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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ransit teaching from traditional classroom-mode to research-mode, the article 
probes into and carries out the aspects from contents, methods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b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iculum of Random Signal Processing. Also its specific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in teaching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systematically. The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are given finally. The paper will be a useful reference on how to teach 
the course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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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随机信号分析”这门课程的特点，为使传统的课堂型教学逐渐过渡到探索型教

学，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和探讨。系统地论述了其具体内容和

在教学过程中的实施方法，并给出了利用该方法从事教学实践的体会。该方法为课程的教学实践

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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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信号分析”是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专业

的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与专业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

应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注重在以

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与创新能力；从传统的单向知识传授的教学型教学向

知识传授与探索相结合的探索型教学发展，以正确的

教学理念来指导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当前我国大学

本科教育从总体上来说，比较重视课堂知识传授，对

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还很欠缺。我们在深化

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对实践性教学环节进行了大胆的

改革和探索，通过对课程的改革，走出了一条培养创

新设计型人才的培养之路，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基础

知识扎实、综合素质好、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意识

的毕业生[1-3]。 

1 教学内容的改革 
 

随着全球性新技术革命的到来，随机信号分析在

内容上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课程的教学内

容应及时反映时代的特点和科技发展的方向，以适应

客观形势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首先，精选教材。教材是一门课程的基础，我们

根据教学需求，查阅了许多国内外教材，并结合随机

信号分析理论与技术的最新进展，有目的的选择了适

合当前本科学生的优秀教材和辅助教材，如哈尔滨工

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机信号分析》、电子工业出版

社出版的《随机信号分析》、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随

机信号分析基础（第二版）》等。 

其次，认真研究教材，精心组织教学。备好课是

111

2010 National Teaching Seminar on Cryptograph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2010NTS-CIS)

978-1-935068-09-9 © 2010 SciRes.



 
 

 

 

将好客的前提，也是做好课堂教学、教书育人的开始。

课前应仔细研究教材，精心组织教学内容，深入掌握

课程内在联系，找出重点、难点和容易混淆的概念，

并且为了挖掘教材的内在规律，还应广泛参考相关资

料。所以说，教师课前的准备工作不仅要认真细致，

还要对教材内容反复研究、分析，进一步整理、归纳

和深化，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质量得到保证和

提高。 

将课程内容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随机信号

分析理论基础，包括随机信号要点回顾、随机信号函

数特征、随机信号实用分布率，主要是如何运用概率

知识分析、解决随机信号的问题；第一部分是随机过

程与随机序列，包括送随机变量到随机过程、平稳随

机过程、各态历经过程、功率普、高阶谱、高斯过程

与白噪声、随机序列，这一部分是随机信号分析的基

础部分；第三部分是随机信号的运用，包括系统对随

机信号的响应和窄带随机过程。讲课时以第一、二部

分为重点，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以便于进一步深造、

学习和运用随机信号分析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知识

来解决问题。 

 

2 教学方式的改革 
 

《随机信号分析》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重要的学

科基础与专业必修课，，一般在三年级下学期开课，它

是在学生学完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信号与系统》

课程后，进一步为学习专业知识打基础的课程。针对

这个时期学生特点，在教学手段、教学方式和教学方

法上作了许多改革和尝试。 

首先，缩短理论教学学时同时加大实践教学学时。

理论教学中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引导启发式教学，

理论讲解只占课堂时间的 40%，例题与习题解答占

30%，课堂上现场仿真实验占 30%。理论讲解使学生

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例题与习题解答使学生学

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深化基本理论，而

现场仿真实验是调动同学们的参与意识，使学生亲身

感受信号处理算法的性能，提高学习兴趣，寓教于乐； 

其次，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由于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学习该课程还是有一

定的困难的，为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对于一些概

念，特别是生涩难懂的，应该多加一些引导的知识，

据一些常见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还要留给学生一

些思考的时间。 

针对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推导和证明的需

要，仍然延续课堂板书的授课方式，让学生一步一步

跟上教师的思路，同时在板书的同时留足够的时间让

学生领会。还要经常征询学生的意见，对授课内容、

方法、进度等进行调整，尽量与学生相适应。 

由于随机信号分析课程的理论性较强，涉及的数

学知识较多，特别是概率论的知识，许多的结论都建

立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许多学生在学习时都错误地

认为数学知识没学好，本门课程就更是没有希望了。

由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地减弱数学的地位。当然，

这并不是指要把数学推导的过程要略过，因为数学推

导过程可以锻炼学生思维能力，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

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在学生的思维能力得

到初步培养后，可以引入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利用软

件的强大功能，去完成复杂的数学计算及图形的绘制，

从而让学生有更多的精力深入理解波特图与系统性能

的关系。学习 MATLAB 软件的根本目的是简化计算

和绘图，在随机信号分析的教学过程中只是要学会这

一软件工具的使用方法，必须以够用为度，不能让学

生陷入纷繁复杂的软件功能学习中。 

 

3 教学实践改革 
 

为了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以及工程素

质，在汲取先进的实验教学理念和思想，将理论教学

和实验教学有机结合，对实验教学逐步进行改革与实

践，其目标是为了训练、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随机信

号分析是一门数学知识运用较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

教学中，如何用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易于接受的方法和

语言介绍抽象的数学概念，既深入浅出，又不失数学

上的严密性，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对随机信号理解的基

本方法和分析的基本手段，并且在熟悉基本理论后能

迅速地解决实际问题是教学成败的关键，而实践性教

学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实践性教学内容应围绕随机信号的产生、随机信

号的特征分析、随机信号通过系统分析及随机信号的

处理等方面来开展，为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设

计实践性教学内容: 

(1) 随机信号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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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随机信号模拟的基本方法，模拟产生各

种分布的随机信号。以高斯的噪声作为基本内容，而

相关噪声和非高斯噪声的仿真作为扩展内容，可作为

教学实验演示和部分学生小课题研究内容。通过本实

验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随机信号基本概念的理解，这

也是开展后续实验项目的基础。 

(2) 随机信号的特征估计 

随机信号的统计描述包括概率分布和数字特征，

是该课程学习的重点，也是学生理解区分确定性信号

和随机信号的难点。这方面的实践性教学可以围绕均

值估计、方差估计、相关函数估计、功率谱估计和概

率密度估计开展。功率谱估计既有经典的方法，又有

现代谱估计方法，通过该项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随

机信号处理的基本内容，并且有机会接触学科前沿知

识。 

(3)随机信号通过系统分析 

对于线性系统的分析，其基本内容是信号与线性

系统的时域与频域分析方法扩展到随机信号的情形，

该项实验内容延续前二项实验，模拟产生一定统计特

性的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后，估计输出信号的特

征参数以及估计输出过程的概率密度，重点实验宽带

噪声通过窄带系统输出的概率密度，调整系统的带宽，

观测输出概率密度的变化。宽带噪声通过窄带系统输

出逐步逼近正态分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

过实验，加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4 结束语 
 

总之，由于随机信号分析课程的理论性较强，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融入多种教学手段，使抽象的系统

理论形象化，要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培养学生的工

程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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