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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标准

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 z04100069 课程类型 理论□  实践□ 理论+实践þ

总学时 64 实践学时 32 学分 4

适应对象 电类专业大学一年级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先修课程 电路基础、电子工艺实训技术

后续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传感器应用技术

编写教师 蔡卓衡 编写时间 2024 年 2 月

院（部）审批 审批时间

2 课程定位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是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电子信息专业、工业机器人技术的

一门专业必修课程。主要讲授基本元器件（二极管、三极管）的原理及其应用、基

本电子放大电路（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集成运放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原理

及其应用，基本应用电路(运算电路、信号产生电路、信号处理电路、直流稳压电

源) 原理及其应用。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元器件和基本电子线路原

理及其应用和实践，掌握相关仪器仪表的使用，电路的焊接实践技能，后续课

程为《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等课程打下基础。

3 课程目标

以典型的模拟电子电路为载体，包括.二极管稳压电路、三极管放大电路、音

频功率放大电路、函数信号发生器电路、集成功放电路以及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等

八个电路设计与制作的项目，每个项目又分为若干个任务。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

线，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将相应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实训，融为一体。通过

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元器件（二极管、三极管）和基本电子线路（放大

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集成运放电路、反馈电路）的原理及其应用和实践，掌握相

关仪器仪表的使用，电路焊接的操作技能。

3.1 知识目标

（1）掌握常用元器件（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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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放大电路的性能参数；

（3）掌握放大电路的原理及其分类；

（4）掌握集成运放基本工作原理；

（5）掌握功率放大电路基本工作原理；

（6）掌握负反馈电路基本工作原理；

（7）掌握正弦振荡电路基本工作原理。

3.2.能力目标

（1）能熟练操作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稳压电源等常用电子仪表。

（2）能熟练查阅常用电子元器件和芯片的规格、型号、使用方法等技术资料。

（3）能够分析和设计简单的整流稳压电路。

（4）能够分析基本的三极管放大电路。

（5）能够分析和应用集成运放电路。

（6）掌握负反馈电路基本工作原理；

（7）掌握函数信号发生电路基本原理。

（6）应用元器件选择与检测、制作、调试电子电路的能力。

（7）具备撰写产品制作文件、产品说明书和设计文件能力。

（8）培养学生安装和焊接电路的能力，培养学生电路测试方案的设计能力

和对测试数据的分析能力；

（9）培养学生排除电路故障的能力。

3.3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具备从业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规范操作意识。

（2）培养学生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学以致用、独立思考的能力。

（3）培养学生遵循严格的安全、质量、标准等规范的意识。

（4）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通过团队有效合作，提高工作效率。

（5）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并通过信息有效处理，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知识体系(思维导图、知识要点)
      4.1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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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主要内容



4

总项目（活

动）

子项目

（活动）

训练项目名

称

训练任务 拟实现的能力

目标

和素质目标

训练方式

手段及步

骤

学时

1.二极管稳压

电路

1．1 认
识二极管

1.1.1半导
体和二极管
基础知识

掌握半导
体基础知
识

掌握半导体特
性、分类和导
电特性

PPT、实操 1

1.1.2二极
管特性和参
数

认识和测
量半导体
二极管

掌握二极管正
反向阻抗特性

PPT、实操 1

1.2 二极
管应用

1.2.1二极
管大信号模
型及其应用
电路

掌握二极
管大信号
模型及其
应用电路

掌握二极管大
信号模型、掌
握其基本应用
电路、掌握二
极管交流和直
流电阻分析方
法 

PPT、实操 2

1.3 特殊
二极管

1.3.1特殊
二极管及其
应用

掌握特殊
二极管及
其应用

掌握常用特殊
二极管特点、
主要参数和应
用

PPT、实操 2

1.4二极
管稳压电
路

1.4.1二极
管稳压电路
实验

连接二极
管稳压电
路

实验连接二极
管稳压电路，
并且对其参数
进行测量

实操 2

2. 三极管放大

电路  

2.1 认识
半导体三
极管

2.1.1 晶体
管的特性与
参数

掌握晶体
管的特性
与参数

掌握三极管的
结构、符号与
类型、电流分
配；掌握三极
管的输入和输
出特性、主要
参数

PPT、练习 2

2.2 晶体
管的基本
应用

2.2.1晶体
管的基本应
用

掌握晶体
管的直流
电路、开关
电路和交
流电路分
析方法

掌握晶体管的
直流电路和开
关电路分析方
法、掌握晶体
管基本参数和
交流信号分析
方法

PPT、实操 2

2.3三极
管认识、
检测与使
用

2.3.1三极
管认识、检
测与使用训
练

三极管认
识、检测与
使用训练

认识各种三极
管、学会检测
三极管各个电
极

PPT、实操、

复习课程

2

2.4放大
电路的基
础

2.4.1 放大
电路基础

放大电路
的组成和
主要性能
指标

放大电路的组
成、相关指标
和主要性能指
标

PPT、实操 2

2.5三种
基本组态
放大电路

2.5.1共发
射极放大电
路

掌握共发
射极放大
电路特点、
原理和直
交流参数
分析

掌握共发射极
放大电路特点、
原理和直交流
参数分析

PPT、实操 2

2.5.2共集
电极和基极
和放大电路

掌握共集
电极和基
极和放大
电路特点、
原理和直

掌握共集电极
和基极和放大
电路特点、原
理和直交流参
数分析

PPT、实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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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程思政建设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设计主线（主题）是认识事物要符合规律、辩证的看待问

题、因地制宜制定策略。，课程思政映射情况见下表：

表 2 课程思政映射一栏表

教学（能

力）单元

知识（技

能点）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内

涵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备注

1.二极管 二极管单

向导电性

由类比学习的

思路引出二极

管的简化模型

由简化思想

引出人生要

适当做减法

的哲理

画图以及 Flash动画

二极管分

类

点接触型、面

接触型等二极

管在最高工作

频率和最大电

流之间的平衡

事物是利弊

相生，我们

应善于发现

和利用有利

方面而抑制

有害方向的

方法论；

课件演示以及 Flash动
画

2.三极管 三极管电

路分析

共射极放大电路

为例，在放大电

路基极电位的确

定过程中，考虑

到基极电流很小，

在基极的节点电

流中可以忽略，

是事物的“次要

矛盾”，因此可

以基极的两个电

阻Rb1和Rb2

近似看为串联，

从而确定电路的

基极电位。

抓住主要矛

盾，简化电

路分析过程

画图以及 Flash动画

3.功率放

大电路

差分放大

电路

讨论该电路稳

定静态工作点

的原理，引出

射极偏置电阻

Re 对静态工作

点稳定的作用，

即电路的

“利”，同时

扬利抑弊，

物尽其用

解题以及课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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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动态分析，

引导学生分析

引入 Re 对放

大电路增益的

影响，即电路

的“弊”，引

导学生辩证统

一看到每一个

具体电路，如

何抓住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引导

学生权衡利弊，

根据具体应用

采用合适的电

路。

7 课程考核
注：按照“学习素养”、“学习能力”、“学习效果”等三方面成绩考核的

要求，系统设计出课程考核成绩的构成比例及课程考核的方式方法。

7.1 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种方式进行，两部分的分数

比例为：课程考核成绩 = 形成性考核成绩（50%）+ 终结性考核成绩（50%）

7.1.1 形成性考核

7.1.1.1 形成性考核种类及分数比例

本课程形成性考核选择平时成绩和项目任务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勤

和作业；子项目成绩包括：操作和实训任务卡。分数比例为：

形成性考核成绩 = 平时成绩（30%）+ 项目任务成绩（70%）

     7.1.1.2 形成性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1）平时成绩考核（100分）

① 平时作业成绩考核（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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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学期布置作业 10次，全批全改，以 A、B、C、D、E给学生每次作业成绩，

每次作业的最高分（A）可得50/10=5分，其余等级依次递减1分，不交作

业者不得分。

② 平时考勤成绩考核（50分）

随机对学生进行考勤，无故迟到或早退1次扣3分，旷课一次扣5分，

扣满50分为止。

（2）项目任务成绩（100分）

各子项目任务具体考核标准比例见下表。

项目任务具体考核标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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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

目编号

考核点及

分值比

建议

考核方式

评价标准 项 目

成 绩

比例

优 良 及格

1. 二 极

管 稳 压

电路

器 件 选 择 与 检 测

（15%）

结合课程课

外制作进行

能准确检测元

器件的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

基本能检测元

器件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在

老师指导下检测元

器件

10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规范（10%）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依时、工整完

成，且有独到

见解

按时、完成，

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成或

不按时交, 

2. 三 极

管 放 大

电路  

器 件 选 择 与 检 测

（15%）

结合课程课

外制作进行

能准确检测元

器件的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

基本能检测元

器件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在

老师指导下检测元

器件

25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规范（10%）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依时、工

整完成，且有

独到见解

按时、完

成，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

成或不按时交, 

3. 音 频

功 率 放

大电路

器 件 选 择 与 检 测

（15%）

结合课程课

外制作进行

能准确检测元

器件的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

基本能检测元

器件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在

老师指导下检测元

器件

15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规范（10%）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依时、工整完

成，且有独到

见解

按时、完成，

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成或

不按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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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 成

功 放 电

路

器 件 选 择 与 检 测

（15%）

结合课程课

外制作进行

能准确检测元

器件的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

基本能检测元

器件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在

老师指导下检测元

器件

15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规范（10%）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依时、工整完

成，且有独到

见解

按时、完成，

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成或

不按时交,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规范（10%）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依时、工整完

成，且有独到

见解

按时、完成，

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成或

不按时交, 

5.直流稳

压电源

器 件 选 择 与 检 测

（15%）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能准确检测元

器件的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

基本能检测元

器件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在

老师指导下检测元

器件

15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规范（10%）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依时、工整完

成，且有独到

见解

按时、完成，

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成或

不按时交, 

6.场效应

管应用

器 件 选 择 与 检 测

（15%）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能准确检测元

器件的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

基本能检测元

器件好坏

能识别元器件，在

老师指导下检测元

器件

15

元件排布与焊接质

量（20%）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布局合理、美

观，焊点圆滑、

可靠

布局较合理，

基本按工艺要

求焊接电路

布局不合理，焊接

工艺较差

电 路 调 试 及 效 果

（30%）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电路功能正常，

测试准确

电路基本正常，

但测试不准确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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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范（10%）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保持整洁，动

作规范 

无事故，动作

基本规范

无事故动作不规范

设计报告（25%） 函 数 信 号

发生电路

依时、工整完

成，且有独到

见解

按时、完成，

工整流利

按时、部分完成或

不按时交, 

合计 100%

7.1.2 终结性考核

7.1.2.1 终结性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本课程终结性考核采取笔试考核方式。采取闭卷方式，从《模拟电子技术》

试题库中抽出1套进行考试。

课程考核命题双向细目表

题 型

分值

教学单元

题    型（以分数计） 合

计

客观性题 主观性题

选

择

填

空

判

断

名词

解释

简

答

论

述

综合题 绘

图

1 10 1*2 3 5 10

2 25 2*2 4 5 12 25

3 15 2*2 2 4 5 15

4 18 4*2 2 4 4 18

5 12 2*2 2 6 12

6 12 2*2 2 6 12

7 8 2*2 4 8

合    计 30 16 22 32 100

8 教学资源配置

8.1 主教材

近三年出版的模拟电子类高职教材

8.2 参考资料

(1) 胡宴如主编 模拟电子技术（第 6版）.   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2) 李华主编 模拟电子技术项目化教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社.2017 年

02 月.

(3) 杨颂华，冯毛官，孙万蓉，初秀琴，胡力山.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三

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年 07 月。

(4)程勇，方元春主编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6.1
8.3 主要设备与设施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B0%B2%B5%E7%D7%D3%BF%C6%BC%BC%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FA%C1%A6%C9%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3%F5%D0%E3%C7%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EF%CD%F2%C8%D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7%EB%C3%AB%B9%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B%CC%BB%A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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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实验耗材，具有常见模拟电路元器件及集成电路，以及常见

的信号输入装置和输出显示装置、万用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9 教师要求

具有电子器件、模拟电子电路、数字电子电路基本知识；能够对典型电子线

路器件、功能实现、性能测试；熟练使用常用电子仪器和仪表对电子线路的分析

能力。熟练掌握数字电子技术基本原理、常用数字集成元器件的应用知识，掌握

数字电子电路设计、分析、测试、制作与调试能力的双师范素质型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