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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
题_一“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培
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标
志性成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材
，冠以“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
会议确定由教研中心组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
设计立项研究计划，明确目标。
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
题领导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
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申报，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
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导小组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
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
2003年3月至4月，各子课题相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
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开始研究工作。
计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理论研
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与过去立项研究不同的是，“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研究
在审视、选择、消化与吸收多年来已有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
时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采取边研究、边探索、边实践的方
式，推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突出重点目标，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成果。
　　教材建设作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作为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
，在当前培养应用型人才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探索、建设适应新世纪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的教材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高校教学改革和
教材建设工作面临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因此，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各课题组充分吸收已有的优秀教学改革成果，并和教学实际结合起来，认
真讨论和研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组织一批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较丰富、实践能力较强
的教师，编写出一批以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术基础课为主的有特色、适用性强的教材及相应的教学
辅导书、电子教案，以满足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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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学实验指导》是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是按照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
教育部工科电工学“九五”规划教材内容体系编写的实验教材。
全书共分为三篇和四个附录。
第一篇为实验技术基础，主要介绍基本测试技术及测量数据处理方法；第二篇为实验项目，主要包含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控制、仿真实验几个部分，总计29个实验和8个综合训练课题
；第三篇为仪器仪表。
　　为适应电工学实验独立设课和不独立设课、多学时和少学时的不同要求，实验的内容和难易程度
覆盖了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且每个实验项目都有实验原理和思考题，可供教师和学生灵活选用。
　　《电工学实验指导》是高等学校本科电工学或电工电子学（含少学时）的实验教材，也可作为高
等工程专科学校电工学或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的实验教材。
《电工学实验指导》还可作为相关专业小型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或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参考书，也可供
从事电工及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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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简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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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知，电磁系仪表测量机构指针的偏转角与被测量电流值的平方有关。
为了使仪表的标度尺在有效的工作部分尽可能均匀，设计中总是使A这个系数随着转角的增大而减小
，因此转角和电流的平方并不成正比。
当被测量电流为交流电流时，其指针的偏转角与被测交流电流有效值的平方有关。
　　3.电磁系仪表的优缺点　　（1）优点。
过载能力强，交直流两用，结构简单，价格便宜。
因为电磁系测量机构的电流不通过活动部分，而固定线圈对电流的承受能力较强，所以过载能力强。
　　（2）缺点。
准确度低，灵敏度低，工作频率范围不大，易受外界影响。
由于可动铁片具有磁滞特性，使表的准确度较低。
且由于固定线圈的匝数较多，对应感抗就较大，线圈感抗随频率的变化将给测量带来影响，一般宜工
作在1kHz以下。
　　8.2.3电动系仪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结构　　电动系仪表测量机构的结构如图8.4所示。
它由固定线圈、可动线圈、指针、游丝和空气阻尼器叶片等组成。
固定线圈的作用是产生磁场，可动线圈的两侧各置一个固定线圈，且平行排列，使可动线圈可在均强
磁场中转动。
转轴穿过固定线圈与可动线圈连接，转轴的另一端固定有游丝可以产生反作用力矩，空气阻尼器产生
阻尼力矩。
　　2.工作原理　　与磁电系仪表一样，电动系仪表也是通过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力而转动，通过游
丝产生反作用力矩来平衡转动力矩，再由偏转的角度指示被测量的大小。
和磁电系仪表的主要区别在于磁电系仪表利用永久磁铁产生磁场，而电动系仪表利用通电线圈产生磁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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