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课程名称：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课程编号：102019 

授课语言： 中文                          学    分：3 

课内学时： 51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  考试/考查：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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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和基本要求 

1、课程定位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电气信息类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是主要的技术基础课，也是部分非

电类专业本科生在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技术基础课，它是专业课程体系中大学物理、电

路理论等课的后续课程，又是数字电子技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等后续专业课的基础，具有

工程性和实践性。 

本课程通过对常用电子器件、模拟电路及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模拟

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更好地熟悉并掌握模拟电子技术的理论

体系、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了解模拟电子系统的组成，对模拟电子系统的设计原则、其工

程性及实践性建立初步的认识，为深入学习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 

 

2、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半导体器件的特性和实际应用，了解基本放大电路的基本

概念和组成原则，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建立模型，对各种接法的

单管放大电路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能进行比较。 

课程教学目标 2：掌握多级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的基本组成和分

析方法，能对集成运放中的各级电路进行识别和分析，从而建立集成运放的低频等效模型，

并将其运用于集成运放的选择、使用等相关工程问题。 

课程教学目标 3：学会全面分析模拟电子电路中的各种问题，比如放大电路的频率特

性，反馈对放大电路的影响，能够运用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正确分析波特图、判断反馈类型

和稳定性等相关工程问题。 

课程教学目标 4：掌握运算电路、正弦波振荡电路、电压比较器的电路组成和工作原

理，能将可行的技术方案部署到模拟电子系统中，能够运用集成运放的模型对电子系统中的

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和计算，从而实现模拟信号的产生、转换、加工处理。 

课程教学目标 5：了解直流电源的组成，掌握单相整流电路、电容滤波电路、稳压电

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作为模拟电子系统的供电电源，能够采用可行的技术方案对直流

电源的各部分进行分析，并能正确应用和选择三端稳压器。 

 



 

3、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内容 

1 指标点 1.2  

掌握电子与通信、电磁场与电磁波、物理电子学的基

础知识，具有应用相关知识分析电子电路、通信系统、

电磁场与电磁波、器件物理等工程问题的能力 

2 指标点 1.6 

从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知识的角度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

尝试改进 

 

4、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2 课程教学目标 3 课程教学目标 4 课程教学目标 5 

指标点 1.2 √ √  √ √ 

指标点 1.6  √ √   

 

二、课程“立德树人”内涵 

目前我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制造强国，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极

大的挑战和机遇。集成电路是制造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安全的基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起

步晚，存在诸如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失仍然大量依赖进

口，与国际先进水平有显着差异。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中将集成电路放在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首位。本课程作为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技术基础课在培养集成电路

产业人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当今高校不可推

卸的历史使命。首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育人始终，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体系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荣辱观。其次注重自主化教育，让学生自我觉醒、自我完善，注重学生的主体性。本

课程中有部分内容需要同学自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激活学生内在动力。 

探讨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的思政建设的具体措施，分别是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的教学原则，在课堂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以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将思政教育适当嵌入课堂教学。 

三、课程内容、教学要求、学时分配和教学手段 

本课程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的特性，基本放大电路的特性及分析方法，以及多级放

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和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生

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和直流电源。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电路的分析方法，能够

分析电子系统中信号的放大、运算、处理、转换等各部分环节。 

教学手段采用课堂教学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课堂教学主要讲解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概

念、基本电路以及基本分析方法，课内 51 学时；学生自学相关背景知识，课外 23 学时。课

堂教学尽量引入互动环节，增加课堂提问、习题课与讨论课，使学生能更好地融入课堂教学，

提高教学效果，同时通过课堂提问、阶段性测试来督促学生进行课外学习，以培养学生自主

https://www.baidu.com/s?wd=%E5%8A%A0%E5%BF%AB%E8%BD%AC%E5%8F%98%E7%BB%8F%E6%B5%8E%E5%8F%91%E5%B1%95%E6%96%B9%E5%BC%8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AD%E5%9B%BD%E5%88%B6%E9%80%A0202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4%B8%80%E4%BB%A3%E4%BF%A1%E6%81%AF%E6%8A%80%E6%9C%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4%B8%80%E4%BB%A3%E4%BF%A1%E6%81%AF%E6%8A%80%E6%9C%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学习的意识、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抓住要点的能力、熟练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以及收集和提炼

信息的能力等。 

 

教学时段 
主要知识点及教学要求

（了解/熟悉/掌握） 

实验、上机或实训内容

（课内/课外） 
学时（课内/课外） 教学手段 

第一章 

常用半导

体器件 

1.熟悉半导体基础知识 

2.掌握半导体器件的原

理、主要参数、特性曲

线 

3.了解半导体器件的应

用 

 

 

课内 8 

课外 2 

 

 

多媒体 

第二章 

基本放大

电路 

1.了解放大的概念和性

能指标的具体定义 

2.掌握放大电路设置静

态工作点的必要性及

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和组成原则 

3.了解直流通路与交流

通路的概念，掌握如何

利用图解法和等效电

路法分析共射放大电

路 

4.熟悉典型的静态工作

点稳定电路 

5.掌握基本共集、共基放

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6.熟悉场效应管的交流

等效电路，掌握场效应

管的基本共源、共漏放

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7.了解复合管的基本概

念 

 
课内 12 

课外 2 

 

 

 

 

 

 

 

 

多媒体 

习题课 

阶段性测试 

第三章 

集成运算

放大电路 

1.熟悉多级放大电路的

四种耦合方式、特点 

2.掌握多级放大电路的

动态分析方法 

3.熟悉集成运放的电路

结构特点、组成，能够

初步分析集成运放各

部分的作用 

4.掌握集成运放的电压

传输特性 

5.了解直接耦合放大电

路的零点漂移现象，掌

握差分放大电路的组

成及其静态分析、动态

分析 

6.掌握基本电流源电路

及其作为有源负载的

作用 

 

 
课内 10 

课外 2 

多媒体 

习题课 

期中测试 



 

7. 掌握直接耦合互补输

出级的基本电路及工

作原理 

8. 熟悉集成运放的性能

指标 

  

 

第四章 

放大电路

的频率响

应 

1.了解高通、低通电路的

频率响应 

2.熟悉波特图的画法 

3.了解晶体管的高频等

效模型及其主要参数

的计算方法 

4.了解晶体管电流放大

倍数的频率响应 

5.掌握单管共射放大电

路的频率响应分析方

法 

6.掌握多级放大电路的

频率特性，能够估算

上、下限截频 

 

 
课内 4 

课外 6 

 

 

 

 

 

多媒体 

习题课 

第五章 

放大电路

中的反馈 

1.了解反馈的概念 

2.掌握反馈的判断方法 

3.掌握交流负反馈放大

电路的四种组态的电

路组成、方框图、表达

式及判断方法 

4.熟悉深度负反馈的实

质 

5.能够分析负反馈对放

大电路性能的影响，掌

握根据性能要求引入

合适的交流负反馈的

方法 

6.能够分析负反馈放大   

电路自激振荡产生的

原因和条件，掌握负反

馈放大电路稳定性的

判断方法 

 
课内 7 

课外 2 

 

 

 

 

 

 

 

多媒体 

习题课 

 

第六章 

信号的运

算和处理 

1.熟悉理想运放线性工

作区的基本特点 

2.能够分析各类运算电

路组成特点 

3.掌握各类运算电路的

运算关系的分析方法 

4.了解运算电路的设计

方法 

5.了解有源滤波电路的

组成、特点及分析方法 

 

 

 

 

 
课内 3 

课外 4 

 

 

 

多媒体 

习题课 

阶段性测试 



第七章 

波形的发

生和信号

的转换 

1. 熟悉产生正弦波振荡

的条件及正弦波振荡

电路的组成、判断方法 

2. 掌握 RC正弦波振荡电

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和

振荡频率的计算 

3. 熟悉各种电压比较器

的组成特点、分析方

法，掌握电压传输特性

的绘制 

4.了解矩形波发生电路

的组成、工作原理 

 
课内 4 

课外 2 

 

 

 

 

多媒体 

习题课 

第八章 

功率放大

电路 

1.了解功率放大电路的

特点、各种功率放大电

路组成 

2. 熟悉 OCL电路的组成、

工作原理，掌握其输出

功率及效率的计算方

法 

3.能够正确选择 OCL 电

路中晶体管 

4．了解集成功率放大电

路的组成及应用 

 
课内 2 

课外 2 

 

 

 

多媒体 

第九章 

直流电源 

1.了解直流电源的组成 

2.掌握整流电路的分析

方法 

3.掌握单相桥式整流电

路的组成、主要参数的

计算方法方法 

4.掌握电容滤波电路的

组成、工作原理及输出

电压平均值的计算 

5.了解倍压整流电路的

工作原理 

6.掌握稳压管稳压电路

的工作原理及电路参

数的选择方法 

7.了解串联型稳压电路

的工作原理 

 
课内 2 

课外 2 

 

 

 

 

 

 

多媒体 

习题课 

第十章 

模拟电子

电路读图 

1.了解模拟电子电路读

图的思路和步骤 

2.复习本课程中涉及的

各种基本电路的分析

方法 

法 

 
课内 1 

课外 1 

 

 

多媒体 

 

课程思政元素与育人目标 

1、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原则，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在进行“二极管工作特性”教学示例。教师对二极管特性进行折线化近似分析，根据忽

略导通压降、导通电阻及反向电流，二极管的简化电路模型分为三种，理想二极管模型、恒

压源模型和线性模型。忽略条件越多，模型越简单；考虑条件越多，模型越接近二极管的伏

安特性曲线，分析的误差越小。这正如人生也面临选择，考虑条件越简单，越容易做出选择；

而尽可能地进行多方面的求证，那么所做决定的风险代价就越小，从而培养学生的辩证性思

维。 



在“负反馈改善放大电路的性能”教学示例中，先给学生五分钟的课堂讨论时间，讨论

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反馈，然后，总结归纳学生的讨论结果，引出模拟电路中的反馈。放大电

路中引入交流负反馈，降低了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这是放大电路付出的代价），但是与此

同时稳定了放大倍数、改善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扩展了放大器的通频带及减小

了放大器的失真。这也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即看待问题要全面，凡事有利亦有弊。 

 

2、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将思政教育适当嵌入课

堂教学中 

在单管放大电路的教学过程中，先给学生展示电路，再组织学生进行分析讨论。①该电

路能否实现？②如果不能，请指出原因。③这幅“电路”图对你是否有启迪？如此，课堂气

氛被调动起来，绝大多数学生都说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电路。而教师则恰当地引入了放大电

路的定义：放大电路实际上是一种线性受控能量转换装置，在输入信号的线性控制下，将电

路内的直流电源转换为输出信号能量。电路没有直流电源，这是该电路不能实现的一个原因。

通过后续课程的深入学习，学生还找出了该电路没有稳定静态工作点的能力、放大电路放大

的对象是变化量等问题。单管放大电路的教学示例也给学生以启发。 

自然界万物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直流电源为放大电路提供了能量，三极管才可以实现能

量的转换。使学生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如此一堂专业

课，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感悟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3、通过电源指示电路制作过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开放思维 

学生在学习本课内容之前已经学过了《电工技术》的相关知识，能够进行电路的分析，

能够使用电子仪表测量特征参数，在讲解本课时教师可以先创设一个生活中的情境引入主

题：“有一个手机充电器， 发光二极管、万用表，现在如何确定该充电器能否正常工作”？

通过这个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让学生感知模拟电子课程与生活息息相关，会服

务于生活、改善生活。 

 

4、将思政教育渗透到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感恩的心 

在学习电子技术的发展这一节时，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自主查阅资料，梳理电

子技术发展的流程，并认真分析、感悟该发展历程给你什么启示。 学生经过查阅资料和阅

读课本可以发现电子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元器件的发展上，这些原件由电子管逐渐

发展成半导体管，再到集成电路，从 1904 年的电子管问世，科学家经过四十几年的探索研

制出了晶体管，直到 1958 年 Jack Kilby 在实验室里实现了把电子器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

材料上的构想，集成电路研制成功。 不少学生的感悟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数伟人历经多

年的艰苦钻研的成果，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 而艰辛的过程，凝聚了很多热爱电子技术的

人才的汗水与智慧，大家相互促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他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继续深入

研究。 

 

四、考核、成绩评定方式及重修要求 

（概述，不超过 300 字）： 

本课程考核主要由考勤、作业、阶段性测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五个环节组成。课程期间不定期考

核同学的出勤情况，次数不少于 5 次，总评后计入总成绩（满分 10 分）；每次作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

内上交，按等级制评分，总评后计入总成绩（满分 12 分）；两次阶段性测试，按百分制评分，总评后计入

总成绩（满分 8 分）；期中考试，按百分制评分，总评后计入总成绩（满分 10 分）；期末考试按百分制评分，



总评后计入总成绩（满分 60 分）。 

  重新修读的学生考核：a 跟班重修的学生考核方式与班级里其他学生一致，跟班重修的学生申请免听的

其考核方式与免修不免考的学生相同；b 免修不免考的学生的考核由作业（满分 20 分）、期中考试（满分

20 分）和期末考试（满分 60分）三个环节组成。 

 

考核形式（考勤/过程考核

/考试等） 

考核方式(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平时成绩

等) 
比重（%） 

考勤 平时成绩 10 

过程考核 1 平时成绩 4 

过程考核 2 平时成绩 4 

作业 平时成绩 12 

考试 期中考试 10 

考试 期末考试 60 

 

 

五、毕业要求达成度计算方法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达成度计算方式 

指标点 1.2 
根据本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由课程目标 1、2、4、

5达成度计算值来支撑对毕业要求 1.2的达成度评价。 

指标点 1.6 
根据本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由课程目标 2、3的达

成度计算值来支撑对毕业要求 1.6的达成度评价。 

 

 

六、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社 版次 ISBN 教材性质 

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 

童诗白，

华成英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版 978-7-04-042505-5 

国家“十二五”规

划教材 

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 

杨拴科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978-7-04-030583-8 

国家“十二五”规

划教材 

电子技术

（模拟部

分） 

康华光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版 978-7-04-017789-3 

面向 21世纪课程教

材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A8%E6%8B%B4%E7%A7%91&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A8%E6%8B%B4%E7%A7%91&search-alias=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