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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申报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

确、简洁。所在部门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报课程名称、课程类别需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3.WORD文档格式，小四号仿宋，单倍行距；表格各栏目大

小必要时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但应注意整体美观，便于阅读。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基础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课 √学科基础课 ○专业课

所属学科门类 电子信息类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电子科学与技术/080702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23级

学时/学分 54/3.5

建设类型
校企共建课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校外课堂 其他

合作企业 昆山丘钛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建设背景

一、从专业建设方面来看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教学资源，

但同时也面临着教学内容更新缓慢、教学资源不足等问题。建设行业企业课程资源

库，可以充分利用行业企业的优质资源，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提供更加丰富、

实用的教学素材和案例，促进专业教学的创新和发展。

二、从课程建设方面来看

课程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传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往往忽视了与行业的

对接和融合，导致学生所学的知识与行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通过建设行业企业课

程资源库，可以打破这一瓶颈，将行业企业的真实需求和项目引入课程教学中，使

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应用价值。同时，通过与企业导师的合作与交流，也

可以促进学校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和提升。

三、从师资团队方面来看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但与此同时，也面

临着实践经验不足、与行业脱节等问题。建设行业企业课程资源库，可以为教师提

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使教师能够深入了解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提升自身的

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优

秀人才加入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师资队伍中来，进一步提升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水平。

建设内容与实施过程

（1）建设内容：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对《电路分析基础》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确保课程

内容与企业工程实践紧密结合。



引入企业案例和项目，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接触到实际工程应

用，提高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专业实践学期让学生深入企业现场，了解企业技术和管理模式。

师资队伍建设：

聘请企业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作为课程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

加强校内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备课、研讨，提高教学效果。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在企业内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程环境和实践机会。

（2）校企共建课程实施过程：

需求调研与课程设计：

通过与企业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对人才培养的具体需求，明确课程教学目

标和定位。

根据调研结果，设计符合企业需求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制定详细的教学计

划和教学大纲。

教学资源整合与共享：

整合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包括课件、实验设备等，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建立课程资源库，方便师生随时访问和使用课程资源，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体

验。

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

采用项目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学习和应用电路分析知

识。

实践教学环节强化：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和指导，确保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电路分析知识。

评价与反馈机制建立：

建立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包括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等，全面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

定期对校企合作共建课程进行评估和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课

程质量和适应性。

三、课程资源建设成果

（提供的全部课程资源清单）

1.教学大纲

2.教案

3.开课说明

4.实验手册

5.学习手册

6.课程考核改革案例

7.微课（1学时）

四、资源应用情况与效果



（一）教学资源应用情况

1.引入企业案例与项目：

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企业案例，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直接接触到企业实

际需求和技术问题。

通过企业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工程中的

应用。

2.企业技术专家参与教学：

聘请企业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作为课程兼职教师，他们参与课程大纲的制定、教

学内容的更新以及实验实训的指导。

企业专家的参与不仅为学生带来了前沿的技术动态和行业经验，也加强了学校

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二）应用效果

1.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校企共建课程使学生能够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中交替进行，培养了学生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学生通过参与企业案例和项目实践，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

了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学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黑龙江省赛区获得铜奖 2项。

2.教学质量的提升：

企业技术专家的参与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企业实际需求和技术发展，提高了课

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电路分析基础》主讲教师关娜参加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路、信号

与系统、电磁场课程教学竞赛初赛（东北赛区）荣获电路组二等奖。

3.校企合作的深化：

通过校企共建课程，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实现

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校企合作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发展机会，也为企业输送了符合需求

的高素质人才。

五、下一步计划

深化校企合作：加强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引入更多优质的教学资源，包括课程

大纲、实验（训）指导书、教学案例等。

丰富案例类型：扩大真实项目案例的来源和类型，引入更多与课程内容紧密结

合、契合课程教学目标的行业企业及职业岗位的真实项目或案例。

优化资源结构：在保持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建设范围的基础上，鼓励其他本科专

业的各类课程参与“两库”的建设，形成多样化的课程资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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