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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创新设计》实践能力提高班培养大纲 

 

开课单位：实验教学部       

适用专业：机电、材能、自动化、信息、物理 

总学分数：1.5                 总学时数：1 学年 

编写年月：2012.9              修订年月：2016.5            执笔：陈 安 

 

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1 课程性质 

本提高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电子设计实践与创新能力，是以项目训练为驱动的课外实

践平台，是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实践环节。 

2 教学目标 

2.1 通过实践项目的训练，使学生能掌握从事工程技术所需的电路、电子、电气及信息

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2.2 通过自主动手实践的形式，使学生能够掌握正确使用各类电子仪器仪表、基本测量

和研究方法、工程中常用的电气控制设备和装置的使用，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及其运

用，会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及仿真技术，培养正确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和踏实认真的

研究方法，拓展自主实践、主动创新的意识，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及与专业有关的工

程技术工作打好基础。 

2.3 使学生掌握文献查阅、动手操作、问题分析与解决等方面的能力，加强学生能够具

备相应的科学创新能力、团结协作精神。 

 

二、实践内容 

项目名称 内容 

基础讲座 

1、能力提高班情况介绍，学校创新创业计划和学生课外训练

介绍，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 

2、创新创业思维能力培养讲座，相关学科竞赛体系及内容介

绍 

3、专利申请、科技论文的写作与投稿 

专题讲座 

1、常用电路模块制作 

2、STM8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3、FPGA入门及 VHDL 设计 

4、现代电子技术设计与实践 

基本技能训练 1、常用元器件、集成芯片及焊接训练（组装万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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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内容 

2、常用模拟电路制作(功率放大器制作) 

3、STM8单片机最小系统制作； 

4、用 FPGA实现彩灯循环及点阵控制； 

高级能力训练 

1、基于 AD9850的信号发生器模块制作； 

2、基于 UC3843的 BOOST升压模块制作； 

3、基于 STM8单片机数字钟电路的实现； 

项目设计 

1、数控开关电源设计与实践； 

2、复合电源的双向 DC/DC变换器设计与实践； 

3、数字式温度控制系统设计与实践； 

4、DDS信号发生器设计与制作； 

5、智能手环设计与应用 

6、GPS速度检测报警系统设计 

 

三、实践要求 

学生在项目实践中需经历“项目需求分析、知识学习补充、理论推导计算、实现方法，

选择、电路设计仿真、实验步骤设计、参数测试方案、实验总结分析”的过程，通过对项

目任务和要求的分析，认识当前自身知识、方法、能力的不足，进而在拓展知识、探索方

法、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完成任务，从而在实践中培养科研素养，养成工程实践、科学思维

习惯和创新意识。 

 

四、考核要求与成绩评定 

1.安排的集中授课进行考勤，无故缺勤超过 40%者，考核不合格。 

2.没有完成分配的实际项目任务者，考核不合格。 

3.另需获得下列其中一项结题成果，方可结业。 

（1）获得1项校级以上竞赛奖励； 

（2）获得1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并结题； 

（3）申请1项专利； 

（4）在正规杂志发表1篇论文； 

 

成绩评定：学生需撰写实践报告，并答辩。根据所获成果、平时表现、报告和答辩情

况综合评定成绩，给予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种。具体评定指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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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考核指标 二级考核指标 

指标内容 分数比例 指标内容 分数比例 

平时 10% 
1.1 集中授课考勤 40% 

1.2 日常训练考勤 60% 

成果 60% 
2.1 日常训练成果 30% 

2.2 结题成果 70% 

报告 30% 
3.1 报告 60% 

3.2 答辩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