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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电工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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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电工学学生调查问卷和国家精品课程指标评价体系，结合我校电工学课程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快电工学 

精品课程建设的观点和看法，阐述了课程建设侧重于教材、综合实验、科研及名师培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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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电工 学课 程是重 庆市 和重庆 大学 的重 点课 程 ， 

2003年被评为重 庆市 精 品课 程 。全校 有 10个学 院 

的 16个专 业必 须设 置本课 程 。 电工 学课 程组 长期 

以来一 直坚持统一 按教 学大 纲要 求组 织教 学 ，要求 

每一位教师认真备课 ，采用启发参 与式教学 ，要 重点 

突 出、条理 清楚 、概 念准确 、内容熟 练。在课 堂教学 

时间有较大减少 ，教学 内容不断更新 ，知识 面不 断扩 

大 ，水平 不断提高的前提下 ，能使学生用尽量少 的时 

间掌握更多 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培养学生动脑 、 

动手 的综合创新 能力 ，达 到 良好 的教学 效果 。通过 

不 断实 践 ，电7-学课程 改革 与 建设取 得 了较 大 的成 

绩 ，但要 申报 国家精 品课 程 ，其差 距 还很 大 ，课 程组 

全体教师仍须加倍努力 、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继续 

发扬 团队合作精 神 ，争 取 电工 学课 程 在 近几 年跃上 

国家精品课程 的 台阶。下面针 对 学生调查 问 卷 ，结 

合指标 评价体 系 ，谈谈 我们在 加快 精 品课 程 建设 的 

几点看法和体会 。 

二、加快精品教材建设 

电工学课程组在教材建设方面始终坚持教材应 

反映学科前 沿 动 态及 理论 联 系实 际 的 教育 改 革思 

想 ，体现 系列课 程的体系与层 次 。为此 ，我们相继 出 

版 了配套 的理论教学教材 、实 验教材和教辅材料 ，这 

些教材在西 部地 区 已推 广使用 ，但 还缺 乏 国家级重 

点教材及 面 向 21世 纪优 秀教材 。从 学 生调查 问 卷 

反馈意见来看 ，我们 目前使用 的理论课教材在 内容 、 

可读性 以及图文表 现上都 很一 般 ，许 多任课 教师使 

用该教材后也提 出了中肯 的修 改意见 和看法。要达 

到 国家 精品课程标 准要 求 ，我们 应该尽 快 编写一 套 

由高教社 出版 的国家级优 秀教材 。 由于 电工学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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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为非 电专业 的学生 ，而非 电专业甚 多 ，各专业对 

电工学 的要求 不一 ，学时也有差异 ，因此在教材编写 

中要 注意层次性 和灵 活性 ，在教 材 内容 的取舍 上要 

注意三点⋯： 

1．保 证 基 础 性 

这主要是为学生 以后 自学 、深造 、拓宽或从事有 

关 电方 面的工作打下 良好 的基础 。 

2．注 重 应 用性 

与 实际生活联系 紧密 的知识 ，学生爱学 ，其学 习 

的主观 能动性能大大地激发 。 

3．强调 先 进性 

不 言而 喻 ，任 何一 门课 程 的 内容和体 系都要顺 

应时代 的要求 。随着 电工 电子技 术 的迅 速发 展 ，工 

科非 电类专业 的教学 内容需要不断更新 。 

三、开发综合设计性实验 

电工 学是一 门实践 性较 强 的基 础课程 ，其实验 

环节非常重要 。我校 电工学实验室 以国家工科 电工 

电子 基础课 程教学 为基 地 ，以电工理 论与新 技 术 国 

家重点学科 为依托 ，具备 了良好 的实验设备 和环境 。 

弱电实验能保证一次 容纳 9o人 ，且 1人／组 ；强 电实 

验 能保 证一次容纳 100人 ，且 2人／组 的实验条 件 。① 

独立设 置实验课程 ，并单 独考查 ，这有利于x,-J-~生工 

程实践能力 的培 养 ，提 高学 生综合 应 用 电工 电子 技 

术的能力 。但在 实验 内容的编 排上 还有 些不 足 ，从 

学生调查 问卷反馈 信息可知 ，验证性 实验 内容偏多 ， 

希望增加综合设 计性 实验 ，以提高 做实 验 的灵活 性 

和趣 味性 。在实 验方 式上要 提倡 开放 式 ，不 仅要 在 

时间上实行 开放 ，让学生有更 大的 自由度 ，而且 在 内 

容上也要开放 。教 师 可提供 一些 加选 实验 项 目，让 

有 能力 的学生选做 ，并 由学生 自己设计实验 系统 ，既 

使学生耳 闻 目睹 ，又 亲 自动 手 ，这样 训 练 了基本 技 

能 ，拓宽 了专业 知识 面 ，培养 了综合 创 新能 力 ，实验 

室资源也 得到 了充分 利用 。另外 ，实验 报告 内容要 

简化 ，我们建议采 用 电子实验报告 。 

四、加强科研工程实践 

教师 的科研 经历与工程实践对教 学质量起 着决 

定 性 的影 响。首先 是决定 了教师启发参与式 教学 的 

能力 。要恰到好处 地 采用启 发参 与式 教 学 ，激发 学 

生 学习的 自主性 和积 极性 ，营造 生动 、活 泼 、师生 互 

动 的课 堂氛 围 ，让学生充分体会 到听课 是欣赏 ，也是 

一 种享受 的满意 的教学 效果 ，就必 须加 强任课 教 师 

的科研工程实 践训 练 ，并能 有效 地将 科研 成果 转 化 

成 教学资源 ，在课 堂教 学 中体现 出来 。其 次是 教 师 

对 内容的理解与把 握会 更深 透 ，讲课 时 可 以脱 稿讲 

课 ，信 手拈 来 ，游刃 有 余 ，显 得 生动 自然 ，避 免 了单 

调 、枯燥 的公式 推导 ，从 而强化 了物理概 念及理论应 

用 。我们 希望学校或学 院给长期上 基础课 的教师创 

造一些科 研或工程实践 的机会 。 

五、努力创造条件培养国家教学名师 

精 品课程 建设是 一项 系统工 程 ，牵涉教 师 队伍 

建设 、教学 内容改革 、教学 手段改革 、教材建设 、管理 

机制建设 、实验 室建设 等多个 方 面。在教 师 队伍方 

面 ，造 就名师是关键 。综合 研究 型大 学需 要培 养一 

批水平卓越 、富有改革进取精神 的教师 队伍 ，使他们 

既有高水平 的研究 能力 ，又有 高水 平 的教学能力 ‘2J。 

学 者梅 贻奇先 生 曾说 过 ：“大学 之 大 ，非谓有 大楼 之 

谓也 ，有大师之 谓也 。”根据 近几 年学 生评教 和专 家 

督 导反馈信息 ，大家一致认 为 ：电工学课程组 教师教 

学效果 良好 ，理论课教 师水 平普遍 较高 ，教学 内容体 

系合 理 ，能更新 和完善 教学手段 。但在 2003年教 育 

部 开展的 100名 国家级教 学 名师 评选 中，重 庆大 学 

却是榜上无 名 。要 提升 重庆大 学 的地位 和知 名度 ， 

要使 电工学课程 跃上 国家精 品课 程 的 台阶 ，必须培 

养 和造 就一批 名师 。 

所谓名 师就 是 要 热爱 教 育 ，热 爱 教 学 ，热爱 学 

生 ，执着 于教育事业 ，愿 意倾 注 自己毕 生 的心 gn；他 

们要精心于教学 ，耐心地解决学生 的每一个 疑问 ；他 

们要对 教学 有更 高 的要 求 ，善 于 教 学创 新 ，勇 于改 

革 ，绝不 墨守成规 ，并在教学实践 中努力探索教育教 

学规律 ，运用 现代 教育 教学 思想 改革 传统 教育 教学 

过程 ，在 引领教学 内容 、方 法 和-：-T-段 改革 、创 新课 程 

教材和教学模式 、创 建合理教学梯队 中有突 出贡献 ， 

并 且在 师 生 中有极 高 的声 誉。0下面 提 出培 养名 师 

的三点建议 ： 

第 一 ，教学 过程实 际上是 一个永无 止 境 的全 身 

心投 人过程 ，教 学经验 是几 代人 的实 践积 淀 。要使 

中青年教师近快 朝着 名师 的 目标靠 近 ，教务 处应根 

据教学过程 中反 映 出的实 际 问题 ，有针对 性 地定期 

组织教师培训 ，及 时解 决教 学 问题 。可聘 请 外校教 

学名师或本校教 学带头人 和教学优秀奖获得者结合 

自己的教学经历 ，讲 从教 的体会 、如何 备课 、如何 写 

教案 、怎样上好大 班课 、怎样 上好 小 班课 、以学生 为 

中心 的教学设计 、基于 问题 的学 习 、调动学生 的学习 

积极性 、理解你 的学 生 、国内外教 学 方法 比较 、在 教 

学 中如何恰 当使 用多媒 体技术等 内容 。 

· 75 · 

http://www.cqvip.com


加快电工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二 ，观 摩 教 学是 提 高 教学 技 能 的有 效 方 法 。 

不但督 导专家组 要听 中青年 教师 的课 ，给 中青 年教 

师提意见 ，交流思想 、经 验 ，而且 中青 年教 师应 经 常 

走进专家教授 的课 堂 ，亲临他们教学 的风采 ，吸取其 

精华 ，剔 除其糟粕 ，优势互补 。 

第三 ，定期举办教学专题研讨会 ，交流教学实践 

经验 ，促进教学水 平提 高 。为 提高 教师 的教 育理 论 

水平 ，学校或学 院应给课程组提供有关 教育理论 、教 

学方法 、教学实践与指导等 方面的报 纸 、期 刊、书籍 ， 

为教 师备课 和提高教育理论水平提供 资源。 

六、结语 

精 品课 程是需要 具有 一流 教师 队伍 、一流教 学 

内容 、一 流教学 方法 、一 流教材 、一 流教 学管 理 等特 

点的示范 性课 程 。电工 学要成 为 国家精 品课 程 ，除 

了本课 程组教师要继续发扬 团结协作 、勇于奉献 、勇 

于创新 的精神和脚踏实地 、扎实工作 的作风外 ，还需 

要得 到学校和 学院 的大 力支持 。作 为 高校 教师 ，义 

不容辞 ，人人 都应 为全 面提 高高 等教 育质 量做 出 自 

己应有 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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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处．实施教学名师工程，创建优秀 

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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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4页)其高程或平面坐标 ，便于检 核学生 的 

测量和放样质量 。角度测量 实习场地可布置在距一 

较高建筑物前 ，距 其 30米左 右 ，布置许 多个 固定 的 

编号钢筋头 ，另在 建筑 物上设 立 多个 观测 用 的 目标 

点 ，精 确测定它们构成 的水平角值 ，以便 于检核学 生 

的测量质量 。另外 ，可在该线上设立 基线场 ，以便 于 

光 电测距 。 

第五 ，应大力发展 CAI课件 和现 场教 学 ，把课 堂 

搬到多媒体教室 和施 工实 践的现 场 。笔者编写 了一 

些测量 CA／教学 课件 ，图文并 茂 ，非常 生动 ，教 学效 

果也较好 。现在 学校周边 因城市 拓展和改建 ，道路 、 

桥梁 以及房地产 开发 的建筑 群 的施工较 多 ，可积极 

与有关施工单位联 系 ，在施工实践 的现场 ，让学生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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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学 习和 听取 现场施工技术人员 的讲解 ，从而激发 

学生 的学习兴趣 ，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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