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案例 1 

教学内容：无码间串扰基带传输特性 

知识目标：能够解释数字基带传输过程中码间串扰产生的原因并推导出消除码

间串扰的时域频域条件，灵活运用奈奎斯特第一准则。 

能力目标：能够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能够养成从多维度多角度观察、处理问题的习惯；严格职业操守，守

住人生底线；认识到守时是一种美德。 

案例背景：“无码间串扰基带传输特性”是《现代通信原理》课程的重要知识点。

通过半学期的接触，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默契较好，学生已习惯了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课堂教学模式，思考的积极性和思考问题的深度都有所提高。在教学内容上，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学生已经掌握本门课程的研究背景即通信系统模型，所以比

较好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有一定的关联，比较容易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因此拟采用“问题驱动法”教学法，通过问题延伸，融入思

政元素。 

学情分析： 

➢ 授课对象是通信工程专业大三本科生，课堂上能够认真听讲，并较好地完成

教师布置的任务。但在大学第五学期，由于前面所涉及的都是公共基础课程

和学科基础课程，不会涉及本学科科研素养的培养，科研素养明显欠缺，因

为还未涉及就业等问题，对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没有更深刻的认识，难以

理解担当民族复兴的大任。 

➢ 学生具有该课程相应的先修知识，并且已经学习了数字基带信号传输系统模

型；具有一定的基础编程能力，但针对实际通信场景编程能力较为薄弱;具有

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缺乏解决通信领域实际问题的工程素养。 

➢ 工科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逻辑性强、富于质疑精神，适合采用问题引

导的教学方式；形象思维融会贯通不够，需要将抽象的知识点实例化、形象

化；动手能力强，可引入仿真软件进行辅助教学，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 码间串扰时域和频域条件、奈奎斯特第一准则 

教学难点：码间串扰频域条件 

教学方法：问题驱动法、讨论法、归纳总结法、类比法 

融合方式：关联教学内容、营造“思政情境” 

评价方式：课堂表现 

课堂时间：45分钟 

案例描述：为了营造全过程“思政教育”的氛围，所以坚持一贯的“鞠躬礼”，

教师通过“同学们早上好”，再加上“九十度鞠躬礼”，学生会很自然起立“回



 

 

礼”，师生相视一笑，开启本节课的第一次心灵碰撞。 

 
图 1 鞠躬礼 

1、思维导引：由生活中遇到各类干扰引入数字基带传输系统产生的干扰，启发

学生思考通信系统接收端恢复的数字序列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3 分钟） 

➢ 在学习生活中，你会遇到哪些干扰，是如何解决的？ 

提示：先分析类型（如内部干扰与外部干扰）及特征，再找方法处理。 

➢ 回顾数字基带信号传输系统模型，引导学生思考通信系统接收端恢复的数字

序列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 

➢ 分析发现产生误码的原因：噪声——外部干扰；码间串扰——内部干扰。 

2、什么是码间串扰？（2 分钟） 

➢ 通过图形展示码间串扰的定义，并引导学生产生质疑为什么波形会产生“拖

尾”。  

3、为什么会产生码间串扰？（2分钟） 

➢ 时域有限——频域无限；时间无限——频带受限。 

提示：实际信道带宽是有限的! 

➢ 分析产生码间串扰的原因：系统传输的总特性不理想。 

4、如何消除码间串扰？（12 分钟） 

（1） 数字基带传输模型：由传输模型分析推导出接收滤波器波形的数学表达式，

并产生疑问：串扰在哪里？ 

 
  图 2 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模型图 

➢ 针对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接收滤波器输出信号： 

 

➢ 问题：码间串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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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样时刻输出：根据接收滤波器波形的数学表达式，在抽样时刻分离第 k

个接收码元波形抽样值和码间串扰值。 

➢ 分离第 k 个接收码元波形抽样值和码间串扰值。 

 

（利用数字信号的特点，化繁为简，关注抽样时刻输出） 

（3）码间串扰问题：根据接收滤波器波形的数学表达式，分析得到码间串扰为

0的要求。 

➢ 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能否通过 an 让各项相互抵消使得码间串扰为 0？ 

提示：an 随机。 

（4）讨论消除码间串扰的设计方案：根据对冲激响应 h(t) 的波形提出的要求，

引导学生讨论消除码间串扰的设计方案并分析是否可行。 

➢ 讨论：引导学生讨论满足条件的 h(t) 的波形。 

方案 1：相邻码元前一码元波形到达后一个码元抽样判决时刻已经衰减到 0，

表面可行，但实际波形“拖尾”难实现。 

方案 2：实际“拖尾”波形，只要 h [(k-n)Ts +t0] 在 Ts+ t0 、2Ts +t0等后面码

元抽样判决时刻为 0，也能消除码间串扰，实际可行。 

 

（a）方案 1             （b）方案 2 

图 3 无码间串扰的冲激响应设计方案 

➢ 分析：引导学生分析两种设计方案是否可行? 

（方案 1 工程上无法实现，不可行；方案 2 只关注抽样时刻，工程上容易

实现，可行。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 

5、无码间串扰的条件（10 分钟） 

（1）无码间串扰时域条件：归纳总结无码间串扰时域条件。 

➢ 数学表达： 

 
➢ 文字描述：本码元抽样时刻有值；其他码元抽样时刻均为 0。 

（归纳无码间串扰时域条件忽略时延，突出时域条件的物理含义，培养学生

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2）无码间串扰频域条件：利用时域和频域的傅里叶变换，推导出频域条件。 

➢ 利用分段积分、变量替换、交换求和、积分顺序得到频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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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表达： 

 

➢ 文字描述：切割、平移、叠加——理想低通。 

（从时域和频域两个维度看待信号，培养学生多维度多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

能力） 

➢ 举例分析 

6、无码间串扰传输特性的设计（10 分钟） 

（1）理想低通特性：利用频域条件可得出理想低通特性满足要求。 

➢ 无码间串扰的最大码元速率：利用 H（ω）满足的频域条件推导出通信系统

信号最大传输速率和信道最窄带宽。 

 

图 4 无码间串扰的最大码元速率 

 
 图 5 无码间串扰与系统定时要求的关系 

（由无码间串扰的最大码元传输速率类比分析人生底线和职业底线；由无码 

间串扰的理想低通特性对系统定时的要求严格联想到守时问题，守时是一 

种美德。） 

➢ 引导学生分析归纳理想低通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为提出余弦滚降作铺

垫。 

（2） 余弦滚降：在 fN处按“奇对称”进行“圆滑、滚降”可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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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分析余弦频谱特性及其波形：滚降因子越大，冲激响应 h(t) 的拖尾

衰减越快，但带宽 B 越大。 

➢ 引导学生分析归纳余弦滚降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为下次课内容作铺垫。 

（好处：拖尾衰减大，收敛快，定时要求降低；代价：带宽增加，频带利用

率降低。理解任何选择必有代价，关联人生取舍问题） 

7、码间串扰观测：利用 SYSTEMVIEW 软件仿真通信系统观察眼图，给学生直

观的体验，并向学生展示从实际示波器上拍的眼图照片。（2 分钟） 

➢ SYSTEMVIEW软件仿真通信系统观察眼图 

 

 

 

 

 

 

 

 

 

 

 

   

图 6 SYSTEMVIEW 软件仿真基带数字通信系统观察眼图 

➢ 示波器实拍眼图            

 

 

 

 

 

 

(a)为几乎无噪声和无码间串扰下的图         (b)为在一定噪声和码间串扰下的图 

图 7 示波器实拍眼图 

8、拓展（3 分钟） 

➢ 讨论：移动通信中码间串扰产生的原理及如何消除码间串扰？（引入前沿知

识，扩展学习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总结：（1分钟） 

➢ 什么是码间串扰； 

➢ 为什么会产生码间串扰； 

➢ 如何消除码间串扰； 

➢ 无码间串扰的时域条件和频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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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码间串扰传输特性的设计。 

 

作业： 

➢ 仿真设计：利用 MATLAB 或 SYSTEMVIEW 软件仿真基带通信系统观察眼

图。 

➢ 查阅文献：移动通信中码间串扰产生的原理及如何消除码间串扰？（完善课

堂讨论内容） 

 

案例反思：   

在本次课教学中，以问题为驱动，按“物理现象——本质问题——数学建

模——问题求解”过程教学，体现工程师具备的基本能力，加强知识点应用和

思维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图 8 “物理现象——本质问题——数学建模——问题求解”教学模式 

 在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自然巧妙地进行课程思政，将职业道德、行为 

准则等课程思政要素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学

习生活化，挖掘生活素材，把枯燥的通信理论知识融入其中，促进师生及生生

互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课堂气氛活跃。 

                                                                      



 

 

教学案例 2 

教学内容：幅度调制的原理 

知识目标：能够理解调制的概念；描述 AM、DSB幅度调制原理；分析 AM调

制采用包络检波法不发生过调制的条件和载波同步的原因。 

能力目标：能够运用调制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质疑、独立思考的习惯和

举一反三的能力。 

情感目标：能够养成从多维度多角度观察、处理问题的习惯；树立大局观念和

全局意识；妥善处理好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案例背景：“幅度调制的原理”是《现代通信原理》课程的重要知识点。通过几

节课的接触，学生和教师之间越来越默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在

教学内容上，学生已经初步了解本门课程的研究背景即通信系统模型，所以比较

好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密切关联，容易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

积极性，因此拟采用“问题驱动法”教学法，通过问题延伸，融入思政元素。 

学情分析： 

➢ 授课对象是通信工程专业大三本科生，课堂上能够认真听讲，并较好地完成

教师布置的任务。根据以往的经验，因为学习、竞赛、实践等方面的原因，

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较大，甚至对学习失去信心。总体来说，学生的情绪波动

较大，甚至有选择困难的问题，因此需要增加学生学习的信心，明白自身的

优缺点，在面临取舍时能做出合适的决定；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以便

在找工作或考研时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以后工作中能脱颖而出。 

➢ 学生具备该课程相应的先修知识，并且已经学习了模拟通信系统模型；具有

一定的基础编程能力，但针对实际通信场景编程能力较为薄弱;具有一定的

实践经验，但缺乏解决通信领域实际问题的工程素养。 

➢ 工科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逻辑性强、富于质疑精神，适合采用问题引

导的教学方式；形象思维融会贯通不够，需要将抽象的知识点实例化、形象

化；动手能力强，可引入仿真软件进行辅助教学，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 AM、DSB调制原理、时域波形特点、频谱结构和解调原理 

教学难点：AM调制采用包络检波法不发生过调制的条件、相干解调载波同步的

原因 

教学方法：问题驱动法、讨论法、归纳总结法、类比法 

融合方式：关联教学内容、营造“思政情境” 

评价方式：课堂表现 

课堂时间：45分钟 



 

 

案例描述：为了营造全过程“思政教育”的氛围，所以坚持一贯的“鞠躬礼”，

教师通过“同学们早上好”，再加上“九十度鞠躬礼”，学生会很自然起立“回

礼”，师生相视一笑，开启本节课的第一次心灵碰撞。 

 
图 1 鞠躬礼 

1、调制的基本概念（6 分钟） 

思维导引：以广播信号传输为例，通过天线尺寸与电磁波波长的关系，引入如何

增加声音信号频率的问题，从而引出调制的基本概念。 

➢ 提出问题：根据天线尺寸与电磁波波长的关系，要减小天线尺寸，只能增加

发送信号的频率，提出如何增加信号频率的问题。 

➢ 案例分析：以小明借助火车实现速度由低速到高速搬移，顺利到达北京为例，

让同学们分析在此过程中小明的状态。（配合动画演示） 

 
图 2 小明坐火车示例 

➢ 解决问题：从小明坐火车的例子类比分析得到如何解决增加信号频率的问题, 

即借助高频率的信号,把低频信号装载在高频信号上面传输,实现频率由低

频到高频搬移。 

➢ 类比讲解：采用类比法讲解调制原理中的 3 个术语：基带信号、载波信号和

已调信号。回到前面小明坐火车的例子,小明就是基带信号,火车就是载波信

号,装载上小明的火车就是已调信号。（将抽象内容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2、AM 调制原理（20 分钟） 



 

 

（1）AM 调制 

➢ 提出问题：以 AM 为例进一步介绍调制原理，分析 AM 的时域表达式和频域

表达式，提出如何判断 AM 改变了载波的幅度，从而引出对 AM 的时域波形

进行分析。 

➢ 解决问题：动画演示 AM 的时域波形，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时域波形,发现已调

信号的包络和基带信号的形状是完全一致的；动画演示 AM 的频谱结构，引

导学生观察频谱结构，发现信号频谱结构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位置而已。

（由时域到频域，引导学生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 

（2）AM 解调 

➢ 类比讲解：再次回到前面小明坐火车的例子,从到北京站后需要将小明从火

车上卸载下来,引出并讲解调制的逆过程解调。（将小明坐火车案例贯穿整

个调制解调过程，便于学生理解） 

➢ 提出问题：回顾之前的时域分析，引导学生提出疑问——AM 信号包络是

不是始终和基带信号的形状是一样的呢? 

➢ 解决问题：通过 MATLAB 软件仿真图形分析 3 种情况，从而得出采用包络

检波法解调不发生过调制的条件。 

 

 

 

 

 

 

图 3 情况 1                  图 4  情况 2                 图 5 情况 3 

➢ 分析归纳：动画演示包络检波电路原理，归纳分析得到重要结论：包络检波

器的输出波形经过低通滤波器后能够恢复出基带信号。 

➢ 微课视频：利用 SystemView 软件仿真 AM 通信系统，验证 AM 波形和频谱

特点，分析无噪声和有噪声情况下的解调信号。（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动手

能力） 

（3）AM 信号功率利用率：引导学生分析计算 AM 信号的功率利用率。 

（4）AM 信号特点：引导学生分析归纳 AM 调制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好处：可采用包络检波法解调，接收设备简单；代价：功率利用率低。理解

任何选择必有代价，关联人生取舍问题） 

3、DSB 调制原理（18 分钟） 

（1）DSB 调制 

➢ 提出问题：AM 有哪些缺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解决问题：抑制载波，引入 DSB 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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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分析：分析时域波形中载波反相点 DSB 信号的波形，并将 DSB 与 AM

时域波形对比；分析频域中的 DSB 频谱并与 AM 对比。 

（学习各种调制方式，要注意抓住共性，识别个性。抓住共性，可以以此类

推、举一反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识别个性，可以扬长避短，灵活运用

各种调制方式） 

  
图 6 DSB 时域波形和频谱 

（2）DSB 解调 

➢ 提出问题：能否采用包络检波法？若不能，该如何解调？ 

➢ 解决问题: 从频域引导学生分析如何将 DSB 信号的频谱搬回到零频附近？ 

从时域引导学生推导相干解调数学过程。 

➢ 讨论：若载波不同步，对解调有何影响？（从频率误差和相位误差两方面分

析） 

➢ 类推：从时域和频域角度分析 AM 信号能否采用相干解调？ 

（从时域和频域两个维度分析，培养学生多维度多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

力） 

➢ 扩展：引导学生从技术层面和设备成本方面讨论在民用中波广播 AM 接收机

中采用哪种解调器？  

 

图 7 民用中波广播 AM 系统 

（通过调幅收音机中采用包络检波法解调实例，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

能力。引导学生从 AM 广播为一对多系统入手，分析调制电路和解调电路的总

成本，强调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让学生明白作为一名优秀的通信工程师应从全

局角度设计解决方案。） 

➢ 归纳总结：引导学生分析归纳 DSB 调制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为下次课内容 

作铺垫。 



 

 

总结：（1分钟） 

 
图 8 AM 和 DSB 对比图 

 

作业： 

➢ 仿真设计：利用 MATLAB 或 SYSTEMVIEW 软件仿真设计 AM 和 DSB 系

统。 

 

案例反思：   

在本次课教学中，以问题为驱动，从生活实例分析入手，采用类比法讲解调 

制定义、基带信号、载波和已调信号，将小明坐火车案例贯穿整个调制解调过程，

学生更容易理解。从时域与频域两个角度分析 AM调制原理，学生能够有效地理

解调制原理，也有益于培养学生多维度多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习惯。引入

MATLAB/SystemView软件对 AM、DSB调制系统进行仿真分析并结合实际应用

讲解，将抽象内容形象化，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化学生用理论分析实际问

题的能力。 

 在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自然巧妙地进行课程思政，将大局观念、全局 

意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等课程思政要素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学习生活化，挖掘生活素材，把枯燥的通信理论知识融入其

中，促进师生及生生互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课堂气氛活跃。 

                                                                      



 

 

教学案例 3 

教学内容：模拟信号的数字化 

知识目标：能够描述低通抽样定理；解释均匀量化和非均匀量化的原理；分析

A压缩律中，选用 A=87.6 的原因。 

能力目标：能够运用抽样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质疑、独立思考的习惯。 

情感目标：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养成从多维度多角度观察、处理问题的习惯，

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关系。  

案例背景：“模拟信号的数字化”是《现代通信原理》课程的重要知识点。通过

小半学期的接触，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默契较好，学生已习惯了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课堂教学模式，思考的积极性和思考问题的深度都有所提高。在教学内容上，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学生已经掌握本门课程的研究背景即通信系统模型，所以比

较好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有一定的关联，比较容易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因此拟采用“问题驱动法”教学法，通过问题延伸，融入思

政元素。 

学情分析： 

➢ 授课对象是通信工程专业大三本科生，在上课的时候能够认真听讲，也能够

很好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根据以往的经验，学生大多习惯于按固定的维

度分析问题，且缺乏问题意识，部分同学难于提出问题。因此需要培养学生

的问题意识，使其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全面系统分析问题、多维

度多角度处理问题的能力。  

➢ 学生具备该课程相应的先修知识，具有傅里叶变换的基础知识，但缺乏在频

域解决问题的通信领域的工程素养；具有一定的基础编程能力，但针对实际

通信场景编程能力较为薄弱。 

➢ 工科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逻辑性强、富于质疑精神，适合采用问题引

导的教学方式；形象思维融会贯通不够，需要将抽象的知识点实例化、形象

化；动手能力强，可引入仿真软件进行辅助教学，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 低通抽样定理，均匀和非均匀量化的原理 

教学难点：模拟信号采样过程的频谱分析，十三折线压缩特性 

教学方法：问题驱动法、讨论法、归纳总结法、类比法 

融合方式：关联教学内容，营造“思政情境” 

评价方式：课堂表现 

课堂时间：45分钟 

案例描述：为了营造全过程“思政教育”的氛围，所以坚持一贯的“鞠躬礼”，



 

 

教师通过“同学们早上好”，再加上“九十度鞠躬礼”，学生会很自然起立“回

礼”，师生相视一笑，开启本节课的第一次心灵碰撞。 

 
图 1 鞠躬礼 

1.思维引导：（5 分钟） 

➢ 以移动通信系统由模拟发展到数字为例，引导学生思考声音信号并没有发生

变化,始终是模拟信号, 它为什么能在数字通信系统中传输？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移动通信技术和企业的正向感知） 

2.模拟信号的数字化——抽样（18 分钟） 

➢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提出疑问——采样后的值能代表原来的模拟信号么? 能

不能从抽样信号无失真恢复出原信号？如果能,抽样的时间间隔 T 应该取多

少呢？  

➢ 案例分析：通过描点绘图画正弦曲线的例子启发学生明白只要取足够多的点,

就可以得到正弦曲线，从而定性分析得到在通信抽样过程中,抽样点数越多

就越利于恢复原来的信号。抽样点数越多就意味着抽样间隔越小,相应的抽

样频率越大。（感性认识） 

 

图 2 描点绘制正弦曲线 

（引导学生如何选择点数，点数越多就越有利于绘出正弦曲线即精度越

高，同时点数越多也意味着效率越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 解决问题：引入奈奎斯特抽样定理定量回答抽样频率的问题，并根据抽样频

率和信号截止频率的关系，分 3种情况利用动画形象展示随着抽样间隔的增



 

 

大，信号频谱的变化情况，结合频域卷积定理做讲解，从频域上来验证抽样

定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 3 种情况全面分析问题） 

   

          图 3 情况 1             图 4 情况 2                图 5 情况 3 

➢ 科学小故事：介绍数字通信时代的引路人——奈奎斯特，激励学生积极思考，

勇于探索。 

➢ 微课视频：通过 MATLAB 软件仿真信号采样与恢复，从时域上来验证抽样

定理，并结合实际讲述工程信号的采样。 

（由频域到时域，引导学生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培

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动手能力） 

➢ 讨论：利用抽样定理解释车轮倒转现象。（理论联系实际） 

3.模拟信号的数字化——量化（18 分钟） 

（1）均匀量化 

➢ 类比讲解：从抽样后的信号幅值连续的缺点着手引入量化，用计算货物价值

时对不足一分钱的处理方法来引入量化的处理方法。 

➢ 图形展示：通过图形展示均匀量化的过程，并用不同刻度尺子的测量精度来

解释量化间隔和量化误差的关系。 

➢ 公式推导：推导分析均匀量化信号量噪比的计算公式。 

➢ 举例: 结合例子阐述均匀量化的特点。 

（2）非均匀量化 

➢ 提出问题：均匀量化小信号时，存在信号量噪比小的缺点。 

➢ 设计思想：信号样值小，量化间隔小；信号样值大，量化间隔大。 

➢ 解决问题：利用压扩技术实现非均匀量化，提高小信号的信号量噪比。 

 
图 6 压扩技术系统框图 



 

 

➢ 演示分析：通过图形形象表征十三折线的形成，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称为十三折线。 

 

图 7  A律 13 折线 

➢ 讨论：引导学生讨论在 A压缩律中，选用 A=87.6 的原因。 

4.模拟信号的数字化——编码（3分钟） 

➢ 问题分析：围绕如何确定二进制编码码组位数的问题讲解编码的方法。 

（引导学生思考量化电平个数与编码位数之间的关系，量化间隔越小，量化电平

个数越多，量化误差就越小，系统可靠性就越好；同时量化电平个数越多，也意

味着编码位数越多，系统有效性就越差,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总结：（1分钟） 

 

图 8  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原理 

 

作业： 

➢ 仿真设计：利用 MATLAB 或 SYSTEMVIEW 软件仿真信号采样与恢复。 

➢ 思考：为什么要采用非均匀量化？ 

 

案例反思：  

从学习生活中描点绘图的实例入手来分析抽样的时间间隔，学生比较容易接

受，并引导学生如何选择点数,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从时域与频域两个角度验



 

 

证抽样定理，学生能够有效地理解抽样原理，也有益于培养学生多维度多角度观

察和处理问题的习惯。引入奈奎斯特小故事，激励学生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利

用 MATLAB 软件对信号采样与恢复进行仿真分析并结合实际应用讲解，将抽象

内容形象化，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化学生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自然巧妙地进行课程思政，将家国情怀、科学精

神、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辩证关系等课程思政要素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学习生活化，挖掘生活素材，把枯燥的通信理论知识融入

其中，促进师生及生生互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课堂气氛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