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

13位ISBN编号：9787040061185

10位ISBN编号：704006118X

出版时间：1997-10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彭介华

页数：3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

前言

　　在电类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大都设置了“电子技术基础”课程。
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
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时，除了按教学基本要求开出的常规实验外，不少院校均安排了“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这一实践性教学环节，以加强对学生的综合性工程训练。
实践证明，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对于巩固所学电子技术理论知识，加强基本技能训练以及独立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均有重要的作用，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欢迎。
作者编写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就是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而编写的综合性训练的指导性教材。
　　关于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的同类教材，以往出版的已有数种。
但由于电子技术日新月异，内容急待更新，广大师生迫切希望有适应电子技术发展形势，且具有不同
风格和特色的教材上市供应。
　　该教材在以下几方面具有明显的特色：　　1.先进性本书取材充分考虑了内容的先进性。
在模拟电路设计中，广泛地采用模拟集成电路，特别是集成运算放大器作为电路的重要构件；而在数
字电路设计中，则大量地采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其中包括微处理器和单片机系统，这完全体现当代
电子电路的设计是各种集成电路构件的组合，而不是个别电路的设计。
尤其是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与微处理器相结合，以数字电路为主，软硬件结合，以硬件电路设计为
主，符合当代电子电路结构的发展方向。
　　2.教学适用性　本书的读书对象是高校电类，多数专业的学生，因而内容的组织注意到了教学适
用性，如书中既有设计课题，又有设计必须的基础知识和必要的设计参考资料。
设计课题有基本题和提高题两类，其要求深度不同以满足教学要求和利于因才施教，同时适应各种层
次院校和不同专业的要求。
设计题近60个，课题大小和难度适中。
　　3.实践性课题大多数来源于科研和生产实践。
作者在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和生产单位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了不少有实用意义的资料
。
作者所在单位长期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将科研和教学实践中的课题与搜集的材
料一并加以综合整理而收入教材中。
书中强调技能的训练，如元器件选择、电路布局、布线、制版、焊接、调试及故障诊断等训练内容占
有一定的篇幅，这些就保证了教材的实践性。
　　4.实用性　为便于学生学习，教材中既注意到电子电路一般设计方法和过程的介绍，同时又对模
拟、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系统的具体设计方法进行介绍和举例。
对于基本题介绍到设计思路和原理框图；而对于提高题则介绍全设计过程，且给出参考电路，同时还
列出大量的各种功能的单元电路供选用。
本书还专列一章，汇集课程设计的题目，供师生参考和开拓性设计。
　　综观全书，内容丰富，立题新颖，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文字流畅，便于自学，图形符号基本采
用国家标准。
该教材在整体上具有先进性、教学适用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它的出版发行，无疑将受到广大师生的
欢迎，并将为培养跨世纪电子技术人才发挥积极的作用。
应作者之嘱托，谨作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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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是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1991～1995年高等学校工科基础课教材建设规
划的新编教材，是按照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颁布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进行编写的，并经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小组同意，作为高等学校教
材出版。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由康华光教授作序，由浙江大学郑家龙教授主审。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共分六章：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基础、模拟电路设计（基本题与提高题）、
数字电路设计（基本题与提高题）、单片机课程设计（基本题与提高题）、电子技术课程设计题目汇
集及电子技术课程设计资料。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以课题设计为重点，内容新颖丰富，可满足各类高等学校的不同专业、不
同学时的教学需要。
可起到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巩固学生所学电子技术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及启发学生创新思维
等作用。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可作为全国各类高等学校电气类、电子类、自控类等专业的“电子技
术课程设计”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广大电子技术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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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基础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电子技术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是对学生学习电子技术的综合性训练，这种训练是通过学生独立进行某一课题的设计、安装和调试来
完成的。
然而，要完成一个课题将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既要涉及到许多理论知识（设计原理与方法），还
要涉及到许多实际知识与技能（安装、调试与测量技术）。
本章将把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所涉及到的主要基础知识作一全面的介绍，以帮助学生解决入门之难。
　　1．1概　论　　1．1．1课程设计的目的与要求　　实验课、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是大学阶段既相
互联系又互有区别的三大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验课着眼于通过实验验证课程的基本理论，并培养学生的初步实验技能。
而课程设计则是针对某一门课程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培养学生运用课程中所学到的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独立地解决实际问题。
毕业设计虽然也是一种综合性训练，但它不是针对某一门课程，而是针对本专业的要求所进行的更为
全面的综合训练。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1）综合运用电子技术课程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
去独立完成一个设计课题。
　　（2）通过查阅手册和文献资料，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进一步熟悉常用电子器件的类型和特性，并掌握合理选用的原则。
　　（4）学会电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技能。
　　（5）进一步熟悉电子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6）学会撰写课程设计总结报告。
　　（7）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1．1．2课程设计的教学过程　　课程设计是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独立完成课题来达到对学生
的综合性训练。
本书通过大量的调研和多年的课程设计教学实践，列举出数十个既有很好的学习价值、又有一定的实
用性和先进性的设计课题（详见第2、3、4章），各校教师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测试设备、元器件
、原材料、手册资料，以及指导力量和学生学习状况等），从中选择若干个课题予以公布，然后再让
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其中的某一个课题。
当然，对少数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在实验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选择非公布的课题。
在每个学生的选题已确定以后，就可开始进行课程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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