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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一）线下课程 

课程名称 信号与系统 A 

课程编号 
（如果明确以课堂申报，

请填写课程号-课序号） 

 
 

23308011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  核心基础课  核心通识课  其他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大二 

面向专业 通信工程、电子工程、电气工程 

学    时 56 

学    分 3.5 

开课学期 2022 年秋季学期     2023 年春季学期 

主要教材 

（书名、书号、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信号与系统，ISBN:9787040315196，郑君里、 

应启珩、杨为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最近两学期开课时间 

2020 年 9 月 22 日 —  
2020 年 12 月 15 日 

评教排名：7/175 

2021 年 9 月 7 日 —  
2021 年 12 月 9 日 

评教排名：49/145 

最近两学期学生总人数 313 

 
备注:仅提供项目主持人“评教排名”，填写形式为——教师排名/全院总数。 

 

 

 

 



 

（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如果明确以课堂申报，

请填写课程号-课序号）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  核心基础课  核心通识课  其他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面向专业  

学    时 
总学时：        
线上学时：        
课堂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2022 年秋季学期     2023 年春季学期 

主要教材 

（书名、书号、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最近两学期开课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评教排名：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评教排名： 

最近两学期学生总人数  

混合教学改革是否已满

2 个教学周期 
是     否 

使用的在线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名称：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及名称： 
校级自建在线开放课程名称及网址： 
其他（填写课程名称、开课学校、负责人、网址） 
使用方式：  MOOC    SPOC 

 
备注：仅提供项目主持人“评教排名”，填写形式为——教师排名/全院总数。 
 

 

 

 



 

（三）社会实践类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如果明确以课堂申报，

请填写课程号-课序号） 

 

课程类型 创新创业类 思政类 专业类 其他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面向专业  

实践基地 名称及所在地： 

学    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2022 年秋季学期     2023 年春季学期 

主要教材 

（书名、书号、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最近两学期开课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评教排名：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评教排名： 

最近两学期学生总人数  
 
备注：仅提供项目主持人“评教排名”，填写形式为——教师排名/全院总数。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介绍（项目主持人排序为 1，其他团队成员需要排序） 

序号 姓名 职称 
承担本课程教学任务情

况 
承担授课学

时数 
签字 

1 王心悦 副教授 教学设计/课程教学/ 
实验教学 

54/56 
 

2 井天军 副教授 教学设计 4/56 
 

3 孙红 教授 教学设计 2/32 
 

4 赵龙莲 副教授 教学设计/课程教学/ 
实验教学 

54/56 
 

5 苏娟 副教授 教学设计/课程教学/ 
实验教学 

30/32 
 

填表说明：课程团队成员承担的授课学时数填写形式为——授课学时数/课程总学时 
（若同时承担多个课堂，无需重复计算） 

项目主持人教学情况介绍（近 5 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

奖励方面的情况，300 字以内） 

王心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优秀人才。2015 年至今，主讲通

信工程专业本科生必修课 3 门：《信号与系统 A》（专业核心课）、《信号与系统实

验》、《数据通信》，并担任核心课《信号与系统 A》负责人。主讲《信号与系统

A》课程以来，教学评估结果多次位于学院前列，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评价。在教

学过程中坚持立德树人，完善育人大纲，将思政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优化

重构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依据学科前沿动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更新知识

体系。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和对信号与

系统的兴趣。项目主持人获得教学奖励如下： 

1、获得信电学院 2022 年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参赛课程为《信

号与系统 A》，第三章 傅里叶变换——抽样定理。 

2、获得信电学院 2020 年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参赛课程为《信

号与系统 A》，第二章 连续时间系统的时域分析——卷积图解。 

3、获得中国农业大学 2021 届本科生“百篇优秀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

教师奖。 

4、指导研究生获得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中国农业大学硕士一

等、二等学业奖学金、三好学生等。 



教学团队教学情况介绍（近 5 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该课程建设、开展课程教学改

革、组织教学研讨、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300 字以内。若无教学团队，可填无） 
 

信号与系统是信电学院通信工程、电子工程和电气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团队，项目主持人为通信

工程专业主讲教师王心悦副教授，团队成员包括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井天军副院

长，大北农教学名师孙红教授，电子工程专业主讲教师赵龙莲副教授和电气工程

专业主讲教师苏娟副教授。教学团队共同实施该课程建设、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组织教学研讨，团队成员获得教学奖励如下： 

 

孙红教授：大北农教学名师，主持教改项目 6 项，参与建设教改项目 5 项，参

编出版教材和专著 4册，获得教学奖励如下： 

[1] 2022 年中国农业大学大北农教学名师奖 

[2] 2022 年第二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优秀奖 

[3] 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二完成人） 

[4] 2021 年全国农业工程专业教学基本功大赛特等奖 

[5] 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最美课堂”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 

[6] 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7] 2018 年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二等奖（第三完成人） 

[8] 2017 年北京市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最佳演示奖和最受学生欢迎奖 

 

赵龙莲副教授：电子工程专业主讲教师 

[1] 2016年校级教改项目：信号与系统（教材编写），第二完成人。 

[2] 2018年出版教材：信号与系统教程与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完成人。 

[3] 2018年校级二等奖：电气信息类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模式改

革实践研究，第六完成人。 

 

苏娟副教授：电气工程专业主讲教师，主持教改项目 7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

省部级 1项，校级 5项，获得教学奖励如下： 

[1] 2018中国农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信号与系统》 

[2] 2021中国农业大学“大国三农”一流本科课程（金课）建设项目，《电力系

统暂态分析》  



[3] 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双融合、双促进”教师党支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精品

项目，《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4] 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最美课堂”教师教学比赛三等奖 

[5] 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 

 
备注：根据目前省部级申报规则，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仅允许课程负责人申报；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除课程负责人外，至多允许填报 4 位主要团队成员，特告知。 

三、课程目标（300 字以内） 

阐述课程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层面的课程教学目标，表明课程教学目标

对学校人才培养定位与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作用。 

《信号与系统》是通信工程、电子工程和电气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不断创新，探索教学新方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积极性和对信号与系统学科的兴趣，开启学生内在潜力和学习动力。通

过学习《信号与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通晓天下道理”，通过在课程中穿插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情

与探索精神，“更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知识传授层面 

培养学生掌握连续/离散时间系统的数学模型、响应划分及时域分析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理解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Z 变换的数学概念、物理模型，掌

握在频域/复频域/Z 域进行信号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利用 Matlab 软件编

程进行系统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复频域分析、Z 域分析。 

2、能力培养层面 

培养学生以通信、电子、电气工程为主要应用背景，建立信号与系统物理模

型的能力。培养学生利用信号与系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解决通信、电子、

电气工程专业及相关应用中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基于课堂知识，结

合学科前沿动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在相关领域探索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

的能力。 

3、价值观塑造层面 

通过介绍傅里叶、拉普拉斯、奈奎斯特等科学家探求真理，不畏艰



难的故事，激发学生对信号与系统学科的学习志趣与热情，培养学生对

科学的热爱与探索精神。习总书记勉励青年学生“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

面向实际、深入实践”。通过学习信号与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事

物发展规律，丰富学识，更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鼓励学生基于信号与系统所

学习到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活

动，培养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团队合作意识以及恪尽职守的精神等。 

 

四、 课程建设与应用情况（800 字以内） 

描述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已有的建设基础、教学特色、建设成效及应用情况。 

 

《信号与系统》是通信工程、电子工程、电气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程和必修课，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的任务是研究

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进一步研究信息处理、通信和控制等理论

奠定基础。申请人主讲通信工程专业核心课《信号与系统 A》（自 2017 年），并

担任《信号与系统 A》核心课负责人（自 2021 年），课程已有的建设基础与成绩

总结如下： 

1、 建立教学新理念  

坚持立德树人，完善育人大纲，将思政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教学活

动中，以学生为中心，以专业课知识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充分挖掘蕴含

在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通过讲述傅里叶、拉普拉斯等科学家探求科学真理，

不畏艰难的故事，激发学生对信号与系统学科的学习志趣与热情，培养学生对科

学的热爱与刻苦钻研的探索精神，鼓励学生基于信号与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

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地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2、 优化课程设置  

优化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依据学科前沿动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更新

知识体系。使课程内容设计既具有科学性、基础性，又具有新颖性、实用性。在

每节课后设置“知识拓展”环节，将国际知名高校公开课视频资源（MIT 信号与系

统公开课等）、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论文资源（奈奎斯特抽样定理原文等）、

Matlab 建模仿真案例，与学生共享，把信号与系统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

引导学生基于信号与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申请和完成北创项目《语音信息识别



及处理系统开发》，完成毕业论文《图像压缩编解码系统仿真》。 

3、课程评价及取得成绩 

2022 年获得信电学院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参赛课程《信号与

系统 A》，第三章），获得评委老师的高度评价，并被推荐参加校级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2020 年获得信电学院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参赛课程

《信号与系统 A》，第二章）。 

主讲《信号与系统 A》课程以来，教学评估结果多次位于全院前列，2020

年《信号与系统 A》教学评估结果全院排名第七（7/175），配套实验课《信号与

系统实验》排名全院第一（1/73）。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评价：“课程内容丰富有趣，

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也掌握了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老师讲课认真细致，

重点突出，逻辑清晰，常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五、 课程建设计划（1500 字以内） 

（1）课程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点问题；（2）解决问题的具体改革举措，重点参照《中

国农业大学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实施任务指南》，阐明提高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

挑战度”的方式方法。改革方案能落地、有创新、可推广；（3）课程建设目标与预期成

效。 

 

在课程已有的建设的基础上，计划通过【深化案例教学，激发学生

兴趣】，【落实三层教学方法，巩固知识要点】，【创新教学模式，多媒体

辅助教学】，【学生为本，焕发课堂生机活力】，【刻苦钻研，提升自身

教学能力】和【立德树人，思政融入】几方面来进一步完成《信号与系

统 A》的课程建设，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深化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兴趣】  

将应用案例与教学理论相结合，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引

出相应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拓宽学生的思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拉近课堂教学和现实的距离，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举例 1：播放电影《流浪地球》视频资料，影片中曾两次



进行全球应急广播。第一次是在重启 “行星发动机 ”计划失败且要启动

“火种”计划之际，地球联合政府通过全球应急广播向所有地球居民播报

木星将吞噬地球，一切将结束。第二次是韩朵朵通过全球应急广播呼吁：

中国 CN171-11 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拯救地球任务，恳请其他国家正

在撤离的救援队返回支援。影片中进行两次全球应急广播，一次是宣布

了死神的降临，一次是重燃生的希望，突显在灾难中广播的重要性。  

案例分析 1：由电影《流浪地球》引入课程，向学生介绍调幅广播

和调频广播的基础知识。调幅广播：AM （Amplitude Modulation）频

率范围：  535 - 1705 kHz。调频广播：FM（Frequency Modulation）  频

率范围： 88 至  108 MHz。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实现调幅和调频广播。

导入本课的核心知识点频移特性，并逐步给出频移特性的定义、证明、

物理模型以及应用拓展。依托信息技术和多媒体资源，通过生动的案例

引导学生不单局限于学习书本知识，更要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报

效祖国。  

 

 
图一  电影《流浪地球》视频资料  

 

案例教学举例 2：教师播放一段自己的语音素材：“同学们好！今天

的课程是第三章傅里叶变换。 ”该语音中含有背景噪声，以实际问题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去除语音信号中的噪声。  



 
图二 （a）教师自制语音素材   (b) Matlab 将语音时域波形可视化  

 

案例分析 2：采用 Matlab 软件将语音时域波形可视化，使同学们直

观看到语音信号完全淹没于噪声信号中，在时域无法实现噪声的滤除。

通过 PPT 动画展示信号从时域到频域的转换，可在频域实现噪声的识别，并借

助低通滤波器实现噪声的成功滤除。播放滤波后的清晰无噪声的语音，使同学们

直观体会到频域分析在滤波降噪方面的重要作用。 

 

【落实三层教学方法，巩固知识要点】 
创新性提出三层教学方法：把课程内容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

覆盖整个课程体系，进行多轮讲授，目前该教学方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在课程已有的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落实三层教学方法。第一层次由教师全

面讲授教材内容，引导学生标记重点和难点，为第二层次教学做准备。本层次的

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对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整体理解和把握。在第二层次教学中，

将课程中的核心知识点、难点以及学科前沿，以专题的形式进行二次强化教学。

在该层次中，鼓励同学以小老师身份参与专题教学，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

体作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和对信号与系统学科的兴趣，培养学生科研攻

关的能力和精神。在第一、二层次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第三层次实践教学。

引导学生将信号与系统中的知识点与当今科学发展前沿相结合，将信号与系统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噪声抑制、滤波、调制、抽样、变换域分析等），应用于心电

图、脑电图分析、语音识别与合成、石油勘探、地震测量、图像数据压缩等领域。

鼓励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积极申请大学生国家级、北京市级及校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 

 



【创新教学模式，多媒体辅助教学】  

在传统 PPT 展示和板书推导的基础上，灵活应用多媒体音频视频资

源，采用计算机仿真软件及课程云平台辅助教学。  

（1）多媒体音频视频辅助教学：通过网络多媒体音频视频、国际知

名高校公开课视频资源、及教师教师自制音频视频素材增强课程趣味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课程涉及的知识点有清晰直观的认

识，将抽象的数学物理模型形象化，化难为易，便于学生理解。  

  
图三多媒体音频视频辅助教学  (a) 网络多媒体音频  (b)网络多媒体视频   (c)教

师教师自制音频素材   (d) 麻省理工学院公开课视频资源  

 

（2）Matlab 仿真软件辅助教学：为将抽象的频域分析具体化，在

课程教学中利用 Matlab 仿真编程软件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可视化，让

学生可以更直观地认识问题，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向学生展示 Matlab

仿真编程的实用功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为后续课程《信号与系统

仿真实验》做铺垫。  

 
图四  Matlab 仿真软件辅助教学  

 



（3）建立课程云平台辅助教学：拟在现有课程公共邮箱的基础上建

立课程云平台，作为师生课后的交流平台，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实时的

信息互动、作业课件更新、教学资源共享和学习交流指导。  

 

【学生为本，焕发课堂生机活力】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满足于能

记住知识点，会做作业，考试能通过即可。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不知

道为什么要学习这么课，不清楚这门课有什么用处。针对这种情况，我

们计划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现象。  

（1）培养学生能够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物理模型，并运用所

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课程引入”和“实践作业”环节，多采

用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引发学生主动思考，鼓励学生动手实践，使同学

们体会到信号与系统课程所学知识在实际问题中的作用。  

（2）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创新教学方法、强化课堂设计，突出学生在教学

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和对信号与系统学科的兴趣。在每

章节后设立习题课环节，请作业完成质量好的同学担任小老师（小老师平时成绩

加 5 分），给其他同学讲解结题思路和方法，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灵活运用，

强化学生之间的互动，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 
 

【刻苦钻研，提升自身教学能力】  

（1）钻研教学，终身学习。积极去别的课堂观摩取经，通过旁听经验丰富老

师的课程，学习名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根据督导组老师们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不断修改教案和教学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经过几年教学经验积

累后，我对《信号与系统 A》和配套实验课《信号与系统实验》教学内容熟悉，

逻辑脉络顺畅，逐步形成自己的授课风格。此时，我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以及“教学基本功培训课程”，在同别的选手竞赛过程中，

总结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2）重视教学评估结果和学生意见反馈。本科生院设置的教学评估系统，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使同学们畅所欲言地提出对课程及教师的意见和建



议。每学期教学工作完成后，我都会及时查阅教学评估结果，根据同学们对教师

和课程的评价，不断完善教学方法和提升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我也会积极与学

生互动，建立和谐师生关系，鼓励学生通过课间聊天、电子邮件、微信软件等及

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意见和建议。 

（3）总结经验，编写教材和撰写教学论文。今后将进一步积累和完善《信号

与系统 A》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理清课程逻辑脉络，形成自己独特的教

学风格，总结编写教科书，形成农大特色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致力于开启学生内在潜力和学习动力，坚持开展研究型教学改革，在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方面继续进行探索，总结教学经验和体会，发表教学论文。 

 

【立德树人，思政融入】  

在课程中融入家国情怀、个人品格塑造、专业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

养，不断挖掘课程承载的思政元素。通过讲述科学家探求真理，不畏艰

难的故事，激发学生对信号与系统学科的学习志趣与热情，培养学生对

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更好地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习总书记勉励青年学生“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面向实际、深入实

践”。在课后设立“实践作业”环节，将生活中或科研中的问题与理论课

内容有机结合。根据教师在课上的举例，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基于信号

与系统所学习到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六、 项目主持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项目主持人（签字）：  

2022 年 5 月 23 日 

 

 



七、 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推荐意见 

基层教学组织应结合课程体系的整体建设，把关课程申报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与必要

性。做好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与监督，建设成效的示范与推广。 
 
   《信号与系统》课程属于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重要基础

课程。申报人王心悦副教授，治学严谨，授课认真，学生评价高，课程团队的各位教师

都属于学院骨干教师，授课水平居学院前列。本申报书内容真实可靠，设计内容科学合

理，对推进工程认证具有重要作用。 
优先推荐，并承诺做好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与监督，建设成效的示范与推广。 

负责人（签字）：  

2022 年 5 月 31 日 
 

八、 学院推荐意见 

 

学院应经过院内评审，评议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择优向学校推荐。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