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应用技术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根据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与烟台大学的“3+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专业转段测试考试要求，编写 《单片机应用技术》考试大纲。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和单片机应用的系统调
试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单片机系统开发能力；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和毕业后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工作打下
必要的基础。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覆盖
而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试题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程度
试题的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4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10%。   
3．试卷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根据考核要求，适

当安排各种题型数量的比例，达到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识记、理解和运用的水平
和能力。  
三、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2．试卷题型：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  

四、参考书目   
指定参考书：《单片机应用技术》，王静霞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 5

月第二版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单片机开发环境  

1. 了解单片机的开发流程和所需工具 ； 
2. 掌握使用 Keil 软件设计调试单片机程序的步骤 ； 
3. 掌握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数的表示和之间的转换。  

（二）单片机硬件系统  
1. 了解 8051 单片机的内部结构，由哪几部分构成；  
2. 了解 8051 单片机的引脚功能，控制引脚 RST、PSEN、ALE、EA 的作

用 3. 掌握典型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构成；  
4. 掌握时钟振荡电路的接法，晶振频率和机器周期的关系；  
5. 掌握复位电路的接法，了解复位的作用和单片机复位状态；  
6. 理解数据存储器、程序存储器的作用，掌握 8051 单片机存储器的容

量 ； 
7. 理解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作用，程序状态寄存器 PSW 每一位的功能；  
8. 掌握四个并行口的功能； 
9. 了解并行口的驱动能力，掌握发光二极管（LED）的驱动方法。 

（三）显示和键盘接口技术应用 
1. 了解 LED 数码管的结构； 

2. 理解多位 LED 数码管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原理；   
3. 了解多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电路的设计和驱动程序设计；  
4. 了解独立式按键和矩阵式按键的区别；   



 

 

5. 掌握独立式按键接口电路的设计和驱动程序设计；  
（四）定时和中断系统设计   

1. 了解中断的概念，中断源、中断申请、中断服务、中断返回；  
2. 理解中断响应的条件和中断响应过程；   
3. 掌握单片机的 5个中断源，和 5个中断源对应的中断矢量地址；  
4. 掌握与中断有关的 4个特殊功能寄存器（TCON、SCON、IE、IP）的正确 设

置与使用；   
5. 了解 T0、T1 定时与计数的概念，外部输入脉冲引脚，定时与计数的最高

频率；   
6. 掌握特殊功能寄存器 TMOD 的设置，定时器的 4种工作模式；  
7. 能够正确计算初值，将初值写入相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  
8. 掌握定时计数器的中断编程（输出方波或正负脉冲）； 
9. 掌握通过多次中断进行较长时间定时的编程。  

（五）C51 程序设计   
1. 理解源程序、目标程序和单片机能直接运行的二进制程序；  
2. 掌握 C语言程序的基本结构； 
3. 了解 main( )函数的作用；   
4. 了解扩展数据类型 sfr 和 sbit 的作用；   
5. 了解变量的存储器类型(data、bdata、xdata、code)； 6. 掌握使用
位运算操作 I/O 端口；  
7. 掌握使用循环语句设计软件延时函数；  

8. 掌握使用数组存储数码管显示的字型编码，并编写数码管静态显示程序；  
9. 掌握独立按键扫描函数的设计；  
10. 掌握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   
11. 掌握带有按键判断和数码管显示的程序设计。  

（六）电路调试技能 
1. 掌握常用仪器包括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和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和

使用注意事项。 
 

《电路与磁路》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根据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与烟台大学的“3+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专业转段测试考试要求，编写 《电路与磁路》考试大纲。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掌握和理解电路的基本规律与分析计算方法；掌握和
理解电路的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稳态分析、瞬态分析和时域分析、频域分析；
能对电路进行分析，提出设计方案，为从事测控专业技术工作、适应微电子技术
的迅速发展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覆盖

而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试题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程度
试题的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4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10%。   

3．试卷题型有：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计算分析题。根据考核要求，



 

 

适当安排各种题型数量的比例，达到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识记、理解和运用的水
平和能力。  

  三、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试卷满分为 25 分。  
2．试卷题型：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计算分析题。  
四、参考书目   
指定参考书：《电路及磁路》高等教育出版社，蔡元宇  朱晓萍  霍龙著；

朱晓萍  霍龙主编  第四版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  电路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一、基本概念及理论考核要求 
1.  了解电路定义，组成，功能; 理想电气元件概念；电路模型概念 
2.  掌握电压、电流实际方向与参考方向，二者关系 
3.  掌握电位定义，与电压关系，二者区别 
4.  掌握电功率定义，公式，求法 
5.  掌握支路、回路、节点 
6.  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内容 
7.  了解线性电阻非线性电阻区别，欧姆定律表示式 
8.  掌握电压源、电流源模型、伏安特性、转换公式、串并联合并方法 
二、分析与计算考核要求 
1.  会电位、电功率计算 
2.  会进行含恒压源、恒流源单一回路电路计算 
第二章  电阻电路 
一、基本概念及理论考核要求 
1.  掌握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 
2.  掌握负载获得最大电功率条件，最大电功率、效率 
3.  掌握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节点电压法 
4.  掌握圧流源电路串并联合并方法 
5.  掌握电阻串并联合并方法，了解星三角电阻网络等效变换。 
二、分析与计算考核要求 
1.  会用戴维南定理分析电路，会计算负载最大电功率 
2.  会用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节点电压法分析电路（只要求列写方程） 
3.  会进行圧流源电路串并联合并化简 
4.  会进行电阻网络合并 
第四章  正弦交流电路 
一、基本概念及理论考核要求 
1.掌握 交流电量的解析式、三要素、有效值、工频、相位、相位差概念 
2.掌握交流电量的相量表示法及运算法 
3.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在交流电路中伏安关系，能量处理方式，功率 
4.掌握复阻抗定义式，阻抗，阻抗角，电抗，复阻抗串并联合并方法 
5.掌握交流电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求法及意义 
6.掌握功率因数定义，提高意义，措施 
7.掌握相量形式的欧姆、基尔霍夫定律 
二、分析与计算考核要求 



 

 

会进行简单 R、L、C 电路（不含源电路）计算：1）复阻抗 Z  2）据相量形
式欧姆定律求电压或电流 3）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第九章  线性电路过渡过程的时域分析 
一、基本概念及理论考核要求 
1.掌握动态元件、动态电路、换路，换路定律、初始值、时间常数概念 
2.掌握一阶电路零输入，零状态，全响应概念 
二、分析与计算考核要求 
会计算一阶动态电路初始值、稳态值、时间常数；三要素法计算一阶动态电

路电压电流变化规律 
第十一章   磁路 
一、基本概念及理论考核要求 
1.掌握磁感应强度、磁通量、磁场强度、磁导率四个物理量概念 
2.掌握磁通连续性原理、安培换路定律 
3.掌握磁介质分类、铁磁质磁化特性 
4.掌握磁路定义、磁路定律 

 
 

《工程力学》（静力学与材料力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根据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与烟台大学的“3+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专业转段测试考试要求，编写 《工程力学》（静力学和材料力学）考试
大纲。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能够对物体及简单的物体系统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
画出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算，掌握受力构件变形及其变形过程中构件内部应力的
分析和计算方法、简单的强度计算，为有关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且通过
学习本课程可以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覆盖

而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试题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程度
试题的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4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10%。 

3．试卷题型有：判断题、填空题、计算题（各种题型的具体式样见题型示
例）。根据考核要求，适当安排各种题型数量的比例，达到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
识记、理解和运用的水平和能力。 

三、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试卷宗满分为 25 分。 
2．试卷题型：判断题、填空题、计算题。 
四、参考书目 
张秉荣主编《工程力学》第四版（理论力学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材料力学

部分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2(2014.7 重印)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静力学部分 
一、 静力学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 



 

 

1.理解静力学定理：二力平衡原理、力的加减平衡原理、力的可传递原理、
力的合成、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2.掌握各种常见的约束类型及约束力的特点：包括柔性约束、光滑面约束、
光滑铰链约束、固定端约束。 

3.掌握物体及简单物体系受力图的绘制方法。 
4.理解平面力偶的定义。 
5.掌握力对点之矩的计算、合力矩定理。 
6.了解平面力偶的合成。 
7.了解力的平移原理。 
二、平面问题的受力分析 
1.理解平面汇交力系、平面平行力系、平面任意力系的概念。 
2 掌握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方程。 
3.掌握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 
材料力学部分 
一、绪论 
1.了解材料力学的研究对象、材料力学的基本假设。 
2.理解内力、应力的概念。 
二、 拉伸与压缩  
1.理解拉伸与压缩概念、掌握轴力图的画法。 
2.掌握拉压杆截面上正应力的计算、拉压杆的变形及胡克定律。 
3.理解低碳钢拉伸时的力学性能。 
4.掌握拉压杆的强度计算。 
5.了解拉压超静定问题。 
三、剪切与挤压 
1.理解剪切与挤压的概念。 
2.了解剪切的强度计算。 
3.了解挤压的强度计算。 
四、圆轴的扭转 
1.理解扭转的概念。 
2.掌握扭矩图的画法。 
3.理解扭转时应力分布情况。 
4.掌握圆轴扭转的强度计算。 
5.理解圆轴扭转的刚度计算。 
五、直梁的弯曲 
1.理解平面弯曲的概念、静定梁的基本形式。 
2.掌握弯曲内力图画法（剪力图与弯矩图）。 
3.理解梁弯曲正应力的强度条件。 
4.了解弯曲切应力及校核条件。 
 
 

《工程图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根据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与烟台大学的“3+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专业转段测试考试要求，编写 《工程图学》（模拟部分）考试大纲。 
本课程基本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空

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学生不仅要学会识图、制图
等相关技能，同时要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次考试的目的主要是测试考生在机械制图技能方面是否具有一定的学习
能力。要求考生掌握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掌握正确阅读与分析机械工程图的方
法，掌握正确绘制机械工程图的方法。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覆盖
而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试题难易程度以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命题。试卷中四种难易程
度试题的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4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10%。   

3．试卷题型有：主要分为作图题和识读题两大类，即组合体补画图线、剖
视图的绘制及尺寸标注、零件图的识读。根据考核要求，适当安排各种题型数量
的比例，达到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识记、理解和运用的水平和能力。  
三、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试卷宗满分为 25 分。  
2．试卷题型：主要分为作图题和识读题两大类，即组合体补画图线、剖视图的
绘制及尺寸标注、零件图的识读。  
四、参考书目   
《机械制图》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编写组 何铭新 钱可强 
徐祖茂 主编 
《机械制图习题集》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编写组 何铭新 钱可强、徐祖茂 主

编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1、制图基本知识 
正确应用《技术制图》、《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基本规定中图幅、比例、字体、
图线画法、尺寸注法，正确使用常用绘图工具， 
 
2、点、直线、平面及立体的投影 
（1）投影法基本概念、投影法分类、正投影法； 
（2）点的投影、线的投影、面的投影； 
（3）棱柱、棱锥、圆柱的投影特点及画法，其表面上的点的投影及可见性判断； 
（4）平面与棱柱、棱锥、圆柱表面截交线的画法； 
     3、组合体视图 
（1）三视图的形成和投影关系； 
（2）识读组合体的视图； 
（3）绘制组合体视图，组合体表面相贯线的画法； 



 

 

（5）标注组合体尺寸； 
4、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1）基本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的画法及其标注； 
（2）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及局部剖视图的画法及其标注； 
（3）移出断面图的画法及标注； 
5、零件图 
  （1）零件图的内容； 
  （2）轴、套、盘、盖典型零件的视图表达方案选择及画法； 
  （3）识读轴、套、盘、盖典型零件； 
  （4）零件的尺寸标注； 
（5）表面粗糙度图形符号含义及图样标注； 
（6）极限与配合的概念、标注与查表；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根据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与烟台大学的“3+2”对口
贯通分段培养专业转段测试考试要求，编写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考试
大纲。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和毕业后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工作
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覆盖

而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试题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程度
试题的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4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10%。   
3．试卷题型有：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计算分析题。根据考核要求，适

当安排各种题型数量的比例，达到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识记、理解和运用的水平
和能力。  

  三、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试卷满分为 25 分。  
2．试卷题型：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计算分析题。  

  四、参考书目   
指定参考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五版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 绪论 
1. 掌握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                 
2.了解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增益、频率响应等主要性能指标的

含义。 
第二章运算放大器  



 

 

1. 了解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的组成；                
2.掌握虚短、虚断的概念，利用虚短、虚断分析计算集成运放的线性应用电

路； 
3．了解积分和微分电路。 
第三章 二极管及其基本电路      
1.掌握半导体基础知识、PN 结的特性； 
2.掌握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V-I 特性、二极管基本电路及简化模型分析法； 
第四章 双极结型三极管及放大电路基础  
1.掌握晶体管的结构、类型、特点及其对电流的放大和控制的机理、共射极

接法的特性曲线； 
2.掌握共射极放大电路的组成和静态及动态分析方法； 
3.分析计算共射极基本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和动态指标 Av、ri 和 ro；  
4.掌握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的稳定问题； 
5.掌握射极输出器的特点； 
6.了解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和共基极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第五章 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1.掌握场效应管的类型、符号，工作区，放大条件;  
2.掌握分析计算 MOSFET 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采用小信号模型分析电路

求解动态性能指标。 
第六章 模拟集成电路 
1.掌握差分式放大电路的一般结构； 
2.掌握差模信号、共模信号和共模抑制比的定义和特点； 
3.了解差模电压放大倍数、共模电压放大倍数等性能指标的计算。 
第七章 反馈放大电路 
1.掌握反馈的基本概念、负反馈放大电路增益的一般表达式； 
2. 掌握反馈放大电路反馈类型的判断； 
3.掌握负反馈对放大电路的影响； 
4.了解深度负反馈条件下，利用“虚短”、“虚断”的概念进行近似计算电路

增益。 
第八章 功率放大电路 
1.掌握功率放大器的种类、特点； 
2.了解甲乙类互补对称功放电路的工作原理。 
第九章 信号处理与信号产生电路  
1.掌握正弦波振荡电路的振荡条件； 
2.了解 RC、LC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振荡原理。 
第十章 直流电源    
1.掌握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及输出电压的计算及

元器件的选择； 
2.了解串联反馈式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