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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通过实践环节来培养工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实验教学等问题已成为当前
高等院校2r_科专业教学改革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2r_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文件
）中明确指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要高度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要大力改革实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鼓励开设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和研究型课程。
”但是，目前实验教材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品种很少；多数院校的实验教材都是
校内讲义，验证性实验内容偏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很少，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优秀实验教
材不多，与理论教材相比尤其明显。
这样，众多学校很难选到合适的优秀实验教材。
　　鉴于上述情况，“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与高等教
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了示范性电212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材的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国家电工电子教学
基地院校为基础，发挥这些院校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示范作用，组织编写电工电子实验系列
教材。
　　2003年12月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电2r-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成立了“电2r-
电子实验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见附件）。
30余所院校的参会代表围绕电工电子实践教学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了充分研讨，确定了电工电子实践
教学基本要求，为实验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研讨达成了以下共识：（1）实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生学习科技知识的重要手段
。
学生应能通过实验获取科学知识、验证相关理论，培养创新能力。
（2）从培养学生能力的角度，实验一定要单独设课，而且要有不同干理论课程的实验课程体系。
要改变依附于某一理论课程的原有模式。
（3）实验能力培养包含实验设计、测试与仪器使用、仿真、简单故障排除、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与
总结、查阅器件手册等方面的能力。
（4）实验教学应按基础性、设计性、综合性等不同层次、循序渐进地提出要求。
　　2004年4月14日一15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由全体编审委员会成员参加的教材评审会。
本着保证水平、突出特色、宁缺毋滥的原则，编审委员会成员对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5所院校申报的38种实验教
学改革成果教材进行了评审。
评出首批入选的教材有：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两套实验系列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浙江大学的3种电路课程实验教材，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3种电子技
术课程实验教材，北京交通大学的信号处理课程实验教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电磁场课程实验教材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的4种非电类电工学课程实验教材。
　　如何通过实践环节来培养212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实验教学等问题已成为当前
高等院校2r_科专业教学改革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2r_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文件
）中明确指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要高度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要大力改革实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鼓励开设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和研究型课程。
”但是，目前实验教材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品种很少；多数院校的实验教材都是
校内讲义，验证性实验内容偏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很少，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优秀实验教
材不多，与理论教材相比尤其明显。
这样，众多学校很难选到合适的优秀实验教材。
　　鉴于上述情况，“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与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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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了示范性电212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材的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国家电工电子教学
基地院校为基础，发挥这些院校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示范作用，组织编写电工电子实验系列
教材。
　　2003年12月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电2r-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成立了“电2r-
电子实验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见附件）。
30余所院校的参会代表围绕电工电子实践教学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了充分研讨，确定了电工电子实践
教学基本要求，为实验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研讨达成了以下共识：（1）实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生学习科技知识的重要手段
。
学生应能通过实验获取科学知识、验证相关理论，培养创新能力。
（2）从培养学生能力的角度，实验一定要单独设课，而且要有不同干理论课程的实验课程体系。
要改变依附于某一理论课程的原有模式。
（3）实验能力培养包含实验设计、测试与仪器使用、仿真、简单故障排除、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与
总结、查阅器件手册等方面的能力。
（4）实验教学应按基础性、设计性、综合性等不同层次、循序渐进地提出要求。
　　2004年4月14日一15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由全体编审委员会成员参加的教材评审会。
本着保证水平、突出特色、宁缺毋滥的原则，编审委员会成员对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5所院校申报的38种实验教
学改革成果教材进行了评审。
评出首批入选的教材有：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两套实验系列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浙江大学的3种电路课程实验教材，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3种电子技
术课程实验教材，北京交通大学的信号处理课程实验教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电磁场课程实验教材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的4种非电类电工学课程实验教材。
　　如何通过实践环节来培养212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实验教学等问题已成为当前
高等院校2r_科专业教学改革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2r_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文件
）中明确指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要高度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要大力改革实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鼓励开设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和研究型课程。
”但是，目前实验教材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品种很少；多数院校的实验教材都是
校内讲义，验证性实验内容偏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很少，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优秀实验教
材不多，与理论教材相比尤其明显。
这样，众多学校很难选到合适的优秀实验教材。
　　鉴于上述情况，“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与高等教
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了示范性电212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材的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国家电工电子教学
基地院校为基础，发挥这些院校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示范作用，组织编写电工电子实验系列
教材。
　　2003年12月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电2r-电子实验系列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成立了“电2r-
电子实验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见附件）。
30余所院校的参会代表围绕电工电子实践教学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了充分研讨，确定了电工电子实践
教学基本要求，为实验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研讨达成了以下共识：（1）实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生学习科技知识的重要手段
。
学生应能通过实验获取科学知识、验证相关理论，培养创新能力。
（2）从培养学生能力的角度，实验一定要单独设课，而且要有不同干理论课程的实验课程体系。
要改变依附于某一理论课程的原有模式。
（3）实验能力培养包含实验设计、测试与仪器使用、仿真、简单故障排除、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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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查阅器件手册等方面的能力。
（4）实验教学应按基础性、设计性、综合性等不同层次、循序渐进地提出要求。
　　2004年4月14日一15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由全体编审委员会成员参加的教材评审会。
本着保证水平、突出特色、宁缺毋滥的原则，编审委员会成员对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5所院校申报的38种实验教
学改革成果教材进行了评审。
评出首批入选的教材有：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两套实验系列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浙江大学的3种电路课程实验教材，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3种电子技
术课程实验教材，北京交通大学的信号处理课程实验教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电磁场课程实验教材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的4种非电类电工学课程实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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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培养适应我国21世纪发展需要的工程技术人才，反映我国当前在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上的改革
思路和教学水平，《电工学实验》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及时吸收了工科高校多年来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成果，对其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以基本技能训练、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组织内容。
除继续保持第二版实验内容具有应用性、先进性、趣味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外，本版基础实验和综合设
计性实验两部分内容都有较大的修改和充实，增加了变频器的使用、Pspice仿真实验、可编程逻辑器
件（PLD）应用的内容等。
《电工学实验》共分5章，包括电工学实验基本知识；常用电工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仿
真软件、PLC及变频器简介：电工学基础实验；电工学综合设计性实验。
《电工学实验》可与秦曾煌主编的《电工学》（第五版）及其他电工学教材配套使用，也可作为电工
、电子实验独立设课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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