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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学是一门重要而内容又十分广泛的专业基础课。小到微电子电路，大到高压发电机机组都是其研究

对象，涉及较多的高等数学及物理分析方法。这往往使学生感到比较困难，特别是农科院校的学生理工基础相

对较差，对所学专业又不甚热爱，这就增加学习这门专业基础课的难度。笔者通过这些年来不断地探索和改进

教学方法，受到学生的欢迎，他们的学习态度有所改变。本文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这方面的一些初浅经验。

1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突出重点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讲课时间必然有较大压缩，而电工学涉及全校若干专业，各专业对电工学课程的要

求不同，所学的内容重点和课时安排也不同。这样使电工学教学中本来就存在着内容多、学时紧、进度快的矛

盾更为突出。特别在当前国家教委提出"扩大知识面，拓宽专业，增强适应性"的要求下，如何利用有限的学时

来完成本课程的教学任务，并保持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当前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因为"时间的运用和

浪费，才是直接有关成效性和成果的气杜拉克.1978年汉译本λ所以关键在于精选教学内容，突出重点。譬如

在"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这一章里，介绍了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及加法器，编码器，译

码摞和数字显示等组合逻辑部件 。 但由于学时有限不能样样都讲，关键在于合理安排、突出重点。那么重点是

什么? 因为各种组合逻蝙电路都是由门电路依据逻辑函数关系组合而成的，所以门电路是这章的基础。而组

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则是这章的重点，也是后面常用组合逻辖部件的分析依据。如果把这部分重点

内容讲清楚，学生掌握了，那么对后面要介绍的组合逻辑部件来说，起到了不仅是铺平道路的作用，而且还缩

短了课时。因为在课内只需作指点性的分析。当然在讲重点之前还须化一定的时间介绍必要的门电路，在教材

中诸多的门电路中，以分立元件门电路作为主体来介绍，简单易懂。而集成门电路只需介绍一下最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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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F. 杜拉克(P. F. Drucker)(许是祥译). 1978.有效的管理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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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 ，使同学对门电路集成块有一个了解即可。这章的教学内容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既有连续性，又重点

突出，能够解决"内容多而学时少"的矛盾。

2 讲究教学方法，提高讲课的艺术性

2. 1 引导启发，举一反三
教学中采用启发式还是注入式，其教学效果是不同的。例如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这节既是电子部分的重

点，又是难点，尤其是反馈的判别，仅画框图说明，学生难理解。笔者先以前面已经出现过的具体电路为例来与

框图作比较，据之了解什么是负反馈，什么是串联反馈、并联反馈、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然后再举几个新的放

大电路，举一反三地来说明串联、并联、电压、电流四种反馈的特点，从中找出规律，并概括为几句话 消失为

压， 存在为流。基入为并，射入为串。并入阻低，串入阻高。压出阻低，流出阻高。压稳压，流稳流"。最后总结出

判别反馈的方法和步骤。这样讲以后，多数同学感到这部分内容并不很难，反而好判断。可见虽然反馈的判别

是难点，但是处理得当是可以化难为易的。

2.2 内容丰富，深入浅出
"兴趣是无意注意的重要源泉。有兴趣的事情，吸引着一个人的注意"[曹日昌，1980J。电工学较抽象，笔者

较注意用类比，以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复杂、抽象的概念和内容。例如以前从电到电地讲交流电路的频率特性一

谐振时，学生总感到抽象、乏味， 不易接受。后来改变讲法，先提问学生是否听到或看到过两种自然界的共振

现象，一个是历史k曾发生过的列队过桥使桥振断的事故，另一个是笔者提起自然科普馆内的"鱼洗"奇观。这

样的开头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并希望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故和奇妙现象的?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带着

这些疑问告诉同学通过学习和分析电的谐振就会明白的。接下来联系上两个实例来介绍和分析电谐振的条

件、特性和应用。通过这样的联系，类比，学生感到直观而实际，较易接受和理解。最后再用谐振规律来解释人

的心理世界，例如用法国有位作'曲家所谱的《黑色的星期天》问世后，竟导致百人丧命的事例进一步加深学生

对"谐振"概念的印象，引起他们的共鸣与思考。他们先是鸦雀无声的听讲，然后热烈地议论开来，不断地提出

问题，并试着解释身边的现象，这样，课上课下同学们都处于兴奋之中，思想活跃，想象力丰富。使本来抽象枯

燥的内容变得生动了。明白了"研究谐振的目的就要认识这种客观现象，并在生产上充分利用谐振的特征，同

时又要预防它所产生的危害"[秦曾煌， 1990J。从这里笔者也深有体会地感到教师讲授知识不应当光是教科

书中那些现成的条条和结论，而应把这些条条和结论多咀嚼，多联系，多回 味，变成自己个人的心得，化为一种

激情来感化学生，才能达到发人深思的效果。

2.3 简难程度，合理安排
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限，如果内容讲得太多，太难超过了他们的接受能力会使学生丧失信心，扼杀了他们的

学习兴趣。反之内容讲得太少太细，学生不必动脑就可以把知识学到手，又会感到索然无味，这也不能诱发他

们的兴趣。为此采取"易简难详"的方法。例如对电子部分的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电路只作简单介绍，而对三极

管的基本特性及其基本放大电路的图解法和微变等效法则在课堂上重点讲解。因为这部分内容对学生来讲

是新鲜较难的，且又是贯穿于整个模拟电子电路分析的过程之中。

3 多种方法教学，促进学生思考

现在学生中存在着平时不复习，临考前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现象。这样知识掌握不牢，更谈不上进一步的

推理应用。克服这种现象的具体作法2

3. 1 课堂提问
(1)课前提问。每次上课时择要提问前次课的内容或重点、难点，学生回答的情况作为平时成绩。

(2)课中提问。在讲课过程中适时穿插各种启发式的提问，通过设疑，答疑紧紧抓住学生的思路，调动他

们思考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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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提问。临下课前提间，检查学生的听课效果。

总之，课堂提问能使学生开动脑子，培养和提高思维的敏捷性和准确性。

3.2 精讲多练，激发兴趣
同学们常反映，你讲的听懂了，书也看明白了，就是不会做题。针对此情况，采用精讲多练的方法予以扭

转。例如"单相交流电路"这一章是本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是交流电机和变压器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 电

子 电路的理论基础。学生从学习直流电路到学习单相交流电路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所接触的 电

路，都是恒定量，负载仅为电阻.而现在要求解的是随时间交变的电量，其变化规律要用四种不同的方式表示，

尤其是相量的表示，另外，电路的负载不仅有电阻，同时还有电感和电容。这就使分析电路的复杂程度大大增

加，再加上交流电路频率将性新概念，新规律的介绍，使学生对这一大章概念的建立和规律的掌握感到比较困

难。为此应把课上课下的时间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先给同学们提出本章的难点、重点，再介绍该章的学习方

法。把书上的一般例题让学生自学，而对典型范例则重点分析，然后适当补充书上讲得较粗但实用性较强或与

学生所学专业有关的实用例子来分析，由浅入深，举一反三。通过对比和总结把不同问题间的关系一一理顺。

最后还要把书上的习题归类。使这一章内容较清楚地印入学生的脑海。

3.3 果用讨论式教学
因为学时有限，应该有针对性地训练。在重点章节讲完后，事先布置学生预习，抽出一小段时间组织学生

展开讨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勿牵，强而勿抑，开而勿达"[魏泽馨.1983J。对于一题多解的题目，同时请几

个同学解答，使不同思路，不同见解同时亮相，互相交流，激发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活动，探求各种途径和方

法。如在教完异步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后，要求同学应用学过的控制环节来解决一些有生产实际要求的控

制问题。同学们很有兴趣，发表不同看法，争论，常常到下课了还不罢休，有的甚至连午饭都不去买了。可见讨

论的热烈气氛。在讨论中，一方面及时表扬有独到见解的同学，另一方面指出讨论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并指出

应当进→步思考的问题使学生对讨论的问题有较完整的正确的认识。这种做法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如

食品科学93届，食品加工93届，食品检验94届等班级的部分班干部和课代表都反映这种方法能够促进同学的

学习自觉性，因为同学们有荣誉感，好胜心，所以他们事先就要先作好准备，有的在晚自修时间向上届的同学

请教，有的翻阅参考书，开动脑筋、想方设法。由此看来，用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能够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由

被动接受知识转为主动吸收知识的状态，增强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分析和综合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要教好电工学就应钻研教材，研究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特点，探索教学规律，在整个教学过r

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进取心。积极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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