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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

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2009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教学大纲》，并结合《国家
职业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要求组织编写而成的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包括
新大纲规定的基础模块和选学模块的相关知识。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教学环节和实践教学
环节相结合，将课堂知识与生产生活的实践相结合，将技能的规范和要求都渗透到教学内容之中，着
力体现“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本书知识点的引入采用实物示教、典型实例或演示实验；并且适当
地安排了技能训练小项目，推行边讲边练、讲练结合的教学方法，使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的教学直观
可行、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注重学生的职业能力的培养。　　本
书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突出知识的应用。本书大量地删除了理论知识的讲授，代之以实物、实例、
实验和技能训练，使学生形象直观地理解知识点的内涵及应用。本书的每一章都有技能训练项目，使
学生通过任务的完成、工作过程的体验或典型电子产品的制作，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学习兴
趣，激发学习动力。融“教、学、做”为一体，着力体现“学中做、做中教、教中学”的职业教育的
教学模式。本书的每一章都有“练习与思考”、“技能与实践”以及“技能训练测试”，大量地删除
了理论知识性的习题，强化了实践教学。本书删除了已经过时的陈旧内容，增添了反映电工电子技术
与技能的新技术、新知识、新工艺、新设备等新内容的介绍，贴近生产生活实际，反映时代特征与专
业特色。　　本书选材合理，深浅适度，采用模块编排方式，以便根据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需要，增
删教学内容，因而本书适用面广。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认识实训室和安全用电、直流电路、磁场及电
磁感应、电容与电感、单相正弦交流电路、三相正弦交流电路、用电技术、常用点器、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基本控制、电子实训室与基本技能训练、常用半导体器件、整流及滤波电路、放大电路和集成运
算放大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和数字逻辑电路、数字电路的应用等内容。本书涵盖了
教育部最新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模块、选用模块的所有
的教学内容，其中选用模块的部分，在标题前注有*号，以供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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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

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非电类多学时)》为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依据教育部2009年颁布的中
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教学大纲编写，主要内容包括认识实训室与安全用电，直流电路，磁
场及电磁感应，电容与电感，单相及三相正弦交流电路，供用电技术，常用电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基本控制，电子实训室与基本技能训练，常用半导体器件，整流及滤波电路，放大电路与集成运算放
大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数字电路的应用，涵盖了教学大纲要求的
基础模块、选用模块的所有教学内容。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非电类多学时)》体现了“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配有“练习与思考”、“
技能与实践”、“技能训练项目”、“技能训练测试”以及本章小结，加强职业能力的培养，突出知
识的应用。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非电类多学时)》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工科非电类及相关专业电工电子技术与
技能课程的通用教材，也可以作为工科电类专业、计算机应用类等专业的参考教材。

Page 3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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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基本电工工具
　　　1.1.3　常用电工仪器仪表
　　　1.1.4　技能训练——电工电子实训台（电工电子实验箱）的使用
　　　1.1.5　技能训练——常用电工工具的使用
　　1.2　安全用电
　　　1.2.1　实训室操作规程
　　　1.2.2　安全用电的规定
　　　1.2.3　触电及电气火灾的防范及扑救
　　技能训练
　　本章小结
　　习题一
　　技能与实践
　　技能训练测试——电气插座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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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电阻电路的分析及其应用
　　　2.4.3　电路的工作状态
　　2.5　基尔霍夫定律
　　　2.5.1　几个有关的电路名词
　　　2.5.2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认识
　　　2.5.3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认识
　　2.6　实训项目一电压、电流和电阻的测量
　　　2.6.1　电流的测量
　　　2.6.2　电压的测量
　　　2.6.3　电阻的测量
　　　2.6.4　万用表
　　　2.6.5　技能训练——直流电阻电路故障的检查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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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二
　　实践应用
　项目三　磁场及电磁感应
　　3.1　磁场
　　　3.1.1　磁场及电流的磁场
　　　3.1.2　安培力的大小及方向
　　3.2　电磁感应
　　　3.2.1　电磁感应现象及定律
　　　3.2.2　楞次定律及右手定则
　　　3.2.3　电磁感应定律
　　3.3　铁磁性物质
　　　3.3.1　铁磁性物质的磁化现象
　　　3.3.2　磁性材料的种类及用途
　　　3.3.3　涡流
　　3.4　磁路的基本概念
　　　3.4.1　磁路
　　　3.4.2　磁路欧姆定律
　　3.5　实训项目二感应电动势的测定
　　本章小结
　　习题三
　　实践应用
　　技能训练
　项目四　电容和电感
　　4.1　电容
　　　4.1.1　电容元件的性质
　　　4.1.2　电容器及其判别
　　4.2　电感
　　　4.2.1　电感元件的性质
　　　4.2.2　电感器及其判别
　　4.3　实训项目三电容器和电感器的识别与判断
　　本章小结
　　练习与思考
　　技能与实践
　　技能训练测试
　项目五　单相正弦交流电路
　　5.1　熟悉实训室
　　　5.1.1　实训室的工频电源
　　　5.1.2　交流仪表和单相调压器
　　5.2　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5.2.1　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
　　　5.2.2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
　　　5.2.3　相位差
　　　5.2.4　交流电的有效值
　　　5.2.5　正弦交流电路的表示方法
　　5.3　正弦交流电路中的三种基本元件
　　　5.3.1　纯电阻正弦交流电路
　　　5.3.2　纯电感正弦交流电路
　　　5.3.3　纯电容正弦交流电路
　　5.4　RLC串联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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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RLC串联电路的阻抗
　　　5.4.2　电压三角形和阻抗三角形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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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交流电路的功率
　　　5.5.1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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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实训项目四——照明电路及其配电板的安装
　　　5.6.1　照明电路配电板的安装
　　　5.6.2　荧光灯电路的安装及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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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与实践
　　技能训练测试
　项目六　三相正弦交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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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三相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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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三相四线供电制
　　6.2　三相负载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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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三相负载的三角形连接
　　　6.2.3　三相电路的功率
　　6.3　实训项目五——三相交流电路的星形连接
　　本章小结
　　练习与思考
　　技能与实践
　　技能训练测试
　项目七　供用电技术
　　7.1　电力供电与节约用电
　　　7.1.1　发电、输电和配电
　　　7.1.2　电力供电的主要方式
　　　7.1.3　供配电系统
　　　7.1.4　节约用电及其措施
　　7.2　用电保护
　　　7.2.1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线
　　　7.2.2　漏电保护器及其应用
　　　7.2.3　安全用电及其措施
　　7.3　实训项目六——漏电保护器的安装
　　本章小结
　　练习与思考
　　技能与实践
　　技能训练测试
　项目八　常用电器
　　8.1　照明灯具
　　　8.1.1　常见的照明灯具
　　　8.1.2　新型节能电光源及其应用
　　　8.1.3　照明系统的供电和检修
　　8.2　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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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单相变压器的基本结构、额定值及用途
　　　8.2.2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变压比和变流比
　　　8.2.3　变压器的外特性、损耗和效率
　　　8.2.4　三相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8.2.5　特殊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用途
　　8.3　交流电动机
　　　8.3.1　三相笼型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和铭牌参数
　　　8.3.2　旋转磁场的产生与转子转动的原理
　　　8.3.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
　　　8.3.4　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8.3.5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类型和工作原理
　　　8.3.6　直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类型和工作原理
　　8.4　常用低压电器
　　　8.4.1　常用低压电器的分类
　　　8.4.2　常用低压电器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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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　用兆欧表测量变压器、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8.5.2　用钳形交流电流表测试电动机的空载电流
　　　8.5.3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首、末端的判别
　　　8.5.4　技能训练：变压器和电动机的参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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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直接起动控制线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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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连续控制线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9.2　正反转控制
　　　9.2.1　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组成原理
　　　9.2.2　双重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线路
　　9.3　普通车床控制电路
　　　9.3.1　普通车床电气控制的一般知识
　　　9.3.2　普通车床电气控制电路原理图的识读
　　9.4　现代控制技术
　　　9.4.1　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和用途
　　　9.4.2　变频器的基本原理和用途
　　　9.4.3　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用途
　　9.5　实训项目八
　　　9.5.1　点动与连续运行控制线路配电板的配线与安装
　　　9.5.2　接触器互锁正反转控制线路配电板的配线与安装
　　本章小结
　　练习与思考
　　技能与实践
　　第二部分　模拟电子技术
　项目十　电子实训室与基本技能训练
　　10.1　电子实训室
　　10.2　实训项目九——基本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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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焊接的基本要领
　　　10.2.2　常用电子仪器仪表的基本使用方法
　　10.3　常用电子仪器使用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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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射极输出器的主要特点
　　　13.1.7　多级放大电器的耦合方式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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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放大电路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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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译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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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　集成通用译码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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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　集成显示译码器及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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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触发器
　　　15.4.1　基本RS触发器的组成和逻辑功能
　　　15.4.2　同步RS触发器的特点和逻辑功能
　　　15.4.3　JK触发器
　　　15.4.4　D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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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　集成移位寄存器的功能和工作过程
　　15.6　计数器
　　　15.6.1　计数器的功能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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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　集成计数器及其应用
　　15.7　实训项目十四——计数、译码显示电路的使用
　　本章小结
　　习题十五
　项目十六　数字电路的应用
　　16.1　数字电路的典型应用
　　　16.1.1　555集成定时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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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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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动机的空载状态即未带负载时的状态，此时电磁转矩T=O。在电动机空载状态下，用钳形交流
电流表测试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流，即空载电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　　测试时，先将钳形交流电流
表的量程开关转到合适的位置，手持胶木手柄，用食指勾紧铁心开关，便可打开铁心，将电动机定子
绕组引出机壳外的首端（或尾端），也就是一根电源线从铁心缺口引入到铁心中央，然后放松铁心开
关的食指，铁心就自动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流就在铁心中产生交变磁力线，钳形交流电流表上
就感应出电流，直接读到的数值就是电动机的电流。如果此时电动机处于空载状态，则此电流就是电
动机的空载电流。　　8.5.3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首、末端的判别当电动机接到三相电源上，定子
绕组中通人三相电流后，三相电流共同产生的合成磁场是随电流的交变而在空间不停地旋转着，这就
是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铜条或铝条），便在其中感应出电动势和电流，转子电流同旋
转磁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电磁转矩，使电动机转动。　　⋯⋯

Page 11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