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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之下，电子技术领域市场需求的增长也使得人才缺失矛盾更加突出，因此，高校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坚力量

应当致力于培养实用型人才。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意识到实践课程的重要性，并且推动实践课程的改革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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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高校教学的过程中，要想提高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质

量就应当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将实践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相结

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才能

够适应社会的需求，满足企业的用人条件。 

1 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教学现状 

当下学校在展开电子技术教育时运用的教材，很多都是简化版，教

学的内容以及教学模式都十分陈旧。教材的编排都是按照理论体系展开

的，对于基础知识过于注重而忽略了实践部分的教学。在开展实践的过

程中既要注重设计，例如维修、装配等等，同时也应当注重实践，由于

教材更新比较缓慢，因此学生学习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过时的，只有将教

材与时代进行结合，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理

论加实践的模式，在每一章节的理论讲解结束之后，对实践内容进行教

学，这样的教学缺乏系统性，也会打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电子技术

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推进的过程中，往往以验证实验为主，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并没有选择性，一方面验证实验往往缺乏对于教学意义的探究，

学生在实验中能够提高动手能力的空间十分有限，这也不能够全面发展

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由于缺乏实践课程，也会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出

现脱节，不利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规划。 

2 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改革策略 

2.1 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设计 

在实际进行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首先进行

教学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的理念。（1）高校应用电子技

术教育专业教学的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养成思维习惯，锻炼其思维能力，

以提高教学效果。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应用电子教学较为

程式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过于依赖网络资源，在网络上搜集一些信

息便可以轻松完成。然而，这样一种学习模式不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果。由于学生们对应用电子这门课程的认识不足，没有养成良好的创新

思维，对此在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过程中设计的内容应当结

合课堂内容与教材，让学生们能够灵活运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创新

思维。教师可以开设小型电子设备的设计实践课程，通过在计算机上展

开仿真设计并且对于一些优秀的作品也可以与企业展开合作，围绕设备

维修等专题展开探讨，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形成系统性的应用， 终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2）以生为本，让学生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动

手能力与经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于实践的训练来形成正

确的思维，而实践往往能够体现学生的思维能力。虽然学生个体存在差

异，他们的思维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其中会存在相似的因素。通过利

用创新教学的方式，能够帮助学生调节思维。教师可以运用现场教学的

方式，通过将电子装备带到课程上边操作边讲解，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

以带学生到实训基地进行实践，面对真实的设备进行讲解，使得学生了

解设备是如何运作的，出了问题应当如何维修。 

2.2 优化课堂教学 

在应用电子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也需要优化教学方式，不断

创新教学方法。利用项目教学、任务驱动、竞赛手段等方式结合学生们

实际的岗位任务来强化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以此来为学生日后的工作学习奠定基础。在开展任务的过程中，教师首

先需要对任务进行了解，通过策划教学、开展课堂教学、对教学成果进

行考核等方式来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可以积极地应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让

学生们搜集相关的资料信息进行创新，小组成员针对同学的作品进行评

价，以此达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目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也能

够发现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实际岗位需求，对自己的创

新能力进行不断的提高优化。 

2.3 及时开展评价与考核 

在实际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教师注重评

价与考核过程，这样才能够让高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发挥其

大优势。在评价考核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完善评价方式，采用组内评价、

组间评价的方式进行，从而使的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合理。此外，还需

要制定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将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从而不

断提到考核的准确性。在考核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置对应的考核比例，

如过程考核 80%、终结考核 20%，并将这一考核成绩作为学生 后的总评。

这就表明，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到学生各方面的表现，

增强他们的理论知识，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此外，教师应当将学

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作为整个教学的核心，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与考核形式

来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促进课内与课外知识的衔接，使得培养

出来的学生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进一步增强高校应用电子教学的教学

效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实际高校电子技术教育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

尤其注重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的开展、评价与考核等环节，以此在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开展更为深入的教学，才能够不断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日后的工作，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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