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电学》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基础电学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任选课 

课程英文名称：Basic Electricity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24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支撑：电工电子技术 

授课时间：2-17 周 周二  1-3 节 授课地点：2-8 周实 305，9-17 周机 201 

授课对象：2020 智能制造工程 1、2 班 

开课学院：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林明灶 /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1.每次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 

2.每次习题课，采用集中讲解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     闭卷（）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电路分析基础》，俎云霄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1/1，第 3 版, ISBN 9787121381911 

 

教学参考资料： 

《电路分析基础》，王艳红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第 1 版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设计与应用教程》，李晓东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第 1 版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与设计教程》，姜玉亭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第 1 版 

课程简介： 

《基础电学》是基础电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本课程是后续一些专业课程诸如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的先修课程，为一门极重要的基础理论性课

程，它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电路学的基本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进行各种电路的分析方法的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与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与课程支撑矩阵”相一致；建议课程教学目标按章节来划分，每

个目标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 
了解基础电学知识,培养具有智能制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
工程技术人才. 

 

1-工程知识：能够运用数学、基础科
学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相关知识，对
智能制造工程问题具有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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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能制造工程复杂问题进行
识别与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以获得有效
结论。 

目标 2： 

理解基础电学知识分析设计和求解，掌握自我挑战能力与
终身学习, 培养学生具备智能制造工程领域独立思考与创
新开发能力.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运用电学
知识理论与技术，具有追求创新的意
识，对智能制造工程问题提出创新解
决方案。 

4-研究：能够熟悉电学知识基本科学研究方法，
为智能制造工程复杂问题提出有效研究手段并将
问题有效解决。 

目标 3： 

了解电学分析意义和实验的测定，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团
队合作精神，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 

9-个人和团队：具有积极正面谋事的
人格特质与良性团队互动的做事态
度，在智能制造工程复杂问题解决过
程中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让问题以
团队合作方式快速完成。。 

10-沟通：通过有效沟通管道，能够对智能制造工
程复杂问题提出具体思路与观点，使得问题得到同
事或外界人士关心，为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沟通环
境，加速解决问题时程。 

目标 4： 

了解电学分析项目创新力、培养学生具有创新力、团队
力、专业力、跨界力、服务力与英语运用能力。 

11-项目管理：学会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管理方法与技巧，能够合理分配资源
做好项目管理。 

12-终身学习：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与态度，结合
最新学习工具持续自我学习，以培养解决新型态
问题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授课教

师 

学时

数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

点） 

教学模式 

（线上/混合式

/线下 

教学方法 作业安排 
支撑课

程目标 

1 
电路组件、变量与
定律 

林明灶 

副教授 
3 

学习重点： 
1. 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 
2. 电路组件（电阻、电源）的特性； 
3. 基尔霍夫定律（KCL、KVL） 
 

学习难点：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教材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要
求学生每人阅读电
路组件、变量与定
律有关的文章 

目标一 

二 



1. 电流、电压的关联参考方向、非关联
参考方向； 
2. 基尔霍夫定律（KCL、KVL）的应用。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电路模型和电路
定律，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
道德。 

2 
直流电阻电路的等
效变换 

林明灶 

副教授 
3 

学习重点： 
1. 电路等效变换的条件及适用范围； 
2. 电阻的等效变换； 
3. 实际电源间的等效变换； 
4. 含受控源网络的等效电阻计算。 
  
学习难点： 
1. 实际电源间的等效变换应用； 
2. 含受控源网络的等效电阻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电阻电路分析，
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教材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要
求学生每人阅读直
流电阻电路的等效
变换有关的文章或
书籍 

目标一 

二 

3-4 
直流电阻电路的系
统分析法 

林明灶 

副教授 
6 

学习重点： 
1. 电路等效变换的条件及适用范围； 
2. 电阻的等效变换； 
3. 实际电源间的等效变换； 
4. 含受控源网络的等效电阻计算。 
  
学习难点： 
1. 实际电源间的等效变换应用； 
2. 含受控源网络的等效电阻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直流电阻电路的
系统分析，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职业道德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教材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要
求学生每人阅读直
流电阻电路的等效
变换有关的文章或
书籍 目标一 

二 

5-6 电路定理 
林明灶 

副教授 
6 

重点： 
1.各种定理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2.最大功率传输定理的应用 
难点：灵活应用多种定理分析电路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正电路定理与分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教材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要
求学生每人阅读电
路定理与分析有关
的文章或书籍 

目标一 

二 



析，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
德 

7 
直流电阻电路的综
合求解 

林明灶 

副教授 
3 

重点：掌握分析直流电阻电路方法 
难点：针对不同电路特点，选择相应的
分析方法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直流电阻电路的
综合求解分析，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职业道德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目标一 

二 

8 期中总结  3 期中课程总结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合计 24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授课教师 学时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项目类型（验证/综合

/设计）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9 仪器认识 
林明灶 

副教授 
3 

电源供应器、示波器、信号产生器、数字万用
表 

常用仪器使用、李萨如图形法测量相位差 

 

重点：掌握仪器认识 

难点：示波器值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要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
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实
验过程中主动思考理论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去
验证实验原理，使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 

综合 实验 目标三 

10 元器件认识 
林明灶 

副教授 
3 

电阻器、电感器、电容器、晶体二极管、晶体
三极管 

 
重点：掌握元器件认识 

综合 实验 目标三 



难点：电阻器值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元器件实验，要求学生
处理实验数据必须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科学
态度；要求学生实验过程中主动思考理论原
理，在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实验原理，使理论与
实践相辅相成。 

11 元器件使用 
林明灶 

副教授 
3 

基本元器件测量、二极管特性曲线 

重点：元器件使用 

难点：二极管特性曲线 

曲线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元器件使用实验，要求
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
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实验过程中主动思考理论
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实验原理，使理论
与实践相辅相成。 

综合 实验 目标三 

12 直流电路测量 
林明灶 

副教授 
3 

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定律 

重点：直流电路测量 

难点：叠加定律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直流电路测量实验，要
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坚持实事求实、严谨
的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实验过程中主动思考理
论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实验原理，使理
论与实践相辅相成。 

综合 实验 
目 标 三
四 

13 直流电路测量 
林明灶 

副教授 
3 

戴维南与诺顿定理、内阻测量、受控源 

重点：直流电路测量 

难点：内阻测量、受控源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直流电路测量实验，要
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坚持实事求实、严谨
的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实验过程中主动思考理
论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实验原理，使理
论与实践相辅相成。 

综合 实验 
目 标 三
四 

14 直流电阻电路综合求解 
林明灶 

副教授 
3 

重点：掌握分析直流电阻电路的各种方法 
难点：针对不同电路特点，选择相应的分析方
法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直流电阻电路的综合实
验，要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坚持实事求
实、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实验过程中主
动思考理论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实验原
理，使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 

15 动态电路测量 
林明灶 

副教授 
3 

一阶 RC 电路 

重点：动态电路测量 

难点：一阶 RC 电路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直动态电路实验，要求
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
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实验过程中主动思考理论
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实验原理，使理论
与实践相辅相成。 

综合 实验 
目 标 三
四 

16 期末总结 
林明灶 

副教授 
3 期末总结 综合 实验 

目 标 三
四 

合计 24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作业 实验 考试 文献检索  

目标一 1-3 5 10 10 0  

目标二 2-3 5 10 10 0  

目标三 4-1 5 10 5 5  

目标四 7-2 5 10 5 5  

总计 20 40 30 10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 次（或 6 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1 年 8 月 31 日 

系（部）审查意见：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