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
，

在求解放大电路的输人电阻
、

输出电阻

和电压放大倍数时
，

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图 �是发

射极带反馈电阻的单管共射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

电路图
，

其主要电路参数输人电阻
、

输出电阻 和

电压放大倍数的表达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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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带反馈共射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图
�掌握分析方法

，

牢记分析原则

很多同学在分析放大电路时
，

不知道从何人

手
，

在求解放大电路参数时
，

总是顾此失彼
、

问题

重重
。

教学过程中
，

必须让同学掌握按照
“

先静态
、

后动态
，

先直流
、

后交流
”

的原则
，

画出电路的直

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

在输出特性曲线上作出直流负

载线和交流负载线并确定出静态工作点的位置
，

然

后再根据求解问题的特点
，

来选择图解法或是微变

等效电路法进行分析求解
。

如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

怎样判

断放大电路有无放大作用
。

就应该先分析静态时三

极管的发射结和集电结的偏置状态
，

才能确定三极

管是工作在放大区
、

饱和区还是截止区
，

也就是静

态工作点的位置是否在放大区
，

只有它在放大区
，

放大电路才具有放大作用 �又如分析放大电路是否

产生了失真
，

容易产生饱和失真还是截止失真
。

也

必须按照
“

先静态
、

后动态
，

先直流
、

后交流
”

的

原则
，

先确定出静态工作点在输出特性曲线上的位

置
，

然后根据交流通路作出交流负载线 �放大电路

动态工作时
，

其工作点是围绕静态工作点并在交流

负载线上运动的
，

因而若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合理
，

动态工作时工作点就会运动到截止区或者饱和区
，

使放大电路出现失真现象 �并且从图像中静态工作

点的位置还可以直观的判断出放大电路容易产生

饱和失真还是截止失真
。

若静态工作点设置得太

低
，

靠近截止区
，

则动态工作时容易产生截止失真 �

若设置得太高
，

则靠近饱和区
，

动态工作时容易产

生饱和失真
。

通过这样的讲解和展示
，

学生就可以很容易地

弄清电路的失真情况
，

熟悉电路参数对静态工作点

的影响
，

掌握产生失真的原因
，

就能够掌握求解和

分析放大电路的方法
。

� 总结

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是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最

基础和最重要的基本电路之一
。

教学过程中
，

教师

要注重从电路结构人手
，

按照
“

先静后动
”

的原则
，

设法让学生弄清电路中各个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

掌握各个元件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
，

熟悉主要电路

参数的推导及过程
，

理解其物理意义
，

并能根据所

求问题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求解
，

这样就能

使教学过程轻松愉悦
，

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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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为
，

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语

言输人是第一性的
，

语言学习是通过接收大量的
“
可理解性输人

”

而产生的
。

教师选择已有的语言

知识来解释新的目标词语
，

将语言学习置于 目的语

语境
，

潜移默化中增加了 目的语语言材料的输人

量
，

与借助阅读获取输人量及语境的方法相比
，

��������
��
教学法更直接

，

更快捷
，

也更易于操作
。

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
，

学生通常读完英语会用

汉语翻译一遍来理解其意思
，

这就导致学生对汉语

产生依赖并把汉语作为英语学习的
“
中介

” ，

习惯

于将英语与汉语进行比对使用
，

造成语言输出不流

畅
，

不恰当
。
���������� 教学法的输人和输出均以

英语进行
，

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英语思维能力
，

有

效地避免了汉语作为母语在英语学习中可能产生

的负迁移现象
。

��� 强化新旧 目的语联结
，

达到长时记忆效果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短时记忆的容量有

限
，

大约为 �士 �个信息单元
。

同时
，

人们所获得

的信息在此得到加工
。

通过提取长时记忆中的已有

知识
，

对其进行加工并使其得到理解
。

短时记忆的

部分信息经过加工进人长时记忆
，

得到永久储存
，

以备提取
。

短时记忆中新的认知很容易被遗忘
，

只

有通过与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知识进行联结并不断

强化
，

才能长期储存
，

并有效输出
。

��������一��� ������指出
，

如果新的词语单独

出现
，

在学习者的记忆中就没有了
“

认知支撑
”

�
��������� �����

。
����������

教学法中
，

通过转换词

性
、

近义替代
、

反义转换
、

长短句转化等释义方法
，

强化新旧语言知识联结
，

刺激学习者大脑中的认知

图式
，

达到长时记忆的效果
，

保障输出的流畅性
。

��� 提高目标语涵义的精度
，

培养语言的语感

大学英语 四级词 汇
�������

， ������
，

������
，

��������� 均有
“

放弃
” “

取消
”

之意
。

依据汉语解

释无法清晰区分词义差别
。

那么
，

看一下这几个词

的 ���������� �

�������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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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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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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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林斯高阶英语学习词典 》
借助 ���������

� ，

学习者可以更加明确这四个

词的具体所指
， 。 ������ 强调取消

“ � ������ ��

��������
” �������强调取消

“ ��������� ��������
” �

������ 则着重
“ ��������� ������� �� ������ �� �

��������
” � ��������� 强调

“ ��������� ��� �� ���

����” 。

英语释义细化了目标词语具体的语义差别
，

保证了语言输人的质量和有效性
，

使学习者可以增

强对 目标词语具体涵义精读的感知
，

同时保证了输

出的恰当性
。

��� 导人语言符号的文化内涵
，

培养 目的语的

文化敏感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

它记录
，

反映着文化
，

是

文化的符号表征
。

因此
，

语言的解构和输出绝不只

在于语言符号本身
，

同时也应该帮助学习者了解语言

符号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

培养目的语的文化敏感度
。

教学实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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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大学英语精读 》
，

第三版 �

单从这句话的汉语意思
“

如果让我在报纸和政

府中选择
，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报纸
。 ”

很难解读

作者想要表达的涵义
。

在二语教学中
，

教学者可以

借助��
�

�����
��
帮助学习者理解语言符号背后的文

化内涵
，

即
“
�����

���� ���场
�。 ����� 。 � 。 ��������

��� �������� ��������������������������������
�

��

��� ����� ��������������� ������ ��即 ��� ��������

�������� ���� �� ������������
� ”

由此
，

学习者对目标

语有了更深人的理解
，

也逐渐培养了对 目标语的文

化敏感度
。

综上所述
，

��
�

������
�
用英语解释英语

，

在二

语教学中
，

有着有意义的应用价值
，

通过更直接的

目的语语言材料输人量的增加
，

培养学习者的英语

思维能力 �通过强化新旧认知的联结
，

达到长时记

忆的效果 �通过提高目标语具体涵义的精度
，

培养

英语的语感 �通过导人文化内涵
，

增强对 目的语的

文化敏感度
，

从而
，

创造了目的语语境
，

保证了语

言输人和输出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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