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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基础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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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Matlab 基础与应用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专业选修课程。为提高课程教

学质量，采用了丰富课堂内容、增加案例式教学、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及加强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等措施，

培养学生应用 Matlab 程序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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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Exploration of MATLAB Basic and Application Courses
LI Zhiyan，WANG Dan，HUANG Xianshan

（School of Microelectronics & Data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Anhui, China）
　　Abstract：Matlab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optional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of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
gineering, which focuses on training students’ basic abilities required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problem analysis, etc.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measures such as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  adding case-based teaching design and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l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re adopted. The ability of stu-
dents to apply Matlab programming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has been cultivated, and their learning effects have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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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Matlab 软件是一种以数值计算和数据图示为主的

计算机软件，并包含适应于多个学科的专业包以及完
善的程序开发功能。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发展，该软件
在数学计算、数据分析、绘图、模拟仿真等方面具备强
大功能，在理工科的教学、科研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1-2]，
已成为国内外理工科高校学生的通用计算工具，许多
高校都开设了 Matlab 语言应用的相关课程 [3-5]。安徽工
业大学微电子与数据科学学院光电科学与工程专业面
向大二学生开设 Matlab 基础及应用课程，学生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熟练掌握 Matlab 绘图、符号运算、程序设
计等知识，为后续进一步学习数字图像处理等专业课
程打下基础，以便将来从事光电图像处理、数学物理
建模、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从当前教学
实践来看，本课程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相
较于其他必修课程，学生对 Matlab 基础及应用的重视
程度及学习热情明显不足；（2）Mathworks 公司几乎每
年会推出 1～2 个新的 Matlab 版本，在数学分析、自动
控制、数字信号处理、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生物化学
等众多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教学内容涉及 Matlab 的
基本运算、数据的可视化、符号运算、程序设计等，教
学内容丰富，但课程只安排 16 个教学学时和 8 个上机
学时，课堂教学时间紧张；（3）课程的教学手段单一，内
容明显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主要以理论知识讲
解为主，课程内容较为枯燥，同时上机学时有限，学生
对软件相关语法知识和操作不熟悉；（4）学生对软件的
学习通常只停留在传统的验证性实验上，偏重操作软

件的学习，无法将专业应用与软件相关理论知识结合
起来，对于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
创新思维能力方面的训练明显不足。 

二、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针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尝试采用以下

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一）丰富课堂内容，加强课堂管理

Matlab 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选课人数高达 150 人，
教师授课时往往难以顾及每一个学生，且学生对该门
课程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为了让学生重视该门课程，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仅需要优化、更新、丰富课堂
内容，还需要加强课堂管理。

首先，为了优化课程内容，在绪论课部分，教师向
学生介绍 Matlab 在科学计算与数据采集、多功能绘图、
Matlab 符号计算、Matlab 数值分析、Simulink 建模与仿
真、GUI 设计等方面的应用，讲解本专业领域会用到的
工具箱，如符号计算工具箱、信号处理工具箱、图像处
理工具箱等，深入剖析本课程与后续光电科学与作用，
让学生认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在授课中
注意融入思政元素，采取文字、图片、影像等方式介绍
革命先辈、社会主义建设者、新时代英雄等光辉事迹，
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
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再次，Matlab 作为一门实践
类课程，教师需要加强学生对代码的理解、编写及应
用能力的训练。教师如果只是讲解理论知识，无法与
学生形成更好的共鸣，因此讲课过程中需要通过多媒
体给学生演示程序运行情况，着重让学生掌握程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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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基本思想、理念和方法，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自
带笔记本，边听理论知识，边运行程序。最后开设上机
实践课程，实时为学生解答在编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提升学生的实际动手编程能力。

为了加强课堂管理，教师需要对课堂教学做出改
变，不再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给学生灌输知
识。教师通过学习通发布课堂抢答任务，增加与学生
的互动，对积极回答问题、表现优秀的学生予以加分
奖励。在实际演示过程中，让熟练掌握所学内容的学
生上讲台进行实际操作，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课
堂上教师可提出一些趣味性较强的编程问题，并利用
分组讨论的策略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比如，让学
生设计一个考试成绩管理系统，用以管理学生成绩并
能实现分数排名、查询、修改等功能，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讨论，鼓励相互合作，并对表现出色的学生给
予适当加分。每节课都预留几分钟时间，布置随堂作
业，让学生及时完成。以上措施不仅可以记录每个学
生的课堂表现，督促学生认真听课，提升学生团结协作
能力，同时促进教学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二）采用案例式教学
传统的 Matlab 教学注重在基本运算、数据的可视

化、符号运算、程序设计等方面语法知识的传授，教材
中所展示的案例通常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置，教学
内容冗杂，语言语法繁多，难以与生活实践以及专业知
识相联系。比如教材中介绍三维绘图时，绘制的是常
见的球形、锥形等图形，学生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
另外在授课时如果脱离实践应用而只讲解语法知识，
学生无法体会 Matlab 软件在工程中的强大功能。

案例式教学是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和设计一些
恰当、生动，跟专业和实际生活相契合、易于被学生理
解的案例展示给学生，辅助教学 [6]。在实际授课时，教
师根据所教内容适时、适度提问以引出案例，并组织
学生进行思考、讨论、总结，最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
果进行讲评、总结，进而提升课堂活力并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比如在图形绘制章节中，教师授课时可以
让学生绘制他们感兴趣的图形如爱心图、青花瓷瓶图、
冰墩墩等，通过这些图形的绘制 ，可以展示 Matlab
软件强大的应用功能。在第二章 Matlab 数据处理与分
析中，教师介绍许多数据统计分析的函数，例如最大值
（max）、最小值（min）、平均值（mean）、标准偏差（std）、
求和（sum）等。大学物理实验数据处理经常会用到上
述函数，学生可以利用 Matlab 快速完成相关实验数据
处理，根据实际需求模拟数据的动态变化过程，形象展
示物理变化规律。另外，在数据分析中，有时不仅需要
统计已有数据的结果，还需要根据已知的数据对数据
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这就需要用到曲线拟合，该
方式是研究曲线逼近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原理是根据
已知离散数据获得解析表达式，从而预测离散数据的
基本变化趋势 [7]。

教学案例的设计注重将繁琐的语言程序与有趣的
生活实际相结合，拓展教学内容，一方面能使学生更好
理解所学知识点，对所学知识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
三，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主
动探索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实践证明，案例式教学很
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 Matlab 程序设计的积极性，提高

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Matlab 理论讲解只有 16 个学时，在有限的学时里

只能给学生讲授基本运算、符号运算、图形绘制、程序
设计这些章节的内容，授课内容无法涉及 Simulink 建
模与仿真、科学和工程领域图形应用程序 GUI 的开发
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课时少内容多，在授课中教师为
了完成教学任务难免会加快教学进度，如此也会使得
学生难以深入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

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向学生推荐各种优秀的网
络资源，建立 Matlab 基础及应用教学网站，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线上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与 Matlab 相关
的部分教学视频，比如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东华大学
胡良剑等开设的精品课“Matlab 数学实验”，电子科
技大学张勇等开设的国家精品课“数学实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许景辉等开设的精品课“Matlab 与机电
系统仿真”等。线上课程资源还包括一些有趣的 Mat-
lab 程序代码，比如绘制青花瓷瓶形状的代码、光的干
涉衍射等代码。这些有趣的代码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热情，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还有助于提高学生解
读代码能力。教师还可以构建 Matlab  网络课堂 ，
发布教学文件、微课视频、试卷库、典型工程案例、数
学建模竞赛、往期学生大作业展示等教学资源，增加
线上资源的丰富程度，进一步提升学生线上自主学习
能力。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开展线上学习，教师授课前有
针对性地发布线上公告、资源、作业并进行教学设计，
针对所发布内容提出问题和任务，为学生课后开展自
主学习提供指引，让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引导学生尝试采用不同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在尝试
中遇到问题可以将其带到课堂进行讨论。授课时，教
师针对学生线上作业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和指导。通
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既可丰富课程内容，拓宽学生
知识面，促进学生对该课程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增加
课堂活力，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双向
共赢与发展。 

（四）加强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巩固课堂理论教
学效果

作为一门实践类课程，目前实验教学大多偏向传
统的验证性实验，采用基础操作和简单编程作为授课
内容，实验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提升
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而实验内容通常仅停留在教材所
涉及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既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热
情、培养学生应用 Matlab 软件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
力，也无法为本专业学生后续从事光电设计、系统建
模、运行优化和自主控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足够的能
力储备。

为此，除了上机实验和期末考试两种考核手段之
外，为了保证更好地定量分析学生的学习效果，衡量学
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教师布置与光电工程专
业相关的课题，让学生通过提交大作业的方式应用
Matlab 软件处理和解决与专业相关联的问题。实际设
计的问题可以多元化，涵盖光学、力学、图像处理等多
个领域，让学生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课题，完成之后，
在课堂上展示和讨论。比如学生在波动光学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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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到杨氏双缝衍射，这部分内容比较抽象，可以让学
生编写 Matlab 代码，获得杨氏双缝衍射光强分布规律，
并且设计 GUI 用户界面，快速修改参数，显示图形输出
界面，进而加强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阻尼系数是影
响单摆振幅的重要因素，可以让学生根据单摆的振动
方程，结合 Matlab 对微分方程式的求解获得单摆振幅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通过设定不同的阻尼系数，直观地
分析和展示摆动规律。在一些控制系统中，可以基于
Matlab 的 Smulink 仿真控件搭建仿真模型，设计 PID 控
制器，模拟单片机控制电机速度以实现对机械小车速
度的操控。通过这些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的分析，
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熟悉 Matlab 软件代码，提升编程
能力。

此外，除了该课程授课内容和考核环节外，还可以
逐步加大该课程与其他课外实践环节和学科竞赛的联
系，比如在其他的光电实验和课程设计中有效融入
Matlab 软件，让学生尝试采用不同的思路来进行问题
求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Matlab 语言在教学、科研和工程应用中越来越广

泛，针对 Matlab 基础与应用课程在授课时存在的学生

学习兴趣不高、教学课时少内容多、教学手段单一以
及学生对软件应用能力较差等问题，通过优化教学内
容，丰富课堂内容、加强课堂管理，采用案例式教学，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加强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
等措施，大大激发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增强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编程能力，教学效果
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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