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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具有相对完整的体系，由于其涉及内容多、知识难度大、与后续课程关

联度大，一直以来都是众多电类专业学生觉得比较困难的专业基础课，因此，如何提高该课程教学质

量成为长期困扰授课教师的课题。本文通过梳理“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内容和知识点，利用课程中出

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对课程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从实际教学效果看，能帮助学生高效地达到课程学

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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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h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It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and 

difficult course for electrical students, which contains much content, difficult knowledge and high correlation 

with subsequent courses.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course has become a subject 

that puzzles teachers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fines the course content by combing the 

course content and knowledge points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using the keywords that appear 

most frequently in the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ual teaching effect, it can help students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urs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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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定位和特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迎来产业革命及经济结构

的整合，而且给信息化大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革新带来了新一轮

的挑战，其中，课程建设是革新发展的基础。电子技术是信息

时代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柱，模拟电子技术则应用于处理电信领

域内持续且变化的信号，其关键是放大信号。“模拟电子技术”

是电子信息、电气、自动化及计算机等专业在电子技术方面的

入门基础课，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

通用电子元件，模拟电路以及系统软件分析和设计方案的学习

和培训，学生可以获得模拟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掌握基本要素、基本电源电路、基本方法和基本测试等专业技

能，从而使学生具有再次学习和接受电子技术的新发展前景的

能力，并且可以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模拟电路行业。 

这门课程兼具工程性、实践性的特点，利用学习者对电子

元件、电路、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学习，获取该技术内容的基本

理论知识及技能，为后续深入学习电子技术及其应用实际奠定

坚实的基础。该课程属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及其相关专业中

尤其重要的基础专业技术课程，其内容要求学生理解、掌握模

拟电子系统，并要求学生利用集成电路芯片实现所需功能，是

学习高频电子信息技术及数字逻辑的先修课程。该课程具备以

下四个特点。一是定性研究，需分析电路系统的可行性。二是

定性分析，在综合基本参数性能的条件下，对于具体电路系统

允许适当范围的误差。三是有效的类似分析，掌握基本矛盾及

差异的重要内容。四是电子电路属于电源电路，不同的标准导

致其结构有可能发生变化。该课程内容对于学生而言起点较低，

无需很多的专业技术，但要求较强的实践能力，内容丰富，较

难记忆。学习伊始，因为基本理论定义、原理方法及其模拟电

路的计算等知识较为抽象，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吃力，普遍认为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难度较大，实际学习效果也往往不太理想。

所以，教师授课时应根据模拟电路的特点，因材施教，提高教

学质量。 

2 选择关键词学好“模拟电子技术”课程 

一旦知识的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应该对知识本身进

行“瘦身”。即要通过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分辨能力，对前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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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知识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理清脉络、提纲挈领，只

要抓住 核心的、 本质的东西，化繁为简，建立起知识体系

框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就完成了把书由厚变薄的过程。 

一般来说，书本里的知识都是通过很多人、很长时间总结

整理出来的经典内容，相对比较浅显。课程学习过程中，一般

都是通过大量的各种练习、实验、测试、考试，将需要学习的

知识点一一扩展开来，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掌握

了若干知识点，这时如果把若干相关的知识点结合起来，就形

成了“一题多考点”的经典题型。以“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学

习为例，课堂上教师讲授理论，学生听讲、实验以及课后做习

题的过程，可以认为是“把书读厚”的过程，初学一个知识点

时，都是如此反复同样的学习方式。 

从教师的角度看，上面提到的“一题多考点”经典题型则

有可以看作是“把书读薄”的具体表现。教师通过自己教学经

验的总结，能够将相关知识点进行融合，形成包含多个知识点

的综合题，并通过这样的题型检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学生则通过大量类似的练习，可以熟悉和掌握越来越多的

题型，也就能更加地牢固掌握相关的知识点。到达这个阶段之

后，就可以再拿出教科书，翻开书本的目录，然后对照着目录，

回想教科书每一章节主要讲了什么内容，老师是如何讲解这些

内容的，平时的作业、测试中有哪些经典的题型和考点，同时

也可以检查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是哪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

行查缺补漏。 

从笔者和周围同事学习模拟电子技术的经历看，“模拟电子

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遇到的第一门，也基本上是

难的专业基础课。在此之前大家学习的课程和知识基本以定量

内容为主：首先介绍现象，然后通过总结或者证明得到定理和

公式， 后再反复的训练利用定理证明某些问题或者利用公式

求解某些问题。而“模拟电子技术”概念非常多，电路非常多

而且复杂，特别是首先遇到二极管，它的导电原理和中学物理

中的导体导电的机理和特性完全不同，导体具有非常多的自由

电子，在存在电势差的情况出现定向移动从而形成电流。而P

型和N型半导体则是随着掺入杂质类型的不同形成多子和少子，

在PN两端加正向电压，也就是P型半导体一侧接电源正极，N型

半导体一侧结电源负极的情况下，由于电荷同性相斥，异性相

吸，这样P型半导体一侧的多子（空穴）和N型半导体一侧的多

子（电子）分别向PN结的方向移动，在PN结交界面附近进行复

合，使得PN结宽度变小，从而形成较大的电流；当电源反接，

也就是P型半导体一侧接电源负极，N型半导体一侧结电源正极

的情况下，则P型半导体一侧的多子（空穴）和N型半导体一侧

的多子（电子）分别向PN结的反方向移动，PN结的宽度变大，

这样即便给PN两端有了电势差，也不会产生较大的电流。紧接

着的三极管，首次出现了三端器件，虽然可以把它看到是两个

PN结背对背，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利用PN结的单向导电性来分析

由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特别是在定量分析的时候出现了低

频等效电路模型、估算法、图解法等非解析的电路分析方法。 

经过多年讲授“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不断总结，并与相

关专家探讨，笔者认为可以选择“放大”作为模拟电子技术课

程的关键词，找到了这个关键词，就相当于有了串绳，具体的

知识点学习的过程就如同将珍珠穿孔， 后一个个被穿了孔的

珍珠串成了一串精美的手环，也就是实现了华罗庚三步读书法

的第一步，即将书“读薄”了。而在教学过程中，有了这个关

键词，在学生开始课程学习的时候，授课教师可以先跳出具体

知识的讲授，引入“放大”这个关键词，让学生对课程有一个

整体印象。 

例如，笔者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不是从

导体、绝缘体、半导体的概念开始，按部就班的介绍半导体的

结构、导电原理等，而是首先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话筒功放

音箱为例，结合物理课程中透镜放大的原理，杠杆放大原理，

引导学生思考这几者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课堂讨论，

并适当的引导，学生很快就能知道这几个放大相同点是在都能

在保持被放大对象的基本特征情况下，将原物形状或大小按一

定比例放大了。不同点则是透镜放大得到是虚像，并不是实际

光线会聚成的，而是利用人眼对光线直线传播的错觉，由实际

光线的反射光线或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而成的，这种放

大并没有能量上的改变；而功放则是将话筒转化成微弱电信号

进行功率的放大，从而归纳总结出模拟电子技术中放大的概念

和特点。 

然后进行思维拓展，物理中曾经学习过能量是守恒的，那

么小信号被放大，多余的能量是从哪里来呢？如何才能既保证

小信号变大，又保证放大后的信号仍能保持原始小信号所携带

的信息，即不能出现失真？继而介绍放大电路，但不要介绍放

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只要介绍其中在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的三极

管，让学生知道三极管在放大电路中的作用。这样自然引入三

极管的特点，而要想了解三极管为什么能够构成放大电路，则

又需要了解三极管的结构，三极管可以看作两个PN结，接下来

也就要介绍PN结的形成、特点。再往下就要探求P型和N型半导

体材料，再往下什么是半导体、纯净半导体，为什么必须要掺

杂，掺入不同杂质为什么能形成P型、N型半导体，如此就可以

开始进入模拟电子技术新知识的讲授。 

这是往前，那么讲授完半导体、PN结、三极管的结构、工

作原理、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及特性曲线等内容之后，就可

以开始讲解如何利用三极管构成分立元件放大电路，以及三级

管在电路中的连接形式不同产生了三种基本形态的放大电路，

构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条件、电路组成。紧接着如何判断

电路能否放大交流信号，如何判断放大电路的形态，如何获得

直流通路、交流通路。有了这些定性的分析之后，接下来就要

进行定量分析，利用图解法和估算法获得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计算电路的放大倍数，再通过实验获得直观体验。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学生可以了解到分立元件构成的放

大电路放大倍数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要想获得1010甚至更高的

放大倍数该怎么办呢？自然就出现了多级放大电路，那么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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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电路总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多级放大电路前后级如何传

递信号，也就可以引出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每一种耦合

方式各具有什么优缺点，如何选择合适的耦合方式。 

接下来再引导学生观察现在的电子设备，是否是采用这种

分立元件构成的呢？通过实验，学生肯定会发现如果都是分立

元件，那么现在的电子设备体积肯定非常大，那么怎么才能在

小的体积内实现这么复杂功能呢？就可以引出集成电路和运

放，自然就要介绍运放的理想模型，运放的“虚短”和“虚断”

等等内容。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大，特别是开环放大倍数可以

认为无穷大，那么理论上输入端极小的信号到输出端会变为无

穷大，这样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为了保证运放能够正常工

作，就必须在运放电路中引入反馈。反馈的作用、分类、类型

判别，特别反馈电路中有三极管的时候如何利用瞬时极性法判

断反馈类型，有了运放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放大电路了呢？利用

运放可以构成各种运算电路，怎么分析各种电路的运算特性。 

通过前面放大概念的学习，学生知道必须有直流电源，一

方面提供合适的直流偏置，另一方面还要为放大电路提供能量，

所以，还需要学习直流稳压电源的相关知识，了解直流稳压电

源的原理、结构以及电路组成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是电压相

对较高的交流电，如何将高压的交流电转变为放大电路所需的

电压较低的直流电？首先要降压，这就需要用到电路分析基础

中学习过的交流电和变压器相关知识。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则

需要用到PN结的单向导电性，首先是将双向交流变为单向脉动，

这样就出现了利用二极管形成的半桥、全桥、四分之一桥等各

种整流电路，就要分别介绍各种整流电路的结构、原理、输出

电压、效率等内容。脉动交流电仍然不能直接提供放大电路提

供所需，但通过傅里叶变换，信号可以转换无穷多个正余弦信

号求和，这样只要利用滤波器将高频部分滤掉，只保留其中的

直流成分即可将脉动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滤波器又有有源和

无源两类，或者分为高通、低通、带通、带阻四类，各种不同

结构滤波器功能、效率、应用场合又是不同的，这样就又需要

进一步的学习相关内容。滤波之后的直流电还会出现不稳定的

情况，需要进行稳压，而稳压电路则可以利用 前面学习的稳

压二极管。如此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直流稳压电源，至此，

放大电路的各部分就齐全了，而从知识学习的角度看，所有的

知识点都串了起来，实现了将书再一次“读厚”。 

3 结语 

从多轮次、多班次的实际效果看，通过合理地选择，整个

模拟电子技术的内容被放大这个关键词串了起来，学生在学习

课程之前会产生兴趣，而课程学习完成之后又可以利用这个关

键词进行复习，也就是完成了先将书读薄，然后通过具体知识

的学习将书读厚， 后又将书读薄，从而实现将书本知识内化

为自己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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