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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内容及特点， 强调电子设计竞赛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团队协 

作精神。 针对电子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提出了加强学生实验的动手能力、增加综合型和创新型实验项目、利 

用 EDA 仿真技术等具体措施，为学生参加电子设计竞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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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是面向全国大专院校 

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挑战杯、创新杯及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等项目规模已逐步加强，在高校的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这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 

能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1] 。 

一、电子设计竞赛的内容与特点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 [2] ， 

几乎在校的三四年级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一次竞赛。 

竞赛的内容主要就是通过模拟、数字电路专业课的 

学习与实验，参考有关资料设计与我们生活和学习 

密切相关的应用电路。学生经过对电路的设计、仿 

真、安装、测试，进行一次创新训练，从而展示自 

己的作品，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及部分优秀奖。 

电子设计竞赛的主要特点是: 实践性和综合性强， 

涉及的知识面广， 不但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的基础知识，还涉及到一些专业选修课的内容。 [3] 

这样就鼓励了学生学习选修课的积极性，比如传感 

器技术、电子测量、电子工艺、EDA仿真实验等专 

业的选修课 [4] 。设计手段可采用传统的实际动手方 

法，也可以采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设计方法，如 
EDA辅助设计， 可大大促进参赛学生理论知识的升 

华和实践动手能力的提高 [5] 。 

二、电子设计竞赛中的典型实例 

1. 用电子技术开发中学物理实验 

基于普通中学物理器材的笨重、价格昂贵、操 

作复杂、可靠性差、实验效果不明显，难以引起学 

生的兴趣这一缺陷，我们指导学生以  LED 发光器 

件为核心，将其低功耗、低成本、不易损坏、使用 

寿命长的发光二极管应用于中学物理实验中。这 

样，一方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手能力，另 

一方面改进了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提高了实验教学 

水平 [6] 。 

如图 1 中的上图是一个欧姆定理原理实验图， 

下图是一个多功能信号测试原理图，图 2 是测试欧 

姆定理的显示效果图。如果将上图电路的输出接入 

下图直流输入端 M1、M3 端，改变电源电压的大小 

或者滑动变阻器的大小时，通过 LED2一组两只发 

光二极管的发光亮暗，可以观察到电流、电压以及 

电阻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实验演示验证了欧姆定 

律 I=V/R 的关系。 

图 1 欧姆定理的演示原理图 

图 2 的测试电路不但可以测试欧姆定理，还可 

以测试中学物理实验所有信号的电路，比如进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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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感应现象测试，交直流电信号的测试，音乐电平 

信号的测试；变压器原理的测试等等。 

图 2 欧姆定理的测试效果图 

2. 单双向可控硅导通特性的模拟演示实验装 

置 

图 3是单双向可控硅导通性能演示实验装置原 

理设计图，图 4 是单双向可控硅导通性能演示实验 

效果图，每个图的左半部分由电源、可调电阻及电 

容组成一个充电回路， 右半部分的可调电阻、 电容、 

双向二极管、可控硅组成一个触发电路及可控硅导 

通回路 [7] 。导通后的显示效果是用 555 多谐振荡器 

和 CD4017 十进制计数器联用，555 用作时钟脉冲 

发生器送到 CD4017 的 CP 端，使 CD4017 计数器 

的十个输出端随输入时钟的加入，依次出现高电 

平，故 LED0——LED9 依次点亮，则形成“单双向 

可控硅导通”模拟显示电路。它演示的动态效果非 

常生动地揭示了可控硅触发导通的特性，很具有创 

新性及说服力。 

图 3 单双向可控硅导通性能演示实验装置图 

图 4 单双向可控硅导通性能演示效果图 

这种新颖独特的演示教具一方面将理论知识 

和实际电路联系起来，便于学生理解其内部特性， 

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激发学生的创 

新思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另外，这种教具还可 

以很好地用于课堂教学的实验演示，便于教师进行 

课堂教学时的讲解。 

制作这种教具的方法是：选择一大小合适的盒 

子，将控制电路图按比例大小安排在盒内，使整个 

所需电路图都能附在盒内，然后在需要安装元件的 

地方钻孔安装元件，把焊接好的流水灯电路板安放 

在盒内，再把输出的每只发光二极管按照点亮的顺 

序用引线安排在单双向可控硅电路的导通回路，内 

部安装好后，盖上盒盖，在发光二极管相对应的盒 

面位置画上可控硅的导通原理示意图，安装好控制 

开关及电源就可以演示。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实例，充分说明了电子竞赛不单 

单是一次竞赛活动，而是和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 

紧密相关。它是检验学生理论知识的量度尺，是 

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必要措施 [9] ，能让学生 

在自主设计、动手动脑的过程中，体验到创新的 

乐趣，从而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通过竞赛促 

进了教师的实验教学，反之，实验教学又加强了 

学生的创新精神 [10] 。学生们可以借助 EDA技术， 

首先进行电路的仿真，然后进行设计、安装、测试， 

虚实结合，环环紧扣，通过自主创新，可以创作出 

各种电路，为他们毕业后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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