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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

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1.《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属于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

程，为体现教、学、做一体化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本课程的每个单元包括理论知识和

实操技能两部分内容，将理论教学与实训项目教学相结合。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

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专业技能知识，通过技能实训环节训练，加

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达到“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目的，从而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为继续学习专业知识打下

基础。

2.本门课程是前期《电工基础》课程学习的后续课程，是学生必需学习的专业基础

课程之一。

（二）课程设计理念

本课程贯彻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职教思想。从中职学校培养应用

型技术人才这一总目标出发，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并兼顾学生发展为原则，以

职业能力培养为根据，设定课程培养目标，较大程度降低理论教学的重心，删除与实际

工作关系不大的繁冗计算，以必备的相关基础知识和电子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为主线组

织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为理实一体化课程，根据课程内容，进行理论教授之后，制定若干个项目情

景教学，实训室配置了常用工具、 通用电子仪器仪表、常用元器件、实验实训装置等

设施。突出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

合能力, 对学生进行职业意识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

增强学生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为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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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整体上对电子技术应用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有初步认识，

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电子电路识读、制作、调试、应用等技能型人才所必需的知识及相

关的职业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后续课程学习作前期准备，为学生顶岗就

业夯实基础，同时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工作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电子元器件的性能，能识别与测试常用电子元器件；

（2) 掌握电子线路的工作原理，并学会分析具体的电子电路；

（3）理解典型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

（4）理解整流电路及典型稳压电源的原理图；

（5）理解常用的单相、三相可控整流电路及其工作原理；

（6）能了解集成电路基本常识；重点理解集成电路在工业中的应用；

（7） 掌握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及其应用；

（8）了解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2.技能目标

（1）能正确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器件并判断其好坏；

（2）能够根据要求正确选择整流电路并准确设计连接电路；

（3）能搭建、调整、测试基本放大电路和分压式偏置共射放大电路；

（4）能正确判断负反馈的四种基本形式；

（5）能正确分析常用的集成运放运算电路；

（6）能够指出晶体管稳压电路各元件作用，说明稳压过程，并会用万用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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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检测电路的故障并排除；

（7）能安装调试调光灯电路、抢答器电路等应用型电路；

（8）能查找资料、文献等。

3.素质目标

（1）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2）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5）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为了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电子电路识读、制作、调试、应用的知识，也为了让他们更

好的理解和学习后续课程，教材选用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技术基础与技

能》，本书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部分，模拟电路部分主要介绍了常用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及其应用、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等 7个单元，数字电路部分主要介绍了数字电路

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等 6个单元，是完全满足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使用要求的

理实一体化课程。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共 160 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调整授课内容及时间。具体内容如下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理、实

课时

单 元 1

常用电子

1.1 电阻

项目 1电阻的检测

1、了解电阻器的作用与类别、电阻的

温度系数；掌握电阻器、电位器的

主要参数。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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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 1.2 电容

实训项目 2电容的检测

1.3 电感、变压器

项目 3电感、变压器的检测

2、学会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器、电位器

的实际阻值，并判断其好坏。

3、了解电容器的作用与类别；掌握电

容器的主要参数。

4、能通过外形初步识别电容器，通过

型号确定容量及其他参数；会用万

用表比较容量，判断极性，判断电

容器的好坏。

5、了解电感、变压器的作用与类别，

掌握其主要参数。

6、会用万用表判断电感的好坏，判断

变压器的同名端。

单 元 2

二极管及

其应用

2.1 二极管

项目 4 二极管的检测

2.2 整流电路

项目 5 搭建与测试桥式整流电

路

2.3 滤波单路

项目 6 搭建与测试滤波电路

1 、掌握各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及其

在电路中的应用。

2 、能根据电路结构确定二极管在电

路中的作用，学会正确识别和检测二

极管。

3 、掌握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及计算

方法。

4 、掌握电容滤波电路的组成和特点。

5 、能对桥式整流电路电路出现的故

障进行正确判断并加以解决。

6、对电容滤波电路出现的故障进行准

确判断并加以解决。

12

+

8

单 元 3

三极管及

放大电路

3.1 三极管

项目 7三极管的识别与检测

3.2 基本放大电路

项目 8 基本放大电路的组装与

调试

3.3 分压式偏置共射式放大器

项目 9 搭建与调试分压式偏置

共射放大电路

1、掌握三极管的结构、符号和类型。

2、理解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特性

曲线。

3、了解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4、会识读三极管的符号、型号，会使

用万用表对三极管进行识别与简单测

试。

5、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

理 。学会用近似估算法计算放大电路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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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多及放大电路

3.5 反馈放大电路

3.6 射极跟随器

项目 10 搭建与调试多级放大电

路

的静态工作点。

6、能搭建、调试、测试基本放大电路。

7、了解温度对静态工作点影响，掌握

稳定静态工作点措施与常用电路。

8、掌握分压式偏置共射式放大器的组

成，工作原理，并学会搭建、调试此

电路。

9、了解多级放大电路的级间耦合方

式、放大器的性能指标。

10、理解反馈的基本概念，掌握负反

馈对放大器性能的影响，能正确判断

电路中的反馈类型。

单 元 4

常用放大

器

4.1 低频功率放大器的特点、基

本要求和分类

4.2 互补对称功率放大器

4.3 集成功率放大器

实训项目 11 搭建与调试 OTL 功

率放大器。

4.4 集成运算放大器

项目 12 搭建与调试低频信号发

生器电路

1、了解功放的特点及分类。

2、掌握互补对称功放的工作原理。

3、了解 OTL 电路和 OCL 电路。

4、了解集成运放的主要参数，掌握温

漂的概念并了解其抑制措施。

5、掌握集成运放的常用电路的分析方

法，了解其实用常识。

6、学会对基本的功放电路进行分析和

调试。

7、学会搭建并分析常用的集成运放运

算电路。

14+4

单 元 5

直流稳压

电源

5.1 稳压二极管及其稳压电路

5.2 串联型晶体管稳压电路

5.3 开关稳压电路

5.4 集成稳压器及其主要参数

5.5 典型集成稳压电源电路及其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13 搭建与调试三端可调式

稳压器构成的直流稳压电源

1、掌握稳压二极管电路的工作原理，

了解稳压二级管在稳压电路中的作

用。

2、了解串联型晶体管稳压电路的组

成，掌握电路的稳压原理。

3、了解开关稳压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

理。

4、掌握常用的集成稳压器。

5、掌握典型集成稳压电源电路的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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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作原理及其主要技术指标。

单 元 6

正弦波振

荡电路

6.1 正弦波振荡器的组成和分

类

6.2 正弦波振荡器的基本工作

原理

6.3 RC、LC 正弦波振荡电路

1、理解正弦波振荡器的工作原理，掌

握振荡器的起振、平衡条件。

2、理解 LC、RC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

成，工作原理及特点。

6

单 元 7

晶闸管及

其应用

7.1 晶闸管结构及特性

7.2 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

7.3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

项目 14 调光台灯的组装与调试

1、了解晶闸管的结构、特性及主要参

数。

2、学会分析晶闸管单相、三相可控整

流电路。

3、了解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

4、能安装调试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

5、能安装调试调光台灯。

14+2

单 元 8

数字电路

基础

8.1 脉冲与数字信号

8.2 数制与数制转换

8.3 基本逻辑门电路

项目 15 TTL 集成逻辑门电路功

能测试

1、会进行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数之间的转换。

2、掌握与门、或门、非门基本逻辑门

的逻辑功能和电路符号。

3、了解复合逻辑门的逻辑功能，能画

出电路符号，会使用真值表。

4、了解 TTL，CMOS 门电路的型号、引

脚功能等实用常识，并会测试 TTL

集成逻辑门电路功能。

8+2

单 元 9

组合逻辑

电路

9.1 组合逻辑电路基本知识

9.2 编码器

9.3 译码器

项目 16 搭建三人表决器

1、掌握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基本定

律，学会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和公

式化简法。

2、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3、掌握编码器、译码器的基本概念与

常用电路类型

6+2

单 元 10

触发器

10.1 RS 触发器

10.2 JK 触发器

1、了解基本 RS 触发器的电路组成，

掌握其逻辑功能，掌握基本 RS 触

发器典型应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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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D 触发器

项目 17 搭建四人抢答器

2、了解 JK 触发器和 D 触发器的电路

组成，掌握其逻辑功能。

3、学会用触发器安装电路，实现所要

求的逻辑功能。

单 元 11

时序逻辑

电路

11.1 寄存器

11.2 计数器

1、掌握集成计数器、移位寄存器等常

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工作原理、逻辑功

能及使用方法。

2、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4

单元 12

脉冲波形

的产生与

变化

12.1 常见脉冲产生电路与应用

12.2 555 时基电路应用

1、掌握多谐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的功能和基本应用、电

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2会用 555时基电路搭建多谐振荡器、

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

4

单 元 13

数模转换

和模数转

换

13.1 数模转换

13.2 模数转换

1、了解模数转换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2、了解数模转换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2

四、实施建议

（一）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选用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教材。

1.教材应体现教、学、做一体化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本课程的每个单元包括理论

知识和实操技能两部分内容，将理论教学与项目实训教学相结合，将教学内容与生产实

际应用相结合,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

2.教材应符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特征、阅读特点和技能形成规律,

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特点。应满足不同教学需求的教材及数字化教学资源,为教师教学

与学生学习提供比较全面的支持。

3.教材应体现职业教育特色,既要具有通用性,又要体现针对性,处理好教学单元之

间的衔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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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建议

本课程采用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的模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

中综合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讲授法等教学方法结合多媒体课件开

展教学，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和社会能力的提升。

（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电工、电子实训室 、多媒体教室 。

2.实训设备

（1）电工、电子实验台 24 台

（2）电工电子元器件实训模块若干

（3）万用表、线路连接的电压表，电流表、示波器等常用仪器仪表。

3.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现有电气类教师 13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本科 11

人；高级讲师 4 人，讲师 3人；技师 8人，高级工 3 人；“双师型”教师 11 人，“双

师型”教师比例 85%。

（四）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采用理论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结合。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60%）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包括出勤、 作业、综合表现、期

中测验等，以上内容各占 15%。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多媒体课件等提高学生对课

程知识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同时搭建网络教学平台通过 QQ 和微信，线上布置任务解、

答学生疑问，线下课堂教学，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本课程将开发教学讲义、课件、

教材等资源，以供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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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说明

适用专业：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

专业组：机电技术应用组

制定人：傅晓瑞、刘宪茹、李菲

审核人：姜艳萍

编制日期：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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