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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基础中的正弦型函数图像 y=Asin（ωx+φ）
陆　颖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浙江 杭州 311403）

摘要：教师在对新的知识讲解时最好用已学过的知识点进行引入，上课前一定要准备充足，充分利用好“旧”知识引入新知识，这

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旧”知识的巩固也可以更好的学习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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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专业课教学中经常会遇到一节课上完学生不知道老师

讲什么，或者是学生根本就没有明白老师讲的知识点。这种情况

在技术院校是最多的。因为技术院校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对学

习的兴趣不浓厚，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确很厉害，所有我们不能

因为他们的理论学习跟不上而否定他们。我们要找一个适合他们

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能很好地接收新的知识。

在这里我以电工基础与数学的联系为例引进一个新的教学方

式“针织式教学”。什么是“针织式教学”？“针织式教学”是

在学习一个崭新的知识点时，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该

知识点，在教授过程中引入已学过的知识点，用已学过的知识进

行过渡后再进行新知识的引入与讲解。这种“针织式教学”有时

需要多个知识点相结合，为了能够使得学生更好的理解甚至可以

多个专业知识相结合的讲解，就像我们编织毛衣时候有时需要多

种线相互穿插的编制。例如坡比这个知识点在土方建筑，公路工

程都有涉及，并且在初中的教学中也有涉及。在这里我们可以把

初中学过的知识点正切先复习巩固一下，再对坡比进行讲解，这

样整堂课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与吸收会提高一个档次。

技师学院的学生对初次接触的专业课是陌生的，如果老师在

讲解过程中只求“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吃力甚至不懂，

久而久之学生对学习甚至专业课会感觉厌烦。我们在讲解中用到

学生熟悉的知识点引入，或者树枝的知识点穿插进去这样可以使

得学生减小对“新”知识的排斥，学生能更好地学习新的知识。

下面我以电工基础中交流电的基本概念为例来讲解如何进行

“针织式教学”。

电工基础之正弦交流电。其中简单直流电路中线性电阻的伏

安特性曲线（电压与电流关系）是一次函数图像（第一象限部分），

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电压与电流关系）二次函数图像（第

一象限部分）。电工基础交流电中单相交流电与三相交流电才是

三角函数的天堂，三角函数知识贯穿了整个单相交流电与三相交

流电。

一、正弦交流电

在讲正弦交流电之前我们可以把数学中正弦函数复习一下，

并且在知识点讲解时把正弦函数的相关定义与新知识点对比着讲。

例如；

瞬时值表达式；e=Emsin（ωt+φ0）φ0 为线圈平面与中性面夹

角，线圈转过角度 ωt，电动势最大值 Em。

正弦函数；y ＝ Asin（ωx+φ），φ 函数图像位置变换，ω

函数图像周期变换，A 函数的最值。

在电路图讲解中可以把正弦函数图像差入进去，不仅可以让

学生巩固图像并记住该电路图。

二、表征正弦交流电

（一）周期，频率和角频率

我们先复习数学中周期，频率的定义并做出对比。

周期的定义对比；正弦交流电每重复变化一次所需的时间就

是周期。

函数 y=f（x），f（x+T）=f（x）都成立，T 周期。

在交流电中 ω 主要影响周期，频率。而在正弦型函数中 ω

影响的是图像上所有的点横坐标缩短（ω>1）或伸长（0<ω<1）

到原来的 1
ω

倍（纵坐标不变）而得到的。这段知识点讲解时我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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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进了正弦函数图像变换的一些知识，并且由已学习过的周期引

入频率的概念与公式。

频率 = 即 （周期和频率互为倒数）

角频率 = =2π 频率（ ）周期 =

（ ）

注意；角频率反映了正弦交流电的变化快慢，

正弦函数；y ＝ Asin（ωx+φ） 周期 T=

2，最大值，有效值和平均值

最大值（又称峰值，幅值）；正弦交流电在一个周期所能达

到的最大瞬值。如；Em，Um，Im

注意；正弦交流电的最大值反映了正弦交流电的变化范围。

正弦函数；y ＝ Asin（ωx+φ）上所有 y 轴上的点伸长（A>1）

或缩短（0<A<1）到原来的 A 倍。通俗一点就是图像的最高点（最

低点）。最大值；|A| 最小值；-|A|

这段知识点我们可以看出求峰值就是求正弦函数的最值，并

利用峰值可以求有效值与平均值。

峰值；Up-p　Up-p=2  Um，用正弦函数来计算；Up-p=2|A|

有效值 = 最大值 ÷

如；I=Im/    U=Um/

平均值 =

如；Ep=
2
π

Em   Up=
2
π

Um   Ip=
2
π

Im

有效值 =
2 2
π × 平均值≈ 1.1 平均值

如；E=1.1Ep     U=1.1Up       I=1.1Ip

3，相位与相位差

在 e=Emsin（ωt+φ0）中，ωt+φ0 表示正弦量随时间变化的

电角度。

相位角（相位或相角）；（ωt+φ0）

初 相 位（ 初 相 角 或 初 相）； 当 t=0 时 的 相 位 φ0， 注 意；

φ0<180°

注意；初相位反映了正弦交流电的起始状态。

相 位 差； 两 个 同 频 率 交 流 电 的 相 位 之 差 称 为 相 位 差

即；φ=φ1-φ2。 注 意；-180 ° <φ ≤ 180 °， 若 计 算 结 果

φ=φ1-φ2 ≥ 180°或 φ=φ1-φ2<-180°，应取 360° ±φ 作为相位

差，并改变相关描述。

正弦函数；y ＝ Asin（ωx+φ）图像上所有的点向左（φ>0）

或向右（φ<0）平移 |φ| 个单位长度。可以简单地理解成 φ 是正

弦函数的起始位置。

这里面的正线交流电中的初相位就是正弦函数的起始位置，

可以由起始位置来解释相位差的概念。

例 1；已知某正弦交流电压 u=311sin（314t+45°）V 有效值

U= 311
2

V，周期 T= 2
314
π ，频率 f= 314

2π
HZ，初相 φ=45°

正 弦 型 函 数； 已 知 正 弦 函 数 y=311sin（314x+45 °） 周 期

T= 2
314
π

频率 =f= 314
2π

，最大值 =311，最小值 =-311，φ=45°

从这道例题可以看出正弦型函数与正弦交流电非常相似，可

以我们在刚刚接触正弦交流电时可以参考正弦函数来学习。用对

正弦函数例题的解题思路来引导正弦交流电题目的思考，使得学

生能更好更快的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在例题 1 的讲解中我们已

经插入了“旧”知识，所以在第二个例题中我们就可以让学生独

立思考并解答。

例 2；已知两正弦电动势分别是；

e1=100 2 sin（100πt+60°）V，e2=65 2 sin（100πt-30°）

V。求（1）各电动势的最大值和有效值；

解；e1=100 2 sin（100πt+60 °）V，e2=65 2 sin

（100πt-30°）V

y1=100 2 sin（100πt+60°），y2=65 2 sin（100πt-30°）

A1=100 2 　　　ω1=100π　　　φ1=60°

A2=65 2 　　　ω2=100π　　　φ2=30°

最大值 Em1=100 2 V　　Em2=65 2 V

有效值 E1=
100 2

2
V=100V　E2=

65 2
2

V=65V

（1）周期，频率

解；ω1=ω2

周期 T1=T2=
2x
ω

= 2
100

x
x

s=0.02s

频率 f1=f2=
2x
ω = 100

2
x

x
s=0.02sHZ=50HZ

（2）相位，初相位，相位差

解；相位 a1=100πt+60°　a2=100πt-30°

初相位 φ1=60°　φ2=-30°

相位差 φ=φ1-φ2=60° -（-30°）=90°

在整章的讲解当中每个新知识都穿插了很多“旧”知识，这

样可以使学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本章节的内容，而且用这种授

课方式，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比较牢靠。有的时候知识一旦不用或

者是学完了，学生就基本忘记了。而“针织式教学”可以使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更牢靠，记忆更久远些。所以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灵活掌握“针织式教学”，而却要把握好度，最好不要本末

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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