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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验收总结报告

自 2015 年 10 月《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获得广东省精品资源开放课立项以来，

课程组依据制定的课程建设规划和任务，在各个方面积极、有序的开展建设工作。近 5 年来，

我们不断对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与创新，随着该课程教学研究与改革创新逐步向着纵深发展，

在改革和完善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完善教学条件与教学资源，提升师资队伍教学

水平与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等方面建设成效逐年明显提升，完成了项目建设初期

预定的各项指标和建设任务。现将近 5年课程建设以来的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及成效

1、课程设计与开发

课程设计主要对课程定位、教学方法以及课程内容对原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结合

中山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对课程重新定位。课程开设初期仍以传统的按键控制、流水

灯、数码管等这些脱离实际产品的项目作为教学载体，并未考虑在实际产品中的应用。在课

程被立项为省级精品开放课后，我们整个教学团队的老师、兼职教师、企业研发工程师共同

对课程重新进行定位，坚持实际产品应用为导向，在教学项目选取上以企业实际应用项目并

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优化设计，适合学生学习使用。经过近些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课程的定位

准确，学生学到了实际产品设计规范。在教学方法上，一改之前主要以编写程序为主，转变

为从设计原理图、绘制 PCB、焊接再到电路调试以及编程，编程思维也从简单的实验思维到

工程思维。教学内容和广东天创同工大数据有限公司、中山调光照明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合

作开发教学内容，主要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主，在原理图设计、PCB 绘制、编程过程中都以实

际产品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益匪浅。

2、师资队伍建设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鼓励教师参加各种科研和教研活动。老师们积极参加教研教改和

技能提升的师资培训，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积极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和大

学生电子竞赛。课程组也不定期的开展教研活动，围绕课程教学体系改革与完善、课程教学

内容体系的规范与创新，课程重点与难点内容的讲解方式，前期及后续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

如何有效的组织教学、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如何改革和完善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企业工程项目如何引入到教学中等内展开讨论。每学期课程组教师

之间都会相互听课，交流心得，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3、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建立科学规范的各类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文件与资料，并且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课题

组老师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将搜集、积累的教学素材、参考资料等形成学习资料，提供给学

生，一遍学生能够更加自主深入的了解学科相关知识及发展动。另外推荐给各类电子技术相

关的论坛，推荐优酷、腾讯、B站等大型的视频网站中课程相关的视频教程，使学生掌握更

多课外的一些专业知识。建设和完善教学辅助资料，编写了实验手册及学习板各模块参考程

序，创建了试题库，方便学生课下进行练习。不断加强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完善，随着各

类教学用的手机 APP 的兴起，我们也将课程移植到职教云的云课堂 APP，学生可以随时随地

的打开手机进行学习，同时通过网络平台布置作业，答疑、讨论等教学互动，非常方便。’

4、拓展教学资源建设

教学过程中发现学得好的同学完全跟随教师的教学进度，反而会限制他们自主学习的能

力，因此要通过分层次教学，增强他们的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一届学生中，总

会有几位同学对该课程比较感兴趣，为了能够让他们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课程中教学中对

教学资源进行了拓展，为他们分配一些小任务、小项目，团队协作，自主完成。通过拓展的

教学资源极大的提高了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13 级的黄浩

雄等 6位同学、14 级童泰山等 3位同学、15 级柯钿爽等 6 位同学、16 级朱俊鹏等 5 位同学、

17 级邓子荣等 4 位同学以及 18 级郑柳毅等 5 位同学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培养，毕业都都进

入到公司的研发岗位，待遇也相当高。

5、教学录像录制

教学录像是课堂讲解的有效补充，由于课时限制，课堂内容可能讲得比较快，学生部分

内容没听懂，或者上课走神有些内容没有听到，那教学录像则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将课上未听

懂的部分补上，有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本课程由于属于实践性、操作性比较强

的课程，教学录像以实际操作和程序讲解为主，学生可以反复播放观看，从而能够更深入的

理解程序。本课程共录有 25 个视频，满足了学生对常用电子产品设计程序设计的需求。上

课内容录制成录像也得到同学们的认可和评价。教学录像目前已经上传至课程网站、云课堂

APP 和优酷，无论是本校学生还是其他想学习的人员都可以不受限制的观看视频，在没有任

何宣传和推广的情况下，不到 1 年的时间，播放量已经达到 7000 多次。

6、实验条件建设及教学成果

课程开设初期，只有一个实验板用于完成课程所有教学内容，在课程重新定位后，我们

先后引入企业实践项目智能豆浆机、自动恒温控制器、自动浇花器、无线数据传输、电烤箱、

智能调光、冷量计、环境监测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电路设计及 PCB 绘制都由老师和学生共同



完成，大大丰富了课程的实验教学条件，教学用电脑也于 2018 年进行了更新，实验条件得

到了较大改善。

近几年教学成果显著，彭建宇老师带领学生参与到企业项目研发，为万和电器、美国

ICON 的东莞合作企业开发无刷电机相关产品，已经量产应用于产品中；代允老师参加广东

省信息化教学比赛获得三等奖；袁夫全老师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广东赛区比赛，

获省三等奖。结合课程教学，申请了中山市社会公益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二、课程建设存在的不足

1、课程网络资源建设有待加强

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是电子信息技术的一门综合应用课程，涉及到的专业知识

面比较广，目前课程网站资源主要是和教学项目相关的一些资料，网络资源仍比较分散。在

后期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有必要对网络资源按照学科类别进行归类整理，方便学生学习参考。

2、与课程相关的教研、科研以及获奖比较少

由于课程组各位老师的教学工作量都比较大，因此在教研教改、科研项目以及指导学生

参加比赛，教师自己参加教学比赛等项目参与的较少，这方面还有待加强。教师尽量抽出时

间参与课程相关的科研、教研以及比赛等。

3、学生自主利用网络资源学习主动性不高

大部分学生仍然停留在老师没教过的内容不主动学的状态，由于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制

作这门课涉及的专业知识比较广，贴合实际应用，所以在项目制作过程中存在很多之前没有

接触过的知识，这时很多学生不知所措，不懂得利用课程网络资源自主学习。大学生最重要

的一项技能就是要学会自主学习，但目前大部分学生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因此课程网络资源

利用率还不够高，在以后的教学中要逐步引导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课程后期规划目标

1、积极完善网上教学资源，对更新的教学内容及时上网，并对资料根据专业知识类别进行

分类，以方便师生查找资料。

2、进一步强化教研、科研工作，争取有较高级别的教研、科研成果产生。

3、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多参加教研、科研相关的培训，进一步提升职称。



附表 1：课程组师资队伍一览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学科专业 承担的工作

杨立宏 1980.04 副教授 硕士 测试计量技

术及仪器

负责人，总体

建设

彭建宇 1968.11 讲师 本科 无线电通信 教学主讲

袁夫全 1975.06 讲师 硕士 通信技术 教学实验

熊宇 1972.02 教授 博士 电力电子 网站建设

陈振华 1971.08 高级工程师 博士 电子技术 教学主讲

代允 1984.03 助教 硕士 电子技术 教学实验

附表 2参加培训进修情况

（1）杨立宏，2020 年 8 月 10-8 月 14 日 在浙江华为全球培训中心参加“物联网综合实训”

（2）袁夫全，2017 年 8 月 24 日-月 28 日 在同济大学参加“职业院校内涵建设”

（3）杨立宏，2017 年 7 月 17 日-7 月 20 日参加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举办的“全国职业院

校翻转课堂微课教学设计开发应用及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专题培训”

（4）杨立宏，2020 年 6 月 17 日-6 月 21 日参加了背景双师泊汇教育科技中心举办的线上培

训“国际精品在线课程制作申报技巧与建设方法高级研修”

（5）熊宇，2018 年 7 月 31 日-8 月 4日参加了中国职业教育委员会教学改革中心举办的“职

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热点问题实践探索与解答暨首批试点院校案例解析培训交流会”

（6）熊宇，2019 年 8 月 1 日-8 月 5 日参加悉尼协议研究院举办的“以《悉尼协议》为范式

的专业和课程学习成果开发训练营”

（7）彭建宇，2020 年 4 月 13 日-2020 年 4 月 17 日参加北京校企联合管理中心举办的“新

时代职业院校课程开发模式分析与人才培养方案编制高级研修班”

（8）彭建宇，2019 年 7 月 13 日-7 月 17 日参加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任务型课程设计

与实施”

附表 3教研、科研及获奖

1、论文：《基于双 BUCK 电路的 MPPT 太阳能控制器设计》，杨立宏、袁夫全，电子测试，2018.05

2、论文：《基于 wifi 的无线 3D 打印机控制器设计》，袁夫全、杨立宏，电子技术，2015.12



3、专利：一种带 MPPT 功能的太阳能手机充电装置，ZL201820585008.2，杨立宏、袁夫全

4、专利：一种新型多喷嘴 3D 打印头及应用该打印头的 3D 打印机，ZL201520821784.4，袁

夫全、杨立宏

5、专利：智能垃圾桶最优收集路线实现方法，CN201710870108.X，彭建宇、童泰山、杨立

宏

6、获奖：2019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三等奖，指导教师：

袁夫全

7、获奖：2015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广东赛区三等奖，指导教师：杨立宏，袁夫全

8、科研：家用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控制系统研究（2015B2305），2015 年中山市社会公益项

目，主持人：杨立宏

9、科研：基于 ZigBee 的无线智能照明系统应用研究，2016 年院级科研课题，主持人：杨

立宏

10、实训基地：天创同工大数据应用有限公司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基地，2018 年，

杨立宏

11、创新中心：无刷电机应用协同创新中心，校级，2017 年，杨立宏、彭建宇

http://www.vipzhuanli.com/patent/201710870108.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