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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2023 年专升本入学考试

专业课程《电工电子技术》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1. 本大纲适用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专升本的入学考试。

2. 《电工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一门基础课，主要考查学生基本掌

握本大纲要求的知识内容和电工电子技术必要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试范围 内容与要求 考核要点

电路及其分

析方法

（1）了解电路的作用与组成、电路模型；

（2）掌握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

（3）了解电路的三种工作状态；

（4）掌握欧姆定律、基尔霍夫电流、电压定

律；

（5）掌握电位的概念及计算；

（6）掌握电阻串并联联接的基本分析与计

算；

（7）掌握电压源与电流源及其等效变换的方

法；

（8）掌握支路电流法；

（9）掌握叠加原理；

（10）掌握戴维宁定理；

（11）理解储能元件的基本概念；

（12）掌握电路暂态过程的换路定则；

（1）基本知识点：电压、电流的

参考方向，欧姆定律、基尔霍夫

电流、电压定律，电位的概念及

计算，电阻串并联，储能元件的

基本概念，电路暂态过程的换路

定则；

（2）拔高知识点：电压源与电流

源及其等效变换的方法，支路电

流法，叠加原理、戴维宁定理。

正弦交流电

路

（1）了解正弦电压、电流的表示方法；

（2）掌握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

（3）掌握电阻、电感与电容元件交流电路的

伏安特性及相量关系；

（4）掌握电阻、电感与电容元件串联交流电

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5）了解阻抗串联与并联的计算方法；

（6）理解交流电路功率的概念。

（1）基本知识点：正弦量的相量

表示法，电阻、电感与电容元件

交流电路的伏安特性及相量关

系；

（2）拔高知识点：电阻、电感与

电容元件串联交流电路的基本分

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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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器件

（1）了解二极管 PN 结的形成及特点；

（2）掌握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模型及其应

用；

（3）理解三极管的分类、结构和基本工作原

理；

（4）掌握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及参数。

（1）基本知识点：二极管 PN 结

的形成及特点，二极管的伏安特

性、模型及其应用，三极管的分

类、结构；

（2）拔高知识点：三极管的基本

工作原理及特性曲线。

基本放大电

路

（1）了解放大电路的分类；

（2）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静态分析法；

（3）理解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稳定原理；

（4）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方法；

（1）基本知识点：基本放大电路

的静态、动态分析方法；

（2）拔高知识点：放大电路静态

工作点的稳定。

门电路和组

合逻辑电路

（1）掌握数制及常用的二进制码；

（2）掌握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和规则；

（3）掌握逻辑函数的各种表示方法；

（4）掌握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5）掌握与门、或门、非门等基本逻辑门的

功能；

（6）掌握简单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

法；

（7）掌握加法器、编码器、译码器等组合逻

辑电路的逻辑功能及其应用。

（1）基本知识点：数制及常用的

二进制码，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

和规则，逻辑函数的各种表示方

法，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与

门、或门、非门等基本逻辑门的

功能；

（2）拔高知识点：简单组合逻辑

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加法

器、编码器、译码器等组合逻辑

电路的逻辑功能及其应用。

三、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1.考核方式：笔试（闭卷）。

2.考试时间：90分钟；记分方式为百分制，满分：100分。

3.难易程度：本试题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所占比例约为

2:3:4:1。

4.主要题型：判断题、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和分析计算题。判断题和填空题

约占20%；选择题约占30%；简答题和分析计算题约占50%。

四、参考教材

秦曾煌.《电工学简明教程》（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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