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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无论是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是电子产品的社会保有量、生产量都已跃居世界首位。
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产品数量，为我国电子产品的生产、调试、维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就业
机会。
为了适应电子产品生产、调试、销售、维修的市场需求，我们于2006年组织编写了《电子技术基础与
技能实训教程》，目标是培养岗位所需的技能型人才。
　　该书是参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的教学大纲提出的指导
内容编写而成的。
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读者的欢迎，被众多职业学校和企业培训机构选作教材，许多读者
来信来电，在表达对图书内容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为了使电子新技术及时得到普及，为使图书产品能够紧贴社会的发展需求，使书中的知识和技能能真
正符合岗位的要求，我们重新对该书进行了修订。
为了扩大读者群，将书名改为《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实训（修订版）》　　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力图
把内容的重点放在培养读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其目的就是要使读者具有会看、会分析、
会检测、会动手组装能自行调试的技能。
　　会看，就是能看懂典型电子设备的电路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因此，本书加强了基本概念和各种类型的基本单元电路介绍，并专设阅读方法的章节。
　　会分析，就是对基本单元电路的工作性能会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和估算。
为此，本书加强了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
　　会检测与会动手组装调试，这是本书的重点，其目的是使读者会选用有关的元器件，会安装最简
单的电子装置。
为此，在每一章专设一节进行专门的介绍，并在最后一章对实际动手能力做综合训练，使读者对电子
元器件的组装和调试方法有一个初步的较全面的了解，为今后安装调试更复杂的电子设备打下良好的
基础。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基本理论与实际动手能力相结合，是按照企业对复合型高技能人才需求的特点
编写而成的。
书中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子技术课程内容与电子技术行业技能培训大纲相结合，其目的就是为了培
养既有学历，又有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对提高读者岗位技能及就业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共分6个模块，具体内容为常用基本电路元器件的识别及基本放大电路、反馈和振荡电路、
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原理，以及电子产品装配与技能实训。
各章后均有习题供学生及其他读者练习，以加深对本章内容的了解，附录给出了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由孙余凯、吴鸣山、项绮明等编著。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人员还有刘跃、王华君、孙静、项宏宇、王国珍、吕晨、项天任、陈帆、刘忠梅
、常乃英、孙余平、王五春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书刊杂志和有关资料，并引用其中的一些资料，在此一并向有
关书刊和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现代电子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应用日益广泛。
本书作为一本基础性教材，不可能包括电子技术的各个方面。
对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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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的考核标准和社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对原版图书修订中，将整体构架和
内容设置进行全新的编排。
以讲解电子技术基础知识为切入点，将电子技术基础技能划分为6个模块，具体掌握的内容依次为基
本元器件的识别及基本放大电路、反馈和振荡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路的组成原理，
以及电子产品的装配与技能实训。

本书注重知识性、系统性、操作性的结合，讲解元器件的检测、电子电路的识读、电子产品的组装与
调试等实例，使读者对所学的知识做进一步的熟悉和了解，以便获得组装和调试电子产品的动手能力
，为今后的产品设计和安装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书每章均有小结和习题，书后附有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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