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通信》

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10560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课程名称 移动通信

课程英文名称 Mobile Communications

适用专业 通信工程、通信工程（专起本）

先修课程
(7030701)高等数学 I(1)、(7030702)高等数学 I(2)、(7101201)

线性代数、(7069201)模拟电子技术、(7021231)电路分析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通信）

二、课程简介

《移动通信》的授课对象为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通信工程专业本科生，

课程属性为专业选修课。本课程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环节有机结合起来，以扩充移

动通信基本知识与能力为目的，是培养学生利用信号与信号处理科学解决问题的

重要组成环节。课程讲授移动调制解调技术，信道及抗衰落技术、移动组网、2G、

3G 等技术，并进行实验验证，为 4 年级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就业、深造打下基

础。

本课程通过对移动通信中的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与关键技术的学习，完成相关

的实验验证，使学生都能了解和掌握移动通信的关键知识，达到培养学生信息传

输相关能力的目标。

三、课程目标及其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指标点 1-4：能够将专业知识用于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的比较与综合。

指标点 2-1：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工程问题进行问题识别，确定任务

需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环节。

指标点 3-3：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复杂工程中信息网络与交换单元、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指标点 5-1：掌握信息与通信领域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

程设计工具和模拟仿真软件原理与使用方法。

（二）本课程的具体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将移动通信专业知识用于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支撑毕业要求 1-4）（达成途径：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每周答疑）

2.通过实验深入理解，能够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移动通信工程问题进

行问题识别，确定任务需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环节。（支撑毕业要求 2-1）

（达成途径：课堂讲授、课后作业、每周答疑，专题研讨，对在理解基站子系

统、网络子系统的基础上，深入理解移动通信关键技术，如移动通信寻呼技术、

越区切换技术）

3.使学生能够针对特定要求，利用移动通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复杂信息

工程中基站子系统、网络交换子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掌握信息与通信领域常用的

移动通信相关电子测量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设计工具和模拟仿真软件原理

与使用方法。（支撑毕业要求 3-3、5-1）(达成途径：课堂讲授、课后作业、每

周答疑，专题研讨，在 2G 经典移动通信系统的基础上，恰当引入信息与通信工

程系统中的 3G等移动通信系统介绍或者研究内容）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1-4 2-1 3-3 5-1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

达成途径详细说明：

课堂讲授：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注重师生互动交流，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

况，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

课后作业：每一章节课后都有保证巩固学习内容的课后作业，并全批全改，

及时反馈

答疑：每周有固定时间答疑。

（三）本课程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本课程通过较系统地介绍移动通信基础知识与关键技术，使本专业的学生了

解和掌握有关移动通信的知识与技术，扩大自己的知识结构。本课程以移动通信

关键技术讲授为主，通过调制/解调、编码/解码、2G 与 3G 通信系统搭建，让每



个学生都能对移动通信的信息处理、抗干扰与抗摔落技术的应用、移动组网技术

有深入理解与实践锻炼，培养学生的移动通信素养，提高实践动手能力，为培养

知识面广、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打下基础。

通过知识讲授、课内实验等环节贯彻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理念

和要求，实现本课程的课程目标。

（四）课程思政目标

1.通过介绍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从 2G 空白、3G 参与、

4G 主导、到 5G 领先的历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发通信专业

学生的科技报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2.通过学习移动通信中无线信道传播技术，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研究需要从自

然中不断探索、测试，发现规律，才能提出算法、解决问题，需要培养勇于探索、

善于思考的科学精神，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3.通过体会分析移动通信的多址接入技术与无线通信容量的辩证关系，明白

社会发展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螺旋上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善、不断解决，帮

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4.通过课程及实验相关训练，培养学生的工作态度和责任意识，树立爱岗敬

业的职业品质。

四、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理论知识教学

第一章 移动通信概论

1. 教学及核心内容

（1）移动通信发展简述

（2）移动通信的特点和应用系统

（3）移动通信的特点

（4）移动通信的应用系统

2. 基本要求

（1）了解：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和方法。

（2）理解：常用的移动通信系统。

（3）掌握：移动通信的特点，系统的分类，移动通信的基本技术。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将移动通信专业知识用于信息

与通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第二章 调制解调

1. 教学内容

（1）概述

（2）数字频率调制

（3）数字相位调制

（4）正交振幅调制（QAM）

（5）扩展频谱调制

（6）多载波调制

2. 基本要求

（1）了解：正交振幅调制。

（2）理解：数字频率调制。

（3）掌握：数字相位调制。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实验深入理解，能够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

的移动通信工程问题进行问题识别，确定任务需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环节”）

第三章 移动信道的传播特性

1. 教学内容

（1）无线电波传播特性

（2）移动信道的特征

（3）陆地移动信道的传输损耗

（4）移动信道的传播模型

2. 基本要求

（1）了解：VHF，UHF 电波传播特性，其它移动信道的传输特点，分集接收。

（2）理解：移动信道的特征。

（3）掌握：陆地移动信道的场强估算。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将移动通信专业知识用于信息

与通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第四章 抗衰落技术

1. 教学内容

（1）分集接收

（2）RAKE 接收

（3）均衡技术

2. 基本要求



（1）了解：RAKE 接收技术的概念。

（2）理解：均衡技术的原理与应用。

（3）掌握：分集接收技术。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实验深入理解，能够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

的移动通信工程问题进行问题识别，确定任务需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环节”）

第五章 组网技术

1. 教学内容

（1）概述

（2）多址技术

（3）区域覆盖和信道配置

（4）网络结构

（5）信令

（6）越区切换和位置管理

2. 基本要求

（1）理解：区域覆盖和信道配置，越区切换和位置管理。

（2）掌握：多址技术，网络结构，信令系统。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实验深入理解，能够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

的移动通信工程问题进行问题识别，确定任务需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环节”）

第六章 GSM及其增强移动通信系统

1. 教学内容

（1） GSM 系统的业务及其特征

（2）GSM 系统的结构

（3）GSM 系统的信道

（4） GSM 的无线数字传输

（5） GSM 的信令协议

（6）接续和移动性管理

（7）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2. 基本要求

（1）了解：三种 TDMA 蜂窝系统分析比较。

（2）理解：GSM 系统总体。

（3）掌握：GSM 系统的无线接口，控制与管理。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3（“使学生能够针对特定要求，利用移动通信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完成复杂信息工程中基站子系统、网络交换子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掌握

信息与通信领域常用的移动通信相关电子测量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设计工

具和模拟仿真软件原理与使用方法”）

第七章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及其增强技术

1. 教学内容

（1）3G 概述

（2）IS-95A 与 CDMA20001X 标准介绍

（3）WCDMA 标准介绍

（4）TD-SCDMA 标准介绍

2. 基本要求

（1）了解：CDMA 蜂窝通信系统的通信容量，CDMA 蜂窝系统的控制功能

（2）理解：CDMA 蜂窝系统消息格式和信道结构

（3）掌握：扩频技术，码分多址的概念，CDMA 蜂窝系统的无线传输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章支撑课程目标 3（“使学生能够针对特定要求，利用移动通信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完成复杂信息工程中基站子系统、网络交换子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掌握

信息与通信领域常用的移动通信相关电子测量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设计工

具和模拟仿真软件原理与使用方法”）

五、课程学时分配

总学时 48 学时，其中讲授 32 学时，实验 16 学时。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

机

课内学

时小计

课外

学时

1.第一章 移动通信概论 2 2

2.第二章 移动信道的传播特性 4 4

3.第三章 数字调制解调 4 4 6

4.第四章 抗衰落技术 6 4 10

5.第五章 组网技术 4 4

6.第六章 时分多址（TDMA）数字蜂窝网 6 4 10

7.第七章 码分多址（CDMA）移动通信系统 6 4 10

合计 32 16 48



六、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本课程实验采用自主学习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现代数

字调制技术实验、抗衰落技术实验、GSM 系统实验、扩频技术实验，通过实验和

训练，学生应全面掌握移动通信相关技术，特别是抗干扰、抗衰落与蜂窝组网技

术，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切实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运用基本知识分析实际问题

的能力，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实验一 现代数字调制技术实验 4 验证性

2 实验二 抗衰落技术实验 4 验证性

3 实验三 GSM 系统实验 4 综合性

4 实验四 扩频技术实验 4 综合性

七、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课下辅导的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附以一定

比例的实践教学时间。

（2）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以模式教学网为主要

载体，根据上课内容教师选择相应软件运行进行教学。

（3）课堂内外学时比：1：1，要求在每节课前，预习必要的知识。每次课

后与实验后完成 1~2 个相关小系统设计，可按开放实验模式完成。

（4）根据讲授内容特点构建课程思政元素清单，在教学过程中适时恰当地

进行思政教育，如根据所涉及技术领域中国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激发专业学生

的科技报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根据课程内容中涉及的辩证法原理对学生进行思政

教育等。

八、教材与参考资料

教 材：啜钢等，移动通信原理（第三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参考书：Theodore S. Rappaport 等，无线网络通信原理与应用，电子工业

出版社，2012 年 8 月

九、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成绩由实验操作成绩和课程总结报告成绩组成，各部分所占比例及主要评分标准

如下：

成绩组成 占比 评 分 标 准



期末考试 70%

期末考试采用百分制，重点考察 7 章内容的掌握情况，根据学时和

难易程度，赋予每章相应的百分比分值。各章占比分配如下：第一

章 移动通信概论占 10%；第二章 移动信道的传播特性 占 10%；第

三章 数字调制解调 占 10%；第四章 抗衰落技术 占 20%；第五章

组网技术 占 10%；第六章 时分多址（TDMA）数字蜂窝网 占 20%；

第七章 码分多址（CDMA）移动通信系统占 20%。

实验考核 20%

实验操作考核采用百分制，重点考察 4个实验项目的操作过程和完

成情况，以及实验报告的质量，根据学时和难易程度，赋予每个实

验项目相应的百分比分值。各实验项目占比分配如下：实验一现代

数字调制技术实验（验证性实验）占 25%；实验二抗衰落技术实验

（验证性实验）占 25%；实验三 GSM 系统实验（综合性实验）占 25%；

实验四扩频技术实验（综合性实验）25%。

平时考核 10%

采用百分制，主要考核上课出勤情况，课堂回答问题情况以及作业

完成情况。其中，出勤占 30%，课堂回答问题占 20%，作业完成情

况占 50%

十、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基于 2015 年版课程大纲，按照《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对以

下几方面进行了修订：

(1) 修订了课程目标，强调要培养学生运用移动通信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的能力；

(2) 增加了课程目标与毕业目标的支撑关系；

(3) 明确了各章节学习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4) 强调了应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

能力；

(5) 对课程的考核方式、成绩的评定办法和考核内容做了更明确的规定。

大纲撰写人：李争平

大纲审阅人：邢志强

系负责人： 臧 淼

学院负责人：宋 威

修订日期：2022 年 1 月



《移动通信》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

课程编号：7105601 学期： 班级： 人数： 教师：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平时 1

（5%）

平时 2

（5%）

平时 3

（5%）

期中考试

（15%）
期末考试成绩（70 %）

课程

总评成绩（100%）
课后作业

课堂互动

出勤，测试
研讨及报告 卷面成绩

课程

目标 1

课程

目标 2

课程

目标 3

学生平均得分

目标分值 7 3 5 15 20 20 30 100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评价内容 目标分值 平均得分 达成度结果

课程教学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能够

将移动通信专业知识用于信息与通信工

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

综合。（支撑毕业要求 1-4）

指标点 1-4：能

够将专业知识用

于信息与通信工

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解决方案的

比较与综合。

课后作业 3

0.7
20

平均得分1目标

0.3
平时目标得分

平时平均得分







（此处填本课程

目标达成度）

课堂互动 1

研讨及报告 无此项

期中考试 5

课程实验（课内实验） 无此项

试卷课程目标 1 20

课程教学目标 2：通过实验深入理解，

能够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移动通

信工程问题进行问题识别，确定任务需

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环节。（支撑

毕业要求 2-1）

指标点 2-1：针

对信息与通信工

程领域的工程问

题进行问题识

别，确定任务需

求，获取关键参

数和核心环节。

课后作业 2

0.7
30

平均得分2目标

0.3
平时目标得分

平时平均得分







（此处填本课程

目标达成度）

课堂互动 1

研讨及报告 2

期中考试 5

课程实验（课内实验） 无此项

试卷课程目标 2 20

课程教学目标 3：使学生能够针对特定

要求，利用移动通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完成复杂信息工程中基站子系统、网络

交换子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掌握信息与

通信领域常用的移动通信相关电子测量

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设计工具和

模拟仿真软件原理与使用方法。（支撑

毕业要求 3-3、5-1）

指标点 3-3：能

够针对特定需

求，完成复杂工

程中信息网络与

交换单元、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

指标点 5-1：掌

握信息与通信领

域常用的电子测

量仪器、信息技

术工具、工程设

计工具和模拟仿

真软件原理与使

用方法。

课后作业 2

0.7
20

平均得分3目标

0.3
平时目标得分

平时平均得分







（此处填本课程

目标达成度）

课堂互动 1

研讨及报告 3

期中考试 5

课程实验（课内实验） 无此项

试卷课程目标 3 30



课程教学目标总体达成度 100

（此处填

写课程总

成绩）

总评平均分/100

评分标准及观测点

（1）作业评分标准

观测点 80-100 分 60-79 分 40-59 分 0-39 分

作业完成进度（权重 0.3）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补交或未交

解决问题的方案正确性

（权重 0.7）

概念清晰，分析得

当，所提方案能够

解决问题，思路清

晰，计算正确

主要概念清楚，但部

分分析有误，所提方

案的主要思路、过程

和计算过程基本正确

部分概念清晰，分析

中有明显的知识漏

洞，方案部分可行

基本概念不

清晰，解答不

正确

（2）课堂互动评分标准

课堂互动包含两个部分，课堂出勤和课堂互动测验。课堂出勤采取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除 0.1 分，迟到 1次，扣除 0.05

分。计算每个课程目标时，采用全部课程出勤成绩的三分之一参与计算。课堂互动测验按照课程目标相应单元回答正确率计

算成绩，回答错误每次扣 0.05 分，不参与回答每次扣 0.1 分。

（3）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成绩计算方法(按照试卷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评分)

预期学习成果 观测点 目标分值（满分）

课程目标 1 第 M 大题：X小题，Y小题…;第 N 大题：第 Z 小题… 20

课程目标 2 第 M 大题：X小题，Y小题…;第 N 大题：第 Z 小题… 30

课程目标 3 第 M 大题：X小题，Y小题…;第 N 大题：第 Z 小题… 20

（4）专题研讨及报告评价方法

观测点
优 合格 需改进

10 分-----------------------------------------0 分

研究方法与研讨过程

研究方法适当，足以解

答研究问题，研讨过程

参与度高

研究方法仅能解答部分

研究问题，研讨过程参

与度一般

研究方法不合理，无法

解答研究问题，研讨过

程参与度低

运用理论与工程知识

运用专业理论和工程知

识正确，获取文献资料

足够丰富，分析方法恰

当，获得结论合理

基本能运用专业理论与

工程知识，能收集部分

文献资料，分析稍有欠

缺，结论不够严谨

不能正确运用专业理论

和工程知识，获取文献

资料较少，无法得到有

效结论。

报告质量

报告结构完整，层次清

晰，前言、文献分析、

方法和结论各部分彼此

关联整合，格式规范

报告结构安排有部分遗

漏，论证层次系统性不

强，格式比较规范

报告结构安排缺乏逻辑

性，论证系统性和条理

性差，重要部分遗漏，

格式不规范

（5）实验项目评分标准（本课程无此项）

序号 观测点 优 合格 不及格 权重

1 理论基础
小组成员对实验所需理论

知识非常清楚

小组成员对实验所需理论

知识基本清楚

小组成员对实验所需理论

知识不清楚



2
实验方案设

计与创新性

总体方案完全符合科学性，

有完整系统性，方案非常合

理并有一定创新，可以直接

实施

总体方案有一定科学性，系

统性一般，方案基本合理，

基本没有创新，经过修改后

可以实施

总体方案系统性欠缺，方案

不合理，需要进行重新的方

案设计

3
仪器使用及

实践能力

实验和测试能力非常强，仪

器可以熟练使用

实验和测试能力非常强，仪

器可以熟练使用

实验和测试能力弱，仪器不

会使用

4
问题分析与

解决能力

实验过程中发现问题，主动

查阅资料解决问题

实验过程中发现问题，在老

师帮助下查阅资料，解决问

题

实验过程中发现问题，未能

解决

5 分析总结

实验数据、实验结果及实验

过程的记录分析和总结非

常完整和准确

实验数据、实验结果及实验

过程的记录分析和总结基

本完整和准确

实验数据、实验结果及实验

过程的记录分析和总结有

错误或缺失

6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非常规范完整 实验报告基本规范完整 实验报告非常不规范

7 现场答辩

PPT 制作非常精细，现场答

辩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阐

述实验主要内容，回答问题

正确

PPT 制作基本清楚，现场答

辩基本能够阐述实验主要

内容，回答问题大部分正确

PPT 制作粗糙，现场答辩不

能阐述实验主要内容，回答

问题正确错误较多或不能

回答

课程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达

成度分析（包括此次考核普遍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达成度评价的方法描述

本课程采用平时成绩（作业、课堂互动、研讨及报告、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形式进行

学生课程目标达成的考核。另外，本课程还对学生进行了课程目标达成度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分析作为本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辅助（问卷样式见附件）。

2.问题：

对学生达成课程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如下问题：

3.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产生如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持续改进意见

附：抽样班级的成绩列表



《移动通信》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问卷

班级： 姓名： 学号：

一、你对《移动通信》课程的教学目标、知识以及能力培养要求了解的程度如何？

A. 非常清楚

B. 比较清楚

C. 不太清楚

D. 不清楚

二、 你通过什么途径了解课程的目标、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A. 教师讲述

B. 学习内容

C. 自己感悟

D. 其他途径

三、你对《移动通信》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了解的程度？

A. 非常清楚

B. 比较清楚

C. 不太清楚

D. 不清楚

四、请根据自己学习情况，认真填写下表（下表分值仅用来做课程目标达成评估，与学生成绩无关）

序

号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达成课程教学目标情况
得分

90-100 75-90 60-74 0-59

1

课程教学目标 1：通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掌握移动通信方面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并能够将所学专

业知识应用于对复

杂工程问题中的移

动通信网络进行推

演和分析。（支撑毕

业要求 1-3）

完全掌握所学移

动通信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能

够准确的应用所

学数字电子技术

知识对工程问题

中的移动通信网

络进行分析与推

演。

较好的掌握了所

学移动通信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

理，能够合理的应

用所学移动通信

知识对工程问题

中的移动通信网

络进行分析与推

演。

基本掌握了所学

移动通信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

能够应用所学移

动通信知识对工

程问题中的移动

通信网络进行分

析与推演。

未能掌握大部分

所学移动通信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应用所学移动

通信知识对工程

问题中的移动通

信网络进行分析

与推演时可能会

出现基本概念错

误。



2

课程教学目标 2：通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掌握对信息与通信

工程领域的数字电

路与系统的分析方

法，包括基站子系统

和网络子系统的系

统需求和网络的分

析能力。（支撑毕业

要求 2-1）

完全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数

字电路与系统的

分析方法，能够非

常准确地分析基

站子系统和网络

子系统的系统需

求和电路功能。

较好地掌握了信

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数字电路与系

统的分析方法，能

够非常合理地分

析基站子系统和

网络子系统的系

统需求和网络功

能。

基本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数

字电路与系统的

分析方法，在分析

基站子系统和网

络子系统的系统

需求和网络功能

时会存在不够准

确的现象。

部分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数

字电路与系统的

分析方法，在分析

基站子系统和网

络子系统的系统

需求和网络功能

时会出现明显错

误或者遗漏。

3

课程教学目标 3：通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具备对复杂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中数

字电路与系统的设

计与开发能力，包括

基站子系统和网络

子系统。（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1）

完全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移

动通信系统的设

计与开发方法，能

够非常正确、圆满

的完成基站子系

统和网络子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

较好地掌握信息

与通信工程领域

移动通信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方法，

能够完成基站子

系统和网络子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基本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数

字移动通信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方

法，在老师指导下

能够完成组合基

站子系统和网络

子系统的设计与

开发，但功能或者

性能稍有欠缺。

部分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数

字移动通信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方

法，不能独立、完

整的完成基站子

系统和网络子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五、在移动通信课程中，你认为最容易掌握的部分是？

A. 电波传播特性与传播模型 B 抗干扰抗衰落技术 C. 移动调制技术 D. 移动组网技术

E. 2G 网络架构 F. 3G 网络架构

六、在移动通信课程中，你认为学习最困难的部分是？

A. 电波传播特性与传播模型 B 抗干扰抗衰落技术 C. 移动调制技术 D. 移动组网技术

E. 2G 网络架构 F. 3G 网络架构

七、你对教师授课过程的满意程度？

A. 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 基本满意

D. 不满意

八、你认为《移动通信》课程授课教师应该最应该在如下哪个方面进行加强？

A. 讲解语速 B. 课程讲解进度 C. 课件质量 D. 习题数量

E. 联系最新技术进展 F. 备课认真程度 G. 课堂互动 H. 答疑时间



I. 作业批改 J. 实验指导

九、你对课程的其他建议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达成度 di

权重ωi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度评价值
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

1-3

课程目标 1 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2-1

课程目标 2 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3-1

课程目标 3 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