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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学分：4学分；教学学时：64 学时

先修课程：《电路基础》；后继课程：《单片机应用技术》、《电子产品设计

与制作》、《ARM 技术及应用》等。

《电子技术基础》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课程

围绕培养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职业岗位群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重点突出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工作任务的实施，使

学生掌握常用电子器件使用，理解典型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特性，了解电子电路

的分析方法、设计过程，掌握电子电路设计、制作、调试环节的基本技能，使学

生能胜任在电子产品制造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产品的调试、维修以及技术支持等工

作，成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较强的专业技术和团队协作、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主要为培养胜任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管理等工作，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素养、较强的专业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创新意识的

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本课程以典型电子产品为载体。以典型电子产品单元电路的分析、制作、调

试为手段，通过工作任务的实施，培养学生掌握典型数模电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掌握电路设计、制作、调试的基本技能，具备电子电路的应用能力。能熟练使用

仪器仪表调试电路的功能、检查与排除电路故障，会分析和设计简单的电子产品。

本课程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情境的设置和项目的练习激发学生学习电子技术

的兴趣，树立学生的岗位意识，培养学生注意观察、勤于动手的学习习惯和服从

管理、团结合作的职业态度，使学生成为适应职业岗位需求的技能人才。

三、课程内容

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依据电子行业企业的生产流程，从核心

岗位的职业核心能力入手，围绕电子产品研发、设计、制作岗位群能力要求，深

入分析相关岗位工作任务，细化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素质，依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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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复杂程度、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优化设计了 5个学习项目。将相关知识点、

技能点、应用进行解构，基于工作过程和能力形成规律，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的原则重构学习内容，以典型的电子产品设计制作为项目载体，设计了 20 个

教学任务，充分体现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的衔接性。

能力训练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学时

1.直流稳压电源的分

析与制作（12 学时）

1.二极管的认识与检测 2

2.单相整流滤波电路的分析与测试 2

3.稳压电路的分析与测试 4

4.直流稳压电源的装配与调试 4

2.简易助听器的分析

与制作（16 学时）

1.晶体管的认识与检测 2

2.共射放大电路特性的分析与测试 4

3.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分析与测试 4

4.功率放大电路的分析与测试 2

5.简易助听器的装配与调试 4

3.红外线报警器的分

析与制作（10 学时）

1.差分放大电路的分析与测试 2

2.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认识与检测 2

3.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分析与测试 2

4.红外线报警器的装配与调试 4

4.简易电梯呼叫系统

的分析与制作（14 学

时）

1.逻辑门电路的认识与检测 2

2.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2

3.加法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4.编码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5.译码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6.简易电梯呼叫系统的装配与调试 4

5.数字钟电路的分析

与制作（12 学时）

1.触发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2.寄存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3.计数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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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55 定时器的分析与功能测试 2

5.数字钟电路的装配与调试 4

四、考核方式

采用过程考评（任务考评）与期末考评（应知和应会考评）相结合的方式，

过程性考核重在体现学生的职业能力的发展，占期末考核总成绩的 50%；强调过

程考评的重要性（每学期不少于 3次）：平日表现占 10%，素质考评占 10%；实

操考评占 30%。期末考试占 50%（采取闭卷考试模式和应会操作考评模式）。

过程考核是对学生在每个学习单元学习过程中参加课堂学习、实践训练、小

组协作学习、任务完成情况等所反映出的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的

考核，具体考核内容包括素质考核、任务书考核等。

期末考核是在学期末对学生进行课程综合知识和能力的考核，以笔试和实操

两种形式实施考核。

五、教材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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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选用课程组自编数字教材《电子技术基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主编：侯立芬、张娟），以实用的电子产品为载体，通过典型、可操作的项目以

及大量的电路实验的形式，将理论知识、项目制作与调试检测有机结合起来，使

知识内容更贴近岗位技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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