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路分析》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21231 总学时 64 学时 学分 4

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

课程英文名称 Circuit Analysis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理工科实验班）、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专业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普通物理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电子信息）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电路分析》课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理工科实验班）、通信工

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核心必修课。课程主

要讲授电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电阻电路的分析、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和正弦稳态电路三大部分的内容，涉及集总参数电路的电压

电流约束关系、电路方程、电路定理、电路等效、三要素法、电路的频率特性以

及拉普拉斯变换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应用等概念和方法。

《电路分析》课程系统性强，结构严谨，是后续学习信号与系统、电子电路

等专业课的理论基础。结合另外开设的电路实验课程，可强化对实际电路的认识

和电路分析实践能力。本课程为学习后续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进一步研究电路

理论，从事电路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理解和掌握集总参数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定理。

课程目标 2：理解和掌握电阻电路、动态电路及正弦稳态电路的基本分析和

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3：具备初步的电路与系统分析、测试、仿真、设计与实现能力，

具有一定的电子电气工程师素养。

课程思政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促进学生知识的积累、见识的加深，增

强综合素质；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论来解决工作、生活和思想等各方面的实



际问题，具备对事物本质的鉴别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二）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本课程支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掌握解决复杂的电路与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工程问题所需的电路与系

统基本知识。

2.2 能够利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基本原理对复杂的电路与系统、信号与信息

处理工程问题进行建模与分析。

（三）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矩阵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2.2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课程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单元

授课

单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课程

目标
1 1 2 1、2 2 2、3 1 1、2 2 2、3 1、2 2、3

第一篇 总论和电阻电路的分析

第一单元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

1．教学内容

（1）电路及集总电路模型

（2）电路变量、电流、电压及功率

（3）基尔霍夫定律

（4）电阻元件

（5）电压源

（6）电流源

（7）受控源

（8）分压公式和分流公式

（9）两类约束 KCL、KVL 方程的独立性



2．基本要求

（1）了解电路的构成

（2）理解集总参数电路模型的概念，线性与非线性电路、时变与非时变电

路的概念

（3）掌握电压、电流、功率的定义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4）掌握参考方向及关联参考方向的概念

（5）掌握电压源，电流源，受控源及其伏安关系

（6）掌握基尔霍夫定律，电阻元件及其伏安关系，学会运用两类约束分析

电路

第二单元 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

1．教学内容

（1）网孔分析

（2）节点分析

（3）电路的对偶性

2．基本要求

（1）理解电路对偶性的原理及对电路系统理论的意义

（2）掌握网孔分析法的推导过程及应用，包括特殊情况下、复杂短路的网

孔分析法

（3）掌握节点分析法的推导过程及应用，包括特殊情况下、复杂短路的节

点分析法

第三单元 叠加方法与网络函数

1.教学内容

（1）线性电路的比例性、网络函数

（2）叠加原理

（3）叠加方法与功率计算

2.基本要求

（1）理解网络函数的概念和物理意义

（2）理解线性电路的比例性及其意义

（3）掌握如何运用叠加原理分析复杂电路

第四单元 分解方法及单口网络

1.教学内容



（1）分解的基本步骤

（2）单口网络的电压电流关系

（3）单口网络的置换——置换定理

（4）单口网络的等效电路

（5）一些简单的等效规律和公式

（6）戴维南定理

（7）诺顿定理

（8）最大功率传递定理

2.基本要求

（1）了解单口网络的电压电流关系

（2）理解置换定理的物理意义

（3）掌握等效的概念，电路等效化简的规律和公式

（4）掌握等效电阻的计算方法，学会运用等效化简法分析电路

（5）掌握戴维南定理、最大功率传递定理的应用

第二篇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第五单元 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

1.教学内容

（1）电容元件

（2）电容的 VCR

（3）电容电压的连续性质和记忆性质

（4）电容的储能

（5）电感元件

（6）电感的 VCR

（7）电容与电感的对偶性状态变量

2.基本要求

（1）了解电容、电感的工作原理

（2）理解电容与电感的对偶性状态变量

（3）掌握电容、电感元件的定义，伏安关系及性质

第六单元 一阶电路

1.教学内容

（1）分解方法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运用

（2）零状态响应



（3）阶跃响应

（4）零输入响应

（5）线性动态电路的叠加原理

（6）三要素法

（7）瞬态和稳态

2.基本要求

（1）了解动态电路的形成原因，动态电路的构成

（2）理解线性动态电路的叠加定理，阶跃函数和阶跃响应

（3）掌握时间常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4）掌握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暂态和稳态的概念和性质

（5）掌握利用三要素法求解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第七单元 二阶电路

1.教学内容

（1）LC电路中的正弦振荡

（2）RLC串联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3）RLC串联电路的全响应

（4）GCL并联电路的分析

2.基本要求

（1）掌握二阶电路微分方程、特征方程的建立

（2）掌握固有频率的计算方法

（3）掌握 RLC 串联电路的响应及其特点

（4）理解 LC 电路的正弦振荡、二阶电路响应的性质（振荡及不振荡的情况）

（5）了解 GCL 并联电路的分析方法

第八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1. 教学内容

（1）变换域分析的思想

（2）正弦变量的相量表示法

（3）两类约束的相量形式以及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模型

（4）正弦稳态电路相量模型的分析

（5）有效值

（6）相量图法

2. 基本要求



（1）了解变换域分析的基本思想

（2）掌握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分析法，包括正弦变量的相量表示、相量模

型的建立、运用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与相量图法分析相量模型

（3）理解有效值的概念

第九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三相电路

1. 教学内容

（1）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2）功率因数校正

（3）最大功率传递

（4）三相电路的分析

2. 基本要求

（1）掌握正弦稳态电路功率的分析方法，包括平均功率、无功功率、复功

率、视在功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2）掌握正弦稳态电路功率因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掌握功率因数校正问

题的分析方法

（3）掌握正弦稳态电路中最大功率传递问题的分析方法

（4）掌握基本三相电路的分析方法和功率计算方法

第十单元 频率响应 多频正弦稳态电路

1. 教学内容

（1）阻抗和导纳的频率特性

（2）正弦稳态网络函数

（3）多频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4）RLC 电路的谐振

2. 基本要求

（1）掌握正弦稳态电路频率特性的分析方法

（2）掌握基本滤波器的频率特性

（3）掌握多频激励下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4）理解谐振的概念，掌握 RLC 谐振电路的特性与分析方法

第十一单元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

1.教学内容

（1）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的元件特性



（2）含有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电路的分析

（3）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

（4）铁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

2.基本要求

（1）掌握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元件的基本概念和电压电流关系

（2）掌握含有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电路的分析方法，包括去耦等效法和

折合阻抗法

（3）掌握空芯变压器的耦合电感模型，以及含有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方

法，包括反映阻抗法

（4）了解铁芯变压器的三级模型，体会运用理想元件为实际电路建立模型

的思路和方法

第十二单元 拉普拉斯变换在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1.教学内容

（1）拉普拉斯变换和拉普拉斯反变换的数学基础知识（回顾与自学）

（2）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分析动态电路的方法

2.基本要求

（1）能够熟练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和拉普拉斯反变换的数学基础知识

（2）掌握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分析动态电路的方法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总学时为 64 学时，其中讲授 62 学时，期中测验 2学时。

序号 内 容 教学课时
实践

课时
总学时

1 第一单元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 8 8

2 第二单元 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 6 6

3 第三单元 叠加方法与网络函数 4 4

4 第四单元 分解方法及单口网络 8 8

5 第五单元 电容元件和电感元件 2 2

6 第六单元 一阶电路 8 8

7 第七单元 二阶电路 4 4

8 第八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6 6

9 第九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三相电路 4 4

10 第十单元 频率响应 多频正弦稳态电路 2 2



11 第十一单元 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 6 6

12 第十二单元 拉普拉斯变换在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4 4

13 期中测验 2 2

总结 64 64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电路分析的实验单独设课。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采用 PowerPoint

与板书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授课。

教学过程中，以建立概念、形成知识体系为基础，指出每个章节知识点的内

涵和外延，并着重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课堂上通过增加当前最新技术动向案例

的引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长学生的见识与知识面。同时，突出重点，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教学媒体的运用根据授课课程知识点的

不同进行选择。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 材

李瀚荪，电路分析基础（第 5版）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

李瀚荪，电路分析基础（第 5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

2.参考资料

邱关源，修订 罗先觉，电路（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平时成绩

和期末考试成绩各部分所占比例及主要评分标准如下：



成绩组成 占比 评 分 标 准

平时成绩 30%

课堂互动测试、课后作业、研讨（50%）

 线上形式的课堂互动测试

 主题研讨表现

期中测试（50%）

 期中试卷满分 100 分。

 按试卷评分标准判分。

期末考试成绩 70%
 期末试卷满分 100 分。

 按试卷评分标准判分，流水判卷。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毛鹏

大纲审核人：关晓菡

开课系主任：鲁远耀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电路分析》——通信工程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21231 总学时 64 学分 4

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

课程英文名称 Circuit Analysis

适用专业 通信工程

先修课程 （7030701）高等数学、（7101201）线性代数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电子信息）

二、 课程简介

《电路分析》课程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理工科实验班）、通信

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核心必修课。课程

主要讲授电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电阻电路的分析、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和正弦稳态电路三大部分的内容，涉及集总参数电路的电压

电流约束关系、电路方程、电路定理、电路等效、三要素法、电路的频率特性以

及拉普拉斯变换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应用等概念和方法。

《电路分析》课程系统性强，结构严谨，是后续学习信号与系统、电子电路

等专业课的理论基础。结合另外开设的电路实验课程，可强化对实际电路的认识

和电路分析实践能力。本课程为学习后续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进一步研究电路

理论，从事电路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及其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指标点 1-3 ：能够将专业基础知识用于推演、分析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的电路问题。

指标点 2-1 ：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电路问题进行问题识别，确定任

务需求，获取关键参数和核心功能。

指标点 3-1：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单

元与电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二）本课程的具体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

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

部分进行分析。（支撑毕业要求 1-3）（达成途径：课堂讲授、课后作业、每周

答疑）

2.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电路分析方法，对

复杂通信系统或通信网络中电路问题或电路相关模块进行建模分析，获取关键电

路参数和核心功能环节。（支撑毕业要求 2-1）（达成途径：课堂讲授、课后作

业、每周答疑，专题研讨，对正弦稳态经典电路频率分析的基础上，适当引入

实用电路分析，如掌握 RLC 谐振电路的特性与分析方法）

3.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的设

计与开发能力，包括信息与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的

理论和方法，与电路设计与诊断等。（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达成途径：

课堂讲授、课后作业、每周答疑，专题研讨，在经典电路单元设计的基础上，

恰当引入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统中的复杂电路介绍或者研究内容）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2-1 3-1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三）本课程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

本课程通过讲授集总参数模型的基本概念，以及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

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设计与诊断的实际工程问题相结合，为学生解决电

路与系统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打下理论基础。

通过理论讲授、课后作业、课程考核等环节贯彻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能力的理念和要求，实现本课程的课程目标。

（四）课程思政目标

1.通过分析理解网孔法、节点法、叠加法、戴维南定理等基本电路分析方法，

帮助学生梳理内在关系，让学生学会多角度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科学地发现规律、

把握规律的能力。

2.通过介绍相量法，将复杂的交流动态电路转换求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学会在学习、生活中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提高工作效率，培养学生化繁为简的工



匠思维。

3.通过分析理解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引导学生关注电路的效率以及电子垃

圾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帮助学生在设计方案追求成本性价比的同时，注重节能环

保问题，培养学生节能环保意识。

四、 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第一篇 总论和电阻电路的分析

第一单元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

1. 教学基本内容

（1）电路及集总电路模型

（2）电路变量、电流、电压及功率

（3）基尔霍夫定律

（4）电阻元件

（5）电压源

（6）电流源

（7）受控源

（8）分压公式和分流公式

（9）两类约束 KCL、KVL 方程的独立性

2. 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电路的构成

（2）理解集总参数电路模型的概念，线性与非线性电路、时变与非时变电

路的概念

（3）掌握电压、电流、功率的定义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4）掌握参考方向及关联参考方向的概念

（5）掌握电压源，电流源，受控源及其伏安关系

（6）掌握基尔霍夫定律，电阻元件及其伏安关系，学会运用两类约束分析

电路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二单元 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

1. 教学基本内容

（1）网孔分析

（2）节点分析



（3）电路的对偶性

2. 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电路对偶性的原理及对电路系统理论的意义

（2）掌握网孔分析法的推导过程及应用，包括特殊情况下、复杂短路的网

孔分析法

（3）掌握节点分析法的推导过程及应用，包括特殊情况下、复杂短路的节

点分析法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三单元 叠加方法与网络函数

1. 教学基本内容

（1）线性电路的比例性、网络函数

（2）叠加原理

（3）叠加方法与功率计算

2. 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网络函数的概念和物理意义

（2）理解线性电路的比例性及其意义

（3）掌握如何运用叠加原理分析复杂电路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四单元 分解方法及单口网络

1. 教学基本内容

（1）分解的基本步骤

（2）单口网络的电压电流关系

（3）单口网络的置换——置换定理

（4）单口网络的等效电路

（5）一些简单的等效规律和公式

（6）戴维南定理

（7）诺顿定理

（8）最大功率传递定理



2. 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单口网络的电压电流关系

（2）理解置换定理的物理意义

（3）掌握等效的概念，电路等效化简的规律和公式

（4）掌握等效电阻的计算方法，学会运用等效化简法分析电路

（5）掌握戴维南定理、最大功率传递定理的应用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二篇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第五单元 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

1. 教学基本内容

（1）电容元件

（2）电容的 VCR

（3）电容电压的连续性质和记忆性质

（4）电容的储能

（5）电感元件

（6）电感的 VCR

（7）电容与电感的对偶性状态变量

2. 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电容、电感的工作原理

（2）理解电容与电感的对偶性状态变量

（3）掌握电容、电感元件的定义，伏安关系及性质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六单元 一阶电路

1. 教学基本内容

（1）分解方法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运用

（2）零状态响应

（3）阶跃响应

（4）零输入响应



（5）线性动态电路的叠加原理

（6）三要素法

（7）瞬态和稳态

2. 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动态电路的形成原因，动态电路的构成

（2）理解线性动态电路的叠加定理，阶跃函数和阶跃响应

（3）掌握时间常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4）掌握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暂态和稳态的概念和性质

（5）掌握利用三要素法求解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七单元 二阶电路

1. 教学基本内容

（1）LC电路中的正弦振荡

（2）RLC串联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3）RLC串联电路的全响应

（4）GCL并联电路的分析

2.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二阶电路微分方程、特征方程的建立

（2）掌握固有频率的计算方法

（3）掌握 RLC 串联电路的响应及其特点

（4）理解 LC 电路的正弦振荡、二阶电路响应的性质（振荡及不振荡的情况）

（5）了解 GCL 并联电路的分析方法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

领域中复杂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

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

第八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1. 教学基本内容

（1）变换域分析的思想

（2）正弦变量的相量表示法

（3）两类约束的相量形式以及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模型



（4）正弦稳态电路相量模型的分析

（5）有效值

（6）相量图法

2. 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变换域分析的基本思想

（2）掌握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分析法，包括正弦变量的相量表示、相量模

型的建立、运用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与相量图法分析相量模型

（3）理解有效值的概念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

程领域中复杂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包括信息与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

动态电路时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设计与诊断等。”）。

第九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三相电路

1. 教学基本内容

（1）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2）功率因数校正

（3）最大功率传递

（4）三相电路的分析

2.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正弦稳态电路功率的分析方法，包括平均功率、无功功率、复功

率、视在功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2）掌握正弦稳态电路功率因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掌握功率因数校正问

题的分析方法

（3）掌握正弦稳态电路中最大功率传递问题的分析方法

（4）掌握基本三相电路的分析方法和功率计算方法

3. 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的电路分析方法，对复杂通信系统或通信网络中电路问题或电路相关模块进行

建模分析，获取关键电路参数和核心功能环节”）；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

习，使学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包括

信息与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

设计与诊断等。”）。

第十单元 频率响应 多频正弦稳态电路

1. 教学基本内容



（1）阻抗和导纳的频率特性

（2）正弦稳态网络函数

（3）多频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4）RLC 电路的谐振

2.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正弦稳态电路频率特性的分析方法

（2）掌握基本滤波器的频率特性

（3）掌握多频激励下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4）理解谐振的概念，掌握 RLC 谐振电路的特性与分析方法

3.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的电路分析方法，对复杂通信系统或通信网络中电路问题或电路相关模块进行

建模分析，获取关键电路参数和核心功能环节”）；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

习，使学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包括

信息与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

设计与诊断等。”）。

第十一单元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

1. 教学基本内容

（1）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的元件特性

（2）含有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电路的分析

（3）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

（4）铁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

2.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元件的基本概念和电压电流关系

（2）掌握含有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电路的分析方法，包括去耦等效法和

折合阻抗法

（3）掌握空芯变压器的耦合电感模型，以及含有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方

法，包括反映阻抗法

（4）了解铁芯变压器的三级模型，体会运用理想元件为实际电路建立模型

的思路和方法

3.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的电路分析方法，对复杂通信系统或通信网络中电路问题或电路相关模块进行

建模分析，获取关键电路参数和核心功能环节”）；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



习，使学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包括

信息与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

设计与诊断等。”）。

第十二单元 拉普拉斯变换在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1. 教学基本内容

（1）拉普拉斯变换和拉普拉斯反变换的数学基础知识（回顾与自学）

（2）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分析动态电路的方法

2. 教学基本要求

（1）能够熟练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和拉普拉斯反变换的数学基础知识

（2）掌握运用拉普拉斯变换分析动态电路的方法

3.支撑的课程目标

本单元支撑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的电路分析方法，对复杂通信系统或通信网络中电路问题或电路相关模块进行

建模分析，获取关键电路参数和核心功能环节”）；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

习，使学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包括

信息与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

设计与诊断等。”）。

五、 课程学时分配

总学时 64 学时，其中讲授 62 学时，期中测验 2学时。

序号 内 容 教学课时
实践

课时
总学时

1
第一单元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

关系
8 8

2 第二单元 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 6 6

3 第三单元 叠加方法与网络函数 4 4

4 第四单元 分解方法及单口网络 8 8

5 第五单元 电容元件和电感元件 2 2

6 第六单元 一阶电路 8 8

7 第七单元 二阶电路 4 4

8 第八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6 6

9 第九单元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三相电路 4 4

10 第十单元 频率响应 多频正弦稳态电路 2 2

11 第十一单元 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 6 6



12
第十二单元 拉普拉斯变换在电路分析中的

应用
4 4

13 期中测验 2 2

总结 64 64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课下辅导的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

（2） 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以模式教学网为主

要载体，根据上课内容教师选择相应软件运行进行教学。

（3）除课堂教学外，本课程需要学生完成课后作业。

（4）根据讲授内容特点构建课程思政元素清单，在教学过程中适时恰当地

进行思政教育。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 材

李瀚荪，电路分析基础（第 5版）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

李瀚荪，电路分析基础（第 5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

2.参考书

邱关源，修订 罗先觉，电路（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3 月。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平时成绩

和期末考试成绩各部分所占比例及主要评分标准如下：

成绩组成 占比 评 分 标 准

平时成绩 30%

课堂互动测试、课后作业、研讨（50%）

 线上形式的课堂互动测试

 主题研讨表现

 课后作业主要考核学生应掌握的重点和难点

内容，按布置作业题目数量及难易程度分配各

题得分。作业中包含课程思政考核内容。

期中测试（50%）

 期中试卷满分 100 分。

 按试卷评分标准判分。

期末考试成绩 70%
 期末试卷满分 100 分。

 按试卷评分标准判分，流水判卷。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基于 2019 年版课程大纲，按照《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对以

下几方面进行了修订：

(1) 修订了课程目标，强调要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2) 增加了课程思政目标及实现方式；

(3) 对课程的考核方式、成绩的评定办法做了更明确的规定。

大纲执笔人：邢娜

大纲审核人：臧淼

开课系主任：董小伟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附件 1： 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

《电路分析》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

课程编号：7021231 学期： 班级： 人数： 教师：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平时 1

（5%）

平时 2

（5%）

平时 3

（5%）

期中考试

（15%）
期末考试成绩（70 %）

课程

总评成绩（100%）
课后作业

课堂互动

出勤，测试
研讨及报告 卷面成绩

课程

目标 1

课程

目标 2

课程

目标 3

学生平均得分

目标分值 7 3 5 15 20 30 20 100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评价内容 目标分值 平均得分 达成度结果

课程教学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掌握解决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杂

电路问题所需的电路分析基本知识，并

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对复杂工程

问题中的电路部分进行分析。（支撑毕业

要求 1-3）

指标点 1-3：能

够将专业基础知

识用于推演、分

析信息与通信工

程领域复杂工程

的电路问题。

课后作业 3

0.7
20

平均得分1目标

0.3
平时目标得分

平时平均得分







（此处填本课

程目标达成

度）

课堂互动 1

研讨及报告 无此项

期中考试 5

课程实验（课内实验） 无此项

试卷课程目标 1 20

课程教学目标 2：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掌握对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电路分

析方法，对复杂通信系统或通信网络中

电路问题或电路相关模块进行建模分

析，获取关键电路参数和核心功能环节。

（支撑毕业要求 2-1）

指标点 2-1：针

对信息与通信工

程领域的电路问

题进行问题识

别，确定任务需

求，获取关键参

数和核心功能。

课后作业 2

0.7
30

平均得分2目标

0.3
平时目标得分

平时平均得分







（此处填本课

程目标达成

度）

课堂互动 1

研讨及报告 2

期中考试 5

课程实验（课内实验） 无此项

试卷课程目标 2 30

课程教学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具备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复

杂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包括信息与

通信工程应用中电阻电路分析、动态电

路时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电路设计

与诊断等。（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指标点 3-1：能

够针对特定需

求，完成对信息

与通信工程领域

中复杂电路单元

与电路系统的设

计与开发。

课后作业 2

0.7
20

平均得分3目标

0.3
平时目标得分

平时平均得分







（此处填本课

程目标达成

度）

课堂互动 1

研讨及报告 3

期中考试 5

课程实验（课内实验） 无此项

试卷课程目标 3 20

课程教学目标总体达成度 100

（此处填

写课程总

成绩）

总评平均分/100

评分标准及观测点



（1）作业评分标准

观

测

点

8

0

-

1

0

0

分

6

0

-

7

9

分

4

0

-

5

9

分

0

-

3

9

分

作

业

完

成

进

度

（

权

重

0

.

3

）

提

前

完

成

按

时

完

成

延

时

完

成

补

交

或

未

交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案

正

确

性

（

权

重

0

.

7

）

概

念

清

晰

，

分

析

得

当

，

所

提

方

案

能

够

解

决

问

题

，

思

路

主

要

概

念

清

楚

，

但

部

分

分

析

有

误

，

所

提

方

案

的

主

要

思

部

分

概

念

清

晰

，

分

析

中

有

明

显

的

知

识

漏

洞

，

方

案

部

分

基

本

概

念

不

清

晰

，

解

答

不

正

确



清

晰

，

计

算

正

确

路

、

过

程

和

计

算

过

程

基

本

正

确

可

行

（2）课堂互动评分标准

课堂互动包含两个部分，课堂出勤和课堂互动测验。课堂出勤采取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除 0.1 分，迟到 1 次，扣除 0.05

分。计算每个课程目标时，采用全部课程出勤成绩的三分之一参与计算。课堂互动测验按照课程目标相应单元回答正确率计

算成绩，回答错误每次扣 0.05 分，不参与回答每次扣 0.1 分。

（3）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成绩计算方法(按照试卷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评分)

预

期

学

习

成

果

观测点 目

标

分

值

（

满

分

）

课

程

目

标

1

第 M 大题：

X小题，Y

小题…;第

N大题：第

Z 小题…

2

0

课

程

目

标

2

第 M 大题：

X小题，Y

小题…;第

N大题：第

Z 小题…

3

0

课

程

目

标

3

第 M 大题：

X小题，Y

小题…;第

N大题：第

Z 小题…

2

0



（4）专题研讨及报告评价方法

观

测

点

优 合

格

需

改

进

10 分

----------------------------

-------------0 分

研

究

方

法

与

研

讨

过

程

研

究

方

法

适

当

，

足

以

解

答

研

究

问

题

，

研

讨

过

程

参

与

度

高

研

究

方

法

仅

能

解

答

部

分

研

究

问

题

，

研

讨

过

程

参

与

度

一

般

研

究

方

法

不

合

理

，

无

法

解

答

研

究

问

题

，

研

讨

过

程

参

与

度

低

运

用

理

论

与

工

程

知

识

运

用

专

业

理

论

和

工

程

知

识

正

基

本

能

运

用

专

业

理

论

与

工

程

不

能

正

确

运

用

专

业

理

论

和

工



确

，

获

取

文

献

资

料

足

够

丰

富

，

分

析

方

法

恰

当

，

获

得

结

论

合

理

知

识

，

能

收

集

部

分

文

献

资

料

，

分

析

稍

有

欠

缺

，

结

论

不

够

严

谨

程

知

识

，

获

取

文

献

资

料

较

少

，

无

法

得

到

有

效

结

论

。

报

告

质

量

报

告

结

构

完

整

，

层

次

清

晰

，

前

言

、

文

献

分

报

告

结

构

安

排

有

部

分

遗

漏

，

论

证

层

次

系

统

报

告

结

构

安

排

缺

乏

逻

辑

性

，

论

证

系

统

性

和



析

、

方

法

和

结

论

各

部

分

彼

此

关

联

整

合

，

格

式

规

范

性

不

强

，

格

式

比

较

规

范

条

理

性

差

，

重

要

部

分

遗

漏

，

格

式

不

规

范

（5）实验项目评分标准（本课程无此项）

序

号

观

测

点

优
合

格

不

及

格

权

重

1

理

论

基

础

小

组

成

员

对

实

验

所

需

理

论

知

识

非

常

清

楚

小

组

成

员

对

实

验

所

需

理

论

知

识

基

本

清

楚

小

组

成

员

对

实

验

所

需

理

论

知

识

不

清

楚

2 实 总 总 总



验

方

案

设

计

与

创

新

性

体

方

案

完

全

符

合

科

学

性

，

有

完

整

系

统

性

，

方

案

非

常

合

理

并

有

一

定

创

新

，

可

以

直

接

实

施

体

方

案

有

一

定

科

学

性

，

系

统

性

一

般

，

方

案

基

本

合

理

，

基

本

没

有

创

新

，

经

过

修

改

后

可

以

实

施

体

方

案

系

统

性

欠

缺

，

方

案

不

合

理

，

需

要

进

行

重

新

的

方

案

设

计

3

仪

器

使

用

及

实

验

和

测

试

实

验

和

测

试

实

验

和

测

试



实

践

能

力

能

力

非

常

强

，

仪

器

可

以

熟

练

使

用

能

力

非

常

强

，

仪

器

可

以

熟

练

使

用

能

力

弱

，

仪

器

不

会

使

用

4

问

题

分

析

与

解

决

能

力

实

验

过

程

中

发

现

问

题

，

主

动

查

阅

资

料

解

决

问

题

实

验

过

程

中

发

现

问

题

，

在

老

师

帮

助

下

查

阅

资

料

，

解

决

问

题

实

验

过

程

中

发

现

问

题

，

未

能

解

决

5

分

析

总

结

实

验

数

据

、

实

验

数

据

、

实

验

数

据

、



实

验

结

果

及

实

验

过

程

的

记

录

分

析

和

总

结

非

常

完

整

和

准

确

实

验

结

果

及

实

验

过

程

的

记

录

分

析

和

总

结

基

本

完

整

和

准

确

实

验

结

果

及

实

验

过

程

的

记

录

分

析

和

总

结

有

错

误

或

缺

失

6

实

验

报

告

实

验

报

告

非

常

规

范

完

整

实

验

报

告

基

本

规

范

完

整

实

验

报

告

非

常

不

规

范

7

现

场

答

辩

P

P

T

制

作

非

常

精

细

，

P

P

T

制

作

基

本

清

楚

，

P

P

T

制

作

粗

糙

，

现

场



现

场

答

辩

简

明

扼

要

，

重

点

突

出

的

阐

述

实

验

主

要

内

容

，

回

答

问

题

正

确

现

场

答

辩

基

本

能

够

阐

述

实

验

主

要

内

容

，

回

答

问

题

大

部

分

正

确

答

辩

不

能

阐

述

实

验

主

要

内

容

，

回

答

问

题

正

确

错

误

较

多

或

不

能

回

答

课程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达

成度分析（包括此次考核普遍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达成度评价的方法及评价结果分析

本课程采用平时成绩（作业、课堂互动、研讨及报告、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形式进行

学生课程目标达成的考核。另外，本课程还对学生进行了课程目标达成度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分析作为本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辅助（问卷样式见附件）。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为：（达成情况柱状图和评价统计学分析），并对达成较好的指标进行原

因分析。

注：评价统计学分析主要是计算差异系数（所有学生的达成分值的：方差/均值）），以此

来观察观测样本之间的达成度差异情况。

2.问题：

对学生达成课程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如下问题：



3.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产生如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持续改进意见

附：抽样班级的成绩列表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达成度 di

权重ωi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度评价值
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

1-3

课程目标 1 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2-1

课程目标 2 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3-1

课程目标 3 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附件 2：课程目标达成度调查问卷

《电路分析》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问卷

班级： 姓名： 学号：

一、你对《电路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知识以及能力培养要求了解的程度如何？

A. 非常清楚

B. 比较清楚

C. 不太清楚

D. 不清楚

二、 你通过什么途径了解课程的目标、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A. 教师讲述

B. 学习内容

C. 自己感悟

D. 其他途径

三、你对《电路分析》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了解的程度？

A. 非常清楚

B. 比较清楚

C. 不太清楚

D. 不清楚

四、请根据自己学习情况，认真填写下表（下表分值仅用来做课程目标达成评估，与学生成绩无关）

序

号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达成课程教学目标情况
得分

90-100 75-90 60-74 0-59

1

课程教学目标 1：通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掌握解决信息与通

信工程领域中复杂

电路问题所需的电

路分析基本知识，并

能够将所学专业知

识应用于对复杂工

程问题中的电路部

分进行分析。（支撑

毕业要求 1-3）

完全掌握所学电

路分析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能

够准确的应用所

学电路分析知识

对工程问题中的

复杂电路进行分

析与推演。

较好的掌握了所

学电路分析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

理，能够合理的应

用所学数电路分

析知识对工程问

题中的复杂电路

进行分析与推演。

基本掌握了所学

电路分析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

能够应用电路分

析知识对工程问

题中的复杂电路

进行分析与推演。

未能掌握大部分

所学电路分析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应用所学电路

分析知识对工程

问题中的复杂电

路进行分析与推

演时可能会出现

基本概念错误。

2 课程教学目标 2：通
完全掌握信息与 较好地掌握了信 基本掌握信息与 部分掌握信息与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掌握对信息与通信

工程领域的电路分

析方法，对复杂通信

系统或通信网络中

电路问题或电路相

关模块进行建模分

析，获取关键电路参

数和核心功能环节。

（ 支 撑 毕 业 要 求

2-1）

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电路的分析方

法，能够非常准确

地获取关键电路

参数和核心功能

环节。

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数字复杂电路

的分析方法，能够

非常合理地获取

关键电路参数和

核心功能环节。

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电路的分析方

法，在获取关键电

路参数和核心功

能环节会存在不

够准确的现象。

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电路的分析方

法，在获取关键电

路参数和核心功

能环节时会出现

明显错误或者遗

漏。

3

课程教学目标 3：通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具备对复杂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中复

杂电路的设计与开

发能力，包括信息与

通信工程应用中电

阻电路分析、动态电

路时域分析的理论

和方法，与电路设计

与诊断等。（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1）

完全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电路的设计与

开发能力，能够非

常正确、圆满的掌

握信息与通信工

程应用中电阻电

路分析、动态电路

时域分析的理论

和方法，与电路设

计与诊断等。

较好地掌握信息

与通信工程领域

复杂电路的设计

与开发能力，能够

掌握信息与通信

工程应用中电阻

电路分析、动态电

路时域分析的理

论和方法，与电路

设计与诊断等。

基本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电路的设计与

开发能力，在老师

指导下能够掌握

信息与通信工程

应用中电阻电路

分析、动态电路时

域分析的理论和

方法，与电路设计

与诊断等，但稍有

欠缺。

部分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复

杂电路的设计与

开发能力，不能独

立、完整的掌握信

息与通信工程应

用中电阻电路分

析、动态电路时域

分析的理论和方

法，与电路设计与

诊断等。

五、在电路分析课程中，你认为最容易掌握的部分是？

A.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 B 网孔分析 C. 节点分析 D. 对偶电路

E. 叠加原理 F. 置换定理 G.戴维南定理 H. 诺顿定理 I. 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

J. 一阶电路 K. 二阶电路 L.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M. 多频正弦稳态电路

N. 变压器 O. 拉普拉斯变换分析动态电路

六、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你认为学习最困难的部分是？

A. 集总参数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约束关系 B 网孔分析 C. 节点分析 D. 对偶电路

E. 叠加原理 F. 置换定理 G.戴维南定理 H. 诺顿定理 I. 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

J. 一阶电路 K. 二阶电路 L.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M. 多频正弦稳态电路

N. 变压器 O. 拉普拉斯变换分析动态电路

七、你对教师授课过程的满意程度？



A. 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 基本满意

D. 不满意

八、你认为《电路分析》课程授课教师应该最应该在如下哪个方面进行加强？

A. 讲解语速 B. 课程讲解进度 C. 课件质量 D. 习题数量

E. 联系最新技术进展 F. 备课认真程度 G. 课堂互动 H. 答疑时间

I. 作业批改 J. 实验指导

九、你对课程的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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