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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bout the teaching in the first stage (basic 
amplifier) of “electronic technique found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 relaxed student-centered, teacher-led environment for study is 
established with an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must be 
promoted after they have grasped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in this stage. As a result, they will study the 
follow-up content of the course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and grasp knowledge and skill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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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设计“电子技术基础”第一阶段（基本放大电路）

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地

进行学习。学生学好这一阶段的知识和技能，就能提高其学习该课程的兴趣，增强学习的信心，

从而主动地去学好后续的内容，掌握好该课程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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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技术基础”是电子电气类专业的重要基

础课，该课程包含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的讲授以放大器为主线，从基本放大

电路、多级放大电路到集成运算放大器逐步深入，

同时讨论了放大电路中的频率特性、负反馈、自激

振荡等问题，以及运放的线性应用[1]。数字电子技

术的讲授以逻辑分析与设计为主线，以逻辑代数基

础、触发器工作特点、组合和时序电路分析与设计

为核心，同时讨论逻辑门电路结构、波形产生与整

形、A/D 转换和 D/A 转换、大规模数字逻辑电路等[2]。

学生必须认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才能学好后续的专业课。因此，如何使

学生扎实地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是

关系到学生能否学好后续的专业知识，能否胜任未

来的专业岗位的重要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学习过 

程中，许多学生觉得模拟电路难学，称之为“魔鬼” 

电路，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学生缺乏电路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首先，在中学学习时，许多中学追求的

是升学率，学生对电路的认识是在黑板或纸上“画”

出来的，到实验室亲身感受的不多，因此缺乏对电

路的感性认识；其次，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重要

性认识不到位，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其三，教

学方法欠妥，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第一阶段（基

本放大电路）的知识和技能没能真正掌握，越往后

学越吃力，结果丧失了学好这门课程的信心。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我系电子教研室的老师认真开展教

研活动，认为把握好该课程第一阶段的教学设计非

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学生能否学好该课程的一个重

要环节。第一阶段的学习以基本放大电路为主，如

何把握好这个环节，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以现代教

育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进行教学设计，并及

时进行教学反思和评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内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建立在以学习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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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符合学习心理学的环境、情感基础上的新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社会文化背景)

下，借助于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

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既强

调学生的认识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

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

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和意义建

构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

灌输的对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出发点是如何消除学习者

不必要的紧张和自我暗示，如何创造轻松的学习环

境，使学习者在这个环境中积极主动建构自己的知

识，如何建立师生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和谐关系，以

情感调节理性，使学习成为一种享受，从而大大提

高学习效率，进而从心理环境、教学方式、教学艺

术几方面实施教学。[3] 

3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教学设计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创设一个轻松的

学习环境，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良性循环地进

行学习，把“电子技术基础”第一阶段的知识和技

能掌握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学生就

能主动、积极地去学好后续的内容。 

3.1 明确第一阶段的教学目标 

“电子技术基础”第一阶段的教学是基本放大

电路，这部分包含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基本理论包括电路结构、电路工作点的计算、

元件参数的选择、电路特性的分析等；基本技能的

训练包括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电路的连接和焊接、

电路的检测和调试、常用仪器设备（万能表、示波

器、信号发生器、电流表、电压表、毫伏表、稳压

电源等）的使用和维护。如果学生确实掌握了这部

分内容，对后面的学习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

以必须安排经验较丰富的教师授课，并安排较多的

学时方能确保该阶段教学目标的实现。 

3.2 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 

3.2.1 讲授与演示、操作相结合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的内容，授课地点

最好选在演示室或实验室，在讲解基本理论的同时，

配以示教板和实物进行演示，以加强学生对电路的

感性认识，形象生动地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也可以参与操作演示，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过程

中学习。还可以用边讲边实验的方法在实验室开展

教学，教师用示教板讲解的同时，学生用实际电路

进行操作测试，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

握。 

3.2.2 把好单元电路实验教学关 

学生完成单元放大电路的学习后，应及时进行

相关的实验，对照实物进一步了解电路的结构，认

识电路中的元器件，学会用万能表检测判断元器件

的质量；学会电路的连接和焊接，电路静态工作点

的调整，电路动态有关参数的测试；学会万能表、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流表、电压表、毫伏表、

稳压电源等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和维护；学会对测

量数据和结果的分析判断，并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一阶段对学生的要求必须

严格，尽量做到人人过关。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

须做到： 

1） 安排足够的教学学时。因为每个学生的知

识结构和能力不一样，因此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实

验的效果也不一样。在中学对电路比较感兴趣、接

触实验比较多的学生完成的效果会好些，用时也较

少，而电路知识基础较差、兴趣不高的学生则用时

较多，在规定的学时内达不到教学的要求，必须给

他们以更多学时的辅导，使他们真正掌握基本的知

识和技能，形成良好的心理，保持积极的态度去学

好后面的内容。 

2） 使用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进行教学。目

前，许多学校使用实验箱进行教学，多数学生是“照

葫芦画瓢”进行连线即可完成实验，虽然提高了教

学效率，但却达不到前面所提的教学目标。因此，

建议第一阶段的教学应使用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

在完成这一阶段的教学后再使用实验箱比较好。 

3） 使用仿真实验辅助教学。利用仿真软件构

建开放的虚拟实验室，学生在做实验前通过仿真软

件了解电路的结构、电路的调整、参数的测量等知

识，既为实验做好充分的预习，也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和探索未知的欲望。 

4） 开展科技小制作。在完成基本放大电路的

学习后，可组织学生结合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科

技制作，如安装门铃或报警器等电路，既可巩固所

学的知识，又使学生们学会应用所学的知识技能，

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也为今后开展科技创新活

动打下基础。 

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一阶段的教学目标，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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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还应注意“抓两头，同进步”，即对基础好、

兴趣高的学生在其原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指导，让

他们能起带动和协助辅导的作用；对基础较差、兴

趣较低的同学要多关心多指导，鼓励他们树立起学

习的信心。实验时将这两头的学生进行搭配（两人

一组），便于对基础较差同学带动和辅导，使他们在

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同学的水平。这样，同

学们的基础水平基本达到同一程度，既便于教师在

今后的教学上做统一的要求，又有利于同学们相互

间进行共同探索和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培

养良好的合作精神。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做

到耐心细致、积极引导，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

通过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积极主动建构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 

4 认真进行教学反思 

反思是教师着眼于自己的活动过程来分析自己

做出某种行为、决策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过程，是

一种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自我察觉水平来促进能力发

展的手段[4]。 

第一阶段的教学一定要注重实效，否则将不能

很好地实现这一阶段的教学目标。因此，每完成一

次教学都要及时进行反思：这节课所采用的方法是

否妥当？要传授的知识点是否都准确讲授了？那些

知识需要通过实验进一步学习？……，对整个教学

过程进行全面、深入、冷静的思考和总结，不妥之

处及时进行改进，不全面的地方设法补充。进行反

思的同时，还应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要鼓励学生

多提意见，与学生一块查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

期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5 对教学效果进行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在某项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为使

活动效果更好而不断进行的评价。它能及时了解阶

段教学的结果和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

以便及时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工作[5]。对第

一阶段的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价最合适。在完成某

一个单元的教学后，及时进行相应的理论和实验考

核，这样可以及时检查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论和

能掌握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和改进教

学，采取弥补的措施。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层层递进，

扎扎实实，真正掌握好第一阶段的知识和技能，增

强学习的信心，提高学习的兴趣，才能为后面的学

习铺平道路，才能最终实现我们的教学目标。 

6 结束语 

以上探讨了“电子技术基础”第一阶段的教学

设计，按照这样的教学设计能较好地达到设定的教

学目标。虽然需要安排较多的学时，教师也要投入

较多的精力，看起来需要花较多的时间，但却为后

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保证以后的学习效果，并可

提高以后的教学效率，否则将欲速而不达。最重要

的是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了学习的信心，

能够主动、积极地去学习，去建构个人的知识，完

善个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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