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2-1》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定位 

课程是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学

习专业知识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好电工技术的理论基础，涉及的基础知识面广（如物理、

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电路分析等课程）、专业覆盖面较宽，它有自身的体系包括：电路的

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

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应用等，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二、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掌握电路的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并能正确分析常用电路； 

2．掌握交流电路和三相电路的分析方法； 

3．正确运用电压平衡、功率平衡的关系确定电路参数； 

4．熟练掌握戴维宁定理；并且应用该定理分析复杂网络； 

5．理解磁路的作用、工作原理，熟悉计算方法；  

6．了解电动机结构、工作原理和主要性能； 

7．掌握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的设计方法；  

8．了解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其编程方法。 

 

三、课程规范要求 

1．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中要做到不迟到、不缺勤，缺勤次数过多将会影响考试资格； 

2．本课程需要掌握一定复数运算能力，做好预习，课堂中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3．本课程配合实验教学过程，提前写好实验报告熟悉实验流程，认真做好数据记录以

便分析得出结论； 

4．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和实验报告，不要抄袭作业和作假实验数据行为，对于考试作弊

行为的一律没有考试成绩。 

 

 

 

课程名称：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2-1/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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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学时：8 上机学时：8 

课程所属部门： 课程负责人：郑宏兴 

制定日期：2014年 7月  



四、建议教材、参考书和阅读材料 

教  材： 

《电工学》（第七版）上册  秦曾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参考书： 

《电工学（第七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 姜三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实验》 于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五、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期末笔试占总成绩的 80%，平时作业、小测验占总成绩的 10％，实

验占总成绩的 10%。笔试和实验成绩都合格才能获得学分。 

 

六、其他情况说明 



七、课程教学内容、进程及要求 

教学内容及学时 教学要求 教学策略 作业要求 实验（上机）项目及学时 

第一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4 学时） 

1. 电路模型 

2.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3. 电源的工作状态 

4．基尔霍夫定律 

了解：电功率和功率平衡的概念，额定值

的意义； 

理解：电路参量，参考方法与实际方向； 

掌握：电路中各点电压的计算。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以及实

验教学 

完成课后练习题

和实验报告 

书面作业： 

1.5.8， 

1.5.9 

1.5.14 

实验一：电工仪器仪表使用 

（2 学时） 

第二章 电路的分析方法（4 学时） 

1．电阻的串并联及其等效电路 

2．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3．支路电流法 

4．结点电压法 

5．叠加定理 

6．戴维宁定理与诺顿定理 

了解：诺顿定理及其应用，受控电源及其

电路，四端网络及其等效变换； 

理解：支路电流法，结点电压法原理及应

用；  

掌握：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应

用该定理分析复杂网络，应用叠加

定理计算有源网络的电流和电压。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以及实

验教学 

完成课后练习题

和实验报告 

书面作业： 

2.1.8 

2.1.16 

2.3.6 

2.7.10 

实验二：戴维宁定理测试 

（2 学时） 

第三章 正弦交流电路（4 学时） 

1．正弦电压与电流 

2．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 

3．单一参数的交流电路 

4．阻抗的串联与并联 

5．功率因数的提高 

了解：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电路； 

理解：瞬时值，相量和复数表示正弦量的

对应关系； 

掌握：相量图法，复数计算法等方法，阻

抗的串联与并联，并联电容提高功

率因数的原理，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和视在功率的计算。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并辅之

以课堂讨论以及实

验教学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和实验报告 

书面作业： 

4.5.16 

4.8.6 

4.9.3 

实验三：交流参数测试 

（2 学时） 



第四章 三相电路（4 学时） 

1．三相电压 

2．负载星形联结 

3．负载三角形联结 

4．三相功率 

理解：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相量图； 

掌握：三相电源的星形联接，三相负载的

星形联接和三角形联接，单相负载

的三相联接，三相功率的计算。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并辅之

以课堂讨论以及实

验教学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和实验报告 

书面作业： 

5.3.2 

5.4.3 

实验四：三相电机的起动 

（2 学时） 

第五章 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4 学时） 

1．磁路及其分析方法 

2．交流铁心线圈电路 

3．变压器 

4．电磁铁 

了解：磁路及其等效电路的分析方法； 

理解：交流铁心线圈的等效电路； 

掌握：变压器和电磁铁的工作原理，有关

变压器的计算，电磁铁吸力的计

算，铁心线圈电压有效值的计算公

式。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并辅之

以课堂讨论以及实

验教学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和实验报告 

书面作业： 

6.3.7 

6.3.12 

实验五：互感电路的研究 

（2 学时） 

第六章 电动机（8 学时）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和转动原理 

2．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分析 

3．转矩与机械特性 

4．起动、调速与制动 

5．铭牌数据与选择 

6．单相电动机 

7．直流电动机 

8．控制电机 

 

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和转动原

理，单相电动机、直流电动机的工

作原理，控制电机的原理； 

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分析，转矩

与机械特性，起动、调速与制动的

基本方法； 

掌握：铭牌数据与电动机的选择。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 

书面作业： 

7.5.6 

7.9.3 

 



第七章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8 学时） 

1．常用控制电器 

2．笼型电动机直接起到的控制电路 

3．笼型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电路 

4．行程控制 

5．时间控制 

了解：继电接触器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理解：常用控制电器的触点动作以及控制

原理； 

掌握：笼型电动机直接起到的控制电路、

正反转的控制电路、常用行程控制

和时间控制电路的设计。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并辅之

以课堂讨论以及实

验教学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和实验报告 

书面作业： 

10.4.2 

10.5.2 

实验六  异步电动机的使用

及继电器接触控制的基本电

路实验 （2 学时） 

第八章 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应用（6 学

时） 

1．结构和工作方式 

2．程序编制 

3．应用 

了解：梯形图与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对应关

系，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结构和工作

辐射，指令表以及对应动作；基本

控制电路的编程方法。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 

书面作业： 

11.3.1 

11.3.5 

 

第九章 工业企业供电与安全用电（4

学时） 

1．发电和输电 

2．工业企业配电 

3．安全用电 

4．节约用电 

了解：发电和输电过程，高压输电线路的

工作原理，工业企业配电的基本原

则； 

掌握：安全用电常识，短路保护和过载保

护的基本方法，节约用电的方法。 

课堂讲授，课堂教

学采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手段。  

完成课后基础练

习题 

书面作业： 

13.4.3 

13.5.1 

 



 

说明： 

1. 实验和上机内容只填写项目名称，具体内容和要求见实验大纲。 

2. 教学要求分章节按“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次编写教学内容及要求。“了解”是指学生应能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术语，知道

事物的分类、过程及变化倾向，包括必要的记忆；“理解”是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解释、归纳，并能把某一事实或概

念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它事物的相互关系；“掌握”是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定律、原理、方法等在

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和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