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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对通用技术课程

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培养学生的技术意识、工程思维、创新设计、

图样表达和物化能力。本次大单元教学设计将围绕粤教版高中通用技术选择性必

修 1《电子控制技术》中的第三章《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进行。本章内容涵盖

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基础知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基本原理、基本数字

逻辑电路、晶体三极管的开关特性以及数字集成电路的应用等多个方面，旨在帮

助学生掌握电子控制技术的基础知识，并具备初步的电子电路设计与应用能力。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章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详细分析：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介绍模拟信号的概念、特性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如温度变

化曲线等。

数字信号：阐述数字信号的概念、特性及其相对于模拟信号的优势，如抗干

扰能力强、易于处理等。

模数转换与数模转换：讲解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之间的转换过程及其重要性，

如 ADC（模数转换器）和 DAC（数模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模拟电路：

晶体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通过实例介绍晶体三极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及

其在放大电路中的应用。

基本数字逻辑电路：

与门、或门、非门：讲解基本逻辑门的逻辑关系，通过真值表和波形图进行

直观展示。

与非门、或非门：进一步拓展逻辑门的应用，介绍复合逻辑门的工作原理。

虚拟电子工作台：介绍虚拟电子工作台的使用方法，通过仿真软件对电路进

行分析和测试。

数字集成电路及其应用：

晶体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探讨晶体三极管在数字电路中的开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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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集成电路的类型与应用：介绍 TTL 和 CMOS 两种类型的数字集成电路，

并通过实例展示数字集成电路在实际电路中的应用。

（三）单元内容整合

本章内容从基础知识到应用实例，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帮助学生系

统地掌握电子控制技术的基础知识。

基础概念整合：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概念、特性及其转换过程进行整合，

帮助学生建立对电子信号处理的初步认识。

电路原理整合：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基本原理进行整合，通过实例和仿

真软件展示电路的工作过程，加深学生对电路原理的理解。

逻辑电路整合：将基本逻辑门、复合逻辑门以及虚拟电子工作台的使用进行

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电路设计与测试流程。

集成电路应用整合：将数字集成电路的类型、特性及其在实际电路中的应用

进行整合，通过实例展示数字集成电路的重要性和广泛应用。

通过这样的整合，可以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电子控制技术的基础知识，并具

备初步的电子电路设计与应用能力。

二、《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分解

通用技术的核心素养目标是：

（一）技术意识

目标：学生能够形成对技术的敏感性和理性认识，了解技术的发展历程和趋

势，理解技术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具备选择、应用和评价技术的能

力。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通过对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对比学习，学生能够认识到数字技术在现代生

活中的重要性和广泛应用。

通过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学习，学生能够理解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和设计

方法，形成对电子技术的初步认识。

通过逻辑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电子电路设计与

应用能力，提高技术选择和应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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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思维

目标：学生能够运用系统分析和比较权衡的方法，针对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并进行优化和改进。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在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对电路进行分

析和设计，理解电路各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在逻辑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比较权衡的方法选

择合适的逻辑门和集成电路类型，以实现特定的电路功能。

通过虚拟电子工作台的使用，学生能够运用仿真软件对电路进行设计和测试，

不断优化和改进电路设计方案。

（三）创新设计

目标：学生能够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进行技术设计和产品开发，提出具有新

颖性和实用性的技术方案。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在学习逻辑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尝试设计新的电路组合

和逻辑功能，实现创新性的电路设计。

通过实例分析和项目实践，学生可以提出改进和优化现有电路设计的方案，

培养创新思维和设计能力。

学生可以运用所学的电子控制技术知识，设计具有实用性的小型电子产品或

装置，如简易抢答器、温度控制系统等。

（四）图样表达

目标：学生能够运用图样、图表等形式表达设计意图和技术方案，具备基本

的技术交流能力。

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在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绘制电路原理图、波形图等

图样来表达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意图。

在逻辑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绘制真值表、逻辑图等

图表来分析逻辑关系和电路功能。

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电子工作台绘制电路仿真图，展示电路设计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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