完成从器件、到模块、到系统、再到应用的认识，

巩固理论学习并引导探索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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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寄存器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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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四、交通灯控制定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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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研究架构图

3. 课赛结合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直接面向互联网 +、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和智能车竞赛等高水平赛事，课程知识点与赛

题考察内容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而学科竞赛是检验课程教学效

果、促进课程改革创新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知

识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深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另一方

面学科竞赛可以反哺教学，督促教师根据赛题完善、充实和升级

教学内容。近年来，教学团队在学科竞赛中持续发力，深度挖掘

竞赛中的课程知识，通过课赛结合促进教学改革创新。

表 3 课程知识在竞赛中的典型应用

四、教学创新成果

（一）人才培养成果

近三年来，学生对课程评价持续向好；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奖

人数稳步增长，获国家级奖项 10 余项、省部级奖项 100 多项；学

生就业质量逐年提高，研究生录取率突破 50%，就业率长期稳定

在 95% 以上。

（二）课程建设成果

经过课程团队多年建设，《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获得了省级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思政视角下《数字电子技术》课程

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省级精品线下开放课程、校级混合式课

程改革项目、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的资助。

（三）教学团队建设成果

教学团队成员一人获省教坛新秀称号，两人分别获校第八、

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两人获校课堂教学优秀奖。

主讲教师学生总结性评价逐年提升，已进入学院前列，深受学生

欢迎。

五、结语

通过探索实践案例引导、实验研究、课赛结合的导、研、赛

教学法，教学团队持续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在专业教

学的同时注重课程思政建设，密切关注人才培养并主动跟踪毕业

生发展情况。经过多年实践，该教学法取得良好的育人效果。近

三年来，学生对课程评价持续向好；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奖人数稳

步增长，获国家级奖项 10 余项、省部级奖项 100 多项；学生就业

质量逐年提高，研究生录取率突破 50%，就业率长期稳定在 95%

以上。教学团队获得多项省级荣誉称号和质量工程项目支持，教

学法的示范性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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