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2300700 

课程名称：电路 

英文名称：Curcuit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 

总 学 时：54   讲授课时：54    

学    分：2 

适用对象：电子科学信息与技术   本科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一、课程简介 

电路原理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研究线性电路分析（包含

电阻性电路分析、动态电路时域分析与正弦稳态电路分析）的基本理论、基本定律与定理、计算方法。

电路理论是一门重要的学科领域，将为学习后续的有关课程（例如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技术、高频

电子线路、电磁场、电子学等）建立必要的理论基础，是分析与解决实际电子电路问题的有力工具。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的电路课程教学将贯彻理论教学与实验相的原则。我系本科生的电路课程

的理论教学环节选用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邱关源主

编的《电路》教材（第五版）。 

二、课程性质、目的和任务： 

《电路》是一门研究电网络分析、设计和综合的理论，是电子信息与技术专业必开设的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它的学科系统完整，理论性强，并以工程计算为背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电路理论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和基本的分析、计算方法，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理论，分析计算电路

的基本方法和进行实验的初步技能。并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后继专业课程的学习作好准备，

为将来成为工程技术人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教学要求： 

1.牢固掌握电路理论的基本概念（如：电压、 电流、 功率、 参考方向）、基本定律（欧姆定律 KCL 、

KVL)及电阻、电感电容、独立电源和受控源器件的基本特性。 

2. 熟悉掌握线形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和网络定理，如：节点法、支路法、 回路法、叠加原理、 戴

维南定理、和互易定理等，并能够灵活的运用它们来分析各种电路。 

3. 重点掌握正弦稳态分析的基本概念（如：极大值、有效值、频率、相位等）及向量分析（如：

向量图、复阻抗、复导纳等），熟练地运用向量法对正弦电路进行分析和计算（包括三相电路和具有互

感耦合电路的计算）。 

4.熟练掌握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法。对时域法，要求深刻理解时间常数、一阶的零输入 响应、一

阶零状态响应和阶跃响应等概念；对频域法，要求掌握拉氏变换分析电路的方法和步骤（如：运算阻

抗）。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章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内容：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1.2 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 

1.3 电功率和能量 

1.4 电路元件 

1.5 电阻元件 

1.6 电压源和电流源 

1.7 受控电源 

1.8 基尔霍夫定律 

要求： 

① 了解电路模型的概念 

② 理解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概念，掌握吸收、发出功率的表达式和计算方法 

③ 理解电阻、独立电源和受控电源等电路元件的工作特性 

④ 掌握电路的基本定律，并能熟练应用 

重点：掌握参考方向、线性元件特性和电路基本定律 

难点：熟练掌握基尔霍夫电流、电压定律 

第二章 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内容： 

2.1 引言 

2.2 电路的等效变换 

2.3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 

2.4 电阻的 Y、Δ连接的等效变换 

2.5 电压源和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 

2.6 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2.7 输入电阻 

要求： 

① 理解电路的等效变换的概念； 

② 掌握电阻、电源的串联与并联； 

③ 了解电阻的 Y、Δ连接的等效变换； 

④ 掌握一端口输入电阻的计算方法。 

重点：电阻的 Y、Δ连接的等效变换和一端口输入电阻的计算方法 

难点：电阻 Y、Δ连接的等效变换和输入电阻的计算 

第三章  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 

内容： 

3.1 电路的图 

3.2 KCL 和 KVL 独立方程数 

3.3 支路电流法 



3.4 网孔电流法 

3.5 回路电流法 

3.6 结点电压法 

要求： 

① 了解图论的初步概念； 

② 掌握用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回路电流法和结点电压法分析电路的方法。 

③ 熟练掌握回路电流法和结点电压法分析电路的方法 

重点：网孔电流法，回路电流法和结点电压法 

难点：回路电流法和结点电压法 

第四章 电路定理 

内容： 

4.1 叠加原理和齐性定理 

4.2 替代定理 

4.3 戴维宁原理和诺顿定理 

4.4 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要求： 

① 掌握用叠加原理，齐性定理和替代定理分析电路的方法； 

② 掌握用戴维宁原理，诺顿定理分析电路的方法； 

③ 熟悉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重点、难点：叠加原理、戴维宁原理和诺顿定理分析电路的方法 

第五章 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内容： 

5.1 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 

5.2 比例电路分析 

5.3 含有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分析 

要求： 

① 了解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 

② 理解运算放大器在理想化条件下的外部特性； 

③ 了解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的分析； 

④ 掌握含有理想运算放大器的电路分析方法。 

重点、难点：理想运放的两条原则，比例电路和含有理想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分析 

第六章 储能元件 

6.1 电容元件 

6.2 电感元件 

6.3 电容电感元件的串联和并联 

要求： 



①理解电感、电容等电路元件的工作特性解； 

②掌握电感、电容的电压电流关系和储能； 

③了解电容电感元件的串联和并联 

    重点、难点：电感、电容的电压电流关系和储能 

第七章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内容： 

7.1 动态电路方程及其初始条件  

7.2 一阶电路零输入响应 

7.3 一阶电路零状态响应 

7.4 一阶电路全响应 

7.5 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7.6 二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及全响应 

7.7 一阶电路阶跃响应 

7.8 一阶电路冲激响应 

要求： 

① 理解电路的暂态，稳态和时间常数的概念； 

② 了解一阶电路的经典法； 

③ 掌握一阶线性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响应和阶跃响应的分析方法； 

④  熟练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 

⑤  掌握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和二阶电路的全响应； 

⑥ 了解二阶电路的冲激响应的分析方法。 

重点、难点：正确分析电路中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响应和阶跃响应、冲激响应的分析。 

第八章 相量法 

内容： 

8.1 复数 

8.2 正弦量 

8.3 相量法基础 

8.4 电路定律的相量形式 

要求： 

①  了解复数的概念及公式； 

②  理解正弦量的三要素； 

③  掌握正弦量的相量分析法 

④ 掌握电路定律的相量表示形式。 

重点、难点：相量法的基础和电路定律的相量法表示、三种线性元件的相量法表示 

第九章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内容： 



9.1 阻抗、导纳 

9.2 电路的相量图 

9.3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9.4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9.5 复功率 

9.6 最大功率的传输 

要求： 

① 掌握阻抗、导纳的概念及阻抗的串并联； 

② 掌握用相量图对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③ 掌握用线性电路的各种分析方法、电路定理对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④ 掌握最大功率传输的概念及公式； 

⑤ 了解复功率的概念； 

⑥ 理解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掌握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⑦ 掌握串、并联谐振电路的概念、特点及实际应用； 

重点、难点： 

① 线性电路的各种分析方法 

② 电路定理对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最大功率传输 

③ 提高功率因数 

④ 串、并联谐振回路分析 

第十章 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内容： 

10.1 互感 

10.2 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计算 

10.3 耦合电感的功率 

10.4 空心变压器 

10.5 理想变压器 

要求： 

① 理解磁耦合、互感、互感因数、耦合电感的同名端的概念； 

② 掌握耦合电感的电压、电流之间关系； 

③ 了解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计算方法； 

④ 了解空心变压器和理想变压器的分析问题和方法。 

重点、难点：同名端、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计算和理想变压器的负载变换分析 

第十一章 电路的频率响应 

内容： 

11.1 网络函数 

11.2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 



11.3 RLC 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11.4 RLC 并联谐振电路 

要求： 

① 掌握网络函数的概念； 

② 掌握 RLC 串、并联电路的谐振的概念； 

③ 了解 RLC 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重点：网络函数、串并联谐振的概念 

难点：串、并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第十二章 三相电路 

内容： 

12.1 三相电路 

12.2 三相电路及其线电压(电流)和相电压(电流)关系 

12.3 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12.4 不对称三相电路的概念 

12.5 三相电路的功率 

要求： 

①  掌握三相电源提供的线电压、相电压之间的关系； 

②  掌握对称三相电路和不对称三相电路的分析与计算； 

③  掌握三相电路的功率计算； 

④  了解三相电路的功率测量。 

重点：三相电路的 Y、△两种连接的线电压(电流)和相电压(电流)关系，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难点：线电压(电流)和相电压(电流)转换、三相电路的功率计算的计算 

五、课外习题及课程讨论 

   在上课把电路的重要定理讲完后，举例来加强学生对于这些重要理论的记忆和理解。 

对于重点章节利用课堂讨论及举例方式(主要是对所举例的求解方法)来加深知识点的理解。选作 

的例题来源于《电路试题精选与答题技巧》、《电路学习辅导与题解》、《电路基础常见题型解析及 

模拟题》等参考书。 

六、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 采用启发、探究型教学方式，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为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避免死记硬背概念、原理，教师在课堂上主要多讲知识背景，

知识重点、难点，同时提出一些综合性的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加以分析，按设定条件一层层提出解决

办法，使学生从中领会自学的思路，学会独立解决问题。 

2.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果 



根据学生程度不同，开展多层次教学。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组织起来定期进行补习，加强基

础辅导，使课上知识得到巩固提高，使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对学好电路课程有了信心，调动了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3. 大胆探索勇于突破，鼓励“学生参与教学” 

在教学中，通过有计划、按步骤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使学生逐渐提高了独自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加大实验教学的改革力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加大实验教学的改革力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通过

实际动手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通过实践达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 

1．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准备灵活、恰当的利用多媒体课件，提高教学质量。 

2. 通过阶段考核，把握阶段教学效果，强化学生对电路的重视。 

3．采取讨论、提问、课外收集信息等多种形式建立自由、协作的氛围。 

七、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章节          

教学环节 

讲 课 习题课 讨论课 实验课 其 它 合  计 

第一章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6      6  

第二章 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4      4  

第三章 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  6        6  

第四章 电路定理  5      5  

第五章 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

电路 

2     2 

第六章 储能元件 2     2 

第七章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

时域分析 

9        9 

第八章 相量法 3         3  

第九章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7     7 

第十章  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4      4  

第十一章 电路的频率响应 2      2  

第十二章  三相电路 4     4 

 总  计 54     54 

 

八、考核方式 



细化考核标准，增加了考核的透明度、公平、合理性，克服了以往平时成绩不易量化的缺陷。成

绩贴近真实，为学生公平竞争选择专业奠定基础。  

具体操作时，成绩按以下比例计算： 

① 总评成绩中：期末考试成绩 : 平时成绩 =8:3 

② 平时成绩中：作业: 考勤=1:1  

九、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教   材：《电路》第五版，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参  考  书：《电工基础》第一版，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电路原理》第三版，江泽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 

《电路理论原理》第二版，周长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十、说明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实际授课时，可考虑将相关内容合并一起进行集中讲授，

通过习题加以巩固提高。习题课的内容可选典型例题、典型习题以及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的典型问题，

习题的选择要有代表性，不宜偏难。重点内容尽可能安排实验，非重点内容应注重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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