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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negative feedback amplification electric circuit plays a major role in analog electric technolog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to optimize the instruction on this subject in classroom 
teaching. Some opinions and discussions are presented on how to teach this chapter from the aspects of acti-
vation of motivation, optimizing teaching process and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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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负反馈放大电路是模拟电子技术中的重要内容。如何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优化教学过程
对于实际教学至关重要。结合教学实际，文章对负反馈放大器章节的教学从动机激发、优化教学过程、
实验教学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初浅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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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34 年 H.S.Black 发表第一篇关于反馈的论文，

阐明负反馈可以改善放大器的性能，至此反馈受到极

高的重视；而实际的放大电路，各种反馈作为改善放

大器性能的重要手段，无处不在；负反馈放大器章节

是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如何进行

负反馈章节的讲授，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至关重

要。 

2 激发动机，为课程内容的学习创设良好的

情境 

动机是引发学习的原因。让学生从心理上认知所

学知识是应用的必须，专业的必须，以调动他们学习

的积极性，唤起主体意识，激发兴趣，强化意向，把

被动的课堂教学变成有意义的接受学习。 

在教学实施中，大量的介绍负反馈放大电路在实

际电子设备中的广泛应用，如助听器、收音机电路、

稳压源器件等都采用了负反馈放大电路，负反馈放大

电路的引入使助听器、收音机、稳压源器件等电子设

备的性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另外，把归因理论渗透

于教学过程中。根据韦纳的理论，当学生相信加强努 

 

力将带来成功，他们就会在学习中保持长久而持续的

努力[1]，这对于学生专业的学习是非常有益的。 培养

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校的

学习，而且有助于他将来离校后能随环境的要求而继

续学习、继续自我成长。 

3 课堂教学科学化，实现教学过程最优 

控制课堂教学过程的最优实现，不是凯洛夫“五

环节”的简单实施。课堂教学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多

因素构成的整体，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等多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联系，构成丰富多彩的课

堂教学结构形态[2]。 

3.1 吃透教材，教材活用 

教师的备课及教学过程的整体设计关乎着课堂教

学的成败。因此，教师必须①依据大纲，研读、吃透

教材，理清知识脉络，准确把握相关知识点、关键点、

重点、难点，弄清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层次。另外，

根据教学实际，可以调整教材各知识点的先后顺序，

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②力争掌握更多的相关资

料，拓展宽度，把握专业知识的最新应用动态，为学

生以后的专业学习搭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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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纲举目张，事半功倍 

反馈放大电路章节的重点是反馈的基本概念及反馈类

型的判断等。那么，怎样科学而合理设计教学过程才

能使重点更突出，难点更易突破呢？传统的教学方法

中，先具体后归纳的方法居多，笔者在教学实际中发

现，这种方法不尽完善，采用纲举目张的方式会事半

功倍。即：先亮出本质、特点、结论的东西，然后，

再具体释疑，让学生带着目标去发现学习，效果更佳。

例如，负反馈四种组态的判断是反馈章节的重点也是

难点，首先，强调亮出判断电路的结论性方法，为了

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编成上口、易记的顺口溜：

正负反馈瞬时法；串并联看输入，连接方式来区分；

电压、电流看输出，取谁就是稳定谁[3，4]。三句话抓住

了反馈判断的元素。（正负反馈元素，串并联反馈元

素，电压电流反馈元素）然后具体实例分析，强化练

习，再归纳总结，效果很好，事半功倍。 

3.3 科学设计教学结构，教学目标具体化 

科学设计课堂教学结构，清晰各知识点的逻辑关

系，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并把课堂教学目标明确而

具体化，这对于课堂教学目标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十分有效的。 

负反馈的四种组态判断的课堂教学结构如表 1 所

示： 

Table 1. The teaching block diagram of four kinds of negative feedback configuration to determine 

表 1. 负反馈四种组态判断教学结构框图 

课堂环节 课  堂  结  构 内  容  实  施 方 法 

前提铺垫 
1、判断有无反馈的引入 

2、正负反馈的判别 

① 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是否有通路 

② 是否有电器元件输入输出回路共用 

瞬时极性法 

教学过程 

1、串并联反馈判断 

2、电压电流反馈方式判断 

3、举例分析，强化练习→有代表性的典型电路 

4、归纳小结 

看输入连接方式→框图展示 

① 串联以电压形式
fii UUU  '  

② 并联以电流形式
fii III  '  

看输出取用反馈形式→框图展示 

① 电压反馈  串联：
0UFU f
   并联：

0UFI f
   

② 电流反馈  串联：
0IFU f
   并联：

0IFI f
   

① 分立元件放大电路→四种组态负反馈电路分析 

② 集成运算放大器→四种组态负反馈电路分析 

结合 3 强化 1、2的结论 

课后回顾 回顾总结→作业 
① 对应课堂知识点 

② 水平层次遵循大纲要求 

 

典型实例分析： 
如图 1 所示射极输出器： 

 
图 1 射极输出器 

有无反馈的判别：电阻 RE 既包含于输出回路又

包含于输入回路，通过 RE 把输出电压信号 uo 全部反

馈到输入回路中，因此该电路存在反馈，反馈元件为

RE。 

反馈极性判别：采用瞬时极性判别方法，假定输

入信号 iU 在某一瞬时极性为正，并用A○+E A标记，然后顺

着信号 

的传输方向，推得反馈信号 fU 为 A○+E A， fii UUU  '
 

反馈信号 fU 削弱净输入信号
'
iU（图 1 中的 ube），

是负反馈。 

串并联反馈的判断：看输入回路， fii UUU  '
为

电压加减形式，是串联反馈。 

电压电流反馈的判断：看输出回路，反馈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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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UU f
  ，是电压反馈。 

结论：图 1 为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 

4 充分利用实验教学，巩固记忆，促进思维 

实验教学使巴班斯基的直观法、实践法、复现法

三种教学方法并存。实验教学的直观特点[5]，发展了

学生的观察力，提高对所学知识的注意，产生正确的 

 

感知、表象。实践特点加强了学生的技能和技巧。复

现特点，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课堂所授知识，巩固

了记忆，促进了思维，使实验教学成为拓展理论教学

的有效手段。同学们通过直观波形观测到负反馈改善

了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通过实际数据测量验证了负

反馈使放大器降低增益、展宽通频带、改变输入输出

电阻。大大强化了课堂教学知识点，同时实验教学直

观、感性的形式特点也进一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图 2 和表 2 如下。 

 

图 2 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 

表 2 图 2 的实验数据（US=10mv） 

 不接 Rf 接 Rf 

放大倍数 52 1.05 

输入电阻(K ) 600 30000 

输出电阻(K ) 4.2 0.8 

通频带（KHZ） 76 3835 

 

由上述数据可知：放大电路接入电压串联负反馈

后增益降低，输出电阻降低，输入电阻增加，通频带

变宽。实验数据证明了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的影响，

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对课堂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5 小结 

笔者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对负反馈放大器的教

学处理有一点粗浅的思考及体会，并在教学实施中，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位同行

面临的情况也许不尽相同，因此，如何更好地完善负

反馈教学，还需进一步探讨。笔者愿同各位同仁一道，

在探索中积累，在实践中完善，在改革中创新，以求

得教学过程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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