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信息论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

文）
信息论基础

课程名称（英

文）
Basics of Information Theory

课程编号 3140841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学期 6 学分 2

课程学时及分配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课外

32 22 10 0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教材
《信息论与编码》，陈运，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 1月第 3版第 5次

印刷或相近教材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线路，信号与系统，概率与统计，线性代数，Matlab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数字图像处理、智能信号处理、信号检测与估计等

课程简介

(中文 300-500字)包括课程定位、课程内容、核心学习结果、主要教学

方法等。其中：

课程定位：《信息论基础》课程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主干

课，主要培养本专业学生掌握信息传输和编码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并能

深入运用相关知识、方法和工具去分析/设计/研究与信息传输相关的复杂

工程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能力，该课程是从事现代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与研

究人员所必备的基本专业能力课程。

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内容包括：信源熵、信道编码、信道译码、信道容

量等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信源编码、信道编码的基本定理和方法；

信道译码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信息率失真函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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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学习结果：掌握信源与信道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及其分析方法，

能够应用概率论和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分析/研究信息提取、传输和处理

的一般规律，实现信息系统传输和接收的最优化。具备从数学概念、物

理概念及工程概念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本课程学习，具

备为今后从事信息传输技术领域的科研和工程工作。

主要教学方法：（1）理论学习与编程实验相结合。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分析方法以讲授和讨论为主，对具体信源熵、信道容量、信源信

道编码等概念，以案例为主，以编程上机实验、习题讲解为辅。

（2）融入思政教育。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课程内容为基

石，融入课程思政教育方法，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探索和

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方法，不断提升课程思政能力。（3）优化网络资源，

建立共享机制。结合“互联网 +”，建立网络教学资源库，优化网络教

学，增加课程的开放性与活力。

大纲更新时间 2020年 8月 15日

二、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序号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1 指标点 1.4：掌握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能

进行电子信息、气象探测领域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

合。

目标 1：掌握单符号离散信源的数学

模型、信源熵及其基本性质；掌握多

符号离散平稳无记忆、有记忆信源

熵；马尔可夫信源熵、极限熵。

讲授，习题、

讨论、网络教

学

2 指标点 2.3：能运用电子信息工

程领域基本原理和方法，综合

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分析电子

信息、气象探测等复杂工程问

题，选择和优化问题的解决方

案。

目标 2：掌握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

及其几种信源编码方法；掌握互信

息量和平均互信息量的定义和性

质；信道容量的定义和特殊信道的

信道容量计算。

案例、演示、

讨论、上机实

验、网络教学



3。 指标点 3.2：掌握电子信息领域

专业知识，能够针对电子信息

产品的特定需求，包括气象信

息采集、存储和处理等，完成

系统单元(部件)的方案设计。

目标 3：掌握信道纠错编码方法；

掌握线性分组码、循环码。掌握离

散信源的信息率失真函数的定义。

案例、演示、

讨论，上机实

验、网络教学

三、理论课程教学内容

章标

题
教学内容

学

时

思政融入点 学生学习预期

效果
教学方式

课程目

标

第一

章

概论

1、信息的概念

和分类

1

通过介绍信

息论的发展

历史，激发

学生爱国主

义情怀。

能认知通信系

统基本模型；

能认知消息、

信息和信号的

区别。 以及

信息论发展的

简史。

通过讲授信息

的概念、发展

和研究内容，

使学生了解信

息的含义和研

究意义。

目标 1

目标 2

2、信息论的起

源与发展

3、信息论的研

究内容

第二

章

离散

信源

熵

1、基本概念

3

具有理解单符

号离散信源熵

定义及其性

质；理解多符

号离散平稳信

源熵的含义及

其计算；能应

用概率知识推

导各种熵之间

关系。

通过讲授单符

号、多符号离

散信源的数学

模型、基本度

量方法，使学

生能应用基本

定义和概念分

析信源熵的计

算和软件编程

方法。

目标 1

目标 3

2、离散信源熵

的基本概念和

性质

3、多符号离散

平稳信源熵
2

基于信息安

全内容，使

学生认识安

全的重要

性，在保护

国家机密具

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第三

章

无失

真信

源编

码

1、基本概念

2

具有理解无失

真信源编码定

理；分析常用

的编码算法；

能够理解无失

真信源编码定

理的推导。

通过讲授离散

无失真信源编

码定理、香农

编码、费诺编

码和哈夫曼编

码方法，使学

生掌握编码的

指导性定理，

并掌握编码方

法及其软件实

现。

目标 1

目标 2

2、离散无失真

信源编码定理

3、香农编码

2

通过对比几

种编码效

率，培养学

生科学研究

的精神。

4、费诺编码

5、哈夫曼编码

第四

章

离散

信道

容量

1、互信息量和

平均互信息量
2

具有理解互信

息与平均互信

息量的定义；

分析单符号离

散信道容量含

义及几种特殊

离散信道容量

的计算；理解

多符号离散信

道的信道容量

定义。

通过讲授互信

量定义，单符

号、多符号离

散信道容量的

基本理论，使

学生掌握计算

离散信道容量

的方法，掌握

信道特性。

目标 1

目标 3

2、单符号离散

信道的信道容

量

2

通过对比信

道编码与信

源编码的矛

盾性，培养

学生辩证唯

物主义思

想。

3、多符号离散

信道的信道容

量

2

第五

章

1、纠错编码的

基本概念
2

能够理解线性

分组码的编码

通过讲授纠错

编码分类、线
目标 2



纠错

编码

含义，分析线

性分组码纠错

译码方法；具

有认知循环码

的含义。

性分组码和循

环码的基本理

论，使学生掌

握线性分组码

和循环码的生

成方法，学会

应用线性分组

码性质进行纠

错译码。

目标 32、线性分组码

3、循环码 2

第七

章

信息

率失

真函

数

1、基本概念

2

具有理解信息

率失真函数定

义与性质；具

有认知离散信

源信息失真函

数的参量表达

式。

通过讲授离散

信源信息率失

真函数基本理

论，使学生能

够理解信息率

失真函数的含

义与意义，进

而进一步理解

无失真编码定

理的含义。

目标 2

目标 3
2、离散信源信

息率失真函数

注：（1）“学生学习预期成果”是描述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应具有的能力，可以用认知、理解、应

用、分析、综合、判断等描述预期成果达到的程度。

（2）“教学方式”包括：讲授、案例、演示、讨论等，但不限于上述几种。

四、实验教学内容

编

号

实验

项目

名称

教学内容
学

时

实验

类型 思政融入点

学生学习预期

效果

课程

目标



1

计算

离散

信源

的熵

写出计算自信息量的

Matlab 程序；写出计算离

散信源平均信息量的

Matlab 程序；将程序在计

算机上仿真实现，验证程

序的正确性并完成习题。

2
基础

类

通过编程计算

信息量和平均

信息量，让学

生知道团体合

作取得成绩更

大。

具有认知离散

信源熵的

Matlab 编

程，应用

Matlab 编程

计算离散信源

平均信息量的

方法。

目标 2

2

Shann

on编

码

根据输入响应的信源

个数与概率，编写输

出响应的香农编码

Matlab程序。

2
专业

类

具有认知香农

编码的原理与

方法，分析

Matlab的基

本命令，应用

Matlab 设计

Shannon编码

的程序。

目标 2

目标 3

3

赫夫

曼编

码设

计

根据输入响应的信源

个数与概率，编写输

出响应的根据输入响

应的信源个数与概

率，编写输出响应的

香农编

码Matlab程序。

2
专业

类

通过编程比较

Shannon编码

和赫夫曼编码

两者编码效

率，培养学生

科学研究精神

具有认知赫夫

曼编码的原理

与方法，分析

Matlab的基

本命令，应用

Matlab 设计

赫夫曼编码的

程序。

目标 2

目标 3

4

离散

信道

容量

的计

结合习题，理解信道

容

量的计算方法源代码

2
综合

类

具有认知信道

容量的原理与

方法，分析

Matlab的基

目标 2

目标 3



算方

法设

计

及其程序运行。 本命令，理解

信道容量计算

的程序。

5

信息

率失

真函

数的

迭代

计算

给定二元信源矩阵和

失真矩阵，编写信息

率

失真函数计算迭代算

法的程序设计

2
综合

类

通过编程进行

信息率失真函

数的计算，使

学生认知在保

障安全的前提

下工作才有意

义，进而培养

他们的责任

心。

具有认知信息

率失真函数的

原理，分析

Matlab的基

本命令，应用

Matlab编写

信息率失真函

数

迭代计算的程

序。

目标 3

注：实验类型包括基础类、专业类、综合类等。

五、课程评价

（一）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指标点）
考核内容

考核环节及占比（%）

课后

作业
实验

期末考

试
总比

课程目标 1
（ 指 标 点

1.4）

单符号离散信源的数学模型、

信息量、信源熵及其基本性

质；多符号离散平稳无记忆、

有记忆信源熵；马尔可夫信源

熵、极限熵。

10% 0% 20% 30%

课程目标 2

（指标点

2.3）

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及其三种

信源编码方法；互信息量和平

均互信息量的定义和性质；信

道容量的定义和特殊信道的信

10% 10% 20% 40%



道容量计算。

课程目标 3

（指标点

3.2）

信道纠错编码方法；线性分组

码、循环码。离散信源的信息

率失真函数的定义与计算。 0% 10% 20% 30%

合计 20% 20% 60% 100%

注：（1）各考核环节可根据当学期具体教学情况酌情调整，但卷面考核成绩占比合计为 60%-80%，

其它各考核环节总和占比合计为 0%-40%；

（2）其他考核环节根据课程实际要求制定，表中仅为参考，不限于上述项目，但必须是覆盖全

体学生的考核环节，且不包括点名。

（二）考核方式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总体说明：

（a）课后作业、实验报告需要按时提交，迟交在原评分标准基础上降低 2个评分等级

（b）课后作业抄袭、实验报告作假或抄袭以及期末考试作弊，相关考核环节记 0分

(1)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教学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 权重

（%）90-100 80-89 60-79 0-59

目标 1：（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1.4）

按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等
数量作业题
目答题，字
迹清楚、答
题或计算过
程的思路清
晰，结论正
确。

按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等
数量作业题
目答题，有
答题或计算
过程，结论
正确。

按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等
数量作业题
目答题，有
答题或计算
过程和结
论，但部分
存在错误问
题。

未能全部完
成教师布置
的作业题目
答题或答题
过程及答案
均错误。未
交作业为 0
分。

10%



目标 2：（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2.3）

按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等
数量作业题
目答题，字
迹清楚、答
题设计过程
和思路清
晰，体现一
定的创新
性，设计结
果符合要
求。

按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等
数量作业题
目答题，答
题或设计的
过程和思路
清晰，设计
结果符合要
求。

按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等
数量作业题
目答题，有
答题或设计
流程，但结
果不符合要
求。

未能全部完
成教师布置
的作业题目
答题或答题
过程及结果
均存在错
误。未交作
业为 0分。

10%

注：评分标准的分数段划分可以根据课程需要自行设计。

(2)课内实验评分标准

教学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

总权重

（%）
实验操作【30%】 实验报告【70%】

60-100 0-59 60-100 0-59

目标 2：（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2.3）

能够正确理
解和编写信
源熵、香农
编码程序，
运行结果正
确。

能够正确编
写信源熵、
香农编码程
序，但程序
运行结果不
正确或运行
代码有误。

报告中原理
阐述正确，
结构完整，
书写规范，
结论正确，
有合理性分
析。

报告中原理
阐述模糊，
结构不完
整，书写不
规范，结论
正确，未做
有合理性分
析。

10%

目标 3：(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2)

能够正确编

写赫夫曼编

码、离散信

道容量计算

和信息率失

真函数迭代

计算程序，

运行结果正

能够正确编
写赫夫曼编
码、离散信
道容量计算
和信息率失
真函数迭代
计算程序，
运行结果不
正确或代码
有误

报告中原理
阐述正确，
结构完整，
书写规范，
结论正确，
有合理性分
析。

报告中原理
阐述模糊，
结构不完
整，书写不
规范，结论
正确，未做
有合理性分
析。

10%



确

注：评分标准的分数段划分可以根据课程需要自行设计。

(3)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信息论基础》期末考试内容和考试题目针对课程目标设计，具体评分标准参考开课学期《信息

论基础》期末试卷答案评分标准。

注：及格标准体现课程目标达成的“底线”。评分方式可操作，标准明确，分数有区分性。除了对专

业知识点掌握的要求外，还应体现出对专业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六、参考书目及学习资料

1. 张丽英，王世祥编著，《信息论与编码基础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姜丹，《信息论与编码》，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 曹雪虹，张宗橙，信息论与编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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