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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实验课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电子技术基础为例 

许桂月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海南海口） 

摘要：电子技术基础是电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学好后续课程的基础。本文针对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出一种采用虚拟仿真与实际电路相结合的实验设计方法。实验过程立足于实际工程实践，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实验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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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电子技术基础是大部分工科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作为一

门专业基础课，其兼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及实践性。该课程内容与电

工基础、数学等学科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从学生反馈的结果来看，

这是一门理论知识非常难理解，实践不易成功的一门课程。电子技

术主要以弱电为主，电路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电磁干扰。基于这样

的原因，该课程实践内容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2、实验课程的设计思路 
该课程传统的实验方式是购买现成的实验设备，学生在操作台

完成实验项目。操作台上具备有一些固定电路的元器件以及布局，

学生在该操作台将主要的电线连接完成并上电调试即完成一个实

验项目。目前，国内能够实现该功能的实验设备已经发展的相当成

熟。然而这样的实验方式在课程中的弊端却也越来越突出。很多学

生只会傻瓜式的接线，一旦在实际应用或者是参加全国电子设计竞

赛这样的一些更贴近实际的项目，学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入手，电

路出现故障也不会调试。因此，改变传统的实验授课方式成为一种

必然的趋势。 

考虑到学生在焊接电路时由于操作不当、设计不合理等原因造

成的废板、失败电路板较多，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本文提出

仿真与实际焊接相结合这样一种方式融入电子技术基础实验课程

中。 

2.1 模拟仿真的引入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涉及的元器件较多，元器件的更新换代比较

快，实验室元件的更新过于频繁会导致费用较高，采用虚拟仿真的

形式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学生通过虚拟仿真软件提取出相应

型号的元器件设计电路，结合虚拟的仪器仪表调试观察电路。通过

这样的方式，可以发现实验方案在设计中的缺陷并一步步改进，最

终设计出较为理想的实验项目。在仿真效果理想的前提下进行下一

步的焊接，可以提高实验成功的几率，从而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以

及课堂质量。由于实验的设计过程是学生一点点调试成功的，可以

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在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创新等方面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2.实际焊接并调试电路 

仿真实验仍然是一种纸上谈兵，实验方案是否可行，必须要经

过真实电路的验证。真实电路的实现过程融合了多门课程的知识，

包括电子线路 CAD，单片机技术、电气仪表与测量等。实际焊接调

试电路是学生综合性能力提高的一种有效途径。学生通过焊接的电

路的结果与仿真效果进行对比，自我分析、判断，最后形成自己的

体会。这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实际动手等方面能力

的提高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具体案例 
本文以“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为例，综合分析本门课程的实

验设计过程。 

3.1、布置实验课题 

1）设计并制作如图 1 所示的直流稳压电源 

  
图 3.1 稳压电源结构 

2）基本要求 

设计一台额定输出电压为 5V 的直流稳压电源。该电源满足以

下条件。  

a) RL 阻值固定为 5Ω。当直流输入电压在 7~20 V 变化

时，要求输出电压为 5±0.05V，电压调整率 SU≤1%。   

b) RL 阻值固定为 5Ω。当直流输入电压在 5.5~7V 变化

时，要求输出电压为 5±0.05V。  

c) 制作一个功率测量与显示电路，实时显示稳压电源的输

出功率。 

3.2、实验过程及要求 

班级学生按照 3 人一组组建团队，团队成员之间应团结合作。

实验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及技术技能提升，同时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促进文明生产的职业素养养成。 

3.3 教学设计与引导 

本实验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工程实践工程，需要经历学习

研究、方案论证、系统设计、实现调试、测试、总结等过程。在实

验教学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学习直流稳压电源

的基本结构；学习电路功率的测量方法；学习单片机控制电路；通

过仪器仪表实现电路调试以及电路参数的测量。 

3.4 供学生参考实验方案的分析与确定 

1） 项目整体框图 

 
图 3.2 项目总体方框图 

2） 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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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合题目，查阅相关参数，确定元器件型号： 

l 选择 220V 转 24V 变压器。 

l 选择整流桥的型号为 KBP307，该元器件的耐压值为

700V，最大允许电流是 3A。 

l 稳压电路的选择的选择可以是开关电源、稳压芯片、串

联型稳压电路等方案，为达到题目要求，选择串联型稳压电路。 

l 选用 STC89C52 作为控制器。 

l 液晶屏选用 LDC12864。 

l AD 转换芯片采用 8 位分辨率、双通道的 ADC0832。 

b) 稳压电路方案 

按照题目 5.5V 的输入时仍然保持 5V 直流输出，应该挑选满足

一定的变流变化范围内调整管可以达到 0.5V。经过分析不同型号的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参数，最终确定调整管采用 IRF3205。仿真电

路如图 4 所示。  

 
图 3.3 稳压电路仿真结果 

题目中的电压调整率的定义为 ，当输入为

7V-20V 电源时，Uo2 为 20V 电源输入时电路的输出电压，Uo1 为

7V 电源输入时的电路的输出电压值。  

c）功率计算及显示 

根据 得知，只需要测得直流电源带载时的输出电压

值，即可算出功率。单片机无法直接识别输出的电压数值，这里通

过 ADC0804 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再通过程序控制显示最后

结果。该部分电路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单片机控制电路 

3.5 教学实施 

结合本实验的特点，按照如下进行展开： 

1)学生三人一组自行组队。 

2)团队成员共同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研讨提出实验方案。 

3)老师根据学生的实验方案提出意见及建议。 

4)老师提供可行的实验方案，并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 

5)团队成员分工合作，主要包含仿真电路、绘制 PCB 图并制板，

焊接和书写实验报告。 

6)结果验收。主要体现在作品展示和实验报告两个方面。 

3.6 考核要求与方法 

实验的评定结合学生的作品验收结果，实验报告以及实验过程

进行考察。4、结尾 

项目立足于实际工程实践，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

题。通过完整的项目设计，让学生掌握电路设计的思路及方法，掌

握元器件选择方法以及电路的焊接及调试方法。融入团队合作精神

和文明生产的企业理念，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能够更好

的与企事业单位需求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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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岗，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率。 

3．加强学生素质训练。学校设立激励制度，鼓励在校学生积

极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学生在参加这些活动中，不仅

可以增强个人交际能力，还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集体创新精神，

这些能力对其在就业竞争中有些积极推动的作用。 

4．增加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意识。职业资格证书是每个

人步入职场大门的敲门砖。用人单位招聘高职院校的学生看重的就

是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而职业资格证书正是这一点的

体现。因此，学校在强化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鼓励学生多多考虑

职业资格证书，为自己在后续的求职生涯当中增加砝码。 

5．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技能比赛。在学校的三年时间里，学校

要鼓励学生多参加技能大赛，在这种比赛当中，不仅可以强化学生

的专业技能，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有个参加过国赛的学生跟我说：“参加一次国家级的技能比赛，所

学到的知识，得到的锻炼，比他在学校的两年学到的知识、锻炼都

多。”学校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技能大赛，全方面提高

自己的综合技能。 

五、结语 
总体来说，高校每年都在扩招，高校的毕业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学校和学生个人要综合分析各自因

素，科学有效地改善就业难的现状，尽可能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就

业率，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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