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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文章提出了一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在

教学方案设计方面，优化了教学工作准备、教学环节设计和教学效果评价等内容；在教学组织实施层面，

提出了教学资源建设保障、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多元答疑体系构建等举措。课程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

有效提升了课程教学质量，为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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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for the course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
og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terms of teaching scheme 
design, this mode optimizes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work,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es, and 
the estim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terms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t 
introduces measures such as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cultivating self-di-
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question-and-answer system. Teaching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316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3163
https://www.hanspub.org/


夏桦康，查晓婧 
 

 

DOI: 10.12677/ces.2025.133163 122 创新教育研究 
 

practi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is mod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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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其他电类工科专业的学生需要深入学习和掌握的主干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

的频率响应、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与处理、波形的发生与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

电源等[1]。《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绝大多数内容并非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现象的发现，而主要是 20 世纪

以来人类在电子技术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发明创造，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发明者和工程师的创新思维

与技术理念。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内容的独特性导致了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境。

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存在较大不足，例如教学内容过于抽象不够直观，教学手段单一不够灵活，过

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轻视实践环节的重要性，缺乏创新思维的培养等，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

以深入理解并应用课程内容，难以满足社会对创新电子技术人才的期待[2]。因此，如何在《模拟电子技

术》课程中引入创新的教学模式和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改善教学体验和提升教学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探

索与实践。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并结合笔者所在院校专业教学实际情况加以实践验证，以期为该课程及类似课程的教学改革创新提供启

示与借鉴。 

2. 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模拟电子作为一门专业技术，其具有很强的工程属性。绝大多数电子信息类专业在《模拟电子技术》

课程的教学设置上，通常会包含理论教学环节与实验教学环节，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显著的差

异性，见表 1。在关联性方面，理论教学为实验教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而实验教学则是对理论知识

的验证与应用。在差异性方面，理论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理解，而实验教学则更注重实践技能的

培养与锻炼。然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框架下，上述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并未得到充

分重视与有效融合，导致理论课与实验课之间存在一定的衔接不畅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深入理解和实践应用，也限制了学生通过实验操作来加深和巩固理论学习的能力。这些问题的产生，

主要归因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传统教学模式本身所存在的多种局限性[3]： 
(1) 由于课程内容抽象、知识点繁多且难度较大，而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又主要以教师的单向讲授为

主，过于偏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被有效调动，课堂参与度普遍较低。这种教

学模式使得学生难以充分消化和吸收理论知识，进而影响了这些知识在实验课中的实践应用，最终削弱

了课程的整体学习效果。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316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夏桦康，查晓婧 
 

 

DOI: 10.12677/ces.2025.133163 123 创新教育研究 
 

(2) 由于课程知识点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后续内容对先导知识的依赖度较高，若学生课前预习不足、

课后复习不够或频繁缺课，极易导致后续学习进度受阻，甚至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

对学生的学习心态造成负面影响，最终可能使学生产生消极应对的心理，甚至出现放弃课程学习等不良

后果。 
(3) 理论课与实验课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与过渡，导致学生在从“以教师讲解为主”的理论课堂切换

到“以自主操作为主”的实验课现场时，面对琳琅满目的电子元器件和种类繁多的实验仪器设备，虽然

满怀欣喜与好奇，但也常常感到茫然无措、无从下手，甚至陷入手忙脚乱的局促与不安之中。 
(4) 实验课时有限与限时考核验收对学生造成了较大困扰和压力，导致多数学生倾向于跟随实验老

师、同学或者指导实验书仓促开展实验，对于电路的调试也大多以“盲调”或“瞎调”为主，仅仅为了获

得一个“看似有用”结果，忽视了深究结果背后的原理与机制。这不仅削弱了实验教学的效果，也使学

生难以真正掌握模拟电子技术的核心知识与技能。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表 1.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联性与差异性分析 

 关注项 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关联性 

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 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知识体系 提供模拟电子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如半

导体器件、放大电路等 
基于理论知识进行实验操作，验证理论内

容 

互为支撑 理论学习为实验操作提供基础知识 实验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应用 

差异性 

教学方式 以讲授、讨论、习题分析为主 以学生动手操作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学习内容 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理解 侧重于实验技能的培养与练习 

侧重要点 强调理论推导、公式计算与电路分析 强调实验操作、仪器使用与数据测量 

成果展示 通过作业、考试等形式检验理论知识的掌

握程度 
通过实验报告、实验现象观察与分析展示

实验技能 

3. 混合教学模式的优势 

常见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翻转课堂模式[4]、弹性混合模式[5]、在线驱动模式[6]、双师协同模式[7]等，

它们之间的对比情况见表 2。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将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的网络课堂教学

相结合的创新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出线下和线上两种教学方法的优势，从而构建开放式、互动式的

教学环境，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相比传统教学模式，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具有诸多方面的优势，比如可以融合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可以丰富教学资源，拓

宽学习视野；可以个性化教学，满足学生需求；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提供灵活学习方式；可以增强互动

性，培养合作精神；可以融入社会实践，培养综合能力。 
国内较多院校专业已经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和

宝贵经验。宋娟针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促进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

应对措施进行了研究与阐述[8]。陈欢从课程思政的角度提出了混合式教学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的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与实施方案[9]。于海娇分析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中纯线下和纯线上教学模式的

各自优势及问题，并以《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为例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实

践结果表明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提高该课程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及格率和优秀率[10]。杨艳等人基于在线

MOOC 平台建立了《信号与系统》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通过对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设计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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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进行改进优化，较好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学习能力[11]。谢鸥等人针对《模拟电子技术》

课程的理论教学环节和实践教学环节提出了相适应的混合教学模式设计方案，采用该教学模式后教学效

果获得了提升，学生考试通过率提高了 15% [12]。上述研究工作都证明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具有

较大优势，也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应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mon mixed teaching modes 
表 2. 常见混合式教学模式之间的对比 

模式类型 翻转课堂模式 弹性混合模式 在线驱动模式 双师协同模式 

特征 典型混合式 动态混合式 在线主导型混合 空间混合式 

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 掌握学习 首要教学原理 社会存在感理论 

优势 提升课堂互动质量 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 强化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多重教学视角互补 

局限性 依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设计复杂度高 师生实时互动不足 师资协调成本较高 

适用场景 理论实践结合型课程 学生基础差异大的班级 高阶专题模块教学 复杂实验项目教学 
 

 
Figure 1. Design of mixed teaching scheme 
图 1. 混合式教学方案设计 

4. 《模拟电子技术》混合式教学探索实践 

4.1. 教学方案设计 

本研究以《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为研究对象，基于课程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联性与差异性分析，

提出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该方案通过系统整合线上线下优质教学资源，创新

教学方法与手段，着力推进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以期实现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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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如图 1 所示，本研究提出的混合式教学方案包含三大核心模块：教学工作准备、教学环节设计和

教学效果评价。各模块均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两个维度进行系统设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闭环。

在具体实施层面，本研究依托学校数字化网络教学平台(支持“一平多端”访问)，构建了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的高效衔接机制，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整合。此外，本研究还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数据，为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提供了

实证依据。这种基于数据的教学优化机制不仅可以增强教学决策的科学性，也可为同类课程的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1) 教学工作准备 
教师依托数字化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学情分析，为开展教学工作做好充分准备。首先，调取过往三届

学生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数据，包括到课率、作业完成情况、实验报告质量、考试成绩及学生评教反

馈，分析近年来学生学情总体变化趋势，识别共性学习难点与薄弱环节；然后，获取授课班级学生先导

课程(如《电路原理》)成绩，评估其专业基础能力，明确知识短板与补强方向；最后，通过线上问卷调查，

收集学生对课程的共性需求与个性化建议，了解其学习期待与兴趣点。基于多维度的学情分析，教师能

够精准掌握学生知识基础、共性、个性特征等情况，从而为课程内容的精炼、教学方法的改进、实践应

用的强化、评价体系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2) 教学环节设计 
教师依托线下课堂和线上平台组织实施教学，实现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有效衔接。教学具体环节

包括课前预习、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课后复习。在理论教学环节，教师于新课前一周通过线上平台发

布预习资料，包括课程重点难点、学习目标和预习测验，着重评估学生对基础概念和知识的掌握程度，

并汇总共性问题。课堂教学以预习反馈为依据，聚焦共性问题，深入讲解重难点知识和典型题型。同时，

通过学生上台演算、随堂测验等多种互动形式，及时检验学习效果，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 
在实验教学环节，教师于实验课前一周通过线上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和实验目标，要求学生使用

Multisim、LTspice 等电路仿真软件进行预实验。学生需提交仿真模型、波形及数据，并反馈实验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原则上，学生需通过电路仿真实验后方可进行实物电路实验，以确保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

在线下实验室，教师首先简要讲解电路工作原理、调试方法、故障排查技巧及实验观测手段，随后进入

实验室巡查模式，将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自主操作。教师要对实验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及时进行答疑指

导，同时对已完成各项要求的学生实验进行现场验收。实验教学以现场解决问题为核心，对于现场难以

解决的问题，教师要提醒学生拍照记录现象并准确描述，将问题提交至线上平台，留待后续深入研究与

解决。 
课后复习是巩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教师在每次课后及时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基础

习题作业和拓展任务作业，要求学生限时完成与提交。教师及时批改作业，公布参考答案和优秀作业案

例，分析作业完成情况并进行教学反思总结，不断优化调整后续课程的教学策略。 
(3) 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评价作为保障教学质量的必要环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诊断、反馈和调控作用。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教学评价体系，该体系从学生和教师双重视角出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

过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在定性评价维度，本研究采用三角互证法，

通过线上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学评教系统反馈等多渠道收集质性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学生对

课程教学的整体满意度，还揭示了学生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为教学改进提供了质

性依据。在定量评价维度，本研究建立了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评价框架。该框架通过采集多维度的形成

性评价数据(包括学习参与度、自主学习行为、课堂互动表现、任务完成质量等)和总结性评价数据(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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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测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实验报告质量及期末考核表现等)，构建了完整的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

系。特别地，本研究引入工程教育认证标准，采用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模型，对教学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和分析，实现了教学效果的可测量化评估。这种基于证据的评价方法不仅提高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

靠性，也为持续改进教学质量提供了数据支撑。 

4.2. 教学组织实施 

为了使上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顺利执行并发挥作用，需要创造与之适应的软硬件教学条件，

确保资源支持到位，制度建设完善，对教学环节进行合理组织实施。 
(1) 教学资源建设保障 
教学资源的丰富性与易获取性是混合式教学的关键支撑。在数字化层面，网络教学平台应系统整合

课程教学日历、教学大纲、教案、课件、习题库及试卷库等基础资源，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指引和充

分的学习材料。针对线下实体教学资源，如电子元器件、实验器材等，可通过数字化转化策略——包括

高清拍摄、操作过程录像，并辅以专业标注与解说，构建线上虚拟资源库，帮助学生突破时空限制进行

自主学习。对于受版权保护的优质资源，如社交媒体科普视频、公开课资源、学术数据库文献及专业软

件工具，可通过平台链接推荐或课堂导览等方式，引导学生合理获取和使用，从而构建起线上线下有机

融合的教学资源体系。 
(2)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作为混合式教学的核心环节，其成效直接影响教学质量。为提升学习效果，可采取以

下策略：其一，依据知识点的难度与重要性，将学习内容划分为必修与选修模块，并设置合理的学习进

度时限；其二，建立学习进度可视化机制，通过线上排行榜展示学习进展，营造良性竞争氛围，激发学

习动力；其三，组建课程学习互助小组，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研讨与协作活动，促进学生间的经验分享与

知识共建；其四，针对学习基础薄弱或自律性不足的学生，实施“师长领学 + 朋辈伴学”的双轨辅助机

制，通过个性化指导与同伴支持，逐步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兴趣，实现学习效果的全面提升。 
(3) 多元答疑体系构建 
混合式教学中的答疑体系应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支持网络。首要渠道是线上即时沟通，学生可通

过私信或留言区向教师反馈问题。针对普遍性问题，教师可制作专题讲解资源(包括文档与视频)，通过教

学平台共享或课堂集中讲解，实现高效的一对多答疑模式。对于个性化问题，教师可采取“线上即时回

复 + 预约线下深度辅导”的双轨答疑机制。同时，应充分发挥学生群体的互助潜能，通过在平台互动区

建立问答社区，鼓励学生开展同伴互助，形成良性互动的学习共同体。这种多元答疑体系不仅能及时解

决学习困惑，更能促进师生、生生间的深度互动，推动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4.3. 教学实施成效 

通过应用上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笔者所讲授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理念的评估数据显示，课程目标达成度较

传统模式提升 3.5%，不及格率降低 0.52%。同时，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提升了课堂互动质量与学

习参与度，获得学生积极反馈。更为重要的是，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对电子技术的兴趣与热

情，体现在参与电子设计竞赛的人数持续增长，获奖比例同步提升，充分印证了该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 

5. 结束语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内容抽象、知识点多、难度大，传统教学模式过于侧重枯燥理论的灌输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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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重复实践，难以有效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本文提出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

计了“三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方案，进行了基于数字化平台的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采用了基于数据

驱动的教学评价与持续改进。教学实践表明，该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线下和线上两种教学方法

的各自优势，构建起开放、互动、灵活的教学环境，加强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相互融合，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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