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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内微波技术与天线是电子与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实际教学中通过考察发现，这

门课程的内容很抽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示很难深刻理解，主要是因为这门课程涵盖的内容与高等

数学知识紧密结合，学生往往不能将数学工具与物理概念结合起来。这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

习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为了提高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教学效果，进一步符合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

这就急切要求我们要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方案。在未来，我们要根据教师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

教学问题，并结合新时代无线通信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提出具备扎实理论、实践创新、爱国思政等具

体的创新教学举措，为国内发展一流微波技术与天线专业课程和一流人才探索新型教育模式提供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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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microwave technology and antenna is a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actual teaching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very abstract,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
ing said it is difficult to deeply understand, mainly because the content covered by this course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gher mathematics, students often can not com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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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tools with physical concepts. This is a high demand for both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icrowave 
technology and antenna course and further meet the national demand for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urgently requires us to explore a student-centred curriculum reform plan.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eaching problem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 the new era of the background, we should put forward 
specific innovative teaching initiatives with solid theory, practical innovation, patriotic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class microwave technology and 
antenna courses and first-class talents to explore new educational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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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波技术与天线技术是电子信息科学的重要分支，是许多前沿科技研究的基础。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微波技术和天线技术在国防、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雷达系统、卫星通信、

无线通信等都依赖于先进的微波技术和天线设计。另外，现代社会对通信速度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5G 网络的普及和 6G 技术的研究都离不开微波技术和天线技术的支持[1]。通过开设相关课程，能够激发

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学生也可以掌握先进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为进入相关产业奠定坚实基础。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的教学可以培养能够设计和优化通信系统的

人才，推动通信技术的进步，这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也是当前教育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领域蓬勃发展，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微波技术与天线作为通信专业学生培养计划中的一门必修课程，具有理论体系严谨、内容抽象复杂、与

工程应用联系紧密等特点，与雷达、通信、导航等工程系统联系紧密。由于课程难度大、工程性强、学时

有限，其授课任务非常艰巨，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很好地满足新时代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求。另一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动下教育资源跨国流动不断加速，国际化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高校教学的趋势，国

际化学术精英人才培养也十分关键[2]。本文主要介绍了微波课程教学分析探索的成果，并提出了面向一

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人才建设目标的新型教育模式。 

2. 课程教学中出现问题的发现与分析 

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涉及电磁场与波、微波

传输线理论、微波网络理论、天线理论与设计等多个核心知识点。尽管课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该课程难度较大，建立在较强的数

学和电路场论等理论基础之上，是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的延续。这就不仅需要授课者对课程综合理解把

握，也需要学生具有高等数学、电磁场与电磁波、电路理论等相关课程的知识储备[3]。本节将从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和学生学习情况等方面，详细分析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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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学内容复杂脱节 

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涵盖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复杂的数学推导，包括麦克斯韦方程组、微波网络理

论、S 参数分析、传输线理论、天线设计与分析等。教学内容繁多且复杂，导致学生在理解和掌握这些知

识点时感到困难。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微波技术和天线领域的研究不断涌现新的成果和应用[4]。但是，

现阶段依然有很多教材并未更新内容，教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脱节，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和兴趣。 
针对教学内容复杂脱节的问题，我们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精简和结构化，重点突出核心知识点，合

理安排课程进度，避免过度细化和重复。在教学中引入实际应用案例，结合当前的科技发展和工程应用，

如 5G 通信、卫星通信等，让学生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场景和意义，可以有效减少学习过程的枯

燥无味。另外要定期更新教学资料，增加最新研究成果和应用案例的介绍。鼓励教师编写和使用具有前

沿性和实用性的教学材料[5]。 

2.2. 教学模式存在局限 

目前，许多高校仍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这种模式下，

教师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较低，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在传统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较少，课堂讨论和问题交流不充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

不到及时解决，影响了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同时因为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的实践性很强，但在实

际教学中，实验课程和实践环节往往被忽视或削减。一些高校由于实验设备不足或教学资源有限，无法

提供充足的实验条件，使得学生缺乏动手操作和实践验证的机会[6]。 
针对教学模式存在局限的问题，我们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案例教

学、混合教学等，增加课堂互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利用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等方法，提升课堂互动

性，增加课堂讨论和问题交流环节，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参与讨论。 

2.3. 教学环境十分单一 

微波技术和天线课程需要大量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如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微波暗室等。

但由于这些设备价格昂贵，许多高校无法配备足够的实验仪器，影响了实验教学的开展。这就导致了一

些高校的实验课程内容单一，缺乏创新和挑战性，不能全面反映课程的核心知识点和实际应用。 
针对教学环境十分单一的局面，我们应增加实验课程和实践环节的比例，设计丰富多样的实验项目，

涵盖传输线测量、天线性能测试、微波电路设计等内容，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加大投

入，配备充足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如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微波暗室等，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

验条件等。 

3. 未来课程改革特色及创新 

3.1. 教学内容和分析方法 

大多数高校的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主要设计“微波技术”和“天线原理”两个模块，其相关理论学

习非常抽象复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都充满了挑战。为了有效提升教师教学质量，改善学生学

习效果，微波教学团队以学生为中心，结合本校专业必修课培养方案和实际教学条件，充分利用网络教

学平台等资源，提出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创新性教学方案。 

3.2. 创新型教学方案 

针对高难度的理论授课任务，可以将板书、课件、软件和动画相互融合，从而丰富课堂上“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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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具体形式比如教师将课程内容制作成微课视频、PPT 或

讲义，提前发布给学生。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完成预习任务。教师通过问答、讨论、案例分析和小组活

动等方式，引导学生解决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通过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实际项目，如微波电路设计、天线仿真与测量等，同时让学生分成小组，

每组负责一个项目。项目要具有挑战性，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而且通过小组合作，

学生可以分享知识、分工合作，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教师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帮助，定期组织

项目汇报和交流，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项目完成后，各小组进行成果展示和答辩。通过展示和答

辩，学生能够总结和反思项目中的收获和不足，提高综合能力[7]。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进步，未来我们需

要将这些新兴技术与电磁学教学更加紧密的结合，来提升教材的质量和教学效果。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应用，可以极大地提升教学质量和个性化水平。例如搭建仿真平台，提供微波器件和天线设计、

仿真与测试的虚拟实验环境。学生可以在虚拟实验室中进行实验操作，观察和分析实验结果。在完成虚

拟实验后，学生需要提交详细的实验报告，包括实验过程、数据分析和结论，同时教师根据实验报告进

行评价，给予反馈和指导[8]。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实时互动，教师可以在线指导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

实验过程中的答疑和讨论。 
在未来的教学模式中不仅要更加提高线下课程的效果，更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将线下教学与线

上平台的优点相结合，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如视频讲解、在线测试、讨论论坛等。学生可也以根据自

己的学习进度和需求，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教师通过在线平台的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辅导和教学。 

3.3. 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在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的教学中，将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电子信息

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信

息通信领域的发展为这种结合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现实意义电子信息专业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之

一，涵盖了微波技术、天线设计、通信系统等多个关键领域[9]。随着 5G、6G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崛起，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培养具有

扎实专业知识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电子信息人才，对于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

过程中，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通过专业课程的

教学，学生可以系统掌握微波技术与天线设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然而，单纯的知识传授无法满足

新时代对人才的全面要求。思政教育的引入，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激发他们投身国家信息通信事业的热情[10]。 
在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中，增加关于中国信息通信领域发展成就和未来趋势的内容，引入具有典型

意义的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探讨技术问题和思政教育的结合点。课余时间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和科

技扶贫项目，通过实际行动将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相信通过将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可以

培养出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具有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电子信息行业人才。 

4. 结论 

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作为电子信息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在教学中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拥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本研究通过对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了优化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师资力量和关注学生差异等多方面的改进建议。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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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培养出符合现代信息通信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未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的教学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

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持续优化教学方案，提升教学质量，可以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对电子信息专业人才

的需求，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做出更大的贡献。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通过全面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为我国信息通信领域的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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