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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是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间接经验和直

接经验、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教学过程。

 实验教学是科学思想、方法、技术相结合的过程。

 实验教学具有直观性、实践性、物质性、 技术性、

综合性、科学性。

实验教学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

的全面作用，这是实验教学的基本任务。

实验教学的目标定位



美国高等教育体现“回归工程”

从过分重视工程科学转变到更多重视工程
系统及其背景

注重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强调应用“整合”或“集成”的思想，重
建课程内容和结构

学会学习和终身教育



 美国工程院对２１世纪工程师职业形象的描述：
里昂的聪明才智

摩尔的解决问题能力

爱因斯坦的科学洞察力

毕加索的创造力

怀特兄弟的果断

比尔·盖茨的领导力

罗斯福的道德心

马丁·路德金的远见

小朋友的好奇心

未来的工程师应当具备的素质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

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

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

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

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

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

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毕业要求



 专注知识传授，对智力的考察重视不够
 智力是人的大脑对客事物和信息反映、认识、存储和处理的能力。

包括：观察力、记忆力 、注意力、思维力、想象力、操作力（是

将智力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能力）等。

 专注技能训练，对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实际工作能力是人们与外界事物接触活动的能力。

包括组织管理能力、适应能力、操作能力、研发创造

能力、交往共事能力等。

实验教学存在问题



 培养品格、提高素质不力
 品格：是“品德”和“人格”的总和，即人的思想品质、道德品

质和非智力因素的总和，包括：

 素质：广义的素质是指人的品质、质量。包括：品格素质、科学

素质、人文素质、专业素质、能力素质、信息素质、身心素质、

审美素质等等。

 不被重视的从属地位的表现比比皆是

实验教学存在问题



1

2

3

实验教学没有规范准则（目标、任务、要

求）可以引领、帮助教师实施教学活动

没有完备的教材、课外资源，知识、方法、

技能主要依赖教师言传身教

教师缺乏学习、进修渠道，主要依靠自身积

累经验，及相互间经验交流；影响教学指导

4 教学成效考核随意性大；终结性评价受环境

条件因素影响大；

实验教学不被重视的体现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基本标准的研究

研究目的

为实验教学提供目标。指导系统构建实验课程、设置实验

内容、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教学进程。

为师资队伍建设提出要求。教师根据教学基本标准设计安

排教学活动、选择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实践，最终实现教

学目标。

为实验教学综合环境建设提供参照系。包括教学与实验条

件资源，实验教学运行管理机制，实验教学信息化管理



课题研究方法

采集教学需求样本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不同电类专业的教学目

标及教学要求;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学生毕业的目标要求；

欧美国家同类课程教学要求与目标；

电子信息及电气工程等行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课题研究方法

采集教学需求样本

制定课题研究目标

从实验知识、实验技能、技术方法、实践能力、综合素

质五个方面制定全面、明确、详细的38个大类、130项

细则要求。



课题研究方法

采集教学需求样本

制定课题研究目标

设计推广应用方案
设计教学实施方案达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设置、教学进

程设计、教学模式改革、考核机制构建

检验、完善教学基本标准



1.实验知识

实
验
规
范

电能
产生
传输

电能产生、电力输送

电压等级、用电设备设施

用电
安全
知识

实验场所供电设施及线路

安全电压、安全电流，触电防范及解救

电器设备接地、屏蔽

实验
操作
规范

出入实验室要求、设备领用、器材取用、安全
卫生

预习、预约、派位、验收、考核

设备操作、电路搭试、通电测试



1.实验知识

电子
元器
件特
性

器件识别
电阻、电位器、电容、电感、二
极管、三极管、MOS管、按键、
开关、显示器

特征参数

参数测量

应用特点

电气
元件
设备
结构
应用
特性

结构功能
接触器、按钮、保险丝、自耦变
压器、变压器、继电器、延时继
电器、直流电动机、交流三相电
动机、

参数规格

应用条件

应用特点



1.实验知识

测量
对象
与方
法

电能量参数 电流、电压、功率

电信号特征
波形、幅度、频率、相
位、噪声逻辑状态

电路参数
输入输出阻抗、品质因
数、器件参数、增益、
失真度

特性曲线
传输特性、伏安特性、
频率特性、负载特性

测量方法
直接测量、间接测量、
组合测量、比较测量



2.实验技能

通
用
仪
器
设
备

仪器设备分类 功能分类，应用对象、范围、精度，

直流稳压源
电压、输出功率、输出稳定度、负载调整率、纹波
噪声
应用方法：独立、串联、并联

数字万用表
测量对象，量程、精度
接线方法、功能选择、工作模式

数字示波器

量程、精度、输入阻抗、输入电压范围

模式、耦合、灵敏度、时基、触发、测量

波形、幅度、频率、相位、边沿

应用：李沙育频率测量、电压源噪声测量、电磁辐
射测量、频谱分析

信号源
分辨率、范围、输出阻抗、输出功率

频率、幅度、波形、直流偏置、占空比、调制、扫
频输出

电能表
电流、电压、功率，相位角、功率因数



2.实验技能

专
用
仪
器
设
备

晶体管特性测
试仪

基本使用方法；二极管、稳压管、双极性三极管、场
效应管特性测试，

逻辑分析仪 使用方法：采样触发方式，存储深度

数字扫频仪
使用方法；无源RCL网络、有源放大器幅频特性、相
频特性测试

高压隔离探头 使用方法；测量范围、测量精度

程控电压源
使用方法；电压范围，电流输出能力，电压精度、电
压稳定度、纹波

频谱分析仪
使用方法；测量范围、中心频率、频率分辨力；跟踪
源

连
接
线

连接线的类别

单股硬导线、多股软导线、屏蔽电缆、同轴电缆、双
绞线

不同电缆的应用场合

接
插
件

分类及特性 BNC、DIP插座、香蕉插头、凤凰端子、空中连接器

用途
电源连接（电流），电路连接（搭接方式）、信道连
接（信号强弱、频率范围、阻抗匹配）



2.实验技能
设计
仿真
软件

软件应用分类
Spice、Multisim、Tina、Matlab、Protel、
FilterPro、SwitchPro

基本使用方法

应用技巧

常用
电路

信号发生
555振荡器、文氏振荡电路、晶体振荡电路，
尖脉冲、三角波、方波、噪声、单脉冲

信号转换
电压电流转换、隔离耦合、分压、限流、
V/F、F/V、ADC、DAC、差分/共模、阻抗
转换、过零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

信号输入
开关输入、按钮输入、消抖动、电平转换、
逻辑电平、差分信号、电桥

显示电路 状态显示、数据显示、曲线显示

驱动电路
电压放大、电流驱动、LED驱动、继电器驱
动、直流电动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音频
功率驱动、数码管驱动



3.技术方法

电
路
基
础

线性元件特性 R、C、L元件伏安及频率特性

仪器设备特性 适用范围领域、测量对象及量程精度

电路定律应用 电路定理验证电路设计、参数测试及验证

无源网络特性 无源双端口网络伏安及频率特性

有源网络特性 有源网络等效分析及伏安、频率特性测试

谐振电路研究 谐振实现条件及品质因数

受控源电路 受控源特征分析、实现方法及有效范围

电压源特性
准确与稳定度，功率，噪声，电压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

电流源特性 准确度、稳定度，电压范围

交流电路测试 交流电路电流、电压、功率测量及分析

功率因数整 功率因数调整方法及调整程度

交流电路控制 交流电路设计、实现及调试



3.技术方法

模
拟
电
路
设
计

二极管特性及应用 整流、检波，稳压，发光，变容

三极管电路参数
静态工作点调整、输入输出阻抗、信号失真原因分析、
传输特性、频率特性

三极管应用电路 共集电路、共射电路、共基电路应用特点

场效应管应用电路 共源电路、共漏电路、共栅电路应用特点

差分放大电路 差模共模信号、基本差分放大电路特点、电流源电路

多级反馈放大电路 各级功能设置，输入阻抗设计、增益分配，反馈设计

功率放大 甲乙类功放，C、D类功放，集成功放等放大电路结构

信号产生及转换 信号产生及正弦波、脉冲波、三角波、脉冲波转换

运放基本应用 同相、相比例放大，基本运算电路，比较器，检波整流

运放增益控制 多种增益控制方法

多级运放电路设计
输入输出阻抗，阻抗匹配，增益分配，带宽、带宽增益
积，带内增益波动

滤波电路设计
低通、高通、带通、带阻滤波器；多阶、高阶滤波器、
带内波动、带外衰减

线性电源设计实现 降压、整流、滤波、稳压、调压

DC/DC变换电路
升/降压、隔离/非隔离电路基本组态，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控制



3.技术方法

数
字
逻
辑
电
路

门电路特性 电平与电压，灌入电流/拉出电流，上升下降边沿
时间，门电路延时，输出电压与电流关系

组合逻辑设计
驱动器、缓冲器、三态门特性及用途，电平转换，

逻辑组合、转换、编码/译码、逻辑运算电路，

逻辑运算、简化

时序逻辑设计 触发器、移位寄存器、计数器、变量程计数器、变
步长计数器

混合逻辑设计 计算器、状态机、控制器、存储器

数
模
混
合
电
路

ADC 转换方式、转换速度、转换精度，输入电压范围，
参考电压

DAC 转换速度、转换精度，输出方式（电压/电流），
输出电压/电流范围，参考电压

增益控制 数字电位器，模拟开关切换电阻，继电器切换电阻

电压控制 数字电位器，模拟开关切换电阻，继电器切换电阻



4.实践能力

实
验
设
计

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实验名称、时间、地点、
班级、学号

实验原理 理论基础，实验构思

实验方案 实现方法、实验步骤、预期目标

电路设计 电路设计、元器件选择、仿真优化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测量仪器、测量电路，
仪器选择

实验进程 实验步骤，操作、测量先后次序

数据记录 数据表格设计、数据记录

结果分析 数据处理、误差分析、成效分析



4.实践能力

电路
设计

电路选择 典型应用电路结构模型选择

电路设计 电路修改、自创设计

器件选择
规格、参数、精度、功率、材质、耐压、电
流、封装

模块选择 现有器件、电路、模块选择

匹配参数 输入输出参数

电路
实现

实现途径 面包板、通用孔板、印制电路板

实现方法 元件选择，电路布局，元件插接，连线焊接

调试
测试

调试方法 单元电路、模块调试，级联调试，系统联调

调试内容
电路通断、电压状态、工作点、电路功能、
性能指标

电路测试 静态测试、动态状态、极限测试



4.实践能力

故
障
排
除

故障类型 供电与共地、仪器设备故障、电路连
接、接触不良、器件损坏、阻抗匹配、
电磁干扰

故障分析

故障排除

故障检查
分析排除

电源开路、短路、过流，频率范围、
过压、欠压，电源线压降，共地、接
地点；仪器自检，输入输出阻抗、耦
合模式，衰减倍率，保险丝状态、探
棒开路；连线错误、未连接、连接线
断开、接触不良、虚焊；器件损坏、
元件烧断、电容短路；电源纹波、器
件噪声、环境干扰；级间参数配合、
分布参数影响



4.实践能力
参
数
测
量

仪器选择 激励源、频率、幅度、输出阻抗

参数类型 电阻测量、电容测量、电感测量，直
流电压电流测量，交流电压电流测量，
波形测量、高频信号、Q值、增益、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测量电路

测量方法

数
据
处
理

表格设计
结构设计、参数选择（直接、间接）、
数据单位

数据记录 数位选择、记录次序

数据分析 真实性、合理性

数据处理
计算、处理（平均、去噪等）、排序、
显示

数据表示 数据列表，曲线、柱状图、饼图，



4.实践能力

误
差
分
析

有效数字
仪器读数字位数选择，数据计算数字
位数选取

误差类别 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引用误差

来源分析 仪器精度、器件参数精度、观察误差、
接触电阻、电源噪声、线路分布参数
损耗、阻抗匹配、电磁耦合干扰误差估算

误差消除
校正、替代、抵消，变换量程，平均
值、均方根、平滑滤波、坏值剔除



4.实践能力

系
统
设
计

需求分析
工程社会应用背景、技术方法研究现状、预
期目标功能指标、应用测试检验方法

环境建立
仪器设备、器件模块、加工制作、软件工具、
开发环境、经费支持

系统规划
功能指标、实现方法、方案论证；系统软硬
件结构、模块划分、实现流程；项目进程，
人力分配；

硬件设计 电路设计、元器件选择、仿真优化

系统实现 软件设计，硬件安装、焊接、调试

软件设计 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设计，调试

系统测试
模块功能调试，系统联调，功能测试，指标
可操作性、稳定性、可靠性测试；系统优化

分析总结
实现方法设计优化、预期目标成效达成、成
果拓展推广展望

展示演讲 设计总结报告，展板、PPT设计，演讲设计



5.综合素质
创新思维开拓精神

敏感度、领悟力、创意构思、创作激情；创造性、逻辑
性、演绎推理

文献检索资料分析 文献查询、资料检索、信息统计、综合分析

问题分析工程建模 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理论与实践结合

方案设计论证评估
信息资源、自我能力、知识结构、环境条件、核心问题、
存在困难、

知识综合系统设计 自主学习、获取知识、灵活运用、知识方法融合

软件设计仿真优化 理论推导、建模分析、系统设计、仿真优化

争取资源创造条件 查询信息、创造条件、构建环境、获得帮助、寻求支持

工程实现综合测试 项目实施、工程实现、功能调试、性能测试

项目性能综合评价
研发、运行成本核算，成效性、性价比、可靠性、稳定
性分析

工程项目综合管理 任务分工、目标分配、资源使用、人力分配、进程安排

团队合作沟通协调 组织领导、关系协调、学术交流、营造气氛

系统总结演讲表达
设计总结、成效分析、项目展望，书面、语言表达，自
我展示



教学基本标准实施课程体系

设计规划了由5个教学模块构成的示范课程:

《电工电子实验方法》

《电路实验》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数字逻辑电路实验》

《电子电路综合设计》

实验项目强化应用背景工程性、知识应用综合

性、实现方法多样性、实现过程探索性”,每个项

目设置基本任务、提高要求及拓展要求



教学基本标准达成体系-示范课程



电工电子实验方法 电路实验

常用
仪器
使用
及电
子元
器件
识别

电子
元器
件参
数测
定

常用
电气
元件
及应
用

电路
设计
仿真
及状
态分
析

电子
电路
实现
方法

印制
电路
板设
计

双端
口网
络频
率特
性测
试

黑箱
电路
元件
判别
及测
试测
定

串并
联谐
振电
路及
谐振
条件
分析

受控
源的
设计

电压
源的
特性
参数
测试

交流
电路
参数
测试

交流
控制
电路
设计

教学基本标准实施课程体系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数字逻辑电路实验

三极
管放
大电
路基
本参
数测
量

放大
电路
的频
率响
应特
性

多级
放大
电路
设计
/负
反馈
放大
器实
验

运算
放大
器比
例运
算电
路设
计及
性能
测试

信号
的产
生分
解与
合成

自动
增益
控制
放大
器的
设计
与实
现

有源
滤波
器设
计

音频
功率
放大
电路
设计

门电
路静
态与
动态
特性
测试

2位
二进
制数
比较
器的
设计

多路
抢答
器设
计

变量
程及
变步
长计
数器
设计

基于
存储
器的
信号
发生
器设
计

微波
炉控
制器
的设
计

教学基本标准实施课程体系



电子电路综合设计
温度
的测
量与
控制

高精
度电
子称
设计

电磁
式继
电器
特征
参数
测试

转速
控制
系统
的设
计与
实现

DC/
DC

开关
电压
源设

计

教学基本标准实施课程体系



示范教学体系-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项目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 教学目标

三极管放
大电路基
本参数测
量

① 研究静态工作点变化
对放大器性能的影响。
② 观察不同静态工作点
对输出波形的影响。③
通过调节电源电压、输
入信号幅度、调节静态
工作点观察饱和及截止
失真。

① 调整电阻，使静态集电极
电流I=2mA、1.5mA至2.5mA，
测量电压l②增大值，观察输
出电压波形是否出现截止失真；
减小阻值，观察输出波形是否
出现饱和失真。

① 掌握单级放大电路的工程估算、
安装和调试。②了解三极管各项基
本器件参数、工作点、偏置电路、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增益、幅频
特性等的基本概念以及测量方法。
③ 掌握基本的模拟电路的故障检
查和排除方法，深化示波器、稳压
电源 、交流电压表、函数发生器
的使用技能训练。

放大电路
的频率响
应特性

① 测量放大器幅频特性
及相频特性曲线。② 测
量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
的影响。③通过设计负
反馈实现提高放大器的
负载特性。

① 输入Ui，f=fH，f=fL用示
波器双踪显示输入输出波形，
记录波形，测量两者间的相位
差。②增加反馈电阻RF=10Ω,
测量电路增益、输入阻抗、输
出阻抗、下限频率fL、上限频
率fH、带宽BW，分析结果。

① 掌握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以及
测量方法。
② 了解负反馈对放大电路特性的
影响。

多级放大
电路设计/
负反馈放
大器实验

设计一个分别由共源
（CS）、共射（CE）和
共集（CC）构成的三级
放大电路，满足以下指
标：Au>100，Ri>1MΩ，
RO<100Ω

① 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② 测量各级增益；③根据测
量结果计算放大器的Au、Ri、
Ro，与理论值比较。

① 掌握级联电路设计方法。
② 掌握单级放大电路的工程估算、
安装和调试。



教学基本标准达成体系



教学基本标准达成体系



教学基本标准达成体系



教学基本标准达成体系



教学基本标准达成体系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环境条件要求

充分满足学生信息检索、自主学习、研究探
索、设计仿真、制作测试、总结交流等实践
过程中研究、设计、分析、仿真、实验、制
作、焊接、测试需求；

在时间、空间、内容、资源等多个方面实现
充分的开放

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与实践，并
能够获得指导、支持、帮助。



教学与实验条件资源

实验教学条件

实验仪器及装备

教学资源建设要求
实验教学条件：实验室应具备授课演示、讨
论演讲、信息查询、安装焊接、调试测试、
撰写报告等多种教学与实践形式的功能。

教学资源要求：实验中心应建设经常更新的
实验教学信息资源网站，提供教学内容、课
程安排、电子教案、教学录像、知识方法、
技术方案、工程案例等教学辅助资源。

实验仪器及装备：实验室应配备电压源、数字万
用表、信号发生器、数字示波器等通用实验仪器，
以及逻辑分析仪、扫频仪、晶体管测试仪、电桥、
RCL测试仪、虚拟仪器等专用仪器设备。并配备
电子电路、交流电路、FPGA/CPLD、单片机/嵌
入式系统，以及电子电路、交流电路的设计、分
析、仿真、调试、制作等方面的软件工具，以温
度、湿度、照度、重量、声音、速度、角度、位
移等物理量为对象的测量或控制对象等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环境条件要求



实验教学运行管理机制

实验室配置：实验中心应按功能设置基础、专业基础、
专业等不同层次综合性实验室，提高空间、设备资源
利用率；
运行管理制度：建立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制度，确保设
备完好率；建立各种岗位责任制度，保障实验教学秩
序。
开放管理机制：应有充裕的开放时间与开放空间；具
备预约、派位、登录、退出等开放管理机制，有适应
个性化实验的仪器设备、实验平台、元器件等资源的
使用机制。
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安全及意外应急处理机制，配备
安防、消防设施及意外处理用品。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环境条件要求



实验教学信息化管理

教学事务管理

教学过程管理

实践项目管理

仪器设备管理

师生交互渠道

教学信息发布

针对开放式个性化实验教学，信息化教学辅
助与过程管理系统，应该涵盖:
课程组织计划实施、教学进程统筹安排
考核评价成绩统计、多元师生交互渠道
预约派位门禁管理、器件申请审批发放
实验信息现场采集、电子报告提交批改
实践项目进程管理、实验考试问卷调查
设备器件出入库管理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环境条件要求



课题研究成果在应用中不断完善

与南航合作实施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6年江苏多校合作应用推广

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工程学院、常州大学



电工电子实验基础

电路实验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数字逻辑电路实验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

通过在线实验推广教学标准



在线实验课程平台建设目标

学习者在实验平台上可根据个人的知识背景、工作

特点和兴趣爱好自由选择研习课程、实验项目、研

究课题；

在自由的时间、方便的地点利用网络、软件工具、

仪器仪表、电路模块、器件设备、测控对象等软硬

件开放资源进行自主设计和开源上传。

服务对象：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者、企事业工程

技术人员、中小学生、老年兴趣爱好者

基于网络的在线教学与服务将成为实践教学改革

与科技知识文化普及的主渠道之一。



在线实验平台体系结构

   虚拟仿真端                                                                     

  

主服务器 云服务器

视频服务器

因特网 防火墙

路由器

局域网

摄像头

可更换实验插板

实境实验端×N示波器

信号源

万
用
表

稳
压
电
源

USB HUB TO WIFI

… 

计算节点1 计算节点2 计算节点a

…

数据服务器

实验控制台

远程实验客户端

数据库服务器



       实验基座
       电源过流过压保护、实验板电流通道

      采样信号通道切换、信号施加通道切换

     电路控制通道转接、参数控制通道转接

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

PC/服务器
网络接口

LA
N

实验控制逻辑
16-电路结构控制通道

16-元件参数控制通道

2-信号施加通道切换控制

4-信号采样通道切换

16-逻辑采样通道

16逻辑状态输入

仪器电源控制

示波器

信号源

万用表电压源 功能、量程选择

电压调节、限流设置

4
组
电

压

测
试

探
棒

同轴电缆

16-逻辑状态

电源控制逻辑
12V继电器控制仪器

及实验基座电源

摄像机

焦距控制、接收视频

USB
集线器

W
iF

i

远程
实验

客户

远程
实验

客户

远程
实验

客户

远程实验管理及

操作软件系统

实验插板
金手指连接头

LAN接口

USB接口

实
验
控
制
平

台

在线实境实验平台



实验仪器设备的远程操控

电压源、示波器

信号源、万用表



 当前仪器都已具备USB或网络接口
 采用组态软件实现实验仪器远程操控

电压源

示波器

信号源

万用表

实验仪器设备的远程操控



实验仪器设备的远程操控



实验电路的远程设计控制
三极管应用电路



实验电路的远程设计控制
运算放大器应用



实验电路的远程设计控制
运算放大器应用



运算放大器应用



在线实境实验平台



在线实验流程

 

设
计
仿
真
优
化

 

选
择
实
验
系
统

 

调
整
电
路
结
构

 

设
置
电
路
参
数

 

配
置
仪
器
状
态

 

调
试
实
验
电
路

 

测
量
系
统
参
数

保
存
实
验
状
态

注
册
预
约
登
录

 

提
交
设
计
报
告



在线实验管理体系

实验过程管理功能

用
户
管
理
：
注
册
登
录
退
出

实
验
安
排
：
预
约
合
作
观
摩

调
度
信
息
：
时
间
内
容
容
量

在
线
帮
助
：
方
法
步
骤
引
导

实
验
报
告
：
撰
写
提
交
评
价

实
验
计
划
：
项
目
开
展
时
间

实
验
记
录
：
时
间
内
容
数
据



特征特色

开放性

不受时间、空间、地域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极大拓展了学习和实验模式，可以为全社会共享

方便性

可以为国外游学、出访交流、课外项目、伤残

病患等各种不能参与现场实验的群体提供等效的服务；

可以为课堂教学、自主研学等非实验现场提供

即时的实践资源服务。



特征特色

自新性

实验者可自主将创新的实验内容、方法、过程

保存并提交系统，审核后可以成为新的实验资源。

交互性

实验现场可以询问、指导和讨论，可以多人合

作或演示观摩，增强远程互动。

高效率

在线实境实验可以24小时不间断服务；并在中

断实验后，迅速恢复保存的实验状态。



特征特色

普及性

可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价值，使先进教学

方法和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为全社会应用，彻底摆脱局

部资源条件的束缚。

终身性

使教学资源为全社会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

同资历的大众共享；不受学籍、学制等因素束缚，可

帮助学习者完成学业、培养兴趣、提高修养、培训技

能、重新择业、学习圆梦。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