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路分析实验》

课程教学大纲

一、 实验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022311 学分 0.5 总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实验

课程英文名称 Circuit Analysis Experiments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物理、电路分析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电工电子）

二、 实验课程性质与目标

电路分析实验是针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单独设

立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的实验课程。电路分析实验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较强的实

验课程，是学习和研究电路分析理论的重要手段，既是对理论的验证，又是对理

论的实施，同时还是对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常用仪器仪表如电压源、电流源、DDS 函数发生器、示波

器、数字万用表、交流毫伏表等的使用方法。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分析基本电路的能力及根据技术要求设计简单电路的

能力。

课程目标 3：掌握基本的电路测试技术，具有一定的分析、查找和排除电路

常见故障的能力。

课程目标 4：具有一定的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中出现的简单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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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电路与系统设计。

5.1 掌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工具、仪器和设备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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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5.1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课程目标 4 √

三、 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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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课程

目标
1、3、4 1、3、4 2、4 2、4 3、4

实验一 电路分析实验课程概述、要求及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实验性质：验证型

实验课时：2学时

实验内容：实验课程概述、要求及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实验要求：了解电路分析实验课开设的目的、意义、课程要求、用电安全。

实验二 受控源研究

实验性质：验证型

实验课时：2学时

实验内容：受控源研究

实验要求：加深对受控源的理解；熟悉由运算放大器组成受控源电路的分析

方法，了解运算放大器的应用；掌握受控源特性的测量方法。

实验三 戴维南定理—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测定

实验性质：验证型

实验课时：2学时

实验内容：戴维南定理—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测定

实验要求：验证戴维南定理的正确性，加深对该定理的理解；掌握测量有源

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一般方法。

实验四 一阶 RC 电路的设计



实验性质：设计型

实验课时：4学时

实验内容：设计一阶 RC电路

实验要求：学习使用示波器观察一阶 RC电路响应；掌握测定一阶 RC电路

时间常数的方法；掌握微分电路和积分电路的设计及电路特性。

实验五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实验性质：设计型

实验课时：4学时

实验内容：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实验要求：了解由一阶高通、一阶低通及运放组成的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掌握测试电路幅频特性的方法。

实验六 互感电路研究

实验性质：验证型

实验课时：2学时

实验内容：互感线圈电路的研究

实验要求：学会测定互感线圈同名端、互感系数以及耦合系数的方法；理解

线圈用不同导磁材料时对互感系数的影响。

四、 实验课程学时分配

单元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电路分析实验课程概述、要求及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2 验证型

2 受控源研究 2 验证型

3 戴维南定理—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测定 2 验证型

4 一阶 RC电路的设计 4 设计型

5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4 设计型

6 互感电路研究 2 验证型

五、 实验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1、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实际操作的方式，以实际操作为主，附以一定指

导和答疑。



2、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

六、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 课堂讲授

教学过程中以建立概念、形成知识体系为基础，解析每个实验覆盖的知识点，

着重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课堂上注重引导学生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活跃课堂气氛。重点突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理论联系实际

每次实验前在示例电路模型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解析，对教学重点和难点，

通过电路仿真演示增强感性认识并促进学生认知掌握，使学生对电路的设计思想

和方法有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在实验中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并可得到合理正确

的实验数据，通过仿真软件验证设计电路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七、 实验教材与参考资料

1.实验教材

《现代电路实验综合教程》，张常年 张萌萌 吴小林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1年 8月

2.参考资料

《电路分析基础》（第四版），李瀚荪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月

八、 实验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成绩采用百分制：其中课程准备占 20%，实验操作占 50%，实验报告

占 30%。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撰写人：吴小林

大纲审阅人：李云栋

系负责人： 白文乐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电路分析实验》——通信工程

课程教学大纲

一、 实验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022311 学分 0.5 总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实验

课程英文名称 Circuit Analysis Experiments

适用专业 通信工程

先修课程 (7030701)高等数学、(7016201)大学物理、(7021231)电路分析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电工电子）

二、 实验课程性质与目标

电路分析实验是针对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单独设立的

专业基础必修课的实验课程。电路分析实验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较强的实验课

程，是学习和研究电路分析理论的重要手段，既是对理论的验证，又是对理论的

实施，同时还是对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常用仪器仪表如电压源、电流源、DDS 函数发生器、示波

器、数字万用表、交流毫伏表等的使用方法。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分析基本电路的能力及根据技术要求设计简单电路的

能力。

课程目标 3：掌握基本的电路测试技术，具有一定的分析、查找和排除电路

常见故障的能力。

课程目标 4：具有一定的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中出现的简单问题的能力。

（二）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本课程支撑的通信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对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中电路单元与电路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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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课程目标 4 √

三、 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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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课程

目标
1、3、4 1、3、4 2、4 2、4 3、4

实验一 电路分析实验课程概述、要求及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实验内容：实验课程概述、要求及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实验要求：了解电路分析实验课开设的目的、意义、课程要求、用电安全。

实验二 受控源研究

实验内容：受控源研究

实验要求：加深对受控源的理解；熟悉由运算放大器组成受控源电路的分析

方法，了解运算放大器的应用；掌握受控源特性的测量方法。

实验三 戴维南定理—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测定

实验内容：戴维南定理—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测定

实验要求：验证戴维南定理的正确性，加深对该定理的理解；掌握测量有源

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一般方法。

实验四 一阶 RC 电路的设计

实验性质：设计型

实验课时：4学时

实验内容：设计一阶 RC电路

实验要求：学习使用示波器观察一阶 RC电路响应；掌握测定一阶 RC电路

时间常数的方法；掌握微分电路和积分电路的设计及电路特性。

实验五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实验性质：设计型

实验课时：4学时

实验内容：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实验要求：了解由一阶高通、一阶低通及运放组成的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掌握测试电路幅频特性的方法。

实验六 互感电路研究

实验内容：互感线圈电路的研究

实验要求：学会测定互感线圈同名端、互感系数以及耦合系数的方法；理解

线圈用不同导磁材料时对互感系数的影响。

四、 实验课程学时分配

单元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电路分析实验课程概述、要求及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2 验证性

2 受控源研究 2 验证性

3 戴维南定理—线性有源二端网络等效参数的测定 2 验证性

4 一阶 RC电路的设计 4 设计性

5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4 设计型

6 互感电路研究 2 验证型

五、 实验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1、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实际操作的方式，以实际操作为主，附以一定指

导和答疑。

2、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

六、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 课堂讲授

教学过程中以建立概念、形成知识体系为基础，解析每个实验覆盖的知识点，

着重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课堂上注重引导学生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活跃课堂气氛。重点突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理论联系实际

每次实验前在示例电路模型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解析，对教学重点和难点，

通过电路仿真演示增强感性认识并促进学生认知掌握，使学生对电路的设计思想

和方法有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在实验中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并可得到合理正确

的实验数据，通过仿真软件验证设计电路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七、 实验教材与参考资料

1.实验教材

《现代电路实验综合教程》，张常年 张萌萌 吴小林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1年 8月

2.参考资料

《电路分析基础》（第四版），李瀚荪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月

八、 实验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成绩采用百分制：其中课程准备占 20%，实验操作占 50%，实验报告

占 30%。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撰写人：吴小林

大纲审阅人：李云栋

系 负 责人： 白文乐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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