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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电子技术 

（英文）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0010140 课程学分 4 

课程学时  64 理论学时 50 实践学时 14 

开课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机电一体化专业            

中高贯通大一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必修 考核方式 考试 

选用教材 
电子技术(第 6 版)，付植桐 张永飞主编，  

高教出版社 2021.1 第 6 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电工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中高贯通）的核心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获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本课程以电子技术应用电路为主线，包括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三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常用电子元器件及作用，

掌握其伏安特性及整流电路、稳压电路、放大电路、组合逻辑电路等实

用电路原理及应用，能安装、测试和调试电路，并具备电路故障诊断与

排故能力。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机电一体化专业（中高贯通）一年级学生学习，要求学生具

有高等数学、物理学和电工学基础知识。 

大纲编写人 
 

制/修订时间 2024.6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4.6 

学院负责人 陈莲君 批准时间 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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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初步掌握常用电子器件；掌握放大电路基础；掌握运算放大器及其

应用。 

2 
掌握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掌握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的设

计分析方法。 

技能目标 

3 
学会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和选用；学会设计小信号功率放大器电

路。 

4 
学会模拟放大电路和集成运放电路和集成稳压电源的设计；学会组

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和分析方法。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规定的实验，具有一定的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以满足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岗位的需要。 

6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语言表达能力、决策能力、自学能力、

客观评价能力、竞争意识、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职业综合素质，为以

后从事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 1 单元  半导体二极管和晶体管 
掌握半导体的导电特性 
掌握 PN 结  
灵活运用半导体二极管 
灵活运用稳压二极管 
灵活运用晶体管 
本单元难点：晶体管的电流分配关系与电流放大作用 

第 2 单元  基本放大电路 
理解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与作用 
灵活运用放大电路的分析 
掌握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 
了解多级放大电路 
理解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 
了解射极输出器 
了解功率放大电路 
本单元难点：放大电路的分析、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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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单元  集成运算放大器 
掌握差分放大电路 
了解运算放大器的电压传输特性和主要参数 
掌握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应用 
理解运算放大器的非线性应用  
掌握运算放大器的选用及使用注意问题 
本单元难点：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应用、运算放大器的非线性应用 

第 4 单元  直流电源 
掌握整流电路 
掌握滤波电路 
掌握稳压电路 
理解集成稳压电源 
本单元难点：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第 5 单元  电力电子技术 
掌握晶闸管、单结晶体管的结构、伏安特性和主要参数 
掌握单相可控整流电路及应用 
本单元难点：电力电子器件、可控整流电路 

第 6 单元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 
掌握数字电路概述 
掌握基本逻辑门电路 
理解集成逻辑门电路 
灵活运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了解加法器 
理解二-十进制编码器 
掌握译码器和数码显示 
本单元难点：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二-十进制编码器、译码器和数码显示 

第 7 单元  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 
掌握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理解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工作原理及分析方法 
理解计数器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 
理解双稳态触发器、R-S、J-K、D 的逻辑功能 
本单元难点：双稳态触发器、R-S、J-K、D 的逻辑功能、寄存器和计数器、555 定时器 

第 8 单元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 
理解 T 型电阻 D/A 转换器的原理及主要技术指标 
理解 A/D 转换器的原理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单元难点：D/A 转换器、A/D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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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5 6 

第 1 单元  半导体二极管和晶体管 √ √ √ √ √ √ 

第 2 单元  基本放大电路 √ √ √ √ √ √ 

第 3 单元  集成运算放大器 √ √ √ √ √ √ 

第 4 单元  直流电源 √ √ √ √ √ √ 

第 5 单元  电力电子技术 √ √ √ √ √ √ 

第 6 单元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 √ √ √ √ √ √ 

第 7 单元  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 √ √ √ √ √ √ 

第 8 单元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 √ √ √ √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 1 单元  半导体二极管和晶体管 讲授 
实验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实验报告 

4 2 6 

第 2 单元  基本放大电路 讲授 
实验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实验报告 

10 4 14 

第 3 单元  集成运算放大器 讲授 
实验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实验报告 

8 4 12 

第 4 单元  直流电源 讲授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6 2 8 

第 5 单元  电力电子技术 讲授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6 2 4 

第 6 单元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 讲授 
实验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实验报告 

6 4 10 

第 7 单元  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 讲授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6 2 8 

第 8 单元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 讲授 过程及期末试

卷考核 2 0 2 

合计 50 1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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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熟悉实验设备 熟悉实验环境及设备 2 ② 

2 放大电路的研究 主要研究单管放大电路 4 ④ 

3 
集成运放在信号

运算方面的应用

（一） 
比例、加减法电路 2 ② 

4 
集成运放在信号

运算方面的应用

（二） 
微分、积分电路 2 ② 

5 
组合逻辑电路应

用 
组合逻辑电路搭建 N 进制的实现 4 ②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采用项目式案例分析法。授课过程中采用丰富的教学案例来分析案例中所涉及的电子

知识。同时，授课过程中引入先进人物事迹，强调“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重视基础积

累的重要性，培养学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敬业意识和艰苦奋斗的工匠精神。 
2．教学做一体化。知识不是老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能力不是教师“讲”

会的，而是学生“练”会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3. 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从国际芯片垄断原因、发展、应用现状出发，激发学生学习

国际先进技术的兴趣，激励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学习，蓄积朝气蓬勃的生命动力。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5 6 

1 50% 期末考试 10 20 20 30 20 0 100 

X1 20% 课堂过程测试 10 20 20 30 20 0 100 

X2 20% 实验报告 10 10 30 20 20 10 100 

X3 10% 平时表现 10 10 10 10 30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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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细则 

考

核

项

目 

课 

程 

目 

标 

考核要求 

评价标准 

优 
100-90 

良 
89-75 

中 
74-60 

不及格 
59-0 

1 

1、
2、
3、
4、

5、6 

能够对本课程

要求掌握的相

关知识点很好

的识记和灵活

运用。 

在试卷中，对各

知识单元的掌

握程度全面达

到预期学习结

果，错误率在

10%以下。 

在试卷中，对各

知识单元的掌

握程度较好达

到预期学习结

果，错误率在

20%左右。 

在试卷中，对各

知识单元的掌

握程度基本达

到预期学习结

果，错误率在

30%左右。 

在试卷中，对各知识

单元的掌握程度达

不到预期学习结果，

错误率在 40%以上。 

X1 

1、
2、
3、
4、

5、6 

能够对本课程

阶段性要求掌

握的相关知识

点很好的识记

和灵活运用。 

在试卷中，对各

知识单元的掌

握程度全面达

到预期学习结

果，错误率在

10%以下。 

在试卷中，对各

知识单元的掌

握程度较好达

到预期学习结

果，错误率在

20%左右。 

在试卷中，对各

知识单元的掌

握程度基本达

到预期学习结

果，错误率在

30%左右。 

在试卷中，对各知识

单元的掌握程度达

不到预期学习结果，

错误率在40%以上。 

X2 

1、
2、
3、
4、

5、6 

能够按时到课，

按要求认真进

行实验，实验后

能认真撰写实

验报告 

课上不迟到不

早退，能够与同

学很好的协作

完成实验内容，

实验报告撰写

完整正确。 

课上不迟到不

早退，能够与同

学很好的协作

完成实验内容，

实验报告撰写

不够完整正确。 

课上不迟到不

早退，与同学协

作不能很好的

完成实验内容，

实验报告撰写

不完整正确。 

1、没有交报告。 

2、基本上是抄袭。 

3、未按实验模板撰

写实验报告。 

X3 

1、
2、
3、
4、

5、6 

上课不迟到不

早退，课上认真

听讲，能够积极

回答问题，参与

课堂讨论，能够

完整的阅读教

材，完成相关的

习题，学习态度

端正，积极向

上。 

上课不迟到不

早退，课上认真

听讲，能够积极

回答问题，参与

课堂讨论，能够

完整的阅读教

材，认真完成相

关的习题，学习

态度端正，积极

向上。 

上课因一些原

因迟到或早退，

课上认真听讲，

能够积极回答

问题，参与课堂

讨论，不能够完

整的阅读教材，

完成相关的习

题，学习态度端

正，积极向上 

上课因一些原

因迟到或早退，

课上有溜号现

象，不能够积极

回答问题，很少

参与课堂讨论，

不能够完整的

阅读教材，缺交

或迟交习题，学

习态度一般。 

上课时有迟到、早退

或无故旷课，课上经

常溜号，不参与课堂

活动，不阅读教材，

不完成相关的习题，

学习态度与作业马

虎。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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