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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的持续发展。

教师指导团队的指导方法；

电子设计竞赛培训体系与支持措施；一、学校

二、教师

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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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竞赛培训体系与支持措施

一、学校



学校教学体系：推进“课堂革命”，深化挑战性、研究型课程改革

新生研讨课学科前沿课

挑战性学习课程

探究式小班课

跨学科与集成创新
人才培养课程/项目

核心通识课

教学方法与
考核方式改革课

实现学院全覆盖，致力学生

知识综合与系统集成创新能力

698门研究型课程

2018年开课1290门次 覆盖学生54947人次



打造实践教学平台

“四梯度”实践教学平台体系

基础

实验中心

专业实验
教学中心

学术课外
科技创新中心

科研
重点实验室



1、课程与实践体系-----竞赛培训广覆盖

全校电子类基础理论与基础实验课程+电子设计竞赛培训课程

将竞赛培训课程纳入了课程体系建设，建成了有层次、有内容、有理论
、有实践的核心通识课程《电子工程设计系列课程》，由具有丰富竞赛
培训经验的教师进行教学。

形成了学知识、拿学分、备竞赛的良好氛围！

电子工程设计之电子电路设计基础

电子工程设计之高频电路设计与工程制作

电子工程设计之微处理器最小系统设计

电子系统设计与工程应用实践

电子工程设计之电子系统专题设计与制作



电子工程设计之电子电路设计基础
（初级班训练课程、基础模拟电路、工程设计方法、简单电路的设计与调试，对
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电子工程设计之高频电路设计与工程制作
（高频电路基础知识、高频小信号放大器、高频振荡器、LC滤波器、电路理论
与实践指导、仿真、设计、制作、调试。）

电子工程设计之电子系统专题设计与制作
（5个专题的教学和训练、系统设计思路、方法、制作、测试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设计应用和综合设计、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工程应用）

电子系统设计与工程应用实践
（综合题目、方案设计，元器件选型、电路板设计，电路系统安装、制作、调试，软
件编制，系统软硬件联调，电路系统测试方案设计，数据处理，设计报告撰写，作品
展示、设计讲解等。涉及通信、射频、电源、控制、测量等多个学科交叉，知识技术
交叉的灵活运用，也体现了挑战性。）

1、课程与实践体系-----竞赛培训广覆盖



2、一院一赛 -----多种途径试身手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亚太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ACM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盟升杯

泰格杯

嵌入式竞赛

。。。。。



3、校、院两级培养-----分阶段培养促成效

校级： 教务处管理、校级指导教师团队

58
%

42 %

 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校队 50组

 校队报名 50组（大二学生居多）

 院队报名 70组（大一学生居多）

全校有26支队伍获省一等奖，占报名队伍的21.6%。

全校有18支队伍获省二等奖，占报名队伍的15%。

全校有20支队伍获省三等奖，占报名队伍的17%。

院队报名组数

院级： 各学院科创指导教师团队、学生科协

校队报名组数



3、校、院两级培养-----分阶段培养促成效
校级： 教务处管理、校级指导教师团队、整合优势资源



院级：各学院科创指导教师团队、学生科协

3、校、院两级培养-----分阶段培养促成效



4、赛前培训-----综合训练、适应竞赛

模块
准备

中级
训练

中级
训练

综合
训练

报告
写作

专题
训练



01
课程培训

02
网上指导

03
见面交流

04
测评总结

教师指导团队的指导方法
教师团队统一酝酿培训计划；定期开设讲座；查缺补漏；

二、指导教师



01
个体学习

04
持续创新

05
继续深造或
自主创业

参赛学生的持续发展三、学生

02
组队竞赛

03
培训新生



感想
电子类多学科知识融合、综合应用的擂台

激发学生兴趣、自主学习、团队协作、为校、为团队、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加油站

学生之间的传帮带培养了学生们简洁准确的表达能力、工程领导力、团队协作能
力、终生学习能力

竞赛培训教师展示专业能力、对学生的引领作用、抒发传道授业解惑情怀

祝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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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