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华学院 2024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

《电工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概况

《电工学》是高等工业学校专科非电专业一门技术基础课，是一门适合非电

专业实验性较强的电类应用学科。学生通过本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的学习，获

得电工学最必要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后续课程及从事工程

技术和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二、考试方式与考试时间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记分方式：满分为 150 分

（3）考试时间：90 分钟

三、参考书目

《电工学》（上、下册）（第七版） 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部分 考试范围、考试内容及试卷结构

一、 考试范围及考试内容

1. 直流电路

1) 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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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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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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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弦交流电路

1） 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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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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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三相交流电路

1） 内容与要求

（1）掌握三相交流电源的产生、表达式、联结方式及特点；

（2）了解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方法；

（3）掌握三相负载的联结方式及特点；

（4）了解三相负载的功率分析方法。

2）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三相交流电源、三相交流负载的联结方式。

（2）拔高知识点：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方法。

4. 电路的暂态分析

1） 内容与要求

（1）理解储能元件的基本概念；

（2）掌握电路暂态过程的换路定则；

（3）掌握一阶动态电路的暂态分析；

（4）掌握一阶动态电路的三要素分析法。

2）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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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动态电路的暂态分析及三要素法。

5. 半导体器件

1） 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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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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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本放大电路

1） 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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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理解单管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概念。

2）考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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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管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

概念。

7.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

1） 内容与要求

（1）掌握数制及常用的二进制码；

（2）掌握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间的转换；

（3）掌握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和规则；

（4）掌握逻辑函数的各种表示方法；

（5）掌握逻辑函数的代数化、卡诺图化简法；

（6）掌握与门、或门、非门等基本逻辑门的功能；

（7）掌握简单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8）掌握编码器、译码器和数据选择器等组合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及其应

用。

2）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数制及常用的二进制码，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间

的转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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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图化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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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译码器

和数据选择器等组合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及其应用。



8. 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 RS 触发器、JK 触发器、D触发器的电路结构；

（2）掌握 JK、D、T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描述方法；

（3）了解时序逻辑电路的组成结构、分类及特点；

（4）掌握简单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5）掌握 74161 计数器的功能及其应用。

2）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RS 触发器、JK 触发器、D触发器的电路结构，JK、D、T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描述方法，时序逻辑电路的组成结构、分类及特点。

（2）拔高知识点：简单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74161 计数器的功

能及其应用。

二、试卷结构

1．命题范围

大纲包含三个部分内容（1）电路理论部分（2）模拟电路部分（3）数字电

路部分，命题范围只涵盖大纲提及的所有章节。

2．难易程度

本试题难易程度可分为四档：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试卷中所占的

比例约为 2:3:3:2。

3．试卷题型

试卷采用的题型有：填空题、简答题和分析计算题。

填空题约占 20%；简答题约占 40%；分析计算题约占 40%。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填空题

1、半导体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的外部条件是发射结 偏置，集电结 偏置。

二、简答题

1、晶体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其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分别是什么？

三、分析计算题

1、如图所示电路中，求 A 点电位 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