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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 

【Electronic technology】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001040】 
课程学分：【4】 
面向专业：【机电一体化】 
课程性质：【公共职业核心课】 
课程类型：【系级专业必修课 】 
开课院系：高职学院 机电工程系 
使用教材：教材：【电子技术吕国泰主编高教出版社 2016.1 第 5 版】 
参考书目：【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及技能训练，王欣，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9】 

【电工及电子实验，朱承高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第二版)，李中发，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3】 

课程网站网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工学】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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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部分。教材中有

丰富的例题和思考题，每章后有小结和习题，书末有附录及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合机电一体化专业一年级学生学习，要求学生具有高等数学、电工学学等课程的基础知

识。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LO1：品德修养 
L01-1：爱党爱国，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自觉维

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  

L01-2: 遵纪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思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校

纪校规。 

L01-3: 奉献社会，富有爱心，懂得感恩，具有服务社会的意愿和行动，积

极参加志愿者服务。诚信尽责，为人诚实，信守承诺，勤奋努力，精益求

精，勇于担当。 

L01-4: 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本专业相关

的法律法规，在实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业道德操守。 

LO2：专业能力 L02-1：具有专业所需的人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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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2-2：具有阅读、绘制电子电路图的能力，能阅读理解电子电路图；能运

用电子电路软件准确地绘制电子电路工程图、表达结构的组成关系；能应

用电子电路分析、参数计算和安装调试及测量检测。 

 

L02-3：具备一定的工程计算与校验能力，能对电子技术的电路、结构、指

标参数、性能等进行计算校验；能对电子电路涉及的有关元器件的选型参

数进行计算与校验。 

 

L02-4：具备基本的工程设计、安装与调试能力，能对电子技术方案、典型

电子电路结构和性能指标进行设计安装与调试。 

 

L02-5：初步具备电子电路设计和调试能力，能根据技术要求编制电子电路

图（数控技术模块）; 能根据设备性能要求，编制简单的电子电路控制程

序、工业机器人操作程序（电气控制方向模块）。 

 

L02-6: 具备从事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维修岗位的基本能力。  

L02-7: 具备机电设备营销与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能力; 具有基本的专业

外语表达沟通能力，具备参与国际市场技术服务与合作项目的基本能力。 

 

LO3: 表达沟通 LO3-1：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观点、分析他人需求。  

LO3-2：应用书面（图纸）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通。 
 

LO4：自主学习 L04-1：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设计学习计划。  

L04-2：能搜集、获取达到目标所需要的学习资源，实施学习计划、反思学

习计划、持续改进，达到学习目标。 

 

LO5：健康发展 L05-1:懂得审美、热爱劳动、为人热忱、身心健康、耐挫折，具有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LO6：协同创新 L06-1:在集体活动中能主动担任自己的角色，与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善于

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共同完成任务。 

 

L06-2: 有质疑精神，有逻辑分析与评判能力。  

L06-3：能用创新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或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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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6-4：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技术。  

LO7：信息应用 L07-1：能够根据需要进行专业文献检索。  

L07-2：能够使用适合的工具来搜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分析、鉴别、判断

与整合。 

 

L07-3：熟练使用计算机，掌握常用办公软件。  

LO8：国际视野 L08-1: 具有基本的外语表达沟通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有国际竞争与合

作的意识。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本课程以维修电工中高级技术员等相关工作岗位能力为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获得

交直流电路、整流放大电路、数字电路分析计算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体要达到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目标是： 

通过学习、实验和练习，使得学生达到下列知识与能力目标 
1） 理解掌握直流电路和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2） 理解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等电子元器件的结构原理、伏安特性、技术参数；掌握整流电

路、稳压电路选型设计计算和电路安装测试的能力； 

3） 理解掌握基本模拟放大电路和数字逻辑电路的工作原理、读图分析和计算方法； 

4） 基本掌握维修电工中高级电工电子技术方面的应知应会技能； 

序号 课程预期学

习成果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此列也可以不写） 

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 

1 L01 通过课程学习与熏陶，养成爱岗

敬业、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未

来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

养。 

案例式：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和数字化设

计制造及大国工匠精

神 

1.课堂讨论、提问、评

分。 

2 L02 1.具有阅读、绘制电子电路图的

能力，能阅读理解电子电路原理

图、并能明确设计意图；掌握电

路分析和参数计算，包括放大电

路、整流稳压电路实验、安装和

调试及电参数的检测、波形的检

测、数字电路门电路及逻辑电路

状态测量与分析。 

2.能运用电子电路软件准确地

绘制电子电路工程图、表达结构

的组成关系。 

3.能读懂外文电子电路原理图

及进口设备英文操作界面、常用

缩略术语及维修说明书。 

启发式教学 

案例解析 

电子电路项目驱动 

1.课堂讨论评价； 

2.电子电路作业与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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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3 1.能运用电子电路图进行技术

交流与沟通； 

2.表达电子电路工程图结构组

成、指标参数、性能间关系。 

启发式教学 

案例解析 

电子电路项目驱动 

1.课堂测验； 

2.平时作业。 

4 L06 团队协同创新，完成团队电子电

路实验任务。 

任务驱动 

测绘作业 

1.观察其在分组合作

实验项目中的参与度、

贡献度； 

2.实验报告及口试。 

 

 

六、课程内容 

第 1 单元  半导体二极管和晶体管（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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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时） 

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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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单元  集成运算放大器（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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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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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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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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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单元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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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单元  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6 学时） 

理解双稳态触发器 
了解寄存器 
理解计数器 
理解数／模和模／数转换器 
掌握 555 定时器 
灵活运用数字应用电路 
本单元难点：双稳态触发器、数／模和模／数转换器 
 
第 7 单元 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4 学时） 

了解只读存储器（ROM） 
了解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了解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本单元难点：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第 8 单元 电子技术实验（14 学时） 

具体见七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实验 

序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

型 

备

注 

1 熟悉实验设备 熟悉实验环境及设备 2 探究型  

2 基本电子线路实验 
主要研究基本电子线路搭建和

特性 
4 

验证研

究型 
 

3 放大电路实验 主要研究单管放大电路 2 验证型  

4 
集成运放在信号运

算方面的应用（一） 
比例、加减法电路 2 验证型  

5 
集成运放在信号运

算方面的应用（二） 
微分、积分电路 2 验证型  

6 组合逻辑电路应用 组合逻辑电路搭建 N进制的实现 2 验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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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闭卷考试 50% 

X1 课堂练习测试 20% 

X2 作业与平时表现 20% 

X3  实验报告与口试 10% 

 

撰写：        、 田玉冬                               系主任审核：  

日期：2023.9.18                                      日期：202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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