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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设计大赛对于我们电类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机

会 , 一个提高我们学生创新能力、电子设计制作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的机会 ; 它也是一个桥梁 , 一个引导我们学生从理

论走向实践的桥梁 ; 当然它也是一个舞台 , 一个让我们学生

尽情展示创作才华的舞台。因此电子设计大赛对我们学生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我院电子工程系从 2006 年开始

组建创新班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我们创新班的学生在全国电

子设计大赛 , 江西省电子设计大赛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例如 , 2007 年我们荣获“索尼杯”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一等

奖 , 2007、2008 年在江西省十八、十九两届“大学生电子

电脑设计制作大赛”中分别获得江西省团体第三、第二名的

好成绩。

创新班的成绩不仅让我们的学生收获了荣誉 , 也为我院

的示范性建设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在

大赛中榜上有名 , 作为一线指导老师 , 我们将多年来组织培

养创新班学生的教学过程进行分析、整理 , 总结了如下三点

供大家参考 :

一、抓基础

基础是一切创新和实践活动的基石。基础培训中我们两

手抓 : 一抓元器件的典型应用 ; 二抓单元电路的模块化设计

与制作。

1、元器件的典型应用

电子元器件是组成实际电路的基本部件 , 只有熟练掌握

了各种元器件的性能及典型应用 , 才能设计出高质量的实用

电路。我们从品类繁多的电子元器件中精选了大赛中常用到

的各种元器件 , 系统地介绍了它们的型号、种类、结构特

点、主要参数以及选用方法等实用知识 , 并对它们的典型应

用进行深入学习。例如 , 在二极管的培训中 , 我们根据二极

管的特性 , 分析它的整流应用、钳位应用、开关应用等 ; 对

三极管我们着重讲述了三极管的放大应用 , 开关应用 , 倒向

应用等 ; 对可控硅着重讲述了它在交流调压、调速、调光及

交流开关等电路中的应用 ; 对各种传感器主要根据其功能不

同 , 考虑它在电路中的实际应用 , 比如压敏器件应用于过压

保护电路 , 光敏器件应用于声光报警电路 , 热敏器件应用于

超温警示电路 , 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应用于银行、仓库等

比较重要场所的防盗报警装置中。

2、单元电路的模块化设计与制作

如果把元器件比做细胞 , 那么单元电路就是器官 , 任何

复杂的电子线路 , 都是由一些基本单元电路组成的 , 单元电

路是最基本的具有完整功能的电路。单元电路的培训我们采

用模块化的方式进行。我们根据多年实践教学的经险 , 将培

训内容分成如下模块加以分析和训练 : 稳压电源模块 , 电压

放大电路模块、功率放大电路模块 , 运算比较电路模块 , 信

号发生器模块 , 脉冲开关电路模块 , 计数器模块 , 编码电路

模块 , 定时器模块 , 传感器电路模块 , 讯响电路模块 , 显示

电路模块 , 控制电路模块等。通过对这些典型单元电路模块

的逐一分析、设计、制作 , 使学生形成相对固定的规范 ; 其

次 , 我们将一些完整的实物作品进行分析 , 拆分成我们已知

的模块 , 提高学生对整机剖析能力 ; 最后 , 让学生利用我们

前面介绍过的单元电路模块进行有机的组合 , 设计并制作成

具有一定功能的作品。这种方式的培训使学生掌握了大量的

典型单元电路 , 并能够灵活应用 , 保证了比赛中设计作品的

质量和制作效率的提高。

二、重实战

通过前面大量的基础培训 , 我们已为比赛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 但是在历届比赛中都出现很多平时表现很好的学生 ,

而到了比赛时 , 并没有取得理想成绩的情况。原因何在呢 ?

经过我们赛后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解 , 发现他们主要存在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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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原因 : 一是心理素质不好 , 没有经历过大型比赛难免紧

张 ; 二是对比赛规则、环境不熟悉 , 面对出现的一些干扰因

素 , 容易造成恐慌。那么如何培养学生应战自如的能力 , 使

他们能够正常以至超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 ? 我们采用的一种

比较好的教学方法就是 ———实战模拟教学法 , 就是模拟比赛

时的真实状况。例如 , 举办一次创新班学员选拔赛。选拔赛

给出真实的电子设计比赛背景 , 在规定的时间内 , 完成某一

作品的审题、设计、制作并完成设计制作报告。有时甚至可

以给出一些干扰因素 , 提高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态环境能很好地锻炼他们的综合素质和

能力 , 增强他们的实践经验。因与真实比赛环境零距离 , 所

以参加真正的比赛时就能够从容面对 , 游刃有余。

三、促创新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永恒主题。电子设计大赛

的目的正是促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在培训过

程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训练学生发散思维 , 培养创新能力

发散思维是指根据已有信息 , 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

考问题 , 从多方面寻求多样性答案的一种思维形式 , 是创造

性思维的核心。为走出传统教学中重求同 , 忽视求异 , 重集

中思维训练 , 忽视发散思维训练的泥滩 , 我们转变培训观

念 , 以任务为驱动 , 将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 , 引导学生进行

发散思维 , 以此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

如 , 在元器件的典型应用培训中 , 我们首先将元器件特性进

行分析介绍 , 然后拿出实物 , 引出对载体中的元器件进行识

别 , 让学生根据所学基础知识 , 从多个角度、多种方法思考

这个问题 , 并对提出方案进行逐一的检验。又例如对二极管

的识别 , 我们先进行二极管基础知识的讲述 , 然后拿出各种

二极管 , 并提出对二极管进行识别的任务 , 让学生进行思

考。二极管可以从管脚长短 , 符号标记 , 万用表测试 , 晶体

管图示仪测试等多种方法进行识别 , 学生分组进行讨论 , 他

们可能只想到一种或两种 , 老师在最后要进行补充、解释并

对每一种方法进行分析总结。

2、理论联系实际 , 培养创新能力

鼓励、指导学生大胆、灵活地运用已学知识 , 解决实际

问题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 我们组织学生开展竞赛 , 进行自由辩

论 , 互相交流方法 , 互相启发思路 , 以实现解决实际问题与

培养创新能力的有机统一。例如 , 在培训单元电路模块化设

计制作过程中 , 我们以小组为单位给学生下达任务 , 要求学

生用多种方案进行设计 , 并将设计结果进行仿真 , 仿真无误

再制作出作品。最后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会 , 将各种方案作品

进行评价、比较和总结 , 从中评价出最优设计方案。通过这

个培训过程提升了学生自主思考、自主学习、自主总结、自

主动手等方面的能力 , 促使学生具备从实践中学习、总结理

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相互充实的能力 , 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从而提高创新能力的要求。

3、创设创新的实践舞台 , 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不仅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 , 而且是一种需要创新

技能的实践活动。因此 ,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必须为学

生提供培养创新技能的实践舞台。经过我们多次验证 , 举行

竞赛是激发学生观察、思考、尝试、创新等能力的最好途

径。在与别人的比较中学生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平均水平 ,

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 从而产生提高自己的学生动力。而

且学生在竞争性的学习中更容易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

所以我们会定期的举行竞赛 , 例如创新班的学员选拔赛 , 阶

段培训效果的考察赛等 , 来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能

力。

4、团队协作 , 迸发创新火花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卡耐基说 :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

只有 15 %基于他的专业知识 , 85 %要靠人际关系即与人相

处与人合作的品德能力。”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

精神、团队观念和交流能力 , 并在思想的碰撞中迸发创新的

火花。在培训中 , 我们的学生一直以小团队的形式组织学

习 , 每次的任务都由小组成员自行分工 , 协作完成。他们个

人的智慧会集中起来 , 完成从个人创新到集体创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发挥自己所长 , 吸收别

人所长 , 再进行交流、切磋。这样他们的思考水平同时得到

提高 , 创新能力固然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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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lectronic design competition training should b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 that is grasp2
ing the basic knowledge ,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practice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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