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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电工基础教案（最终版） 

电工基础概念 

一、物质结构 

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原子核（带正点荷）即：分子-

----原子电子（带负电荷）自由电子--------在原子之间自由运动的电

子。 

二、物体的带电 

电 荷 有 两 种： 

1、正电荷 

2、负电荷 

电 荷 的 性 质: 同性电荷相排斥,异性电荷相吸引。 

电荷的分离方法：摩擦生电，静电感应，电磁感应，光电感应，

热电感应，化学效应等。 

三、电场、电场强度 

我们知道相排斥或吸引使物体之间有力的作用。电 场--------带电

体周围存在着斥力或引力的范围。 

电 场 的 特 性--------对处于电场中的电荷产生作用力。▪▪▪▪▪▪▪▪ 电 

场 力--------电场的作用力。 

电 场 强 度---------电荷在电场中受力大小和带电体所带电荷多少

成正比。 

电场强度方向--------正电荷所受的方向。电位：N/C V/M 

四、电 流 电流--------电流方向--------规定以正电荷运动的方向。 

电流强度--------每秒钟通过导线中某一截面的电荷量。 

公式： I = Q/T（A）Q---电荷量（库仑）T---时间（秒）单位换 

五、电位和电位差（电压） 

电位------电场中某点和参考点。（零电位点）之间的电压。 

电位差------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电位之差叫电位差，或叫电压。

用 U 表示，单位：伏特（V） 



区别：电位与零电位选择有关、电压与零电位选择有关。 

六、电 阻 

电阻------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用 R 或 r表示。电位: 单位换

算： 1（kΩ）= 103(Ω)1(MΩ)= 103(kΩ)= 106(Ω) 

公式： R =ρ式中：R-------电阻 Ω ρ-----电阻率 Ω.mm2/m L --

----导体长度 M S-----导体截面积 mm 直流电路 

一、电路的组成： 由电源、负载、导线和开关等组成。 

二、电路定律； U E 部分：；全电路： R R + r 

2、基尔霍夫定律： 

(1)第一定律（节点电流定律）支 路每条分支。 

节 点三条或三条以上支路的汇交点。网 孔最简的回路。回 路任何

一个闭合的通路。 

节点电流定律：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恒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

和。即： ∑I入＝ ∑I出 如图： 1 + I2 = I3 E或 I1 + I2 – I3 = 0规定： 

流入节点的电流为正，流出的为负。 

2（3）第二定律（电压回路定律） 

电压回路定律：在任意回路中，电动势的代数和恒等于各电阻上

电 压降的代数和。即：∑E = ∑IR 

注意：与绕行方向相同的电动势和电压降为正。与绕行方向相反

的电动势和电压降为负。 

三、电阻的串联、并联电路(有分压作用) 

1、电阻的串联电路：将几个电阻首尾依次相联接所构成的电路。

特点： I = I 1 = I2--------= In I R = R1 + R2-----= Rn U = U 1+ U 

2-----= Un 

2、电阻的并联电路： 将几个电阻首与首、尾与尾联接起来构成

的电路。特点：U = U1 = U2----= Un I = I1 + I2----= In 1 1 1 R1.R2 

1 + R2 两个电阻串联 R1 + R2 

3、电阻的混联电路: 即有电阻的串联又有电阻的并联的电路。计

算步骤:(1)简化电路.求总电阻(等效电阻)。(2)用欧姆定律求总电流。(3)

根据总电流,求出各支路电流。 



四、电功和电功率： 

1、电功——电流所作的功。——电压（ V）UI——电流（A） 

公式： W = UIT =I2 RT = ——.T T——时间（S） 

——电功（J）或 W.S 电功的实用单位： 1千瓦.小时 = 1度 

2、电功率——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公式： 直流电： P = 

E.I U2 3 交流电： P =W.T = UI =I2R 单位换算：1KW = 10 3 W 1MW 

= 10 3 KW = 10 6 W 1mW = 10- 3 W §1——3 电 与 磁 

一、磁 场： 

磁 场 —— 有磁力存在的空间。磁场的强弱用磁力线表示。磁场

的方向 —— 磁力线上每一点的切线方向。 

磁 极 —— 磁力线最密的地方。南极：S 北极：N 磁 极性 质 —

— 通同性磁极相排斥、异性磁极相吸引。 

磁力线方向 ——外部由 N 极指向 S 极、内部由 S 极指向 N 极。

是闭合的。 

一、通电导线的磁场： 

1、通电导线的磁场方向 ：（右手定则） 

2、通电线圈的磁场方向：（右手定则） 

3、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力：（电动机原理）（左手定则） 

1、当 F 垂直 B 时； 电磁力：F = BI L（N ） 

2、当 F 不垂直 B 时； 电磁力：F = BI L.sinα 式中: I------(A) 

二、电磁感应 

1、感应电动势的产生； 

当导线周围的磁场发生变化时，导线中将产生 感应电动势。 

2、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发电机原理）右手定则 

3、楞次定律： 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总是阻碍原来磁场的变化。 

4、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1）当 V 垂直 B 时； E = BLV 4（2）当 V 不垂直 B 时； E = 

BLV ．sinα（3）当 V 平行 B 时； E = BLV．Sin00 = 0 式中 2) 

三、自感和互感： 自感----由于线圈本身的电流变化而在线圈内

部产 



生的电磁感应现象，叫自感现象。 

互感----由于一个线圈中电流发生变化,而在相邻的 另一个线圈中

引起的电磁感应的现象。§1——4 单相交流电路 

一、频率和周期的关系： F = ——（HZ ）表达式； e = E m 

shi(ωt +φ)u = Um shi(ωt +φ)I = I m shi(ωt +φ) 

二、正眩交流电的三要素： 最大值、角频率、初相角 

三、相位： １、当两个相位差为零时，称为同相位。相位差为９

０o 时，称为正交。 

３、当两个相位差为１８０o 时，称为反相位。 

四、交流电的有效值； Im I = —— = 0.707 Im √2 Um U = —

— = 0.707 Um √2 Em E = ——  = 0.707 Em √2 

２、当两个 

五、单相交流电路： 

1、纯电阻电路----电阻起主要作用的电路。（1）电压与电流的

关系： u = Um sinωt u Um sinωt i = — = R R 则： Um U I = —

—;I = —— R R（2）波形图：（3）矢量图： U I(4)电功 ： 瞬时功率 

p = u I = I 2 R U2平均功率 p = U I = I 2 R = —— 

三相交流电动势的产生： e u = E m sin ωt e V = E m sin（ωt 

—1200 ）e W = E m sin（ωt + 1200） 

相序 —— 三相电动势达到最大值先后次序。正相序 —— 

（黄、绿、红色线）负相序 ——（绿、黄、红色线） 

二、相电源的接法： 

1、三角形接法（△）U 线 = U 相 I线 = √3 I 相 B 

2、星形接法 

I 线 = I 相 U 线 = √3 U 相 三、三相功率： 总 功 率 P 总 = 3 U

相.I相 COSΦ 相 或 

P 总 =√ 3 U线.I线 COSΦ 相 

无功功率 Q = 3 U 相.I相 SinΦ相 = √ 3 U线.I线 SinΦ相 

Φ相 是指 I相与 U 相之间的相位差。视在功率： S = √ P + Q = 

√ 3 U线.I线 



四、相交流感应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左手定则)三相定子绕组

通人三相对称的正弦交流电时，在电动机的定子和转子之间气隙中，

就形成旋转磁场。在定子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转子导体导条或绕组因

电磁感应作用而产生感应电流，这样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中受到电磁

力的作用，产生电磁力矩，驱动转子按旋转磁场的转向转动。 

ωt = 00 ωt = 600 ωt =1200 

1——6 晶体管基础知识 ωt = 1800 § 

一、半导体 PN 结二极管 

1、半导体—— 锗、硅、砷和大多数的金属氧化物以及金属流化

物都是半 导体。 

2、PN 结的形成—— 单纯的P 型或N 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虽强，

但不能直 

接做晶体管。我们设法使这 块半导体一半是 P 型、一半是 N 型，

它们的交界处就会形成 PN 结。如图： 符号； 

3、特 点； PN 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4、用 途： 整流。 

5、注意事项：（1）电流应小于最大的正向电流。（2）电压应小

于最高反向电压。（3）焊接速度要快，不能过热。（4）极性必须判

别正确。 

二、晶体三极管： 

1.结 成 —— 由两个 PN 结构成。如图： 或 

2、型 号 ——型（锗管）型（硅管）  

3、作 用： 放大 

4、发射极电流 == 基极电流 + 集电极电流（Ie =Ib + Ic） 

5、应注意 ：（1）必须有足够的放大倍数，但也不能过大，否则

稳定性 差。 

（2）Ie与 Ic之间的反向电流要小（Iceo 小）（3）电流、电压、

功率不能超过管子的最大允许值。（4）正确判断三极管的三个极性。

（用万用表测） 

三、晶闸管（可控硅）： K（阴极）第二章 电气故障 



§2——1 触电事故的种类及电流对人体的危害 一，电气故障主要

包括： １ 电流伤害事故 

是电流流经人体所发生的事故,在高压触电事故中,往往不是人体触

及带电体,而是接近接近带电体至一定距离时,空气等介子被击穿放电造

成的。 

２ 电磁场伤害事故 

人体在电磁场下，吸收辐射能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３ 雷

击事故 雷击时一种自然灾害。电气设备应由完善放雷措施。４ 静电事

故 

静电事故是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有害静电酿成的事故。５ 电路事

故 

电路事故属于设备事故，可造成设备损坏及火灾爆炸。 

二、触电事故的种类 及方式§3——1 电流对人体的影响 

一、电流的生物效应 

电流流入人体产生的效应 ：热效应 化学效应 刺激 

二、电流对人体伤害的因素： 

1、电流强度 ：热效应和化学效应与电流强度成 正比。几十（MA ）

的电流可引起生命危险。 

2、电流的性质：（1）28——300HZ 对人体影响最大。40——

60HZ 对人体伤害最严重。 

（2）F 增高对人体危害较小，当 F ＞20000HZ 对人体危害明显

减小。（3）交流电比直流电危害大。 

3、电流的路径： 当电流经过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时，对人

的伤害最大。 

§3——2 人体电阻几安全电压： 

1、人体阻抗： R≈ 500Ω 2.人体耐压： U＜ 50 V 3.安全电压： 

是由专门供电系统供给的电压。将人身上的电压限 制在某一范围之内，

使电压通过人体的电流不超过 允许的范围。我国安全电压共有五种：

42v、36v、9 24v、12v 和 6v。 

如； 特别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动电动工具应采用 42V 。有电击危



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灯具应采用 36 或 24V 。 

金属容器内、特别潮湿处等特别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灯具应采

用 12V 。水下作业等因采用 6V 。 

注意；当电气设备采用 24V 以上安全电压时，必须采用直接接地。 

4、电源和回路配置： 

(1)安全电源： 通常采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作为安全电压的电源。还

有同等隔离能力的发电机、蓄电池、电子装置 等均可做成安全电源。

但不管采用什么电源，安 全电压边均应与高压边保持加强绝缘 第四章 ：

防触电的安全措施 

为了搞好安全用电，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 

如：绝缘、遮拦和阻挡物、电气间隙和安全距离、安全电压和安

全电源、漏电 

保护等都是防止直接接触电击的防护措施。 

第二篇：电工基础教案 

第 8 章 线性电路中的过渡过程 8.1 换路定律与初始条件 

各位评委：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换路定律与初始条件》，我

将从教材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策略、教学程序等方面

对本节课进行阐述。 

一、教材分析 

（一）本节内容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换路定律与初始条件》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子电工类职业规

划教材《电工基础》第八章第一节的内容，是本章的重点内容。本节

内容是在学习了线性电路在直流、正弦交流电路的基础上而编排的，

是信号在激励源作用下的稳态响应过程。在实际的应用电路中，由于 L、

C 元件的储能与放能过程是渐变过程，其上的电流、电压是微分、积

分关系，所以电路的工作状态处于动态过程。可见，电路的稳态是电

路工作的全过程的一个阶段。本节课结合以前所学的基尔霍夫电流、

电压定律以及元件 VAR 的特点，应用欧姆定律，求解动态电路的全过

程，既是对以前所学知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又为以后学习动态电路



全响应奠定基础。本节求解动态电路全过程是以时间t为自变量，即在

时域内进行，故称为时域分析。此外，线性电路过渡过程还与人们的

生产技术、科学研究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学习这节课还具有广泛的

现实意义。 

（二）教学内容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包括：过渡过程的概念、换路定律、初始条件

的概念以及拓展和应用。 

二、教学目标 

根据大纲要求及学生的认知特点，特制定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过渡过程的概念。 

(2)能运用换路定律来解决相关的一阶电路响应。 

2、能力目标 

（1）提高学生的理论推导能力及自学能力。（2）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3、情感目标 

通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互助、合作，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教学重点、难点 本节重点： 

1、过渡过程概念的理解 

2、理解换路定律会计算初始值 本节难点： 

l、电感电路的换路定律 

2、电容电路的换路定律。 

【设计意图】只有掌握了过渡过程概念，才能为以后电路的分析、

计算奠定基础，因此将其确定为本节课的重点。由于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还不是很强，对换路定律的理解及以后电路的分析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将此确定为难点。 

四、教学策略 

（一）学情分析 

进入大学的学生已在高中学了三年的物理，对电学知识，尤其是



对直流电路分析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同时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推导能力。

但是，由于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较差，而且认知层次不尽相同。 

（二）学法指导 

知识是认识主体，是学生主动建构的。学生不是把知识从外界搬

进大脑中，而是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获取，建构新知识。根据本

节课的特点，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动

手，互帮互助，综合运用以前所学知识进行理论推导新知识，并将新

知识进行拓展运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建构

新知识。 

（三）教学方法 

本节课我综合运用趣味教学法、直观教学法、演示法、启发教学

等教学法，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本节课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情景演示实验、动手操作、理论推导、拓

展运用等探究性活动，引发学生对电路设计的好奇心，鼓励他们进行

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及自主学习能力。 

五、教学过程 

根据本节课的内容特点，我把本节课分为：激趣导入（5 分钟）、

探求新知（17 分钟）、难点突破（8 分钟）、课堂巩固（8 分钟）、

课堂小结（5 分钟）、作业布置（2 分钟）六个环节来进行课堂教学。 

（一）激趣导入 

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现象的对比，直观形象的引出本节课的课题

——“过渡过程”，导入新课。同时，让学生梳理一下直流电路的知

识。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直观形象的引入本课。通过知识的梳理，为接下来

的新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 

（二）探求新知 

探求新知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着重于提高学生对知识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着重于提高学

生的自学能力。 



第三篇：电工基础教案 

课题 1－3 电阻 

教学目标了解电阻的概念和电阻与温度的关系，掌握电阻定律。 

教学重点电阻定律 

教学难点 R 与 U、I无关；温度对导体电阻的影响。 

教学过程及内容 

一． 组织教学准备教案，检查出勤情况 

二．复习提问 

1、什么是电流？ 

2、电流的计算公式 

三．新课讲解 

第三节 电阻 

一、电阻 

1．导体对电流所呈现出的阻碍作用。不仅金属导体有电阻，其他

物体也有电阻。 

2．导体电阻是由它本身的物理条件决定的。 

例：金属导体，它的电阻由它的长短、粗细、材料的性质和温度

决定。 

3．电阻定律：在保持温度不变的条件下，导体的电阻跟导体的长

度成正比，跟导体的横截面积成反比，并与导体的材料性质有关。 

Rl S 

4． 结论：电阻率的大小反映材料导电性能的好坏，电阻率愈大，

导电性能愈差。 

导体：＜10-6 m 

绝缘体：＞107 m 

半导体：10-6m ＜ ＜107 m 

二、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1．温度对导体电阻的影响： 

(1)温度升高，自由电子移动受到的阻碍增加； 

(2)温度升高，使物质中带电质点数目增多，更易导电。随着温度



的升高，导体的电阻是增大还是减小，看哪一种因素的作用占主要地

位。 

2．一般金属导体，温度升高，其电阻增大。少数合金电阻，几乎

不受温度影响，用于制造标准电阻器。 

3．超导现象：在极低温（接近于热力学零度）状态下，有些金属

（一些合金和金属的化合物）电阻突然变为零，这种现象叫超导现象。 

ο4．电阻的温度系数：温度每升高1C 时，电阻所变动的数值与原

来电阻值的比。若温 

度为 t1时，导体电阻为 R1，温度为 t2时，导体电阻为 R2，则 

 

即 R2R1 R1(t2t1) 

R2 R1 [1(t2t1)] 

οο例：一漆包线（铜线）绕成的线圈，15C 时阻值为 20，问

30C 时此线圈的阻值 R 

为多少？ 

四．课堂练习 

五．课堂小结 

六．布置作业 教材习题第 4 大题第(3)题。 

第四篇：《电工基础》电子教案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电工基础》电子教案 

第 1 章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1.2 电路的基本物理量及相互关系 1．3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及

其特性 1.4 电路中的独立电源 1.5 基尔霍夫定律 

1．6 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识别与应用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案例 1．１ 手电筒电路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用来照明的最简单的

用电器具，如图 1.1所示。 

它由四部分组成： 

(1)干电池，它将化学能转换为电能；(2)小电珠，它将电能转换为

光能； 

(3)开关，通过它的闭合与断开，能够控制小电珠的发光情况；(4)



金属容器、卷线连接器，它相当于传输电能的金属导线，提供了手电

筒中其它元件之间的连接 1．1．1 电路 

电路是由若干电气设备或元器件按一定方式用导线联接而成的电

流通路。通常由电源、负载及中间环节等三部分组成。 

电源是将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的装臵，如发电机、干电池、

蓄电池等。 

负载是取用电能的装臵，通常也称为用电器，如白炽灯、电炉、

电视机、电动机等。中间环节是传输、控制电能的装臵，如连接导线、

变压器、开关、保护电器等。 

实际电路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但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划分为电

力电路（强电电路）、电子电路（弱电电路）两大类。 

电力电路主要是实现电能的传输和转换。电子电路主要是实现信

号的传递和处理。1．1．2 电路模型 1．电路模型 

由电路元件构成的电路，称为电路模型。电路元件一般用理想电

路元件代替，并用国标规定的图形符号及文字符号表示。 

2．电路元件 

为了便于对电路进行分析和计算，将实际元器件近似化、理想化，

使每一种元器件只集中表现一种主要的电或磁的性能，这种理想化元

器件就是实际元器件的模型。 

理想化元器件简称电路元件。 

实际元器件可用一种或几种电路元件的组合来近似地表示。1.2 电

路的基本物理量及相互关系 1． 电流 

（1）电流的大小 电荷的有规则的定向运动就形成了电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规定以正电荷运动的方向作为电流的实际方

向。电流的大小用电流强度（简称电流）来表示。电流强度 

idQdt 在数值上等于单位时间内通过导线某一截面的电荷量，用

符号 i表示。则： 

式中 dQ 为时间 dt 内通过导线某一截面的电荷量。大小和方向都

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称为恒定电流，简称直流电流，采用大写字母 I表

示，则 



IQt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简称安），用符号 A 表示。 

（2）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 

电流不但有大小，而且还有方向。在简单电路中，如图 1．3 所示，

可以直接判断电流的方向。即在电源内部电流由负极流向正极，而在

电源外部电流则由正极流向负极，以形成一闭合回路。 

为了分析、计算的需要，引入了电流的参考方向。 

在电路分析中，任意选定一个方向作为电流的方向，这个方向就

称为电流的参考方向，有时又称为电流的正方向。当电流的参考方向

与实际方向相同时，电流为正值。反之，若电流的参考方向与实际方

向相反，则电流为负值。这样，电流的值就有正有负，它是一个代数

量，其正负可以反映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的关系。 

电流的参考方向一般用实线箭头表示，如图 1．5（a）表示；也

可以用双下标表示，如图 1．5（b），其中，Iab表示电流的参考方向

是由 a 点指向 b 点。 

2、电压 

（1）电压的大小 

电路中 a、b 两点间电压，在数值上等于将单位正电荷从电路中 a

点移到电路中 b 点时电场力所作的功，用 uab 表示，则： 

uab dWabdQ 并规定：电压的方向为电场力作功使正电荷移动的

方向。 

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的电压称为恒定电压，简称直流电压，

采用大写字母 U 表示，如 a、b 两点间的直流电压为： 

Uab WabQ 电压的单位为伏特（V），常用的单位为千伏（KV ）、

毫伏（mV ）、微伏（μV）。 

（2）电压的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 

分析、计算电路时，也要预先设定电压的参考方向。当电压的参

考方向与实际方向相同时，电压为正值，当电压的参考方向与实际方

向相反时，电压为负值。电压的参考方向既可以用正（+ ）、负（-）

极性表示，如图 1．6（a），正极性指向负极性的方向就是电压的参

考方向；也可以用双下标表示，如图1．6（b），其中，uab 表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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