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Integrated Course Desig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主撰：冯晓华 审核：任安虎 批准：赵黎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编码
2058

课程

名称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

学分 1 周数 1

设计

类型
课程设计 项目设计□

先修

课程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开课学期 4

适用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劳动教育依

托课程
是  否 

课程负

责人
张海宁

开课

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 课程简介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和《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

程理论教学后对学生电子技术应用能力进行培养的综合性实践训练环节。课程通

过对电子产品或系统的设计方案选择、电路设计计算、实际安装调试、资料整理、

撰写设计报告等环节，培养学生对电子产品或系统的结构及功能的抽象分析能力；

电子电路的设计能力；电子技术工程实践能力；具备查阅资料、综合运用理论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际安装调试培养学生具有工程设计的一般组织、

实践操作、团队合作、创新意识能力、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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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掌握电子技术知识，具备一般电子电路分析和设计的基

本方法。根据设计任务和指标，确定电路方案，设计电路原理图和接线图；具备

熟练使用电子仪器的能力，并能够使用其辅助分析电路中的问题；具备电子电路

的安装、布线、调试和排障等基本技能；具备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具备查阅电子信息领域资料的能力，通过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



计的训练，了解基本元器件特性、电子信息技术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了解

行业发展动态，熟悉技术发展方向；遵守实验室各项规定，能够在电子电路设计

与实践过程中，逐步树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课程目标 3： 根据设计任务和指标，通过小组团队合作完成整个项目，每

个学生承担一定任务和责任，通过团体合作设计计算选择元器件参数，确定电路

方案，设计电路原理图和接线图；

课程目标 4： 具备自学能力，通过课程设计锻炼学生学习能力，综合运用

专业电子技术知识，通过查阅相关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法律法规、

职业道德和规范等资料，撰写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总结报告，具备技术报告撰

写技能，为后期撰写毕业论文打基础；自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相关法规规范。

（二）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课程目标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的查阅、

研究，对电子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

以获得有效结论。
2-4

能够运用电子信息工程领域

的基本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

借助文献研究，分析不同视角

下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影响因

素，获得有效结论。

1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

合理分析，评价电子信息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

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

了解电子信息工程相关领域

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

政策、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

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2

9.个人和团队:具有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能够在

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

负责人的角色。 9-1

能够理解和担任多学科背景

下的团队中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与其他成员

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3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能够跟踪电子信息及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有不

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2-1
具有自主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

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4

四、课程内容及安排

序 设计内容 教学目标（观测点） 对应的 □学时 教学方法



号 课程目标 天数 课内 课外

1
学生选题

理解题目

学生能够理解题目

明确设计任务

和技术要求

1、2 0.5 讲授

查阅

资料

调研

2 理论设计

学生能够具备团队协作

能力，能够完成理论设

计方案，完成绘制电路

原理图和接线图

1、3 0.5
辅助

指导

画图

3 审核设计方案

学生设计的方案和绘制

的原理图能够满足设计

任务要求

1 1

教师审

核设计

方案辅

导

修改

设计

方案

4 电路安装调试

学生能够安装调试电路

具备排除故障的能力

能够分析电路、

解决电路中出现的问题

具备团队协作能力

1、2、3 2
辅助

指导

查阅

资料

总结

经验

5 验收答辩

学生能够熟练演示电路

能够用语言准确地分析

电路，正确回答问题

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

1、2 0.5
验收

答辩

查阅

资料

交流

经验

6 撰写设计报告

学生能够独立撰写课程

设计报告，报告符合规

范要求

4 0.5 讲授

查阅

资料

撰写

报告



五、评价方式与标准

（一）评价方式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

环节 环节权重

1 课程目标 1

方案设计 0.2
绘制原理图连线图及修改过程 0.2

安装调试电路 0.4
团队协作 0.1

答辩 0.1
2 课程目标 2 理论设计 0.4

安装调试电路 0.6

3 课程目标 3 理论设计 0.6
团队协作 0.4

4 课程目标 4 撰写报告 1

（二）成绩构成
成绩构成 评价方式 所占分值(百分

制)
对应课程目标

过程性考核（80%）

方案设计 10 1、2、3

绘制原理图连线图及

修改过程
10 1

安装调试电路 30 1、2

团队协作 10 1、3

答辩 20 1

终结性考核（20%）
图纸 10 1

撰写报告 10 4

（三）评价标准

1 课程目标评价标准

课程

目标

评价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课 程

目标 1

完成设计任

务、符合主要

技术指标；选

定方案的论证

完成设计任

务、符合主要

技术指标；选

定方案的论

完成设计任

务、符合主要

技术指标；选

定方案的论

完成设计任务、

符合主要技术指

标；选定方案的

论证及整体电路

选定方案的

论证及整体

电路的工作

原理框图；



及整体电路的

工作原理框

图；电路总原

理图及接线图

完整可行；实

际电路性能指

标测试结果正

确；安装调试

过程中故障现

象，原因分析

合理，排除方

法得当；对设

计成果作出正

确评价，提出

改进意见。能

够非常熟练使

用电子仪器，

具有较强的电

路调试能力，

分析问题非常

到位，解决思

路非常清晰。

证及整体电

路的工作原

理框图；电路

总原理图及

接线图基本

完整可行；实

际电路性能

指标测试结

果正确；安装

调试过程中

故障现象，原

因分析合理，

排除方法得

当；对设计成

果作出正确

评价。能够熟

练使用电子

仪器，具有较

强的电路调

试能力，分析

问题到位，解

决思路清晰。

证及整体电

路的工作原

理框图；电路

总原理图及

接线图部分

完整可行；实

际电路性能

指标测试结

果较正确；安

装调试过程

中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较

合理，排除方

法较得当。能

够使用电子

仪器，具有一

定的电路调

试能力，分析

问题较到位，

解决思路较

清晰。

的工作原理框

图；电路总原理

图及接线图部分

完整可行；实际

电路性能指标测

试结果较正确；

安装调试过程中

故障现象，原因

分析较合理，排

除方法不当。能

够使用电子仪

器，电路调试能

力一般，分析问

题不清，解决思

路混乱。

电路总原理

图及接线图

不可行；实

际电路性能

指标测试结

果错误，没

有排障和分

析电路的能

力。不会使

用电子仪

器，不会电

路调试。

课 程

目标 2 非常熟悉基本

元器件特性、

电子技术发展

方向；严格遵

守实验室各项

规定，工作态

度端正，严格

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

责任心强。

熟悉基本元

器件特性、电

子技术发展

方向；遵守实

验室各项规

定，工作态度

端正，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责任

心强。

熟悉基本元

器件特性、电

子技术发展

方向；遵守实

验室部分规

定，工作态度

较端正，基本

遵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

范，责任心较

强。

基本元器件特

性、电子技术发

展方向有一定了

解；遵守实验室

部分规定，工作

态度一般，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

规范性一般，责

任心一般。

不了解基本

元器件特

性、电子技

术发展方

向；不遵守

实验室各项

规定，工作

态度不端

正，不遵守

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

没有责任

心。

课 程

目标 3

完成设计任

务、符合主要

技术指标；选

定方案的论证

及整体电路的

工作原理框

图；电路总原

理图及接线图

完成设计任

务、符合主要

技术指标；选

定方案的论

证及整体电

路的工作原

理框图；电路

总原理图及

完成设计任

务、符合主要

技术指标；选

定方案的论

证及整体电

路的工作原

理框图；电路

总原理图及

完成设计任务、

符合主要技术指

标；选定方案的

论证及整体电路

的工作原理框

图；电路总原理

图及接线图部分

完整可行；参与

选定方案的

论证及整体

电路的工作

原理框图；

电路总原理

图及接线图

不可行；不

参与团队工



完整可行；能

够主动承担团

队主要工作，

团队协作能力

强。

接线图基本

完整可行；团

队协作能力

较强。

接线图部分

完整可行；参

与团队部分

工作。

团队部分工作。 作。

课 程

目标 4

具备很强的自

学能力，完全

遵守规范，具

有很强的责任

心，撰写电子

技术综合课程

设计总结报告

符合规范要

求。

具备较强的

自学能力，遵

守规范，有一

定的责任心，

撰写电子技

术综合课程

设计总结报

告符合规范

要求。

具备一定的

自学能力，遵

守部分规范，

具有一定的

责任心，撰写

电子技术综

合课程设计

总结报告符

合规范要求。

自学能力一般，

遵守部分规范，

责任心一般，撰

写电子技术综合

课程设计总结报

告基本符合规范

要求。

没有自学能

力，不遵守

规范，无责

任心，撰写

电子技术综

合课程设计

总结报告不

符合规范要

求。

2 考核环节评价标准

考核环节

评价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方案设计

方案完整可

行，很好地

满足设计任

务，符合技

术要求

方案基本完

整可行，较

好地满足设

计任务，符

合技术要求

方案部分完

整可行，能够

满足设计任

务，符合技术

要求

方案部分可

行，能满足

部分设计任

务，符合部

分技术要求

方案不可行，

不满足设计任

务，不符合技

术要求

安 装 调 试

电路

能够非常熟

练使用电子

仪器，具有

较强的电路

调试能力，

分析问题非

常到位，解

决思路非常

清晰。安装

调试过程中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合

理，排除方

法得当；

能够熟练使

用电子仪

器，具有较

强的电路调

试能力，分

析问题到

位，解决思

路清晰。安

装调试过程

中故障现

象，原因分

析合理，排

除方法得

当；

能够使用电

子仪器，具有

一定的电路

调试能力，分

析问题较到

位，解决思路

较清晰。安装

调试过程中

故障现象，原

因分析较合

理，排除方法

较得当。

能够使用电

子仪器，电

路调试能力

一般，分析

问题不清，

解决思路混

乱。安装调

试过程中故

障现象，原

因分析较合

理，排除方

法不当。

没有排障和分

析电路的能

力。不会使用

电子仪器，不

会电路调试。

团队协作
负责小组分

工且具有良

好合作精

神、小组有

较好的工作

负责小组分

工且具有良

好合作精

神；或能在

课程小组中

负责小组分

工且具有合

作精神；或能

在课程小组

中与其他团

有团队意

识，能在课

程小组中与

其他团队成

员进行基本

无团队意识，

在课程小组中

与其他团队成

员无法形成合

作



效率；或能

在课程小组

中积极参

与，与其他

团队成员密

切合作。

积极参与，

与其他团队

成员有效协

作。

队成员共享

信息、进行协

作。

协作。

答辩 能够用语言

准确地分析

电路，正确

回答问题

能够准确完

整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

对设计成果

作出正确评

价，提出改

进意见。

能够用语言

准确地分析

电路，正确

回答问题

能够准确完

整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

能够用语言

较准确地分

析电路，回答

问题基本

能够较准确

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

能够用语言

部分准确地

分析电路，

正确回答部

分问题，

能够基本表

达自己的观

点

不能够用语言

准确地分析电

路，回答问题

不正确，

不能够准确完

整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

图纸 原理图和连

线图一一对

应，结构完

整，表达清

晰正确。图

面整洁。能

够按国家标

准绘图并填

写标题栏和

明细栏。

原理图和连

线图一一对

应，结构较

完整，表达

较清晰正

确。图面较

整洁。能够

按国家标准

绘图并填写

标题栏和明

细栏。

原理图和连

线图基本一

一对应，结构

基本完整，表

达较清晰正

确。图面较整

洁。基本能够

按国家标准

绘图并填写

标题栏和明

细栏。

原理图和连

线图部分对

应，结构欠

完整，表达

欠清晰。图

面较整洁。

基本能够按

国家标准绘

图并填写标

题栏和明细

栏。

原理图和连线

图不一一对

应，结构不完

整，表达不清

晰正确。图面

不整洁。不能

够按国家标准

绘图并填写标

题栏和明细

栏。

报告
报告结构完

整，语句通

顺，字迹清

晰，在设计

总结内容中

对设计成果

作出正确评

价，提出改

进意见。报

告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报告结构完

整，语句较

通顺，字迹

较清晰，在

设计总结内

容中对设计

成果作出正

确评价，报

告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报告结构基

本完整，语句

较通顺，字迹

较清晰，在设

计总结内容

中对设计成

果部分作出

正确评价，报

告格式基本

符合规范要

求。

报告结构基

本完整，语

句较通顺，

字迹较清

晰，报告格

式基本符合

规范要求。

报告结构不完

整，语句不通

顺，字迹潦草，

报告格式不符

合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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