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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形势

※金课建设路径

※金课建设机制

※金课示范辐射



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建设1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1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唱响

“三个一流”主旋律，引导高校回归育人本质、追求质量卓越。

实施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到2020年，认定3000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7000门线下精品课程，推出1万门国家

级一流精品课程。

高等教育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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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形势

※金课建设路径

※金课建设机制

※金课示范辐射



金课建设路径

“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高阶性：课程教学可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

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创新性：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

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挑战度：学生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达到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有一定难度，教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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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团队

体系、内容、方法

课程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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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

清晰的课程教学体系

发展的课程教学内容

有效的课程教学方法

优秀的课程教学团队

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

多维的课程教学评价

物化的课程教学成果

新

优

金课建设路径



教学理念

教学体系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教学团队

教学评价

教学成果

金课建设路径



大学教育若满足于让学生知道一些书本上的定义、性质

和题型，则势必会培养大批“知而无识，学而无用”之人。

大学教育应引导学生由“知”内化为“识”，进而付诸

于“行”，学生应在学习现有知识基础上深思熟虑，学以致

用，形成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成为“知而有识、学而善用”

的优秀人才。

课程教学理念

知而有识、学而善用



大学教育应启发引导学生

在学习中汲取知识的精华；

在探究中领悟知识的真谛；

在实践中彰显知识的价值。

课程教学理念

汲取精华

（知）

领悟真谛

（识）

彰显价值

（行）



课程教学理念



例如，在学习微积分时，应透过微积分计算揭示其蕴涵的“极限”

思想，该思想可以将有限与无限、微观与宏观、恒定与变化等统一起

来，从而改变了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和认知世界的视角。

利用微积分的极限思想，我们可以通透地分析解决大学物理中的

变力、变电场和变磁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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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理念



例如，在学习英语时态时，不讲清楚什么是时态，为什么要有时态，

只是简单地归纳和罗列各种时态，学生们死记硬背，经常发生混淆。

时间/方式 过去 现在 将来

一般 did does will do

进行 was doing is doing will be doing

完成 had done has done will have done

课程教学理念



教师在教学中应能够文理交融（课程思政），运用人文

思想去诠释某些工科理论和现象，展现事理之间的相通性，体

现人类探索知识的轨迹、凝练知识的智慧、应用知识的历程，

丰富学生的人文情怀。

大学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本身，更多的应是文化的熏陶、

素质的养成、能力的历练。从而推进人类知识不断丰富和发展，

人类文明不断延续和进步。

课程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

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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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教学团队

教学评价

教学成果

金课建设路径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大数据……

5G、高铁、智能装备、集成电路设计……

课程教学体系



信号表示

系统描述

课程教学体系



信号分析 系统分析

连续分析 离散分析

时域分析 变换域分析

y(t)=x(t)*h(t)

Y(jw)=X(jw)H(jw)
Y(s)=X(s)H(s)

Fourier变换

Laplace变换、Z变换

时域抽样定理

频域抽样定理

课程教学体系



信号与系统—知识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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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信号与系统分析导论

第2章 信号的时域分析

第3章 系统的时域分析

第4章 信号的频域分析

第5章 系统的频域分析

第6章 连续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第7章 离散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第8章 系统的状态变量分析

第9章 信号处理在生物神经网络中的应用

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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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信号与系统的分析（时域、频域、z域）

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DFT、FFT）

信号多速率转换（抽取、内插、抽样率转换）

信号时频分析与小波变换（STFT、DWT）

IIR数字滤波器设计（脉冲不变法、双线性变换法）

FIR数字滤波器设计（窗口设计法、优化设计法）

数字滤波器结构（直接型、级联型、并联型）

有限字长效应（量化误差、运算误差、系数误差）

课程教学体系

数字化分析
与处理

滤波器设计

与实现



数字信号处理-知识点图谱

离散信号与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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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离散信号与系统分析基础

第2章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第3章 DFT快速算法FFT

第4章 I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第5章 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第6章 数字滤波器结构及实现

第7章 多速率信号处理基础

第8章 信号时频分析与小波分析

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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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应强调“内容为王”，教学内容应具有

前沿性和创新性，同时具有基础性和传承性。

“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无旧无以为守，

无新无以为进。

课程教学内容



信号的时域抽样及其应用

信号的频域分析及其应用

生物神经网络分析及应用

离散Fourier变换及其应用

揭示FFT算法的对称之美

IIR 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

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

……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信号的时域抽样

课程教学内容

信号与系统

Signal an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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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内容：信号时域的离散化导致其频域的周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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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则有：

信号抽样的理论分析

时域抽样定理



若带限信号x(t)的最高角频率为wm，则在满足一定条

件下，信号x(t)可以用等间隔T的抽样值唯一表示.

fsam= 2fm 为最小抽样频率，称为Nyquist Rate.

抽样间隔T需满足：

fsam  2fm （或ωsam  2ωm）

信号抽样的理论分析

带限信号（基带信号）



FFT算法中的对称之美

课程教学内容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基2-时间抽取与频率抽取之间的对称

基2频率抽取FFT
时域分解

基2时间抽取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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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算法中的对称之美



基4-时间抽取与频率抽取之间的对称

基4频率抽取
FFT时域分解

基4时间抽取
FFT频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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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算法中的对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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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重点应是“为什么”以及“做什么”，

其次才是“是什么”。教师要以自己的学识讲解相

关知识的来龙去脉，讲解为什么要引入此知识，其

本质内容是什么，在应用中存在哪些工程局限等。

课程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贵在得法。没有任何教学

方法是全能，各种教学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 为什么介绍基本信号与基本运算

※ 为什么时域信号表示为冲激信号

※ 为什么引入四种信号的频域分析

※ 为什么进行连续时间信号的抽样

※ 为什么引入信号的s域与z域分析

※ 为什么介绍最小相位与全通系统

※ 为什么引入离散傅立叶变换DFT
※ 为什么分析FFT算法原理与结构

※ 为什么由低通AF设计任意IIR-DF
※ 为什么介绍信号抽样速率的转换

※ 为什么连续信号表示为小波信号

课程教学方法



课程教学案例

序号 教学案例名称

1 回声的产生与消除的应用案例

2 药物代谢动力学分析的应用案例

3 听音识曲系统设计的应用案例

4 音乐电子记谱与音效的应用案例

5 信号时域抽样与重建的应用案例

6 雷达测距系统建模分析的应用案例

7 全通与最小相位系统的应用案例

8 FFT 在通信OFDM中的应用案例

9 DFT在轨道信号识别中的应用案例

10 IIR DF在脉搏信号分析中的应用案例

11 信号抽样速率分数倍转换的应用案例

12 基于小波变换的信号去噪的应用案例

……



课程教学方法

 明晰课堂的教学目标

 站在学生的角度备课

 深刻领会教学的内容

 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

教学形式服务于教学内容



※开篇承上启下

※重点反复强调

※难点举重若轻

※方式恰到好处

※语调富有节奏

※互动心领神会

课程教学方法

安静的课堂 热闹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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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事相宜”的队伍建设理念，通过

学术研究和课程建设的协同，不断提升教师的

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体现事业发展与教师成

长的协同推进。

课程教学团队

金课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人，学术水平高、教

学能力强的教师是前提，教学团队是课程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



课程教学团队

青年教师队伍“六要素”的建设理念

※ 明确一个方向

※ 融入一个团队

※ 讲好一门课程

※ 做好一个课题

※ 写好一篇论文

※ 展现一个特长

以
贡
献
促
进
步

以
作
为
求
发
展



课程教学团队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

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课程建设与专业建设相结合

教师队伍“三结合”的建设机制



 主干课程群（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实践课程）都设置

相对稳定的课程组，保证课程建设的持续性。

 课程教学面向全院开放，吸收学科领域的优秀教师参与

课程教学与改革，以保证课程建设的先进性。

 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参与课程教学与建设，通过科

教融合和学科交叉，促进课程教学的多元性 。

课程教学团队



※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 国家级教学名师

※ 全国优秀教师

※ 北京市教学名师5名

※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 宝钢优秀教师奖3人

※ 国家级电工电子教学团队

课程教学团队



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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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教学团队

教学评价

教学成果

金课建设路径



中国大学MOOC

http://www.icourse163.org/

课程教学资源



http://www.icourse163.org/
中国大学MOOC

课程教学资源



主机位 板书机位

PPT录屏全景机位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

http://icc.hep.com.cn/loadShowHome.action?courseInfoId=5000000664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课程内容

课程主页

课程信息

课程公告

教学日历

答疑讨论

学习档案

教学视频

电子教案

各章导学

课前思考

各章作业

各章自测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各章导学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各章课前思考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各知识点视频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知识点电子教案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各章作业题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各章自测题

课程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
http://icc.hep.com.cn/loadShowHome.action?courseInfoId=5000001356

课程教学资源



课程主页

课程信息

课程公告

教学日历

答疑讨论

学习档案

数字课程--课程内容

教学视频

电子教案

各章导学

课前思考

各章作业

各章自测

课程教学资源



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专业基础）

国家级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实验中心（专业综合）

国家级轨道交通虚拟仿真实验中心（虚实结合）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校企共建）

北京市高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

科教融合、校企联合、虚实结合

课程教学资源



纵向贯通，横向联通

科教融合

虚实结合虚实结合

校企联合

课程教学资源



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课程教学资源



国家级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

课程教学资源



国家级轨道交通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课程教学资源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课程教学资源



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虚拟现实(VR)虚拟仿真实验

※应答器传输系统虚拟现实VR实验教学系统

※计轴器虚拟现实VR实验教学系统

※电动转辙机虚拟现实VR实验教学系统

※铁路信号安全案例教育虚拟现实VR实验教学系统

现代信息技术+实验教学系统



应答器传输系统虚拟现实(VR)实验

实验名称 课时

实验一 应答器传输模块（BTM）设备认知与组装实验 2课时

实验二 地面电子单元（LEU）设备认知与组装实验 2课时

实验三 地面应答器认知与安装实验 2课时

实验四 车载天线认知与安装实验 2课时

实验五 地面应答器布置实验 2课时

实验六 应答器A接口信号传输实验 2课时

实验七 应答器C接口信号传输实验 2课时

实验八 动态场景下应答器接口传输实验 2课时

实验九 应答器故障分析与处理实验 2课时

现代信息技术+实验教学系统



教学理念

教学体系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教学团队

教学评价

教学成果

金课建设路径



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

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主体

※学生评价

※教师评价

※督导评价

※同行评价

评价方式

※主观评价

※客观评价

※评价规则

※评价体系



教学理念

教学体系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教学团队

教学评价

教学成果

金课建设路径



课程建设成果



※ 国家精品在线课

※ 国家级精品课程

※ 国家精品资源课

※ 国家视频公开课

※ 国家双语示范课

※ 国家英文品牌课

※ 国家级规划教材

※ 国家级精品教材

※ 国家级教学团队

※ 国家级教学平台

※ 国家级教学成果

线上金课

混合金课

线下金课

金课

课程教学成果



课程教学成果



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于课程教学，建设充分反映课程

体系与内容的在线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促进学生探究性和个性化学习。

学生线上
自主学习

学习检验
线上

学习反馈
线上

线上问题
教师讲解

小组活动
1

小组活动
2

小组活动
n

学习收获
存在问题

教师
答疑解惑

教师
课堂总结

布置专题
研讨任务

生生师生
线上交流

线下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生生交流、师生交流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中国高校电工电子在线开放课程联盟

线上线下精品课程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20个联盟）

“基于MOOC的混合教学优秀案例”

特等奖

课程教学成果



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形势

※金课建设路径

※金课建设机制

※金课示范辐射



 以身作则

 顶层设计

 务实推进

 立项支持

 绩效认定

课程建设机制

垂先示范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经费保障

优质优酬



课程建设机制

※ 精心组织，全员参与

※ 潜心探究，力求新优

※ 用心实施，持续改进



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形势

※金课建设路径

※金课建设机制

※金课示范辐射



开播了8门MOOC课程，

6门获评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每年选学人数30多万人，实现

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

金课示范辐射



优质教材： 出版了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4部、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

材15部、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7部，以及10多部专业特色教材，教材已发行

100多万册，被100多所高校使用。

金课示范辐射



教研论文：总结提炼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在《中国大学教学》、《电气

电子教学学报》等教学期刊发表了教研论文50多篇，交流教学改革成果。

金课示范辐射



金课示范辐射



金课示范辐射



金课示范辐射



–建设了17门国家级精品课程（7）

–出版了19部国家级规划教材（4）

–造就了国家教学团队和名师（2）

–建设了 4个国家级实验平台（3）

–获得了 4项国家教学成果奖（4）

课程建设支撑了一流专业和一流学科建设，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一流课程

一流教材

一流团队

一流平台

一流成果

结束语



一些困扰

教师考核 & 学生评价

课题研究 & 教学研究

学术水平 & 教学水平

……

结束语



我们可能已经走得很远，忘记来时该去的

地方。期望我们的大学校园是宁静的，让大学

成为教师传播学识、学生聆听教诲的殿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教学相长中，让我们的学识得到增长，

思想得到升华，文化得到滋养，造就知而有识、

学而善用的优秀人才。

结束语





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

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