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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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职教思想。从中职学校培养应用

型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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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能力培养为依据，以课程思政贯穿教育教学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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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融合，构建多维互动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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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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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

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教育教学理念，以“工匠精神，技能成才”为育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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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理论与技能的高度融合，培养学生一丝不苟、安全第一的职业素养，

有效协作、沟通的团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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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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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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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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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树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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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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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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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课程思政 理、实

课时

一、

常

用

电

子

元

器

件

1.1 电阻

项目 1电阻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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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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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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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介绍中

国的前沿科技

中新研究的电

阻、电容、电

感和变压器激

发学生们创新

创造，培养学

生爱国情操和

文化自信。

2.通过实验环

境和教学环境

卫生的维护，

引导学生树立

服务人民，奉

献社会的人生

价值观。

6+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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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模拟

电子技术的发

展历程”讲解

中，联系到中

美贸易战中的

“芯片之战”，

涉及的核心技

术就是中国的

半导体产业。

看似一场简单

的贸易之战，

实则是我们中

华民族崛起的

道路上，必将

经历的挫折与

困难；是整个

民族特别是与

之相关领域无

数人才，需要

为之付出努力

和汗水的强国

10+

8



-5-

之战！使学生

具有技术使命

感和责任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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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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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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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放大

电路”一章中，

放大的本质是

能量的控制和

转换，而体现

出来的作用是

将微小变化的

输 入 信 号 放

大。需有辩证

思考的能力，

才能理解，通

过学习这部分

知识提高学生

辩 证 思 考 能

力，认知能力。

2.放大电路需

要有合适的静

态工作点才能

正常放大，或

得到最大的不

失 真 输 出 电

压。我们的日

常生活，有很

多 规 则 和 规

范，我们在遵

守的过程中，

貌似受到了很

多约束，限制

了所谓自由，

但 也 正 因 如

此，我们的很

多权利和权益

才 能 得 到 保

障，因此学习

和工作都要遵

循规范，没有

规 矩 不 成 方

圆，不能因为

自己的原因去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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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破 社 会 规

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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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课程中

功率放大器功

耗的讲解，引

出降耗节能，

倡导学生养成

勤俭节约的生

活习惯弘扬中

华民族勤俭节

约 的 传 统 美

德。

12+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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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其主要技术指

标。

1.通过讲解科

学家探索、设

计研究稳压电

源 的 故 事 情

节，让学生们

深刻感受到科

学探索的不易

与艰辛，在遇

到挫折的时候

不言放弃，不

断尝试。

8+2

六、

正弦

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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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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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波振荡电路是由放大电

路、选频网络、正反馈网络和稳幅环

1.正弦波振荡

电路组成隐喻

中职学生的学

习历程，在这

个讲解过程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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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电

路

6.3 RC、LC 正弦波振

荡电路

节四部分组成。

3．理解 LC、RC 正弦波振荡电路

的组成，工作原理及特点。

让学生明白成

长、学习的道

路上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

有舍有得的实

现 自 己 的 理

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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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讲述上

海交通大学教

授姜建国研究

"大型可控硅

变流装置谐波

对矿井电网的

危害与防治"

的故事，让学

生了解晶闸管

可控硅的实际

应用意义的同

时树立榜样，

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

14+2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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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基础知

识，做到厚积

薄发。积累点

滴小事，成就

自我价值。

8+2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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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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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视频播

放我国的智能

制造技术中数

字电子电路的

广泛应用和精

准开发，学习

大国工匠的吃

6+2



-8-

决器 概念与常用电路类型 苦耐劳、精益

求精的优良品

质。

十、

触

发

器

10.1 RS 触发器

10.2 JK 触发器

10.3 D 触发器

项目 17 搭建四人抢

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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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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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讲述集成电

路 时 ， 举 列

2020 年 5 月，

美国对华为技

术 制 裁 华 事

件，它告诉我

们，核心技术

的重要性。作

为中国中职学

生，必须树立

坚定信念，不

断实践、不断

突破、不断创

新，为弥补我

国的科技短板

坚持不懈，激

励学生以祖国

强盛为己任，

为自主知识产

权 而 发 奋 学

习。

6+2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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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实验实训

课中重视实验

素养的培养，

促进良好习惯

的养成，提高

学生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

神。

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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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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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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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绍电子技

术的比赛，让

学生参与，以

赛促学，激发

学生的竞争意

识 和 创 新 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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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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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作业法、自主学习法、

线上线下互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结合多媒体课件开展教学，同时采用启发式与讨论式相

结合的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学生自主开放的进行创造，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向问题发

掘与自主创新两个方向延伸。

（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电工、电子实训室 、多媒体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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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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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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讲师 5人；技师 5人，高级工 2人；“双师型”教师 7人。“双师型”教师比例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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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中为凸显思政要素，教学过程评价中加入职业

素养与安全意识评价。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为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我们利用 PPT、微课视频、海天投

屏、实物工具、实训台等教学资源完成教学内容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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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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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人：傅晓瑞 李菲 郭瑞宇

审核人：杨静 姜艳萍 傅晓瑞

编制日期：2020 年 7 月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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