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通信产业学院 张晶晶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教研室

无线通信原理



目录

01

02

03

04

【课程定位】

【课程设置】

【课程设计】

【教学实施】

05 【教学资源】

06 【教学改革】



课程定位
• 课程基本信息
• 前、后续课程衔接

• 课程地位和作用

•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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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定位—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无线通信原理 授课对象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专业

总学时 64 理论/实践 4/1 考核方式 过程+考试

人才培养
目标

本专业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信号与系统等

后续课程 智能服务云网络、物联网导论、顶岗实习等



u 专业核心课程

u 在万物互联的高速发展时代，通信技术是经济、科技的重要引擎，其中5G掀起了新一轮

的科技发展浪潮，促进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创新领域的发展。

u 国家更需要具有爱国情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职业操守的高素质技能型通信人才。

u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谋划和一体部署

课程定位—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党的二十大 习近平 总书记



课程定位—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熟悉无线通信系统演进过程及组成；

（2）掌握抗衰落技术；多天线技术，调制解调，

（3）掌握多址技术；

（4）熟悉4G网络系统架构；
（5）熟悉5G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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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无线接入技术实现无线接入工程的设计；

（2）能够实现宽带无线接入；

（3）能够设计和实现无线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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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再学习的能力；

（2）培养学生创新、交流与团队合作能力；

（3）能够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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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

推陈出新

辩证思维

文学素养

信息安全

低碳经济

思政教育目标



课程设置
02 • 教学内容

• 重点和难点



课程内容设置—教学内容

传播环境 4G网络系统架构

提高信号传输
可靠性与有效性

5G相关技术

无线
信道

技术
应用

抗衰落
技术

发展
趋势

本课程以无线通信系统的模型为主线，系统的介绍了无线通信技术的基本原
理、主要技术及典型系统和发展趋势，课程共分32项目。



学时安排

编号 学习情境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小计

1 无线通信概述 4学时  4学时

2 信道衰落 6学时  6学时

3 分集与交织 6学时  6学时

4 调制解调 8学时  8学时

5 多天线技术 4学时  4学时

6  多址技术 4学时  4学时

7 蜂窝移动通信技术 6学时  6学时

8  4GLTE架构 6学时  6学时

9 5G相关技术 6学时  6学时

10 实训    12学时 12学时

合计 52学时 12学时 64学时



课程设计
03 • 学情分析

• 考核评价

• 教学方法与手段

• 教学单元设计举例



学情分析

62%
38%

生源

高中 中职

84%

16%

性别

男生 女生

信号与
系统

通信原理
50%

高等数学

其

涉及学科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上好第一节课01

融入思政元素，明确学生学习目的02

感知移动通信网络，提升学习动力03

抽象理论具体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04

提问、互动05

06 实验室演示、网络辅助教学



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好第一节课



教学方法与手段-融入思政元素，明确学生学习目的

时域信号与频域信号的关系：

 我在时域，你在频域

需要经过傅立叶变换

才能发现你的美丽

《暮春怀故人》
李中

池馆寂寥三月尽
落花重叠盖莓苔
惜春眷恋不忍扫
感物心情无计开
梦断美人沈信息
目穿长路倚楼台
琅玕绣段安可得
流水浮云共不回



教学方法与手段-感知移动通信网络，提升学习动力

感知移动通信网络

多址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抽象理论具体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将生活中的元素融入
抽象理论



考核评价

线上慕课30%
（预习、作业、

测验、考试）

线下项目任务70%

（知识、思政、素养）

第二课堂（积分）

技能大赛

社会实践



教学实施
05 教学资源



教学实施



教学资源-

   校企双导
（中信科）

名师
带头

专兼
双向

AI老师

教授

高级工
程师

硕士



教学改革06



课程下一步努力方向

Ø 结合企业岗位标准

Ø 深度提炼思政主题

Ø 数字化教材

A

B

教材
改革

评价
方式
改革

Ø 教师评价

Ø 企业评价



厚德笃行 励学强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