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技术基础 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I

主撰：兀伟 审核：王泽民 批准：王鹏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编码
2003

课程

名称
《电子技术基础 I》

学分 3.5 总学时 56
讲课

学时
56

上机

学时
0

实验

学时
0

课程

类别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人文社会科学类□ 工程基础类□ 专业基础类 专业类□

先修

课程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电路分析》

适用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课程负

责人
坚佳莹

开课

单位
电信学院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理解常用模拟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能够根据实际系统需求对常用模

拟电子电路进行分析、设计和参数计算。课程主要讲述常用模拟电子器件的使用方法，常用

模拟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建立模拟电路的基本概

念，掌握常用放大、滤波、信号发生等基本电路的分析方法，能够合理选择适当的电路结构，

并能对主要参数进行计算，合理选择适用的器件。

三、课程目标及其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能够运用电子器件的基本特性和主要性能参数，在实际应用电路中合理选

择和正确使用电子器件。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三极管放大概念表达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能够运用估算法分析

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和动态参数；能够运用图解法，表达电路的输出波形和产生非线性失真

的原因；能够运用稳定静态工作点稳定原理表达放大电路设计过程；能够运用图解法分析功

率放大电路。

课程目标 3：能够运用估算法分析差分放大电路；能够运用差分放大电路的结构、工作

原理及性能参数，表达集成运放的结构特点；能够运用集成运放的特点以及虚短、虚断的概

念，分析设计信号运算电路。

课程目标 4：能够正确表达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反馈类型；运用深度负反馈概念估算闭环

放大倍数；能够表达负反馈对放大电路的性能影响。运用正反馈概念表达波形产生电路和比

较器的设计方法；能够合理分析和设计直流稳压电源电路。

（二）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2 3 4

1.2能对光电信息采集、处理、传输等过程建立适应的数学模型，

并应用初始条件和限定条件进行求解。
0.7 0.3

3.1能够根据应用需求确定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论证光电信息系

统及子系统的技术指标。
0.6 0.4

3.3能够通过建模对光电信息传递过程中涉及的能量、信息传输问

题进行求解。
0.3 0.7

5.3能选择与使用恰当的光学仪器、光电测试仪器，信息处理平台

对光电信息系统进行测试和性能评价，开发完成解决光电信息技

术复杂工程问题的可行技术方案。

0.4 0.1 0.5

四、教学内容及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法 对应的

课程目标课内 课后

1 绪论

1.能明确模拟电子技术在

电子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性；

2.认识到本课程的课程性

质与目的、课程特点以及

课程学习要求；

3.明确本课程课群中所处

位置以及与其他课程的联

系。

2 讲授
查询

资料
1

2 第一章半导体器件

1.能够运用模拟电子技术

表达其在电子信息系统中

的作用；

2.能够运用半导体的特性

表达 PN结的单相导电性；

3.能够表达二极管、三极

管、场效应管的伏安特性、

主要参数；

4）能够正确表达电子器件

的选择方法。

4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1

3
第二章放大电路分

析基础

1.运用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条件表达分析基本放大电

路中各个器件的作用；

2.能够运用估算法分析基

本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和动态参数；运用图解法

正确分析电路的输出波形

和产生非线性失真的原

因；

12

讲授

课堂

练习

课堂

测试

案例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2



3.运用组成放大电路的原

则表达三种接法下放大电

路的工作原理及性能特

点；

4.针对场效应管组成的三

种基本放大电路，能够运

用估算法分析其静态及动

态参数。

4
第三章放大电路的

频率响应

1.能够表达放大电路中只

含一个时间常数时的 fH和
fL的计算方法及 Au（f）的

标准形式，并能画出波特

图；

2.能够表达以下概念：上

限频率，下限频率，通频

带，波特图，增益带宽积，

幅值裕度，相位裕度，相

位补偿；

3.能够表达三极管高频等

效模型及其主要参数；

4.能够运用高频等效模型

分析放大器频率特性。

2

讲授

课堂

练习

课堂

测试

案例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2

5
第四章功率放大电

路

1.能够表达 OCL互补功率

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运

用估算法分析计算主要参

数；

2.能够表达晶体管的甲

类、乙类和甲乙类工作状

态，最大输出功率，转换

效率；

3.正确表达功率放大电路

的组成原则，能够分析功

率放大电路产生交越失真

的原因并提出克服交越失

真的方法；

4.能表达其它类型功率放

大电路的特点，功放管的

选择方法，复合管的组成

原则及在功放电路中的应

用；

4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2



6
第五章集成运算放

大电路

1.能够表达多级放大电路

的组成，运用基本分析方

法来分析阻容耦合多级放

大电路的静态和动态参

数；

2.能够表达差分放大电路

的结构、工作原理，分析

与计算；

能够表达零点漂移现象及

抑制方法，能够表达共模

抑制比的意义及计算方

法；

3.能够表达理想集成运放

指标特点、低频等效电路

及电压传输特性，表达放

大器的组成结构及各部分

的作用、电流源电路的组

成和工作原理。

4.能够正确表达运放在实

际工程中合理选择和使用

方法。

4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3

7
第六章 放大电路中

的反馈

1.能够表达判断电路中是

否引入了反馈以及反馈性

质的方法；能够分析反馈

极性和类型的判断方法，

2.运用深度负反馈分析放

大器电压增益；

3.能够表达负反馈放大器

在不同反馈组态下的物理

意义及其对放大器性能的

影响，能根据要求正确引

入负反馈；

4.能够表达负反馈放大器

稳定的条件以及消除自激

振荡的方法。

8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4

8
第七章模拟信号运

算电路

1.能够表达构成运算电路

的条件，能够运用虚断、

虚短的概念分析运算电路

的运算关系；

2.能够表达由运放组成的

比例、加减、积分电路的

工作原理及运算关系；

6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3

http://baike.so.com/doc/5572218-5787414.html
http://baike.so.com/doc/4092018-4290898.html
http://baike.so.com/doc/4092018-4290898.html


9
第八章信号处理电

路

1.能够表达单限比较器和

滞回比较器的特点、工作

原理，能分析电压传输特

性和波形以及主要参数的

计算；

2.能够表达有源滤波电路

的形式和频率特性。

4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4

10
第九章波形发生电

路

1.能够表达产生正弦波振

荡的幅值条件和相位条

件；

2.能够运用其理解文氏桥

正弦波振荡电路和 LC 振

荡电路组成，分析起振条

件和振荡频率；

4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业

习题

库习

题

4

11 第十章 直流电源

1.能够表达直流稳压电源

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2.能够表达整流电路、滤

波电路的工作原理，能够

估算输出电压及电流的平

均值，稳压管稳压电路的

工作原理，能够合理选择

限流电阻；

3.能够表达串联型稳压电

路的工作原理，能够估算

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能

够表达开关型稳压电源的

工作原理及特点，集成稳

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及使用

方法。

6
讲授

课堂

练习

作

业、

习题

库习

题

4

五、考核及成绩评定标准

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等组合而成。

平时成绩由作业、随堂测试、课堂讨论构成，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运用表达。课后布置

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思考价值的典型习题，计算全部作业的平均值再按照 30%~40%的比例计

入总成绩。

考试：70%~60%。主要考核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础知识应用等

掌握程度，以及模拟电子系统的设计和功能分析能力。书面考试形式，主要题型为：填空题、

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等。

成绩构成 评价依据 对应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30%-40%） 作业、随堂测试、课堂讨论 1、2、3和 4

考试（70%-60%） 笔试 70%-60% 1、2、3和 4

http://baike.so.com/doc/4947576-5168772.html


（一）平时成绩评分标准（根据评价依据填写）

1、作业评分标准

优（90~100）：按时交作业；回答问题和完成作业的思路清晰，能根据模拟电子技术基

本知识，很好的完成相关的模拟电子系统的分析和具体参数计算，作业优良率达 90%以上。

良（80~89）：按时交作业；回答问题和完成作业的思路清晰，能根据模拟电子技术基本

知识，较好的完成相关的模拟电子系统的分析和具体参数计算，作业优良率达 70%——85%。

中（70~79）：按时交作业；回答问题和完成作业的思路清晰，能根据模拟电子技术基本

知识，基本完成相关的模拟电子系统的分析和具体参数计算，作业优良率达 50%——70%。

及格（60~69）：按时交作业；按时上课，独立完成作业，回答问题和完成作业的思路不

清晰。

不及格（<60）：不能按时上课，1/3课程未到者，不能按时交作业，作业 1/3未交着；

有严重抄袭现象。不能根据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知识，设计相关的实验系统。

2、课堂测试评分标准

优（90~100）：课堂测试全部参加，很好掌握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应用技能。

良（80~89）：课堂测试全部参加，较好掌握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应用技能。

中（70~79）：课堂测试全部参加，基本掌握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应用技能。

及格（60~69）：课堂测试全部参加，较差掌握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应用技能。

不及格（<60）：课堂测试未全部参加，或者课堂测试平均成绩 60分以下。

（二）考试评分标准

重点考察学生能够掌握常用半导体器件的特性、主要参数、并能合理选择和正确使用；

掌握共射、共基和共集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基本运算放大电路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

和性能；掌握负反馈的基本类型及对放大器性能的影响；掌握放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法，能确

定静态工作点并能对放大电路进行动态分析；掌握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求解放大倍数、输

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掌握瞬时极性法，能判断反馈的极性、反馈类型，能在深负反馈的条件

下估算电路的放大倍数；掌握基本的电子测试技能。

六、教材与参考资料

1. 教材：《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杨素行主编 2006.5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参考书：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童诗白编 2006.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五版）康华光编 2006.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杨栓科编 20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杨素行主编 200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高吉祥编 2004.4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七、达成课程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为了达成课程目标，采用的教学环节有课堂教学、课后作业题、课堂测试和课后思考题。

总体要达到使学生完整掌握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应用技能。

1.课堂教学：课堂讲授以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规律为主，以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内容归纳、应用案例分析为主要手段，注重理论知识的分析和知识框架的建立，使学

生具备完成光电信息系统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

2.课后作业：精讲多练，课后适量布置一些典型思考题和习题，巩固学生加对基本原理

和知识的掌握程度。并通过课后答疑和习题课，对典型习题进行精讲，主要以分析解题思路

入手，引导学生思考各个知识点的灵活运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3.多环节训练、督促检查、课堂测试、课外答疑等多种方式巩固学习成果：

（1）课后作业：根据教学内容，布置课后作业，每个知识点均有相关习题训练，注重



单项知识和综合性习题的布置，根据学生作业情况，安排习题课内容。

（2）随堂测试：课堂测试根据教学内容，安排 2次课堂测试，测试内容体现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主要结论、基本应用等内容。

（3）课后讨论：适当布置与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知识相关的专业知识的拓展内容，让学

生课外查询资料解答，组织学生小范围讨论。

（4）期末考试：内容涵盖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原理分析应用，题型包括填空

题、选择题、简答题和计算题。

八、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该环节的权重的分值样本中相应环节所设计

该环节的权重平均值学生在相应环节得分的
课程达成值

课程目标

达成目标值分配

课后作业 课堂测试 期末考试

1 0.3 0.7
2 0.2 0.2 0.6
3 0.4 0.6
4 0.1 0.3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