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频电子线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一）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曹晖

课程名称 高频电子线路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三（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80

一、课程简介

《高频电子线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核心课程，它

主要研究无线电通信系统中信号的产生、传输与处理。课程建设过程中，遵循

“OBE”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企业需求为导向，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课程建设，《高频电子线路》课程 2008 年被评为校精品课程，2014

年被评为校精品资源共享课，2021 年被评为校级“线下一流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高频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计算和

设计方法，以及实验操作技能。在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本课程起到增强学生

对通信电路工作适应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可为学习后续课程和专业技

术工作打下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发展与构成

2.对应章节：第一章第 1 节

3.课程讲次：第 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学生能够掌握和理解通信系统的内涵、发展以及架构；掌握各

类通信系统的工作要求；理解通信系统的要求如何影响电路的设计；了解我国与

通信有关的重大工程和国家战略。

2.能力目标：学生获得自我学习的能力、建立自我跟踪技术前沿的意识、形

成总结技术发展的习惯。

3.价值目标：通过学习通信发展的历程，提高科学素养；通过了解我国的通

信领域的重大工程，树立民族自信心；通过学习通信系统的应用，建立工程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1、课堂上简要介绍近代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树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高频”主要讲授无线模拟通信系统组成及实现；调制与解调的概念。

3、课后学习视频：中国通信 30 年——从一无所有到世界最强，学生在讨

论区谈一谈感悟。

4、课后查资料：无线通信电子器件发展历史过程中几次里程碑，经历过怎

样的讨论和争鸣？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课前学习通平台发布：

世界无线电日是哪一天？

无线电技术有哪一些应用？

广播、电视、手机、微波炉、探月、量子通信

我国有哪一些无线电技术世界领先？

2. 教学方法

（1）问题导入

①提问：世界无线电日：2 月 13 日，



应用：（自由发言），引出探月、火星探测、天眼、量子通信等

图 1 通信在新科技中应用

②无线电通信历史（学习通视频），无线电之父马可尼，用电磁波进行 2 公

里的无线电通信实验并获得成功，后来又发明了定向天线，并于 1909 年与布

劳恩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实验的过程中，马可尼勇于探索，积极思考，

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获得了成功，为人类的无线通信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这

些优秀的案例，使得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能够乐观面对，积极主动地思考，

勇于探索新的世界。



图 2 无线电通信历史简介

③课堂上简要介绍近代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中国在第四

代、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上表现突出，尤其是在量子通信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取得的，通过简短讲解让

学生充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

也是我国逐步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体现。

图 3 第一代到第五代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④由信号传输，引入调制与解调的概念、“高频”无线模拟通信系统组成及

实现，建立系统与工程应用思维。



⑤课程学习方法与考核要求

针对课程特点，介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习方法和考核要素。

3、课后学习视频：中国通信 30 年——从一无所有到世界最强，学生在讨

论区谈一谈感悟。

4、课后查资料：无线通信电子器件发展历史过程中几次里程碑，经历过怎

样的讨论和争鸣？学生在讨论区谈一谈技术创新的作用和感悟。从信息技术的重

要性，引导专业认可、专业热爱。通过学习，学生认识到科学思维在大学学习中

的重要性。

六、教学反思

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在无线电通信发展介绍中，引入了“近

代我国在无线电通信中的重大工程”这一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树立专业自信，激

发民族自豪感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在通信系统知识点介绍中，采用图解法、

类比法，帮助理解调制、解调的基本概念，及其在通信系统构成中的应用，突出

系统特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加深知识理解记忆。由于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

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



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

教学质量。



《高频电子线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二）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曹晖

课程名称 高频电子线路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三（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80

一、课程简介

《高频电子线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核心课程，它

主要研究无线电通信系统中信号的产生、传输与处理。课程建设过程中，遵循

“OBE”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企业需求为导向，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课程建设，《高频电子线路》课程 2008 年被评为校精品课程，2014

年被评为校精品资源共享课，2021 年被评为校级“线下一流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高频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计算和

设计方法，以及实验操作技能。在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本课程起到增强学生

对通信电路工作适应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可为学习后续课程和专业技

术工作打下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C 类功放工作原理

2.对应章节：第三章第 2 节

3.课程讲次：第 1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学生能够掌握和理解功率提高的方法；从系统的角度理解丙放

工作要求，掌握丙放工作原理；理解通信系统的要求如何影响电路的设计；



2.能力目标：学生获得自我学习的能力、建立自我跟踪技术前沿的意识、形

成总结技术发展的习惯。

3.价值目标：通过学习，树立无私奉献、协同发展的价值观；通过了解我国

的最新科技成果，树立民族自信心；通过学习通信系统的应用，建立工程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1.功放在通信系统的位置，推得高频功放性能要求（高功率、高效率）

2.由图解法、比较法定性推导提高效率与工作点关系

3.C 类功放工作原理，从集电极电流出发分析其提高效率的方法。

4.结合教学内容引入“发展的普遍性原理”、“无私奉献，协同发展的价值

观”思政要素。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课前学习通平台发布：

功放在通信系统的位置，推得高频功放性能要求（高功率、高效率）

2.教学方法

（1）问题导入：

通信系统框图，突出功放需要的特性：高功率、高效率。

采用比较法，由工作点位置移动，看功放效

率的提升方法。

引出思政要素——发展的普遍性原理: 发展

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



旧事物的灭亡。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 A、AB、B、C 类功放提高效率的原

理，利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这类谐振功率放大器的优缺点。

（2）C 类功放工作原理：

输出集电极电流为尖顶余弦脉冲，直接输出失真明显，导通角小于 90°，说

明晶体管工作在截止和放大两个区间。但由于尖顶余弦脉冲的周期性，可以用选

频网络还原原正弦信号。学生在学习电路基础时，已经掌握晶体管工作的放大特

性，它实现了信号的放大，而对于截止区却很少涉及研究。丙类功率放大器就是

利用电流在截止区，其工作效率高的特点，实现了高频窄带信号的功率放大的功

能。

引出思政要素——无私奉献，协同发展的价值观。可以发现，截止区是在

背后默默支撑放大区外在的高光表现，通过截止区与放大区的科学关系，可以引

申到只有无私奉献于截止区，才会有后续成功的放大区，最大限度的功率放大且

效率提升，进而引出默默无闻，甘愿奉献的李强（研制出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运用

物理学分析，研究过各种无线电发射天线，演算出发射菱形天线的计算公式，对其它天线，

如超低水平天线、德律风天线等也研究了计算公式）、张煦（在无线电通信领域做出了杰



出贡献，研制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秘密收发报机，为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他积极筹建光纤通信研究机构，从教 60 余年，始终站在通信科技发展的前沿，引

领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例子。正因为有了像李强这样很多人的付出，才会有才会

有后续人才的高光绽放，才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3）功率、效率的计算

由公式可推导出，导

通角 70°附近，可以满足

高功率、高效率要求，但

达不到效率 100%！！需

要进一步改进。

3、课后作业：①每个人查找一个甘于奉献、甘当人梯的先进人物，了解先

进事迹，并在讨论区简要介绍。②资料查找：第三代半导体，我国在 5G 功放

方面的现状、突破与差距。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从通信系统功放的位置与功能引入功

放性能需求，采用比较法、图解法提出更高效率的 C 类功放以及特性，同时引

入了“发展的普遍性原理”这一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在 C 类功放原理介绍中，从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出发，采用图解法与公式分析相

结合，得出 C 类功率放大器就是利用电流在截止区，其工作效率高的特点，实

现了高频窄带信号的功率放大的功能，引出思政要素——无私奉献，协同发展

的价值观，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加深知识理解记忆。由于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

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

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

教学质量。



《高频电子线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三）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曹晖

课程名称 高频电子线路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三（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80

一、课程简介

《高频电子线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核心课程，它

主要研究无线电通信系统中信号的产生、传输与处理。课程建设过程中，遵循

“OBE”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企业需求为导向，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课程建设，《高频电子线路》课程 2008 年被评为校精品课程，2014

年被评为校精品资源共享课，2021 年被评为校级“线下一流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高频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计算和

设计方法，以及实验操作技能。在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本课程起到增强学生

对通信电路工作适应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可为学习后续课程和专业技

术工作打下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检波（2）

2.对应章节：第六章第 4 节

3.课程讲次：第 28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学生能运用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包络检波和同步检波的基本原

理，建立无线通信系统模型，结合系统学习检波电路的性能指标与实现。



2.能力目标：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在实际工程中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等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价值目标：能根据需求对参数、测量问题提出新观点、新实现方法，引入

AGC，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1.了解无线电简史中马可尼、波波夫之争，引入思政要素——工程师必备的

素养的培养：勇于实践、锲而不舍、善于借鉴、团队协作。

2.一句话总结（理解）包络检波构成及原理，由两个失真现象，掌握包络检

波参数设置及设计方法

3.同步检波及应用

4.理论结合实际应用，拓展应用领域（AGC、功率检测），培养创新意识。

五、案例教学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式）

1.案例导入

课前：由“学习通”发布线上学习任务，

并完成课前测验、包络检波、同步检波实验。

2.教学方法

课中：问题导入→课程讲解

①历史与故事，引入思政，扩展（课后）：趣味现象解释



②提问，包络检波为什么要大信号？包络检波原理

学生简要回答，老师补充说明，扩展（课后）：小信号怎么办？

③什么是线性检波？

老师讲解，回应网上提问

④RC 参数的作用

结合实验现象，比较两个失真

提问：引起两个失真的参数？学生讨论、再回答

推出应用（设计要求）（学生集体提出）

⑤DSB、SSB 信号怎么解调？



3.案例分析：

①案例一：概念题，基本要求

引导学生做分析，熟悉概念

②案例二：设计题，较高要求

由“设计要求”，学生先讨论，再讲解，遇到问题谈自己设计体

会，培养探索、应用能力

③案例三：分析计算，扩展应用

老师先介绍分析方法，讲解第一题，后面的相似问题，引导学生

举一反三得理论结果



④案例四：理论分析，扩展应用

4. 问题讨论：

①由案例三， 包络检波应用，（学生）推得

②由原理电路，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推得；实际应用举例，比赛学生讲解

③同步检波实验现象及理论分析（提问，老师总结）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前期基本教学要求线

上自学，同时完成了包络检波和同步检波实验。教学中，在介绍无线电发展史中

马可尼和波波夫之争时，引入了“工程师必备工程素养”这一思政要素，引导学

生树立“勇于实践、锲而不舍、善于借鉴、团队协作”的意识。

线下课堂教学中，使用问题导向，以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总结并

深化检波器基本要求。采用比较法、图解法、实验法等，将实验现象分析与理论

紧密结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加深知识理解记忆。同时强化应用，引入 AGC、



功率检测等，引导学生将电子设计比赛的部分内容融入教学，进行应用拓展，培

养电子设计的兴趣以及创新意识，开拓学生视野。

由于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高频电子线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四）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曹晖

课程名称 高频电子线路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三（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80

一、课程简介

《高频电子线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核心课程，它

主要研究无线电通信系统中信号的产生、传输与处理。课程建设过程中，遵循

“OBE”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企业需求为导向，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课程建设，《高频电子线路》课程 2008 年被评为校精品课程，2014

年被评为校精品资源共享课，2021 年被评为校级“线下一流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高频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计算和

设计方法，以及实验操作技能。在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本课程起到增强学生

对通信电路工作适应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可为学习后续课程和专业技

术工作打下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混频

2.对应章节：第六章第 5 节

3.课程讲次：第 29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推导频谱线性搬移特性、混频的作用与实现，探讨混频干扰产

生的本质，学习几种干扰产生的原因、现象、抑制的方法。



2.能力目标：巩固前期知识点——振荡器、乘积电路、滤波器，学习其在混

频中应用，使学生获得举一反三、自我学习的能力，形成总结技术发展的习惯。

3.价值目标：通过学习，树立“科技报国”的价值观、充分理解“”科学学

习方法；通过学习其在通信系统的应用，建立“局部与整体”与工程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1.由通信信号性能要求，引入混频的作用、在通信系统的位置，推得混频性

能要求。

2.由图解法、比较法定性推导频谱线性搬移（调幅、混频、检波）的特性、

实现方法。

3.巩固前期知识点——振荡器、乘积电路、滤波器，学习其在混频中应用。

4.探讨干扰产生的本质，学习几种干扰产生的原因、现象、抑制的方法。

5.结合教学内容引入“科技报国”、“局部与整体”思政要素。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课前学习通平台发布：

资料查找：阿姆斯特朗与超外差、软件无线电、零中频接收机

2.教学方法

（1）问题导入：

有科学家阿姆斯特朗的故事，引出思政要素——科技报国: 超外差式收音机

的发明，将无线电带入电子时代，领悟科学的价值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2）混频原理：

①概念、原理：

②采用归纳法，小结频谱线性搬移

引导学生自己归纳、总结

（3）混频电路

用举例法，分析并学习三极管混频、平衡混频、乘法器混频电路

（4）混频干扰

产生的本质：非线性电路，在变频输出信号中出现干扰信号，称为变频干扰。

归纳法总结：几种干扰产生的原因、现象、抑制的方法

延伸提问：放大器（混频电路）的技术指标？

思政要素：进一步理解通信系统框图，用局部与整体的观点，

完善认知模型，

完善学习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从通信系统信号接收的，引入混频及

性能需求，引入了“科技报国”这一思政素材，引导学生领悟科学的价值和科学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采用比较法、图解法理解频谱线性搬移及实现方法；在混频

原理介绍中，结合前面的知识，分析混频电路及其功能；由通信系统中混频的位

置与功能，探讨干扰产生的本质，采用归纳法总结几种干扰产生的原因、现象、



抑制的方法。进一步理解通信系统框图，引出思政要素——局部与整体，引导学

生完善认知模型，完善学习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

通信过程中隐含着丰富的科学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

思维等思政元素。但这些思政元素没有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深挖通信系统背后的思政元素进行，

拟构建本课程的思政元素数据库；同时也要加强与学生“对于思政元素”讨论和

交流,可以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心理，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效果，便于老师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可以帮助老师对思政数据库进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