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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来电子竞赛取得的良好成绩 



 

1、同舟共济的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是竞赛活动持续开展的关键。 

2、良好的学生组织、动员、管理机制。 

3、“教师积极辅导+学生积极参与+竞赛优异成绩”的良性共
振效果。 

4、对教改、工程师资队伍建设、学分建设的良好促进作用 

5、尽可能大的学生受益面，大规模的竞赛活动 

              ----解决学生实习实训，为优秀学生提供发展平台。                       

 

主要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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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竞赛活动开展及成效 

 电子竞赛促进电子基础课程教改 

出现的新问题 

汇报内容 

电子技术课程群改革背景 电子竞赛活动基础组织概况 1 

3 



学生参与的主要 
            电子信息类相关学科竞赛安排 

一、电子竞赛活动基础组织概况 



1、教师队伍： 

        竞赛活动开展的关键在于具有工程经验教师队伍的建设
。我校电子设计竞赛指导教师队伍组成上新老搭配，依据
教师的专长、学科方向和兴趣，分别承担相应的指导任务
，也促进了青年教师成长；在工作量及奖励上以整个团队
向学校自取资金及相关政策，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2、学生组织： 

         指导建设学生社团（电子爱好者协会），以“有利于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有利于社团活动培养了学生
民主,团结,协作能力；有利于学生工程能力及创新意识的
培养”为理念。 

         按照“热情鼓励科技创新活动,积极倡导志愿服务活动,
正确引导兴趣爱好活动”为活动指导原则；全方位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    

    电子竞赛活动-----指导教师及参赛学生组织 



电子竞赛骨干学生的的日常组织形式 

校电子实验中心（全校遴选的兼职教师指导团队） 

               校学生电子协会（各个学生创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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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教学年度活动形式及安排 

    以电子设计竞赛（学生创新项目）为时间及目标牵引 

每年3月-4月校级TI杯电子设计竞赛（选拔学生）,TI资
助的学生创新项目结题检查答辩及新项目立项 

每年5月-9月国家及或省级电子设计竞赛培训及竞赛 

每年9月电子协会招新及学生管理骨干换届选举 

每年10月-2月电子协会进行公共及不同技术方向技术培
训，寒假技术骨干进行10天左右集中培训 



学生社团（电子协会）服务内容及条件保障 
（器件、资料、技术各方面支持） 

电子实验中心提供近500平学生活动场地，并配备常用仪器 

学生管理及技术骨干团队进入实验室，配备各方向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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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动员基础平台学生社团获奖 



课堂理论及
实验教学 

多渠道的条件保障 
             ----构造立体化学生学习环境 

创新设计实例
含硬件图代码
提高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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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年校科技节举办“TI”杯校电子设计竞赛 

                                        

二、电子竞赛活动（校内外二级竞赛机制）开展及成效 

   主要目的是选选拔骨干学生及鼓励引导（奖品是TI提供的开发板）                                     
 



对学生按方向（高频、功能功率电子、运动控制、信号处理）进行集训、
选拔参数，形成良性竞争，相互学习的氛围。比赛结束后，组织指导教师
组及竞赛学生进行总结，为以后更好开展竞赛活动总结经验。 

（二）、目标牵引明确的每年度国赛（或省赛） 

                                        





1、课内外良性互动，搭建学生课外创新平台 

    建立指导学生电子协会以“热情鼓励科技创新活动,积极倡导志
愿服务活动,正确引导兴趣爱好活动”为活动指导原则。 

2、把学生电子竞赛抓手，由于学生竞赛活动社会认可度高，参
与学生就业情况好。“教师积极辅导+学生积极参与+竞赛优异
成绩”形成良性共振，有效地调动了师生参与积极性，扩大了
学生受益面，每年最后参赛学生达300-500人。 

3、促进了教学改革：一方面把竞赛活动作为检验教学改革效果
的重要依据，在辅导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及时发现教
学中存在的不足，有效地促进了教学改革。另一方面，竞赛活
动作为综合应用知识载体，提高了学生能力，巩固了教改效果。 

4、促进重视工程实践及创新“优良学风”的形成，培养了教师
的工程实践能力，形成“亦师亦友”的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了
工程师资队伍建设。 

（三）、电子竞赛活动达到的良好效果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推动了

学生社会化进程，参与学生

在技术、组织管理、团队协

作、创新能力都受到了锻炼。 

    相关教改得到肯定，近几

年获得了包括国家二等奖等

在内的6项省级以上教学成

果奖。 



 ◆  突出知识的工程应用。内容

上采用以基本原理、基本理论

结合典型工程应用实例的结构

方式。 

 ◆ 把三极管模型引入电分，
做好和后续课程模电的衔接。 

1、电路分析基础 

 ◆ 问题驱动理论与方法的学
习；设置工程应用实例分析与
电路设计内容，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及理解知识的能力。 

第四部分、推动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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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拟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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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课程的学期项目主线（音频功放） 



传统数字电路： 
•逻辑代数 
•基本逻辑门 
•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 
•卡诺图 
•状态机 
•74XX、40XX小规模集
成电路应用 
•AD\DA 
。。。。。。 

现代数字电路： 
•淡化分立器件及硬件
特性 

•引入EDA软件使用 

•HDL语言与PLD器件
开发入门 

•功能、时序、状态机
分析 

•数字电路应用设计 

•接口电路设计 

。。。。。。 

 

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 

3、数字逻辑设计基础（数字电路） 

注重知识应用（衔接后续可编程
器件高级应用选修课） 



贯穿课程的工程项目主线（简易计算机模型搭
建及分析） 

存储器 

译码控制
电路 

加法器 

时序逻辑电路 

震荡时钟
电路 



微机原理 
 
 

接口技术及其应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单片微
机原理
及其应
用 

改革前课程安排 

4、单片微机原理及其应用 

改革后课程安排 

MSP430

单片机、
嵌入式
DSP、
FPGA选
修课程 



1、内容覆盖面较宽 

2、更新教学内容 

3、降低部分大纲难度 

4、以基本应用为主线 

变化情况 

5、教材与教学内容和要求的变化 



主要困惑： 

A、学生浮躁，高年级参与率逐年下降（考
研、学生外出打工分流）。    

 

B、学生科技社会化的有效引导管理。 

 引导鼓励：参与教师科研、出去兼职实习。 

 教育避免：毕业设计代做、就业诚信等 

 

第四部分、出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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