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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致力于探索实践

系统培养、中高职衔接，贯通人才培养通道，结合中高职衔接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接国家

职业技术标准，经过系统化设计，按照“项目导向、任务驱动” 原则，遵循“教学做合一”教学理念，

为高等职业院校编写的专业教材。 

本书共有六个学习项目，三十二个学习任务，十二个技能训练，涵盖了电路基本物理量和基本定律、

电路基本分析方法、单相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互感电路、线性动态电路等内容，实现了知识、能力

和素质的有机融合。“学习指南”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特别提示”“想一想”“练一练”环节，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易学、想学、会学；“学习总结”“自我评价”环节，学生可以自我测评学习效果，查

找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有助于提高学习质量，完成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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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 2010 年国家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将中等和

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作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之后，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

视现代职教体系的建立工作。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进军号角，

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到 2020 年，形成适应

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

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任务。教育部为此先后制发

了《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行动计划》

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中高职衔接、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制定了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做出了明确的部署要求。因此，走中高职衔接一体化办学之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既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又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

期盼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满足适应上述要求，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1年申报获准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与人才培养立交桥，全面提升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以消除各自为阵、重复交叉培养培训、打混仗、搞抵耗、目标方向不明、质量不高、效益

不好、恶性循环竞争等诸多弊端，构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立交桥，构建职业院

校社会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目的，先后在应用电子技术、数控技术两个重点建

设专业和遂宁市三县两区的五所国家或省级示范、重点职高中开展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

教材、队伍、基地建设，实训实习、教育教学环节过程管理、考试考核、质量监控测评、

招生就业等十余个环节，从中职到高职专科、本科的立体化全方位衔接，中高职院校一起

来整体打造、分段实施，在取得区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拓展扩大，积极稳妥地推进试

点工作。由于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合作院校的默契配合与共同努力，整个

项目成效显著、顺利推进，于 2014年的省级评审中得到专家和领导们的充分肯定与一致好

评，成为了 8个顺利转段的项目之一，并于 2014年 10月开始了“基于终身教育背景下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新一阶段改革试点工作，继续以一体化办学为模式，以构建现

代职教体系为目标，以开办中高职衔接一体化试点班为载体，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了社会需

求旺盛的 8 个专业和包括广巴甘凉等老少边穷地区在内的十余个市州的近 30 所学校，共

3000多名学生，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发展势头，进一步巩固扩大了试点成果和效应，正

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推进。 

探索的实践使我们深切感受认识到，中高职衔接不是做样子、喊口号、走过场，也不

是相互借光搞生源，更不是一时兴趣、追名逐利的功利之举，而是一种改革创新、一种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一种全新教育体系的建立，更是一场教育教学思想理念、人才培养模式、

办学思路手法的大变革、大更新，必须首先更新意识观念，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中高职

院校领导和师生员工及家长中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和行动，必须从办学思想理念、人才培

养方案、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思路做法、内容方式等涉及人才培养质量的现实的重大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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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研究解决做起，必须俯下身子，脚踏实地干，来不得半点虚妄和草率，教材建设就

是这众多重点建设工作之一。 

教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材是教人之材，是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和指南。教材编写

的指导思想、思路做法、内容体例、难易程度，直接体现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思想理念和相

应成效，直接决定着教材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决定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教材自

身和教育教学改革的生命力。因此，教材编写殊非易事。教材编写很难，编写新教材更难，

编写改革创新性的教材，特别是中职、高职专科、应用型本科三大层面的老师们汇聚一起，

要打破各自为阵、不相往来的传统格局，以全新的理念思路和目标要求来编写中高职一体

化整体打造、分段实施、适应特定需求的好教材更是难上加难。没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

的责任感、巨大的勇气和改革创新精神，没有非凡的视野与胆识，没有高超的艺术与水平，

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是很难担当胜任这一繁难、开创性的工作的。更何况

中职、高职专科、本科院校强强联合组建编写团队的事情本身就是中高职衔接和现代职教

体系建设的最佳体现。然而，我们的编者们，在主编的率领、大家的共同努力、相关方面

的支持下，历时数载，召开了无数次研讨会，数易其稿，历尽艰辛地做到了，而且是高标

准、严要求地做得很好，为中高职衔接、为现代职教体系的建立、为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欢呼、值得庆幸、值得赞赏！ 

这是一套开创性的系列教材，先期包括了应用电子技术、数控技术专业，是为最早试

点的专业编写的，是破冰之举。一花迎来万花开，紧随其后将有逐步加入试点行列的其他

专业的课程教材。纵观已经编出的 9 册蓝本，发现除去专业、行业特色难以尽述之外，尚

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满足岗位需求，贯通知识与技能。针对岗位需求，教材编写者调研、分析了中职、

高职乃至应用型本科各段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岗位能力需求，构建了应用电子技术、数

控技术专业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以岗位能力需求为指引，按分段培养、能力递增、贯通

衔接课程各段知识与技能的原则编撰而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是满足质量升学，贯通标准与测评。在理清典型岗位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编者们分

别制定了中高职衔接课程标准和专业能力标准，并将知识点、技能点、测试点融入相应衔

接教材中，全程贯通按课程标准一体化培养、按能力标准一体化测试，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质量升学要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三是满足职业要求，贯通能力与素养。本套教材编入了大量实用的工作经验和常见的

工作案例，引用了很多典型工作任务的解决方法和示例，以期实现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

提升专业素养，适应从业要求，满足职业要求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当然，这毕竟是一种开创性、探索性很强的工作，尽管价值意义和巨大成效不可低估，

却仍然存在还没涵盖所有课程，还需要进一步升华提炼，也与众多新事物一样，尚需接受

实践的检验，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等问题。但瑕不掩瑜，作为中高职衔接的奠基之作，

不失为一套值得肯定、赞赏、推广、借鉴的好教材。 

是以为序。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王金星 

四川省教改试点项目组组长 

2016年  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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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教材 

编写委员会 
 

 

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 号）、《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改革和发

展规划》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

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文件精神，深入开展中高职立交桥的试点探索工作，按

照《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立交桥，全面提升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省级项目的

建设方案，决定成立遂宁市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教材编写委员会，负责组织和落

实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中高职教材编写工作。 

一、编写原则 

按示范建设的总体要求，教材编写必须把握以下原则： 

1．针对性 

全面分析遂宁及成渝经济区电子企业的岗位能力要求，引入相应的技能标准，教材内

容一定要满足遂宁及成渝经济区电子企业的知识要求，技能训练一定要针对遂宁及成渝经

济区电子企业典型工作岗位技能要求。 

2．职业性 

要体现电子行业的职业需求，体现电子行业的职业特点和特性。教材编写时，要设计

教与学的过程中能融入专业素质、职业素质和能力素质的培养，将素质教育贯穿到教学的

始终。 

3．科学性 

教材的内容要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求概念准确，观点正确，事实可信，数据可

靠。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阐述求真尚实。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要突出区域内电子企业的适用技术和技能；要满足学生从业要求。 

4．贯通性 

中高职教材在知识体系上要有机衔接，分段提高；在技能目标上要夯实基本，分层提

升；在职业素养、职业能力上要持续培养，和谐统一。原则上中职教材以中职教师为主，

高职参与；高职教材以高职教师为主，中职参与；由中高职联合进行教材主审。 

5．可读性 

用词准确，修辞得当，逻辑严密；文字精炼，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案例丰富，可读

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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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 

顾  问： 
王金星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张永福  遂宁市教育局局长 

编委会主任： 
何展荣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副主任： 
何  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电子电气工程系主任  教授（执行副主任） 

祝宗山  遂宁市教育局副局长 

曹  武  遂宁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林世友  遂宁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 

刘  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职衔接试点办主任  副教授 

企业委员： 
黄  飞   四川南充三环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刘文彬   四川柏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人事总监    高级工程师 

王会轩   四川深北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长    工程师 

艾克华   四川英创力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工程师 

邓  波   四川立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程师 

中职学校委员： 
姚先知   遂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董国军   射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兰  虎   广元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彭宇福   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雷玉和   蓬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程  静   遂宁市安居高级职业中学  讲师 

蔡天强   船山区职教中心          讲师 

高职学院委员： 
吴  强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主任            教授 

肖  甘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电气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张小琴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黄应祥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系      副教授 

杨立林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电子电气系总支书记        副教授 

唐  林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主任                    副教授 

王长江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王志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蒋从元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黄世瑜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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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校委员： 
刘俊勇  四川大学电气信息学院院长        教授、博导 

刘汉奎  西华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  教授 

三、规划编写教材 

1．中职规划教材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训练            主  编：王长江  何  军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训练            主  编：黄世瑜  李  茂 

单片机技术基础与应用              主  编：刘  宸  蒋  辉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主  编：邓春林  唐  林 

电热电动器具原理与维修            主  编：马云丰   

电气控制与 PLC实用技术教程       主  编：何军  谢大川 

2．高职规划教材 

电路分析与实践                    主  编：王长江  程  静 

电子电路分析与实践                主  编：黄世瑜  李  茂 

PLC技术应用                      主  编：郑  辉  蔡天强 

四、支持企业 

四川立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柏狮光电有限公司 

四川南充三环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大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深北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雪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教材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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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以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

号）为指导思想，致力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课程、教材衔接上的探

索与实践。根据中高职衔接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课程建设的需求，结合高职学生的认知规律，

对接国家职业技术标准，按照中高职衔接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经过系统化设

计，在明确中高职课程各自教学重点后编写的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教材。 

本书可以作为高职和中高职衔接的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突出中高职衔接，设计教学内容； 

参照学习指南，明确学习目标； 

搭建仿真平台，激发学习热情； 

融入技能训练，培养职业能力； 

借助学习测评，评价学习质量； 

创新结构体系，实现一书多能。 

全书共有六个学习项目，项目一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王长江编写，项目二由四川职业

技术学院赵国华编写，项目三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蒋从元编写，项目四由安居高级职业中

学程静编写，项目五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梁彦编写，项目六蓬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雷玉

和编写，技能训练由射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李建勋编写。 

本书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王长江副教授、安居高级职业中学程静担任主编，王长江负

责全书的总体规划和定稿统稿工作。四川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刘俊勇教授和四川职业技

术学院何军教授担任主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谨向文献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编写过

程中，遂宁市应用电子技术教育理事会成员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电子

电气工程系同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与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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