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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普通班、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支持的李四光地球物理

实验班、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实验班３个不同专业和培养目标的班级，分析和研究“数

字信号处理”课程的分类、分层教学模式，从教材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调整，旨在提高课 程 的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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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信号

处理的理论和技术取得了飞跃的进展，已经渗透到生

产和生活的 各 个 领 域，成 为 目 前 发 展 最 快、应 用 最 广

泛、成效最显著的新兴学科之一［１］。相应的“数字信号

处理”课程已经不仅仅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课程，也是

非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有多个不同专

业、不同层次的班级：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普通班（以

下简称“工科普通班”）、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试验计划”（又称“珠峰计划”）支持的李四光地球物

理实验班（以下简称“理科实验班”）、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实验班（以下简称“卓越工

程师班”）等。这３个不同类型的班级，培养目标不同，
对学生的要求不同。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为国家级一

类专业，“工科普通班”是以培养该专业应用地球物理

方向的本科生为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以及具有在本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理

科实验班”是中央专项拨款“珠峰计划”提供支持、培养

创新型领军人才为目标的实验班。勘查技术与工程专

业国家“卓越工程师班”是为了培养造就创新能力强、
适应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 的 高 质 量 各 类 型 工 程 技 术

人才。
针对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和不同的培养方案，如

何调整“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内容使其适应不同

的培养目标，如何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这是专业基础课教师所面临的重要课题［２］。
我们以此为目标，采取课程分类、教学分层的模式，突

破“一锅出”的教学弊端，旨在提高不同类型班级“数字

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质量，为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各

类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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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材的分类选择

“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的教材很多，选择适合

培养目标的教材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前提。对于工科普

通班的学生来说，需选择内容简洁、取材精炼的经典教

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西全主编的《数
字信号处理》（第３版）［３］已经得到了全国多数非电子

和通信类专业的认可，作为主要授课教材使用。
“理科实验班”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在

教材选择上，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意识，着重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以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西全主编的《数字信号处理》
（第３版）作为教材的基础上，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程乾生著的《数字信号处理》［４］作为辅助教材。

“卓越工程 师 班”采 取 以 目 标 为 先 导，“多 教 材 整

合、课外教材辅助”的原则。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程乾生著的《数字信号处理》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出版、高西全主编的《数字信号处理》（第３版）作为

主要授课 教 材，同 时 选 择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的 经 典 教 材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和程佩青

的《数字信号处理教程》作为课外辅助教材，经典课外

教材的辅助阅读能够培养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能力，扩

大视野，提高专业英语的水平。

２　教学内容的分层设置

“工科普通班”以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为目标，
在教学内容 的 选 择 上 注 重 知 识 的 连 贯 性 和 实 际 应 用

性。从时域离散信号的产生和简单运算、时域离散系

统分析、Ｚ变换及傅里叶变换的各种形式，最后到滤波

器的设计，清晰的课程讲授脉络对于学生把握知识的

整体性和连贯性十分重要。同时，在把握整体方向的

基础上，关注细节才是知识延续的关键。
“理科实验班”的课程在设置上要更着重于基础理论

教学，同时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内

容的选择和设置上，紧密结合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增加

相关分析、希尔伯特变换、最小相位信号等内容的讲解，
加强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发展动态等方面的教学，引导

学生对科学发展轨迹有纵向的认识［５］，从而激发学习动

力，增强学生对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兴趣和信心。
“卓越工程师班”的教学必须坚持“基础理论和工

程实践并重”的原则，增大实验教学学时的比重，设计

多个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实验项目，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的动力和兴趣，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理论教学学

时的压缩需要整体调整教学内容，如将采样和量化问

题进行压缩，添加到模拟信号数字处理一节中讲解，时
域离散信号的简单运算、信号的时域采样和频域采样

等问题，可以在实验教学中实现，既节省了理论教学时

间，又增加了教学的生动性，易于学生理解。

３　教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多媒体教学和板书教学相结合。多媒体教学作为

目前广泛应用的教学手段，可以使教学内容形象化、直
观化［６］，提高教学效率。但是过多地采用多媒体教学，
会使课堂信息量过大，缩减了学生的思考空间，特别是

“数字信号处理”涉及的数学理论和公式繁多，选择部分

公式利用板书教学进行详细的公式推导，可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使学生关注推导的细节，记忆更牢固，同时可

以增加师生间的互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学习，提
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合理地使用板书教学、关注细节是

培养学生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辅助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相结合［７］。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具有强大的科学计算和可视化功能，作为

数字信号处理的有力助手，成为教学的重要部分。利

用 Ｍａｔｌａｂ辅助课堂教学演示和进行设计综合性实验，
前者可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后者是检验理论知识综合

运用能力和体现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
例如，讲授离散信号的褶积运算、离散信号的频域分析

等问题时，学 生 容 易 感 到 抽 象 难 懂，采 用 理 论 讲 解 和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工具相结合方式，通过参数调节和形象展

示，增加感性认识，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８］。在实验

教学中，学生亲自动手参与仿真实验，进行参数调节、
结果演示，分析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激发了学生主动学

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９］。对

于“卓越工程师班”的学生来说，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实验

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研究性教学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

类似于以科学研究的方式组织和引导学生获取和运用知

识［１０］，是一种基于案例、问题的学习方法，旨在培养学生

创新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给定通带范

围、阻带范围、通带最大衰减和阻带最小衰减，设计巴特

沃斯低通滤波器。通过解决这些开放性的问题，树立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先导，发挥主观

能动性，克服单纯模仿的弊端，提高学生提出新问题、发
现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１１－１２］，增强学生对课程学

习的兴趣，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４　结束语

“工科普通班”的教学重实际工作能力，“理科实验

班”的教学重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卓越工程师班”的教

学重创新和实践能力。例如，“工科普通班”旨在学习

如 何根据各种技术指标设计滤波器；“理科实验班”要

（下转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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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评价问题情境与决策的能力等，这些都有赖于教师

反思能力的提高［１１］。反思对于一个教师的综合水平的

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反思首先能促进师生关系良

好发展，更能促进教师的专业科研水平和教师教学水平

的提高［１２］。教学是一个不断循环反复的实践过程，通

过一轮又一轮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和再实践，不断地提

高和改进教师的教学水平。这个循环反复的认识及实

践的过程正是教师需要反思的过程。
在科研方面，反思更是一件在不断开拓进取的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有力武器。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情，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劳动，往往有时耗费大量的

时间和金钱也未取得成果，这在科研中都是正常的现

象。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徒劳无功的研究工作，必须进

行反思才能及时发现弊端，找到问题的突破口，一味地

钻研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科研中对科研内容

的提出背景、研究进展及发展前沿都要了如指掌，这样

才能更有利于反思个人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利用他人

构架的科技知识平台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准。

５　结束语

高校培养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复合型教师，除了有

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目前高校中适合的大环境以外，教

师必须进行自身修炼，努力从科学研究能力和教学水

平两方面提高自己，不断地扩充自身的专业知识。运

用教学传授的大平台完成本专业先进科学知识的传送

任务，运用先进的科技资源在科学研究中进行不断地

探索和发现，充分发挥教学与科研在高校中相互循环

的促进作用。教学永远是科研的源泉，科研是教学提

高的重要途径。教学和科研并重是目前研究型高校发

展中极为重要的坚守原则，任何一方面有失偏颇，都会

对高校的发 展 产 生 极 为 不 利 的 影 响［１３］。作 为 研 究 型

高校的教师，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增强科学研

究能力和提高教学水平方面齐头并进，成为高校体制

改革过程中高校竞争与发展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孔滨，孔德玉，赵 举 中，等．强 化 科 研 反 哺 实 验 教 学，培 养 创 新 能 力

［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１，２７（６）：１４７－１４９．
［２］李小红，孙志建．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科研与教学考评研究［Ｊ］．

科教文汇，２００８，下旬刊：９．
［３］赵宗辽，邓雪鹏．从高校教学水平评估，谈科研与教学的关系［Ｊ］．

技术与创新管理，２００７，２８（５）：６２－６３．
［４］余虹，王宏伟．浅析邓 小 平 在 教 学 与 科 研 的 互 动 中 实 现 高 校 发 展

的思想［Ｊ］．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３（３）：９６－９８．
［５］刘群．论应用型本科院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Ｊ］．宁波工程学 院 学

报，２００８，２０（４）：９３－９６．
［６］罗正祥．理论基础与工程实践并 重，培 养 创 新 型 人 才［Ｊ］．实 验 技 术

与管理，２００６，２３（２）：１－４．
［７］王慧琴．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努力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Ｊ］．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２５（２）：７９－８２．
［８］王光甫．高 校 教 学、科 研 与 实 践 的 关 系［Ｊ］．山 西 财 经 学 院 学 报，

１９９０（５）：６９－７２．
［９］肖伟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 体 化 教 学 模 式 的 探 索 与 实 践［Ｊ］．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１，３０（４）：８１－８４．
［１０］徐芳．反思型教师：大学教师发展的必然趋势［Ｊ］．现代阅读，２０１１

（６）：２２．
［１１］王春光．反思型教师与教师教育理论研究 ［Ｄ］．长春：东北师范大

学，２００４．
［１２］毛亚庆，鱼霞．反思：教师职业 生 涯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基 础［Ｊ］．天 津

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２００５，６（１）：１－７．
［１３］孙桂兰，胥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正确处理科研与教学关系的研

究［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８（１２）：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７５－７６．

（上接第３２页）
求学生对滤波器设计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进行理论的改

进、提升；对于“卓越工程师班”的要求则是把这个经过改

进的滤波器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针对这些不同专业和

培养方案，“数字信号处理”这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必
须进行课程的分类和教学的分层设置、多种教学方法的

合理调整和综合运用，建立以基础学习、提高学习、兴趣

学习［１３］为目标的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对

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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