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说明 

 

1.专业类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中的专业类代码（四位数字）。 

2.以课程团队名义申报的，课程负责人为课程团队牵头

人；以个人名义申报的，课程负责人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团

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5 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 

3.申报课程名称、所有团队主要成员须与教务系统中已

完成的学期一致，并须截图上传教务系统中课程开设信息。 

4.文中○为单选；□可多选。 

5.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6.具有防伪标识的申报书及申报材料由推荐单位打印留

存备查，国家级评审以网络提交的电子版为准。 

7.涉密课程或不能公开个人信息的涉密人员不得参与申

报。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 是否曾被推荐 否 

课程负责人 赵东波 

负责人所在单位 西安航空学院 

课程编码+选课编码 

（教务系统中的编码） 
B0311740 

课程分类 

○通识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创业教育课 □教师教育课 

□实验课 

课程性质 ○必修 

开课年级 本科二年级 

面向专业 自动化、电子信息、电气工程等电类专业 

学    时 

总学时：      56  

线上学时：    14    

课堂学时：    42 

学    分 3.5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名称 单片机，微机原理 

主要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刘振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20 年 2 月 24 日— 2020 年 7 月 5 日  

课程名称：数字电子技术 B, 教师名称：赵东波 



   2020 年 9 月 1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  

课程名称：数字电子技术 B, 教师名称：何红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208 

使用的在线课程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及名称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及名称 

其他课程（数字电子技术 B、西安航空学院、赵东波、

西安航空学院教学平台） 

使用方式：  MOOC  ○SPOC 

课程链接及查看教学 

活动的密码等 

西安航空学院网络教学平台  (chaoxing.com) ，账号：

201307005,密码：3282564，课程：数字电子技术 B 

注：2020 年春季学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授课的，如符合教

改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可视为完成一个教学周期；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

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总人数限 5人之内）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授课任务 

1 
赵东

波 

79 年 4 月 西安

航空

学院 

教研

室主

任 

副教

授 

13572491

233 

alien 

_dffy@16

3.com 

MOOC建

设与课程

教学 

2 
毕杨 81 年 5 月 西安

航空

学院 

副院

长 

副教

授 

15929327

321 

 
课程规划

与MOOC

建设 

3 
何红 75 年 4 月 西安

航空

学院 

教研

室主

任 

副教

授 

13572185

281 

 
课程教学 

         

http://xaa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xaau.fanya.chaoxing.com/portal


         

课程负责人和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教学情况（500字以内） 

（1）负责人赵东波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研究，

曾先后取得学院讲课比赛一等奖、校级微课比赛三等奖等荣誉。积极参教改及课

程建设，2016年参加《数字电子技术》的微课省级赛；在 2017年参与编写《模

拟电子技术》教材一部；在 2018至 2020年主持完成《数字电子技术》MOOC 建

设；2019 年参与《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在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教改

论文 3篇；获得西安航空学院 2019年教学质量优秀奖。 

（2）团队毕杨老师多年一直参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曾先后获得

2011 年度校级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2012 年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奖等荣誉；2014

年参与编写《数字电子技术》教材一部。作为教学副院长和专业负责人，积极进

行教改研究推动教学改革，2018 年负责校级一流专业建设项目；2018 年主持高

等教育研究项目一项；2019年主持《电工电子课程思政》建设。 

（3） 团队何红老师一直从事《数字电子技术》教学研究，先后参与《数字电

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的课程建设工作，2018年作为负责人申请并建

设《数字电子技术》双语课程，参与编写《电工电子技术》教材、主编《数字电

子技术》外文讲义；2018 年主持校级新工科建设一项，2019 年参与校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一项；在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2篇。 

 

三、课程目标（300 字以内） 

1. 知识目标： 

（1）逻辑函数的运算规则及化简方法； 

（2）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3）触发器及时序电路的分析与仿真设计； 

（4）D/A 与 A/D 转换器的应用； 

（5）典型数字系统设计方法。 

2. 能力目标： 

（1）能分析和设计基本的数字逻辑电路； 

（2）能掌握集成数字电路的逻辑功能及数字电路中常用仪器的使用；  



（3）能画出所设计的数字逻辑电路的原理图，并能列出电路的元器件清单，

会写电路的测试说明。 

3. 素质目标 

（1）借助探究学习、互帮互助，感受团队协作的凝聚力； 

（2）结合专业知识，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激发创新意识； 

（3）培养学生具有电气工程师的职业规范意识和道德修养； 

（4）团队的合作与竞争、爱国、社会责任感与敢于担当。 

 

四、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2000 字以内） 

1. 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 

（1）2018 年 10 月申请立项校级质量工程 MOOC 项目； 

（2）2018 年 10 月---2020 年 2 月基本完成《数字电子技术》的 MOOC 建设。

修订完成课程教学大纲，完成本课程教学 PPT 课件，完成《数字电子技术》课程

试题库，Multisim 仿真实例，完成课程微课视频，实现教学资源的上网。 

（3）2020 年 2 月—2020 年 7 月自动化 181、182 等班级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

式教学，学生通过线上慕课平台完成课前预习，教师在线下完成课程重点内容讲

解和学生的答疑解惑，实现线上线下的的混合式教学。 

（4）2020 年 9 月—2020 年 12 月电气工程 181 等班级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

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目前，该课程多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该课程理论知识较多，但课程学时少，如果完全依赖课堂讲授，教师为

了追赶教学进度不可避免进行“满堂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 

（2）学生学习多停留在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上，实践教学环节不足，亦得

不到重视，难以达到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目标。 

针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存在的问题，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移动终端线上教

学相结合，整合教学资源优化教学内容，合理分配线上学习内容和线下授课内

容，构建线上线下教学新模式： 

（1）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意识，学生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



选择学习内容，调整学习进度； 

（2）教师整合线上优秀的教学资源，选择最适合学生学情的资源提供给学

生，同时通过学习平台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效果，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精讲和实

践活动。 

（3）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师发挥引导、启发和监控的主导作

用，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情况 

在西安航空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建立了《数字电子技术》MOOC。课程教学微

课视频、教学大纲、电子教案、课后习题全部上网，教师利用平台与学生交流，

进行网上答疑；严格按教学大纲要求建立了高质量的试题库，并根据教学的发展

积极探索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进，不断的充实和完善试题；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

课程扩充性资源网站，学生能够从网上学到与课程相关的基本知识、实用技术，

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获得更多最新的产品和前沿信息。 

4. 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情况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由九个章节组成，如图1所示。 

 

教学内容的组织： 

在对整个课程内容整合分析之后，设计了基于知识点的在线教学。对各章节

知识点进行梳理，将整个课程分类为62个知识点，做成有层次、连续的自主学习

型课件和微课视频，通过课程资源的设计开发帮助学生筛选、推荐学习内容，形

成主题鲜明的自主学习资源。 

混合式教学实施包括3个阶段： 

（1）课前学习阶段主要通过MOOC进行线上学习，选择西安航空学院“数字



电子技术”MOOC课程作为线上学习资源和平台； 

（2）课堂线下教学阶段主要利用课堂实施“教”与“学”的翻转，并通过软件

仿真和实验验证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3）课后学习阶段以线上完成拓展作业，并通过平台进行讨论和反馈。 

5. 教学方法改革 

（1）除课堂讲授以外，根据教学内容进行小组讨论、完成线上学习后总结成

果、完成章节学习后总结学习、作业等； 

（2）合理分配线上线下教学内容，进行知识点拆解，把识记和理解的内容开

放给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要求培养学生分析、评价、创造等能力的内容在课堂上

讲授，进行总结提升； 

（3）在课堂活动组织形式方面，理论课程不再局限于课堂讲授，学生线下自

主学习占据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课堂上可灵活开展小组讨论、自由发言、随堂测

试等活动。 

6. 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形式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只是笔试的考核方式，有效地建立内容多元化

的评价方式。课程最终成绩不再由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由过程性考核成绩与

期末试卷成绩按照一定比例构成。过程性成绩由线上学习、随堂测试、中期考

试（线上）、小组讨论表现、大作业完成情况、考勤等构成，注重过程学习，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以得到及时反馈，学生学习更有成

就感。其中，随堂测试侧重对客观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期末考试侧重知识的综

合运用，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即侧重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7. 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应用于2018级电气工程专业2个班级共70人，并将这两个

班级的成绩与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的2018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两个班级共70人的

成绩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通信工程学生在客

观题、分析题和设计题各方面，平均成绩都高于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的电子信息

工程。由此可见： 

（1）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自主学习效果能得到及时反馈，有

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成就感，成绩自然也得到提高； 



（2）老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的考核结果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监督学习过程，

在线下课堂有针对性地精讲和细讲，使学生较好地掌握相对较难的知识点和分析

设计。 

 

五、课程特色与创新（500 字以内）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既要求

系统的学习和掌握数字逻辑电路分析、设计的基本理论，也要求充分的与实践结

合，通过实践体验、认识加强学习的效果。本课程基于以上课程特点和要求，做

了一下教学上的创新： 

1．基于知识点的线上 MOOC 课程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设计了基于知识点的在线课程。对各章节知识点进行梳

理，将整个课程分类为 62 个知识点，做成有层次、连续的自主学习型课件和视

频，通过课程资源的设计开发帮助学生筛选、推荐学习内容，形成主题鲜明的自

主学习资源，引导并促进自主学习活动。 

2．基于翻转课堂的线下教学环节 

   课前通过提前发布任务，在课堂上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分享、互评、教师解

答、总结等形式完成任务。 

3．基于仿真与实践结合的“理虚实”一体化教学设计 

     将仿真设计的方法引入到课程教学中，通过 Multisim 仿真设计软件进行设

计仿真，同时通过实验电路的搭建实现设计电路，这种基于“理论知识”“虚拟

仿真”“实验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既巩固了理论知识，也使学生掌握了

电路设计的方法，真正提高了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 

 

 

 

 

六、课程建设计划（500 字以内） 

今后五年，本课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不断进行教学内容的更新，加入知识前沿内容，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

创新，既注重课程知识的系统性，又突出时代性和先进性； 



（2）要在课程教学中不断将思政元素无形地融入课堂。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思

政元素，让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积极开展课程资源的建设，更新试题库及学习资源等，并且利用这些课程

资源提升教学效果。 

 

 

七、附件材料清单 

1.课程负责人和团队成员的 10 分钟“说课”视频 

2.教学设计样例说明 

3.最近一学期的教学日历 

4.最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等） 

5.最近两学期的学生成绩分布统计 

6.最近两学期的学生在线学习数据 

7.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 

8.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 

9.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 

10.教学（课堂或实践）实录视频 

11.课程团队成员和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意见 

12.课程内容学术性评价意见 

13.学校支持混合式教学、认定混合式教学工作量等有关政策文件（选择性

提供） 

14.其他材料，不超过 2 份（选择性提供） 

以上材料均可能在网上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数据选择器》教学设计 

（一）课程的一般信息 

课程名称：数据选择器 

课程类型：新授 

课时安排：2 学时 

教学对象：自动化 181 

教具准备：数字电子技术试验箱 

主讲教师：赵东波 

（二）学情分析 

课程学习主角是刚升入大学的二年级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他

们已修过《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对电子电路已有

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过分依赖网络、学习行为碎片化、喜欢新

鲜事物、信息化教学接受度高；学习主动性和终身学习意识差；学

生的学习基础往往不够扎实；工程经验少、动手能力差，不善于学

习实践性强的课程。 

针对这些学情，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主要体现以应用为目

的，在教学过程中，提倡有意义的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和合作学

习，注重引导学生在学习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学以致用；

同时激励先进、鼓励后进。另外，为了增加课程的难度和挑战性，

我们把 8 选 1 数据选择器设计逻辑函数拓宽到 4 变量逻辑函数的设

计(教材只讲到“3 变量逻辑函数的设计”)，并要求通过 Multisim 仿真



和进行数电实验箱验证设计效果。 

前面的几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经验表明：学生对翻转课堂这

种学习方式比较喜欢，但对数字电路的综合设计能力、仿真能力比

较差，动手实践能力比较欠缺，拟将发放任务通知书及设计题目的

时间提前一周，在上一周让学生在线学习的同时，分组领取翻转课

堂任务，按小组合作完成设计内容，并查找资料、拟定设计方案与

软件仿真、并进行实验验证。 

（三）教学目标设计 

1. 知识和能力： 

（1）理解数据选择器的概念； 

（2）掌握应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进行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3）掌握应用 8 选 1 数据选择器进行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方法； 

2. 情感和价值观： 

（1）借助探究学习、互帮互助，感受团队协作的凝聚力； 

（2）结合专业知识，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激发创新意识； 

（3）培养学生具有电气工程师的职业规范意识和道德修养； 

（4）团队的合作与竞争、爱国、社会责任感与敢于担当。 

（四）教学重难点及处理 

1. 重点：理解数据选择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掌握应用数据选择器

进行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方法； 

2. 难点：用 8 选 1 数据选择器进行 4 变量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Multisim 仿真并运行实验实现。  



（五）教学媒体与资源选择 

基于西安航空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的《数字电子技术》MOOC，

课程教学视频、教学大纲、教师的电子教案、课后习题全部上网，教

师利用平台与学生交流，进行网上答疑；严格按教学大纲要求建立了

高质量的试题库，并根据教学的发展积极探索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进，

不断的充实和完善试题；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课程扩充性资源网站，

学生能够从网上学到与课程相关的基本知识、实用技术，享受自己动

手的乐趣，获得更多最新的产品和前沿信息。 

本节课程包括如下资源： 

1. 《数据选择器》与《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微课视频两部； 

2. 《数据选择器》课程教学 PPT 课件一套； 

3.《数据选择器》通关测试题目； 

4. 《数据选择器设计逻辑电路》Multisim 仿真实例； 

（六）课堂教学创新点 

1．基于知识点的线上 MOOC 教学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设计了基于知识点的在线教学。对各章节知

识点进行梳理，将整个课程分类为 62 个知识点，做成有层次、连续

的自主学习型课件和视频，通过课程资源的设计开发帮助学生筛选、

推荐学习内容，形成主题鲜明的自主学习资源，引导并促进自主学习

活动。 

2．基于翻转课堂的线下教学环节 

   课通过提前发布任务，在课堂上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分享、互



评、教师解答、总结等形式完成任务。 

3．通过软件仿真与实验验证结合的方式提高设计实践能力 

     针对学生对数字电路的综合设计能力、仿真能力比较差、动手

实践能力比较欠缺，提前发放任务设计题目，学生按小组合作完成

设计设计方案，并进行软件仿真，通过实验箱进行验证。 

（七）教学过程设计 

环节 子环节 教学活动 教学方法及手段 预计课时 

课前

准备 

发布学习任

务： 

1.在线学习；

2.翻转课堂的

分组任务 

 

 

 

 

 

 

 

教学平台上载入微课视频

等教学资料，并推送通知，

发学习任务单，同时要求回

答任务单上的问题，并发回

给教师，确保学生在预习时

得到有效的反馈，并根据学

生反馈，提前设计小测题推

送给学生完成，同时发布翻

转课堂的分组任务 

1. 观看视频: 

4.6.1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4.6.2  8 选 1 数据选择器 

4.6.3  数据选择器的应用 

2. 学习任务清单： 

（1）数据选择器的功能是

什么？ 

（2）4 选 1 数据选择器和 8

选 1 数据选择器是如何工作

的？其输出表达式是什么？ 

3.分组分工 

（1）提交分组名单，并推

选一名组长，由组长负责分

工组织学习和讨论。 

(2)课前提前做好仿真准备，

准备好笔记本电脑。 

1.在教学平台自动化 181

和 182 班的“通知”、学习

通的“分组任务”发布，并

关注学生观看视频和收看任

务通知的数量，面向全班或

个人定向发布学习进程的通

报；同学进行善意提醒和及

时的鼓励。 

2.准备教具：集成数字仿

实验箱和笔记本电脑。 

 

不占用课

内时间 

课堂

教学 

签到   2 分钟 

（1）讨论、

分享、互评： 

4 选 1 数据选

择器和 8 选 1

数据选择器 

1．分组讨论 

（1）数据选择器的功能是？ 

（2）4 选 1 数据选择器的地

址码和输出端之间满足什么

关系？ 

1. 采用生讲生练、师问生答

的方式； 

 

8 分钟 



（3）集成双 4 选 1 数据选择

器的 74LS153 的功能是什

么？ 

（4）8 选 1 数据选择器的地

址码和输出端之间满足什么

关系？ 

（5）8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1 的功能是什么？ 

（2）课堂讲

授 

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 

（1）原理（2）确定 Di 的

方法（3）例题 

1.通过 PPT 讲解，从原理到

方法再到例题； 

2.中间通过提问方式和学生

互动，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程度。 

20 分钟 

（3）项目探

究、分享： 

8 选 1 数

据选择器的

设计及仿真 

1.分组探究： 

用 74LS151 设计一故障

指示电路：当 4 台电机中有

三台及三台以上发生故障

时，能发出警报。要求设计

出电路，并用通过仿真软件

进行现场仿真。 

2. 分享 

毎个小组随机选一名学

生上台，并演示设计结果并

讲解设计思路，本组其他成

员进行补充说明；其他组同

学进行提问。 

3. 融入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以日本福岛核电

站安全生产事故为例，强调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培养

“电气安全意识”；培养学生

电气工程师的职业规范意识

和道德素养。 

1. 采用生讲生问，生问生

答的互动方式； 

2.充分利信息化手段，让把

讲解内容拍照发送到学习

通，然后可以利用讲台投影

讲解； 

3. 教师要在小组间穿梭，帮

学生解答疑惑，或适当给予

启发与引导； 

4. 为了让学生忙起来，第

一个上台演讲的学生采取的

是随机选人的方式。 

10 分钟 

（4）总评 1．教师评价； 

2．组间互评组内互评； 

1. 利用学习通组间互评和

组内互评； 

2. 学习通的“分组任务”的

评价设置中设置评分权

重：教师占 40%，组内

互评 20%，组间互评

40%。 

3 分钟 

（5）课堂总

结与提高 

1．对本次课堂教学进行总

结： 

数据选择器的主要特点： 

（1）具有标准与或表达式的

1. 结合 PPT，口头总结 

 

2 分钟 



形式，即：

−

=

=
12

0

n

i

iimDY
 

（2）提高了地址变量的全部

最小项； 

2. 提高拓展 

（1）集成的数据选择器有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3 和

8 选 1 的选择器 74LS151。

也可以通过集成选择器的级

联实现更多位的数据选择。 

（2）拓展 

引导思考：经过刚才的设计

过程，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设

计过程有没有什么不尽如意

的 

   小计 45 分

钟 

课后

复习 

与反

馈 

（1）课后复

习 

1. 学生通过学习通对本节

课程内容 

 不占用课

内时间 

（2）学习反

馈 

课后将课堂上设计完成的故

障指示电路调试运行正确

后，拍照上传学习通 

1，教学平台的“作业”功

能； 

2. 讨论、答疑功能 

不占用课

内时间 

 

教学过程相关图片： 

发布学习任务： 

 

 

学生预习： 



 

MOOC学生（手机）端界面： 

 

学生分组讨论： 

 

教师指导实验验证：



 

线上讨论： 

 

课后反馈： 

 

教师通过平台后台监控学生学习任务完成情况： 



 

 

 

（八）课件或板书设计 

 

 

 



 

 

 

 

 

 

 

 

 



 

 

 

 

 

（九）教学效果评价 

1． 借助慕课平台宏观和微观把控教学内容 

教师通过慕课平台统计工具可以对课程授课和学生情况进行宏

观和微观把控。宏观把控通过分析具体到某一天的某个时间段的学生

访问量，便于教师掌握学生在本课程上投入的时间周期和节点，对教

学的内容和深度做出适时调整。微观把控针对每一个知识点单元视频，

通过慕课平台的统计工具，还可以看到每一位学生对该知识点观看的

进度，教师可对每一个知识点的学习进行统计。 



2. 借助慕课平台增强翻转课堂效果 

本课程在《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的教学上，按照以前的教学方

法，由于每个学生的接受速度不同，导致有的学生逐渐地就失去了学

习的兴趣和耐心。现在借助慕课课程，教师课前布置预习内容，学生

自己观看视频，先进行知识点的基本学习，课堂上学生针对自己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教师帮助解答，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问题进

行实际演示，这样教师可以节省 20%的课堂教学时间，用来对学生进

行一对一的辅导，提高了教学效率，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辑门功能测试 路测试 

9 2020.10.7 五 9/2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0 2020.10.9 五 10/2 加法器，数值比较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1 2020.10.14 六 11/2 编码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2 2020.10.16 六 12/2 译码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3 2020.10.21 七 13/2 数据选择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4 2020.10.23 七 14/2 
实验二、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及测试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实践：软件仿真+电

路测试 

15 2020.10.28 八 15/2 基本 RS 触发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上：视频/测验/互动 

16 2020.10.30 八 16/2 JK 触发器，D 触发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7 2020.11.4 九 17/2 触发器之间的相互转换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18 2020.11.6 九 18/2 
实验三、集成触发器的功能测

试及应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实践：软件仿真+电

路测试 

19 2020.11.11 十 19/2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20 2020.11.13 十 20/2 二进制计数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上：视频/作业/测验  

21 2020.12.9 十四 21/2 N 进制计数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22 2020.12.11 十四 22/2 寄存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23 2020.12.16 十五 23/2 
实验四、计数器的功能测试及

应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实践：软件仿真+电

路测试 

24 2020.12.18 十五 24/2 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1）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上：视频/测验/答疑/

互动 

25 2020.12.23 十六 25/2 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2）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26 2020.12.25 十六 26/2 A/D 转换器的原理及应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27 2020.12.30 十七 27/2 D/A 转换器的原理及应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下：讲授/答疑/互动 

28 2021.1.1 十七 28/2 半导体存储器 阎教 D1328 30 何红 线上：视频/作业/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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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触发器的状态转换图如下图所示，该触发器逻辑功能应是 JK 触发

器   。 

 

三、判断题（本题共 5 小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奇数个“1”相异或，其结果为“0”。      （错 ） 

2. 集成逻辑门电路中，多余的输入端悬空有利于抗干扰。 （错 ） 

3. 组合逻辑电路输出状态与电路的历史工作状态无关。 （对 ） 

4. 边沿触发器克服了空翻现象。       （对 ） 

5. Moore 型时序电路输出信号的特性仅取决于电路状态， 

与输入信号无关。          （对 ） 

四、分析证明题（本题共 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 用公式变换的方法证明：𝑨�̅��̅� + �̅�𝑩�̅� + �̅��̅�𝑪 + 𝑨𝑩𝑪 = 𝑨 ⊕ 𝑩 ⊕ 𝑪 

证明： 

右边=(𝐴�̅� + �̅�𝐵)⨁𝐶 …………………………2 分 

= (𝐴�̅� + �̅�𝐵) ∙ 𝐶̅ + (𝐴�̅� + �̅�𝐵)̅̅ ̅̅ ̅̅ ̅̅ ̅̅ ̅̅ ̅̅ ∙ 𝐶………2 分 

 = 𝐴�̅�𝐶̅ + �̅�𝐵𝐶̅ + (𝐴�̅�̅̅ ̅̅ ∙ �̅�𝐵̅̅ ̅̅ ) ∙ 𝐶…………2 分 

= 𝐴�̅�𝐶̅ + �̅�𝐵𝐶̅ + (�̅� + 𝐵)(𝐴 + �̅�) ∙ 𝐶……2 分 

= 𝐴�̅�𝐶̅ + �̅�𝐵𝐶̅ + �̅��̅�𝐶 + 𝐴𝐵𝐶……………2 分 

=左边 

等式得证。 

2. 试分析下图所示电路的功能。 

（1）列出其逻辑函数式； 

（2）用代数法分析该电路是否存在竞争-冒险现象。如存在，请说明

是何种竞争-冒险。 

 

 

解： 

（1）该电路的逻辑表达式为 

  F = �̅�𝐵 + �̅�𝐶 + 𝐴𝐶̅𝐷………………3 分 

（2）由函数可以看出变量 A 和 C 具有竞争能力。…………1 分 

考察变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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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000， F = 0 

BCD=001， F = 𝐴 

BCD=010， F = �̅� 

BCD=011， F = �̅� 

BCD=100， F = �̅� 

BCD=101， F = 𝐴 + �̅� 

BCD=110， F = �̅� 

BCD=111， F = �̅� 

………………2 分 

考察变量 C： 

ABD=000， F = 𝐶 

ABD=001， F = 𝐶 

ABD=010， F = 1 

ABD=011， F = 1 

ABD=100， F = 0 

ABD=101， F = 𝐶̅ 

ABD=110， F = 0 

ABD=111， F = 𝐶̅ 

………………2 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 BCD=101 时，F = 𝐴 + �̅�将产生偏“1”冒

险。       ………………2 分 

3. 下图所示电路中，F1 是 D 触发器，F2 是 JK 触发器。设触发器输出

初始状态均为 0，试画出在已知时钟脉冲 CP 和输入信号 A 作用下

Q1、Q2 的波形。 

 

解： 

Q1、Q2 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Q1 的波形正确得 5 分，Q2 的波形正确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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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设计题（本题共 2 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 用 74LS138 实现输入三位格雷码转换为三位二进制代码。 

（1） 列出真值表； 

（2） 画出逻辑电路图。 

解：（1）设输入三位格雷码为 ABC，输出三位二进制代码为 XYZ，

则真值表如下。        ………………5 分 

A B C X Y Z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1 0 1 0 

0 1 0 0 1 1 

1 1 0 1 0 0 

1 1 1 1 0 1 

1 0 1 1 1 0 

1 0 0 1 1 1 

（2）由于 74LS138 的输出是输入端数据的最小项取反，因此，根据

真值表列出输出 XYZ 的表达式，并将其变换为最小项取反的形式。 

𝑋 = 𝐴𝐵𝐶̅ + 𝐴𝐵𝐶 + 𝐴�̅�𝐶 + 𝐴�̅�𝐶̅ = 𝑚4 + 𝑚5 + 𝑚6 + 𝑚7

= 𝑚4̅̅ ̅̅ ∙ 𝑚5̅̅ ̅̅ ∙ 𝑚6̅̅ ̅̅ ∙ 𝑚7̅̅ ̅̅̅̅ ̅̅ ̅̅ ̅̅ ̅̅ ̅̅ ̅̅ ̅̅ ̅̅ ̅̅ ̅̅  

𝑌 = �̅�𝐵𝐶 + �̅�𝐵𝐶̅ + 𝐴�̅�𝐶 + 𝐴�̅�𝐶̅ = 𝑚2 + 𝑚3 + 𝑚4 + 𝑚5

= 𝑚2̅̅ ̅̅ ∙ 𝑚3̅̅ ̅̅ ∙ 𝑚4̅̅ ̅̅ ∙ 𝑚5̅̅ ̅̅̅̅ ̅̅ ̅̅ ̅̅ ̅̅ ̅̅ ̅̅ ̅̅ ̅̅ ̅̅ ̅̅  

𝑍 = �̅��̅�𝐶 + �̅�𝐵𝐶̅ + 𝐴𝐵𝐶 + 𝐴�̅�𝐶̅ = 𝑚1 + 𝑚2 + 𝑚4 + 𝑚7

= 𝑚1̅̅ ̅̅ ∙ 𝑚2̅̅ ̅̅ ∙ 𝑚4̅̅ ̅̅ ∙ 𝑚7̅̅ ̅̅̅̅ ̅̅ ̅̅ ̅̅ ̅̅ ̅̅ ̅̅ ̅̅ ̅̅ ̅̅ ̅̅  

………………6 分 

由此可以得出逻辑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4 分 

2. 用 74LS161 设计任意进制计数器，画出逻辑电路图。 

（1）设计 12 进制计数器，要求使用 74LS161 的清零端进行反馈； 

（2）设计 24 进制计数器，要求使用 74LS161 的预置端进行反馈，

芯片间使用并行进位连接方式。 

解：（1）74LS161 是模 16 计数器，采用清零端进行反馈构成 12 进制计

数器，则需选择前 12 个状态，即 0000～1011。 …………1 分 

由于 74LS161 的清零端工作方式为异步清零，因此利用清零端进行

反馈时，需要额外增加一个过渡态，即需要在输出状态为 1100 时进行反

馈清零使计数器输出状态回到 0000。     …………1 分 

由此可以得到 12 进制计数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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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LS161 是模 16 计数器，要实现 24 进制计数，需要两片 74LS161。

采用预置端进行反馈构成 24 进制计数器，选择前 24 个状态，即 0000 

0000～0001 0111。由于 74LS161 的预置端工作方式为同步预置，因此利

用预置端进行反馈时，无需增加过渡态，但需要将两片 74LS161 的数据

输入端 D0～D3 输入 0000 作为预置数。 

并行进位方式：两片用同一个时钟信号，低位片的进位输出作为高

位片的计数控制信号。         …………4 分 

由此可以得到 24 进制计数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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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使触发器克服空翻与振荡，应采用(  D  ) 

A CP 高电平触发                  B CP 低电平触发 

C CP 电位触发                    D CP 边沿触发 

6. 下列函数中，不可能产生竞争冒险现象的是（  D  ） 

A CAABY +=             B )CB)(BA(Y ++=  

C CBACABY ++=        D (A B)(A C)+ +  

7.为了使 D 触发器在 CP 脉冲控制下，接收 D 端的输入信号，其直接置位端
dS 和

直接复位端
dR 的逻辑值为(  A  ) 

A 
d dS R 11=                      B 

d dS R 10=  

C 
d dS R 01=                      D 

d dS R 00=  

8. F AB BC CD= + + 的对偶式为（  D  ）； 

F AB BC CD= + + 的反函数为（  B  ）。 

A A BB C C D+ + +              B ( )( )A B B C C D+ + +  

C ( )( )A B B C C D+ + +           D ( )( )A B B C C D+ + +  

9.八位 DAC 电路可分辨的最小输出电压为 10mV，则输入数字量为(10000000)B 时，

输出电压为(  B  ) 

A 2.56V                        B 1.28V 

C 1.27V                        D 2.55V 

 

 

三、简答题（4 小题，共 35 分；答对得分，答错或不答，不得分） 

1、 用逻辑代数公式，将函数 F ACD BC BD AB AC BC= + + + + + 化简成

最简的与或式。（本题 6 分） 

F ACD BC BD AB AC BC

ACD BC BD AB AC BC BC

ACD BC BD AB AC B

ACD BC AC B

ACD C AC B

ACD C B

AD C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一步得 1 分，共 6 分) 

2、电路如图所示，试分析该电路。（本题 7 分） 

(1)写出该电路的逻辑函数方程； 

(2)列出该电路的真值表，描述它的逻辑功能。 

A

B

&

1

1

&

F1

P

Q

 

解：(1) F P Q= +  

其中，P AB= ，Q A B A B= = +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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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F AB A B A B= + + = + (每个式子 1 分，共 4 分) 

(2)真值表如表所示。(每一行 0.5 分，共 2 分) 

A B F 

0 0 0 

0 1 1 

1 0 1 

1 1 1 

这是一个或逻辑。(1 分) 

3、用 3-8 译码器和与非门实现下列多输出函数： 

1F AB ABC= +  

2F A B C= + +  

3F AB AB= + （本题 12 分） 

E1

E2

E3

A0

A1

A2

3-8译码器

0m

7m

1m

6m

2m

3m

4m

5m

 

解：第一步，将各式展开为最小项标准式 

1 0 6 7 0 6 7F m m m m m m= + + =  

2 0 2 3 4 5 6 7 1F m m m m m m m m= + + + + + + =  

3 2 3 4 5 2 3 4 5F m m m m m m m m= + + + = (每个式子 2 分，共 6 分) 

第二步，用译码器组成电路如图所示。(每个结果 2 分，共 6 分) 

3-8译码器

0A

1A

2A

1E

2E

3E

C

B

A

''1''

0m

1m

2m

3m

4m

5m

6m

7m

&

&

1F

2F

3F

 

4.JK 触发器及 CP、A、B、C 的波形如图所示，设 Q 的初始态为 0，画出 Q 的

波形。(本题 10 分) 

dS''1''

dR

A

B

C

CP

Q

Q

C1

1J

1K

1 2 3 4 5
CP
A

B
C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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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CP
A

B
C

Q
 

(每个上升沿处 2 分，共 10 分) 

 

 

 

四、分析题（2 小题，共 31 分；答对得分，答错或不答，不得分） 

1、时序电路如图所示，试分析其功能。(本题 16 分) 

1D

1C

1D

1C

1D

1CCP

1Q 2Q 3Q

1Q 2Q 3Q

 

第一步，该电路为同步时序电路。(1 分) 

第二步，电路的激励方程为 

1 3

nD Q= ， 2 1

nD Q= ， 3 2

nD Q=  (各 1 分，共 3 分) 

次态方程为 

1

1 3

n nQ Q+ = ， 1

2 1

n nQ Q+ = ， 1

3 2

n nQ Q+ =  (各 1 分，共 3 分) 

第三步，画出状态真值表(每一行 0.5 分，共 4 分) 

1

nQ  2

nQ  3

nQ  
1

1

nQ +
 

1

2

nQ +
 

1

3

nQ +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1 0 1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1 0 1 0 1 0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第四步，画出状态迁移图(各 0.5 分，共 4 分) 

000 100 110

111011001

010

101

 

由状态迁移图可以看出该电路为六进制计数器，无自启动能力。(1 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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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LS161 电路如图所示。 

(1)列出状态迁移关系； 

(2)指出其进位模。(本题 15 分) 

"1"

P

T

CPCP

AQ BQ CQ
DQ

A B C D

rC

&

74LS161

"1"

P

T

CPCP

AQ BQ CQ
DQ

A B C D

rC

&

74LS161

"1"

LD

 

                 图(a)                               图(b) 

CP Cr LD P T A B C D QA QB QC QD

× 0 × × × × × × × 0 0 0 0

↑ 1 0 × × A B C D A B C D

× 1 1 0 × × × × × 保持

× 1 1 × 0 × × × × 保持(QC=0)

↑ 1 1 1 1 × × × × 计数

输入 输出

74LS161功能表

 

(1) 图(a)是利用了异步清零端 Cr，分析时应考虑过渡态，其状态迁移关系如下：(各

0.5 分，共 6.5 分)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
 

图(b)是利用了同步预置端 LD，分析时不用考虑过渡态，其状态迁移关系如下：(各

0.5 分，共 6.5 分)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

 

(2) 由于前者存在过渡态，为十二进制计数器。(1 分) 

后者不存在过渡态，故为十三进制计数器。(1 分) 

 





 

图 3：通信工程 181 成绩分布 

分数段 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及格率 

人数 5 19 6 3 0 
87 19 64.21 84.85% 

      

 

 

 

图 4：通信工程 182 成绩分布 

分数

段 
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最高

分 

最低

分 
平均分 及格率 

人数 7 19 5 4 1 

93 38 63.11 80.56% 百分

比 
19.44%  52.78%  13.89%  11.11%  2.78%  

 

 

 

 





图 3：测控技术 182 成绩分布 

分数段 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及格率 

人数 0 4 4 25 0 
89 65 80.27 100.00% 

百分比 0% 12.12% 12.12% 75.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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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数据信息表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 B 

学校名称 西安航空学院 

课程负责人 赵东波 

单期课程开设周数 21 

课程运行平台名称 西安航空学院网络教学平台 

课程开设情况 

开设学期 起止时间 选课人数 课程链接 

1 
2020-02-24 至

2020-07-10 
145 

https://mooc1.chaoxing.com/c

ourse/208567768.html 

2 
2020-09-01 至

2021-01-25 
93 

https://mooc1.chaoxing.com/c

ourse/208567768.html 

课程资源与学习数据 

数据项 第（1）学期 第（2）学期 

授课视频 
总数量（个） 55 55 

总时长（分钟） 848 848 

非视频资源 数量（个） 166 166 

课程公告 数量（次） 4 4 

测验和作业 

总次数（次） 210 111 

习题总数（道） 406 406 

参与人数（人） 141 60 

互动交流情况 

发帖总数（帖） 707 329 

教师发帖数（帖） 87 1 

参与互动人数（人） 96 42 

考核（试） 

次数（次） 0 0 

试题总数（题） 466 466 

参与人数（人） 0 0 

课程通过人数（人） 1 3 

课程平台单位承诺 







逻辑0

逻辑1

逻辑0

逻辑1

逻辑0

 

课次 1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1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目的 

与要求 
理解数字电路的相关概念 

教学重点 
1 、数字信号的定义和特点；  

2 、数字电路的定义和特点； 

教学难点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区别 

教学内容  

课程简介： 

（1）课程地位性质（2）课时及进度安排（3）学习方法（4）课程资源：MOOC  

概述： 

一．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1.定义         2.特点 

数字信号两个特点：（1）只有两个离散值，常用数字 0 和 1 来表示。  

（2）信号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又称为脉冲信号。 

二．正逻辑与负逻辑           

两种逻辑体制：  

(1)正逻辑体制规定：高电平为逻辑 1，低电平为逻辑 0。 

(2)负逻辑体制规定：低电平为逻辑 1，高电平为逻辑 0。 

三． 数字信号的主要参数       

Vm——信号幅度。T——信号的重复周期。tW——脉冲宽度。它表示脉冲的

作用时间。q——占空比。它表示脉冲宽度 tW 占整个周期 T 的百分比 

四． 数字电路                

定义：传递与处理数字信号的电子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特点：数字电路特点 

发展：数字电路发展的历史、 

      课程思政：我国芯片技术的发展及科技创新 

五.  小结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认真理解数字信号、正负逻辑、数字信号参数和数字电路等数字电路相

关概念，掌握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区别，为以后学习建立概念基础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2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2 数制和编码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练掌握各种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2、熟悉二进制的编码。 

教学重点 
1、各种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2、二进制的编码。 

教学难点 各种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教学内容  

   1.2 数制和编码 

1.2.1 数制 

一． 几种常用的计数体制 

1．十进制(Decimal) 2．二进制(Binary) 3．十六进制(Hexadecimal)与八进制（Octal） 

二． 不同数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1．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2.十进制转换二进制：整数：“除 2 取余”；小数：“乘 2 取整”  

3．二进制与十六进制转换 

二-→十六进制：“4 位分组”法；十六进制-→二进制：一位转 4 二进制 

4．十六进制转换成二进制  

二-→八进制数：3 位转一位 8 进制。八进制-→二进制：一位转 3 位二进制。 

5．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可由“按权相加”法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1.2.2 编码 

1. 定义：课程思政：什么是二维码？二维码在我国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 

2. BCD 码——用二进制代码来表示十进制的 0～9 十个数。 

 

教学方法及手段 线上：视频/课件/测验/讨论 

小结 熟练掌握各种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熟悉二进制的编码。 

作业和思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3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3  基本逻辑运算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基本逻辑运算的概念； 

2、熟悉组合逻辑运算。 

教学重点 
1、基本逻辑运算； 

2、其他组合逻辑运算。 

教学难点 其他组合逻辑运算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1.3  基本逻辑运算 

逻辑代数  课程思政：布尔代数，布尔的一生，人生的奋斗价值 

1.3.1． 基本逻辑运算 

1．与运算    

（1）定义   (2)逻辑表达式  (3) 运算的规则   (4) 门电路逻辑符号 

2．或运算    

（1）定义   (2)逻辑表达式  (3) 运算的规则   (4) 门电路逻辑符号 

3．非运算    

（1）定义   (2)逻辑表达式  (3) 运算的规则   (4) 门电路逻辑符号 

1.3.2． 其他常用逻辑运算 

1．与非           2．或非    

3．异或           4．异或    

5．与或非  

 

教学方法

及手段 
线上：视频/课件/测验/讨论 

小结 熟悉基本逻辑运算的概念；熟悉组合逻辑运算。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4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4  逻辑代数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 

2、熟悉逻辑代数的基本规则。 

教学重点 
1、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 

2、逻辑代数的基本规则。 

教学难点 逻辑代数的基本规则 

教学内容  

1.4  逻辑代数 

1.4.1．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 

0—1 律；互补律；重叠律；交换律；结合律； 

分配律；反演律；吸收律；对合律 

1.4.2 逻辑代数的基本规则 

1. 代入规则 

对于任何一个逻辑等式，以某个逻辑变量或逻辑函数同时取代等式两端任

何一个逻辑变量后，等式依然成立。                                               

2. 对偶规则                                    

将一个逻辑函数 L 进行下列变换：·→＋，＋ →·，0 → 1，1 → 0 所

得新函数表达式叫做 L 的对偶式，用
'L 表示。                     

3. 反演规则   

将一个逻辑函数 L 进行下列变换：·→＋，＋ →· ；0 → 1，1 → 0 ； 

原变量 → 反变量，反变量→原变量。所得新函数叫做 L 的反函数，用 L表示。                     

教学方法

及手段 
线上：视频/课件/测验/讨论 

小结 熟悉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熟悉逻辑代数的基本规则。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5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5 逻辑函数的化简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逻辑函数式的常见形式和最简与或表达式； 

2、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教学重点 
1、逻辑函数式的常见形式和最简与或表达式； 

2、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教学难点 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1.5 逻辑函数的化简 

1.5.1． 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1．逻辑函数式的常见形式(20 分钟) 

  

2．最简与—或表达式的标准(10 分钟) 

    （1）与项最少，即表达式中“+”号最少。 

    （2）每个与项中的变量数最少，即表达式中“· ”号最少。 

3．用代数法化简逻辑函数(50 分钟) 

并项法。运用公式 1=+ AA ，将两项合并为一项，消去一个变量。 

吸收法。运用吸收律 AABA =+ 消去多余的与项。 

消去法。运用吸收律 BABAA +=+ 消去多余的因子。 

配项法。先通过乘 AA+ （=1）或加 AA （=0）增加必要乘积项，再用以上方

法化简。 

课程思政：方法论，辩证法分析问题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逻辑函数最简与或表达式；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6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5.2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卡诺图表示法。 

2、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3、熟练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化简。 

教学重点 
1、熟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2、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的化简。 

教学难点 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的化简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2 分钟) 

1.5.2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 

一．最小项(10 分钟) 

1．定义        2．基本性质         3．逻辑函数的最小项表达式 

三．卡诺图(15 分钟) 

1．相邻最小项      2. 卡诺图的定义    3．卡诺图的结构 

4.卡诺图的逻辑相邻性：（1）直观相邻性：（2）对边相邻性： 

四．用卡诺图表示逻辑函数(10 分钟) 

 1．从真值表到卡诺图          2．从逻辑表达式到卡诺图 

五．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1、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原理(10 分钟) 

2、用卡诺图合并最小项的原则(10 分钟) 

3、用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步骤(10 分钟) 

（1）画逻辑函数的卡诺图。（2）合并相邻的最小项，即根据前述原则画圈。 

（3）写出化简后的表达式。 

4、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另一种方法——圈 0 法(5分钟) 

5、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的化简(15 分钟) 

 （1）什么是无关项（2）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的化简 

小结： (3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卡诺图表示法；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7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1 章    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 

教学节次及名称 1.6 逻辑函数的表示及相互转换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逻辑函数的几种表示方法； 

2、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相互转换。 

教学重点 
1、熟悉逻辑函数的几种表示方法； 

2、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相互转换。 

教学难点 逻辑函数的相互转换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1.6 逻辑函数的表示及相互转换 

描述逻辑关系的函数称为逻辑函数 

1.6.1．逻辑函数(20 分钟) 

1.定义：称 L 是 A、B、C…的逻辑函数，写作：L=f（A，B，C…） 

2.特点： 

1.6.2 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50 分钟) 

一．真值表 

二．函数表达式 

1.由真值表转换为函数表达式方法为： 

2.由表达式转换成真值表方法为： 

三．逻辑图 

1.由函数表达式可以画出其相应的逻辑图。 

2.由逻辑图也可以写出其相应的函数表达式。 

                       本章小结(10 分钟)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逻辑函数的几种表示方法；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相互转换。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一章课后习题 



 

课次 8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3 章    组合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3.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练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2、熟练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 
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2、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教学难点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3.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描述逻辑关系的函数称为逻辑函数 

3.1.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40 分钟) 

1. 组合逻辑电路的特点 

2.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3. 举例 1、2、3 

3.1.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40 分钟) 

1.设计步骤： 

 

 

2. 举例 1、2、3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练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熟练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三章课后习题 

组合逻辑

电路
逻辑表达式 最简表达式 真值表 逻辑功能

化简

变换

化简
最简（或最变换

问题

实际逻辑
逻辑图真值表 逻辑表达式

合理）表达式



 

课次 9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三章    组合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3.2 加法器 3.3 数值比较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原理； 

2、熟练掌握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设计； 

3、熟练掌握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级联和应用。 

教学重点 

1、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原理； 

2、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逻辑设计； 

3、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级联和应用； 

教学难点 加法器和数值比较器的原理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2 分钟) 

3.2 加法器 

3.2.1  半加器和全加器  (23 分钟) 

1. 半加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逻辑符号(8 分钟) 

2. 全加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逻辑符号(15 分钟) 

3.2.2  加法器    (30 分钟) 

1.串行进位加法器 

2.并行进位加法器 

3.集成加法器 

4.加法器的级联 

5.加法器的应用 

  3.3 数值比较器 

3.3.1  一位数值比较器  (10 分钟) 

（1）真值表      

（2）逻辑表达式：   

（3）逻辑图： 

3.3.2  多位数值比较器  (20 分钟) 

（1）真值表      

（2）逻辑表达式：   

（3）逻辑图： 

3.3.3 数值比较器位数扩展(3 分钟) 

小结： (2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加法器和数值比较器的原理；掌握加法器和数值比较器的逻辑设计；熟

练掌握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的级联和应用。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三章课后习题 



 

课次 10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三章    组合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3.4 编码器、3.5 译码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编码器、译码器的原理； 

2、熟练掌握编码器、译码器的设计； 

3、熟练掌握集成编码器、译码器的应用。 

教学重点 
1、编码器、译码器的逻辑设计； 

2、集成编码器、译码器的应用。 

教学难点 
1、编码器、译码器的逻辑设计； 

2、集成编码器、译码器的应用。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2 分钟) 

3.4  编码器   

3.4.1  二进制编码器    (23 分钟) 

1. 二进制编码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 

2. 二进制优先编码器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 

3. 集成二进制优先编码器器 74LS148：真值表，逻辑图， 级联 

3.4.2  二 – 十进制编码器  (20 分钟) 

1. 二 – 十进制编码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 

2. BCD 优先编码器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 

3. 集成二 – 十进制优先编码器器 74LS147：引脚图  

3.5  译码器   

3.5.1  二进制译码器    (18 分钟) 

1. 二进制译码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 

2. 集成二进制优先译码器 74LS138：真值表，逻辑图 

3.5.2  二 – 十进制译码器  (15 分钟) 

1. 二 – 十进制译码器：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 

2. 集成二进制优先译码器 74LS42：引脚图 

3.5.3  数码显示译码器   (10 分钟) 

组成：译码器+驱动器 

1、七段数字显示器：4 线—7 段译码器 

（1）真值表      （2）逻辑表达式：   （3）逻辑功能示意图 

2. 集成显示译码器 74LS48 

小结： (2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编码器、译码器的原理；熟练掌握编码器、译码器的设计；熟练掌握集

成编码器、译码器的应用。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三章课后习题 



 

课次 11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三章    组合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3.5 译码器 3.6 数据选择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练掌握由译码器实现逻辑函数； 

2、熟练掌握由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 

教学重点 
1、由译码器实现逻辑函数； 

2、由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 

教学难点 
1、由译码器实现逻辑函数； 

  2、由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2 分钟) 

3.5.4．译码器的应用  (28 分钟) 

1．译码器的扩展 

2．实现组合逻辑电路   

译码器的每个输出端分别与一个最小项相对应，因此加上门电路，便可实现任何组合

逻辑函数。 

例 1 试用译码器和门电路实现逻辑函数 ACBCABL ++=  

3.6  数据选择器   

3.6.1  4 选 1 数据选择器(13 分钟) 
（1）真值表  （2）逻辑表达式（3）逻辑图（4）集成 4 选 1 数据选择器：74LS153 

2.6.2  8 选 1 数据选择器(15 分钟) 
（1）真值表 （2）逻辑表达式（3）逻辑图：（4）集成 8 选 1 数据选择器：74LS151 

3.6.3  用数据选择器实现组合逻辑函数  (30 分钟) 

1、基本原理 

2、基本步骤 

确定数据选择器------求 Di --------画连线图 

（1） 当逻辑函数的变量个数和数据选择器地址输入变量个数相同时，可直接用数

据选择器来实现逻辑函数。 

例 1 试用 8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151 实现逻辑函数 ACBCABL ++=  

（2） 当函数的变量数多于数据选择器地址输入变量个数时，将余下的变量分别加

到数据选择器的地址输入端上。 

例 2 试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 ACBCABL ++=  

小结： (2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练掌握由译码器实现逻辑函数；熟练掌握由数据选择器实现逻辑函数。 

作业和思

考题 
第三章课后习题 



 

课次 12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4 章    触发器 

教学节次及名称 4.1 RS 触发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基本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熟悉可控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                 

教学重点 
1、基本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可控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难点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内容  

4.1  基本触发器 

4.1.1 基本 RS 触发器 

1．基本 RS 触发器 

（1）电路结构。 

（2）逻辑功能表。 

（3）波形分析 

4.1.2  同步 RS 触发器 

具有时钟脉冲控制的触发器状态的改变与时钟脉冲同步，所以称为同步触发

器。 

1．同步 RS 触发器的电路结构 

2．逻辑功能     

3．触发器功能的几种表示方法 

（1）特性方程。（2）状态转换图（3）驱动表  （4）波形图                                                                        

4．同步触发器存在的问题——空翻 

在一个时钟周期的整个高电平期间或整个低电平期间都能接收输入信号并改变

状态的触发由此引起的在一个时钟脉冲周期中，触发器发生多次翻转的现象叫

做空翻。 

 

教学方法

及手段 
线上：视频/课件/测验/讨论 

小结 熟悉基本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熟悉可控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作业和思

考题 
第 4 章课后习题 



 

课次 13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4 章    触发器 

教学节次及名称 4.2 主从触发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主从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熟悉主从 JK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重点 
1、主从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主从 JK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难点 主从 JK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4.2  主从触发器 

   两级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互补，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空翻。 

4.2.1．主从 RS 触发器(30 分钟) 

1．电路结构 

2．工作原理 

4.2.2．主从 JK 触发器(50 分钟) 

1．电路结构 

①把两个输出信号 Q，Q 通过两根反馈线分别引到输入端,  

②把原来的 S 端改为 J 端，把原来的 R 端改为 K 端，构成 JK 触发器。 

2．逻辑功能 

JK 触发器的特性方程为：
nnn QKQJQ +=+1

                            

4．主从 JK 触发器存在的问题——一次变化现象 

定义：主从 JK 触发器在 CP=1 期间，主触发器只变化（翻转）一次，这种

现象称为一次变化现象。要解决一次变化问题----边沿触发器。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主从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熟悉主从 JK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作业和思

考题 
第 4 章课后习题 



 

课次 14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4 章    触发器 

教学节次及名称 4.3 边沿触发器 4.4  触发器功能的转换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边沿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熟练掌握触发器功能的转换。            

教学重点 
1、边沿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触发器功能的转换。 

教学难点 边沿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4.3  边沿触发器 

4.3.1 边沿 D 触发器 

1．D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D 触发器的特性方程为：Qn+1=D 

4.4  触发器功能的转换 

4.4.1.用 JK 触发器转换成其他功能的触发器 

 1.JK→D            J=D，K= D。 

2.JK→T（T’）       J=T，K=T。 

4.4.2．用 D 触发器转换成其他功能的触发器 

1.D→JK        
nn QKQJD += 。 

2.D→T        
nnn QTQTQTD =+= 。 

3.D→T’          
nQD =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边沿触发器的逻辑功能；熟练掌握触发器功能的转换。 

作业和思

考题 
第 4 章课后习题 



 

课次 15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5 章    时序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5.1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时序逻辑电路的结构和特点； 

2、熟练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 
1、时序逻辑电路的结构和特点； 

2、时序逻辑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 

教学难点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5.1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 

5.1.1．时序逻辑电路的结构及特点 

5.2 时序逻辑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 

5.2.1． 分析时序逻辑电路的一般步骤 

1．根据给定的时序电路图写出下列各逻辑方程式： 

（1）各触发器的时钟方程。（2）时序电路输出方程。（3）各触发器驱动方程。     

2．将驱动方程代入相应触发器的特性方程，求得各触发器的次态方程 

3．根据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列出该时序电路的状态表，画出状态图或时序图。 

4．根据电路的状态表或状态图说明给定时序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 

5.2.2．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举例 

5.2.3．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举例 

    由于在异步时序逻辑电路中，没有统一的时钟脉冲，因此，分析时必须写

出时钟方程。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时序逻辑电路的结构和特点；熟练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 

作业和思

考题 
第 5 章课后习题 



 

课次 16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5 章    时序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5.3  计数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结构； 

2、熟练掌握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重点 
1、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结构； 

2、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难点 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5.3  计数器 

计数器——用以统计输入脉冲 CP 个数的电路。 

计数器的分类：按计数进制可分为二进制计数器和非二进制计数器。 

按数字的增减趋势可分为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和可逆计数器。 

   按计数器中触发器翻转是否与计数脉冲同步分为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     

5.3.1．二进制计数器 

1．二进制异步计数器 

（1）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 

（2）二进制异步减法计数器     

2．二进制同步计数器 

（1）同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 

（2）同步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3．集成二进制计数器举例 

（1）4 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 74161 

① 异步清零。② 同步并行预置数。③ 计数。④ 保持。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

及手段 
线上：视频/课件/测验/讨论 

小结 熟悉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结构；熟练掌握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作业和思

考题 
第 5 章课后习题 



 

课次 17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5 章    时序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5.3.2．非二进制计数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非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结构； 

2、熟练掌握非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重点 
1、非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结构； 

2、非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难点 非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5.3.2．非二进制计数器 

非二进制计数器中最常用的是十进制计数器。 

1．8421BCD 码同步十进制加法计数器 

（1）写出驱动方程： 

（2）写出各触发器的次态方程：     

（3）作状态转换表。 

（4）作状态图及时序图。 

2．8421BCD 码异步十进制加法计数器 

（1）写出各逻辑方程式。 

①时钟方程： 

②各触发器的驱动方程： 

（2）将各驱动方程代入 JK 触发器的特性方程，得各触发器的次态方程： 

（3）作状态转换表。 

3．集成十进制计数器举例 

（1）8421BCD 码同步加法计数器 74160 

（2）二—五—十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 74290 

① 异步清零。② 异步置数。 

③ 计数。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结构；熟练掌握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作业和思考题 第 5 章课后习题 



 

课次 18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5 章    时序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5.3.3．集成计数器的应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练掌握计数器的级联； 

2、熟练掌握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重点 
1、计数器的级联； 

2、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难点 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5.3.3．集成计数器的应用 

 1．计数器的级联 

    两个模 N 计数器级联，可实现 N×N 的计数器。 

（1）同步级联。            （2）异步级联。 

  2．组成任意进制计数器 

（1）异步清零法。 

（2）同步清零法。 

（3）异步预置数法。 

（4）同步预置数法。 

例 用 74160 组成 48 进制计数器。 

 

③ 计数。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练掌握计数器的级联；熟练掌握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作业和思考题 第 5 章课后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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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9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5 章    时序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5.4 数码寄存器与移位寄存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数码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逻辑结构； 

2、熟练掌握数码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原理。                 

教学重点 
1、数码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逻辑结构； 

2、数码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原理。             

教学难点 数码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原理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5.4 数码寄存器与移位寄存器 

5.4.1． 数码寄存器 

电路结构： 

工作原理：  

5.4.3  移位寄存器的应用 

一、环形计数器 

1、将单向移位寄存器的串行输入端和串行输出端相连， 构成一个闭合的环。 

结构特点： 

工作原理：  

2、能自启动的 4 位环形计数器 

状态图： 

二、扭环形计数器 

1、将单向移位寄存器的串行输入端和串行反相输出端相连成一个闭合的

环。 

①不必设置初态。②进制数 N 与触发器个数 n 满足 N=2n 的关系 

③ 计数。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数码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逻辑结构；掌握数码寄存器移位寄存器原理。 

作业和思考题 第 5 章课后习题 



 

课次 20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5 章    时序逻辑电路 

教学节次及名称 5.5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教学目的 

与要求 
熟练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教学难点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5.5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5.5.1．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1．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 

（1）根据设计要求，导出对应状态图或状态表。 

（2）状态化简。 

（3）状态分配，又称状态编码。 

（4）选择触发器的类型。触发器的类型选得合适，可以简化电路结构。 

（5）根据编码状态表导出待设计电路的输出方程和驱动方程。 

（6）根据输出方程和驱动方程画出逻辑图。 

（7）检查电路能否自启动。 

2．同步计数器的设计举例 

例 5.5.1  设计一个同步 5 进制加法计数器 

5.5.2．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比同步电路多一步：为每个触发器选择时钟信号，即求各触发器的时钟方程。 

例 5.5.3  设计一个异步 7 进制加法计数器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练掌握同步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作业和思考题 第 5 章课后习题 



 

课次 21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6 章    定时器 

教学节次及名称 6.1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1）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 555 定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熟练掌握 555 定时器的应用。 

教学重点 
1、555 定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555 定时器的应用。    

教学难点 555 定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6.1  555 定时器 

6.1.1 概述 

6.1.2  555 定时器 

1.电路组成： 

（1）电阻分压器（2 电压比较器（3）基本 RS 触发器（4）放电管 T（5）缓冲器 

  2. 工作原理  

6.2   555 定时器的应用 

6.2.1.构成单稳态触发器  

一、 单稳态触发器  

工作特点：  

二．555 定时器构成单稳态触发器 

1. 电路结构：       2. 工作原理：       3.参数计算（1）暂稳态时间 t w 

三、单稳态触发器的应用  

1. 脉冲延时       2. 脉冲定时  

 

教学方法及手段 线上：视频/课件/测验/讨论 

小结 熟悉 555 定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熟练掌握 555 定时器的应用。 

作业和思考题 第 6 章课后习题 



 

课次 22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 6 章    定时器 

教学节次及名称 6.2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2）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熟悉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2、熟练对振荡器参数的计算。 

教学重点 
1、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2、振荡器参数的计算。   

教学难点 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6.2.1 构成多谐振荡器  

一．多谐振荡器特点 

二. 555 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 

1.工作原理 

2. 参数计算 

（1）振荡周期 T   (2)振荡频率： (3)占空比 

6.2.2 构成施密特触发器  

一． 用 555 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 

1. 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2. 电压滞回特性和主要参数 

主要静态参数 

（1） 上限阈值电压 VT+（2）下限阈值电压 VT—（3）回差电压ΔVT 

二． 施密特触发器的应用举例 

1. 用作接口电路 2. 用作整形电路 3. 用于脉冲鉴幅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熟悉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熟练对振荡器参数的计算。 

作业和思考题 第 6 章课后习题 



 

课次 23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七章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 

教学节次及名称 7.1 数模转换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理解典型数模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2、掌握 D/A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教学重点 
1、典型数模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2、D/A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教学难点 D/A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7.1 数模转换器．  

7.1.1  D/A 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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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倒 T 形电阻网络 D/A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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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权电流型 D/A 转换器 

1．原理电路 

                 

7.1.4  D/A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转换精度 

（1）分辨率        （2）转换误差 

2.转换速度 

（1）建立时间（tset）（2）转换速率（SR） 

3. 温度系数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理解典型数模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掌握 D/A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作业和思考题 第 7 章课后习题 



 

课次 24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七章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 

教学节次及名称 7.2  模数转换器(ADC)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理解典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2、掌握 A/D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教学重点 
1、典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2、A/D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教学难点 典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回顾前节课内容  (5 分钟) 

7.2.1  模数转换的一般步骤 

1．采样和保持  

2．量化和编码 

7.2.2  并行比较型 ADC 

1.电路结构 

由电压比较器，寄存器和编码器三部分构成。 

2.电路原理 

7.2.3  逐位逼近型 ADC 

1．转换原理                          

2．转换电路 

（1）电路组成：    （2）工作过程： 

7.2.4  ADC 的主要技术指标 

1．分辨率      2．转换误差     3．转换时间和转换速度  

小结： (5 分钟) 

教学方法及手段 讲授为主，结合提问互动；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为辅。 

小结 理解典型模数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掌握 A/D 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作业和思考题 第 7 章课后习题 



实验一：常用仪器的使用及集成逻辑门电路逻辑功能的测试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数字逻辑实验箱的结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2． 掌握常用非门、与非门、或非门、与或非门、异或门的逻辑功能及其测试方法。 

    二、实验器材 

    1．数字逻辑实验箱 DSB-3 1 台 

    2. 万用表 1 只 

    3．元器件： 74LS00（T065） 74LS04 74LS55 74LS86 各一块 

    导线 若干 

    三、实验说明 

    1． 数字逻辑实验箱提供 5 V + 0.2 V 的直流电源供用户使用。 

    2． 连接导线时，为了便于区别，最好用不同颜色导线区分电源和地线，一般用红色导

线接电源，用黑色导线接地。 

    3． 实验箱操作板部分 K0~K7 提供 8 位逻辑电平开关，由 8 个钮子开关组成，开关往上

拨时，对应的输出插孔输出高电平“1”，开关往下拨时，输出低电平“0”。 

    4． 实验箱操作板部分 L0~L7 提供 8 位逻辑电平 LED 显示器，可用于测试门电路逻辑电

平的高低，LED 亮表示“1”，灭表示“0”。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1． 测试 74LS04 六非门的逻辑功能 

    将 74LS04 正确接入面包板，注意识别 1 脚位置，按表 1-1 要求输入高、低电平信号，测

出相应的输出逻辑电平。 

    表 1-1 74LS04 逻辑功能测试表 

 

  

    2． 测试 74LS00 四 2 输入端与非门逻辑功能 

http://www.elecfans.com/soft/78/223/2008/200803202529.html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UploadPic/2009-3/20093289490808.gif


    将 74LS00 正确接入面包板，注意识别 1 脚位置，按表 1-2 要求输入高、低电平信号，测

出相应的输出逻辑电平。 

 

  

    3．测试 74LS55 二路四输入与或非门逻辑功能 

    将 74LS55 正确接入面包板，注意识别 1 脚位置，按表 1-3 要求输入信号，测出相应的输

出逻辑电平，填入表中。（表中仅列出供抽验逻辑功能用的部分数据） 

 

 

  

    4．测试 74LS86 四异或门逻辑功能 

    将 74LS86 正确接入面包板，注意识别 1 脚位置，按表 1-4 要求输入信号，测出相应的输

出逻辑电平。 

http://www.elecfans.com/soft/78/223/2008/200803202526.html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UploadPic/2009-3/20093289490846.gif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UploadPic/2009-3/20093289490140.gif


 

 

  

    五、实验报告要求 

    1． 整理实验结果，填入相应表格中，并写出逻辑表达式。 

    2． 小结实验心得体会。 

    3． 回答思考题 

    若测试 74LS55 的全部数据，所列测试表应有多少种输入取值组合？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UploadPic/2009-3/20093289490720.gif


实验二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测试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及功能测试方法。 

2、熟悉组合电路的特点。 

 

二、实验原理 

1、使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来设计组合电路是最常见的逻辑电路。设计组合电路的一

般步骤如图 2－1所示。 

 

 

 

 

 

 

 

 

 

图 2－1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流程图 

 

    根据设计任务的要求建立输入、输出变量，并列出真值表。然后用逻辑代数或卡诺图化

简法求出简化的逻辑表达式。并按实际选用逻辑门的类型修改逻辑表达式。 根据简化后的

逻辑表达式，画出逻辑图，用标准器件构成逻辑电路。最后，用实验来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组合逻辑电路设计举例 

    用“与非”门设计一个表决电路。当四个输入端中有三个或四个为“1”时，输出端才

为“1”。 

设计步骤：根据题意列出真值表如表 2－1所示，再填入卡诺图表 2－2中。 

表 2－1 

D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A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B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C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Z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1 



                    

表 2－2 

     DA 

BC 
00 01 11 10 

00 0 0 0 0 

01 0 0 1 0 

11 0 1 1 1 

10 0 0 1 0 

    由卡诺图得出逻辑表达式，并演化成“与非”的形式 

            Z＝ABC＋BCD＋ACD＋ABD 

＝ ABCACDBCDABC   

根据逻辑表达式画出用“与非门”构成的逻辑电路如图 2－2所示。 

 

 

 

 

 

 

 

 

图 2－2  表决电路逻辑图 

用实验验证该逻辑功能 

在实验装置适当位置选定三个 14P插座，按照集成块定位标记插好集成块 CC4012。 

按图 2－2 接线，输入端 A、B、C、D 接至逻辑开关输出插口，输出端 Z 接逻辑电平显

示输入插口，按真值表（自拟）要求，逐次改变输入变量，测量相应的输出值，验证逻辑功

能，与表 2－1进行比较，验证所设计的逻辑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三、实验设备与器件 

    1、 ＋5V直流电源         2、 逻辑电平开关 

    3、 逻辑电平显示器         4、 直流数字电压表 

5、 CC4011×2（74LS00）   CC4012×3（74LS20）   CC4030（74LS86） 

CC4081（74LS08）      74LS54×2(CC4085)     CC4001 (74LS02)  

 

 



四、实验内容 

    1、设计用与非门及用异或门、与门组成的半加器电路。 

   （1）真值表如下表 

A     B    S  C 

 0     0    0     0        

 0     1    1    0        

1     0    1 0        

 1     1    0    1        

(2) 简化逻辑表达式为 

BABABAS =+=  

ABC =  

（3）逻辑电路图如下 

 

2、设计一个一位全加器，要求用异或门、与门、或门组成。 

用四 2输入异或门（74LS86）和四 2输入与非门（74LS00）设计一个一位全加器。 

（1）列出真值表如下表。其中 Ai、Bi、Ci分别为一个加数、另一个加数、低位向本位的进

位；Si、Ci+1分别为本位和、本位向高位的进位。 

 

Ai   Bi    Ci Si      Ci+1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1       0 

 0     1    1    0       1 

 1     0    0    1       0 

 1     0    1 0       1 

 1     1    0 0       1 

 1     1    1    1       1 

 

 

（2）由全加器真值表写出函数表达式。 

       

 

 

 

（3）将上面两逻辑表达式转换为能用四 2 输入异或门（74LS86）和四 2 输入与非门



（74LS00）实现的表达式。 

              

 

（4）画出逻辑电路图如下图，并在图中标明芯片引脚号。按图选择需要的集成块及门

电路连线，将 Ai、Bi、Ci接逻辑开关，输出 Si、Ci+1接发光二极管。改变输入信

号的状态验证真值表。 

 
 

3、按图 2－2接线，输入端 A、B、C、D接至逻辑开关输出插口，输出端 Z接逻辑电平

显示输入插口，按真值表要求，逐次改变输入变量，测量相应的输出值，验证逻辑功能，与

表 2－1进行比较，验证所设计的逻辑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五、实验总结 

1．应正确选择集成电路的型号，不要将集成芯片的电源端接反，要学会看芯片各个引

脚的功能表。 

2、学会根据设计任务要求建立输入输出变量，列出真值表，然后用逻辑函数或者卡诺

图化简逻辑表达式，根据化简后的逻辑表达式画出逻辑图，用标准的器件构成逻辑电路图，

最后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实验三： 集成触发器的功能测试及其应用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基本 RS、JK、D 和 T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2、掌握集成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使用方法 

3、熟悉触发器之间相互转换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1、基本 RS 触发器 

图 5－8－1 为由两个与非门交叉耦合构成的基本 RS 触发器，它是无时钟控制低电平

直接触发的触发器。基本 RS 触发器具有置“0”、置“1”和“保持”三种功能。通常称S为

置“1”端，因为S＝0（R＝1）时触发器被置“1”；R为置“0”端，因为 R＝0（S＝1）

时触发器被置“0”，当S＝R＝1 时状态保持；S＝R＝0 时，触发器状态不定，应避免此

种情况发生，表 5－8－1 为基本 RS 触发器的功能表。 

基本 RS 触发器。也可以用两个“或非门”组成，此时为高电平触发有效。  

表 5－8－1  

输  入 输  出 

S  R  Qn+1 Q n+1 

0 1 1 0 

1 0 0 1 

1 1 Qn Q n 

0 0 φ φ 

  图 5—8—1 基本 RS 触发器 

2、JK 触发器 

    在输入信号为双端的情况下，JK 触发器是功能完善、使用灵活和通用性较强的一种触

发器。本实验采用 74LS112 双 JK 触发器，是下降边沿触发的边沿触发器。引脚功能及逻辑

符号如图 5－8－2 所示。 

    JK 触发器的状态方程为 Qn+1 ＝JQ n＋K Qn 



     J 和 K 是数据输入端，是触发器状态更新的依据，若 J、K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输入端

时，组成“与”的关系。Q 与Q  为两个互补输出端。通常把 Q＝0、Q＝1 的状态定为触

发器“0”状态；而把 Q＝1，Q＝0 定为“1”状态。 

 

 

 

 

 

图 5－8－2  74LS112 双 JK 触发器引脚排列及逻辑符号 

    3、D 触发器 

    在输入信号为单端的情况下，D 触发器用起来最为方便，其状态方程为 Q
n+1

＝D
n
，其输

出状态的更新发生在 CP 脉冲的上升沿，故又称为上升沿触发的边沿触发器。有很多种型号

可供各种用途的需要而选用。如双 D 74LS74、四 D 74LS175、六 D 74LS174 等。 

图 5－8－3 为双 D 74LS74 的引脚排列及逻辑符号。功能如表 5－8－3。 

 

 

 

 

 

图 5－8－3  74LS74 引脚排列及逻辑符号 

   表 5－8－3                                     表 5－8－4   

输    入 输出 

SD R D CP T 
Qn＋1 

0 1 × × 1 

1 0 × × 0 

1 1 ↓ 0 Qn 

1 1 
↓ 

1 
Q n 

   

    

 4、触发器之间的相互转换 

输    入 输  出 

SD R D CP D Qn＋1 Q n＋1 

0 1 × × 1 0 

1 0 × × 0 1 

0 0 × × φ φ 

1 1 ↑ 1 1 0 

1 1 ↑ 0 0 1 

1 1 ↓ × Qn Q n 



在集成触发器的产品中，每一种触发器都有自己固定的逻辑功能。但可以利用转换的方

法获得具有其它功能的触发器。例如将 JK 触发器的 J、k 两端连在一起，并认它为 T 端，就

得到所需的 T 触发器。如图 5－8－4(a)所示，其状态方程为：  Qn+1 ＝TQ n ＋T Qn 

         

 

 

 

            (a) T 触发器                   (b) T'触发器 

图 5－8－4  JK 触发器转换为 T、T'触发器 

    T 触发器的功能如表 5－8－4。 

      同样，若将 D 触发器  端与 D 端相连，便转换成 T'触发器。如图 5－8－5 所示。 

JK 触发器也可转换为 D 触发器，如图 5－8－6。 

 

 

 

 

             图 5－8－5  D 转成 T'             图 5－8－6  JK 转成 D 

   5、CMOS 触发器 

（1）CMOS 边沿型 D 触发器 

CC4013 是由 CMOS 传输门构成的边沿型 D 触发器。它是上升沿触发的双 D 触 

发器，表 5－8－5 为其功能表，图 5－8－7 为引脚排列。 

表 5－8－5 

                      图 5－8－7  双上升沿 D 触发器 

 

 

 

 

 

 

 

输    入 输  出 

S R CP D Qn＋1 

1 0 × × 1 

0 1 × × 0 

1 1 × × φ 

0 0 ↑ 1 1 

0 0 ↑ 0 0 

0 0 ↓ × Qn 

Q



（2）CMOS 边沿型 JK 触发器 

CC4027 是由 CMOS 传输门构成的边沿型 JK 触发器，它是上升沿触发的双 JK 

触发器，表 5－8－6 为其功能表，图 5－8－8 为引脚排列。 

表 5－8－6 

  

 

 

 

 

 

 

图 5－8－8  双上升沿 J－K 触发器 

 

 

 

CMOS 触发器的直接置位、复位输入端 S 和 R 是高电平有效，当 S＝1（或 R＝1）时，

触发器将不受其它输入端所处状态的影响，使触发器直接接置 1（或置 0）。但直接置位、复

位输入端 S 和 R 必须遵守 RS＝0 的约束条件。CMOS 触发器在按逻辑功能工作时，S 和 R

必须均置 0。 

三、实验设备与器件 

    1、＋5V 直流电源          2、双踪示波器 

     3、连续脉冲源            4、单次脉冲源 

     5、逻辑电平开关          6、逻辑电平显示器 

     7、CC4027  74LS00（或 CC4011）  74LS74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 

  1、测试基本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按图 5－8－1，用两个与非门组成基本 RS 触发器，输入端R、S接逻辑开关的输出插

口，输出端 Q、Q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按表 5－8－7 要求测试，记录之。 

    表 5－8－7 

R  S  Q Q  

输    入 输  出 

S R CP J   K   Qn＋1 

1 0 × × × 1 

0 1 × × × 0 

1 1 × × × φ 

0 0 ↑ 0 0 Qn 

0 0 ↑ 1 0 1 

0 0 ↑ 0 1 0 

0 0 ↑ 1 1 Q n 

0 0 ↓ × × Qn 



1 
1→0 1 0 

0→1 1 0 

1→0 
1 

0 1 

0→1 0 1 

0 0 1 1 

2、测试双 JK 触发器 CC4027 逻辑功能 

   （1）测试 JK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按表 5－8－8 的要求改变 J、K、CP 端状态，观察 Q、

Q状态变化，观察触发器状态更新是否发生在 CP 脉冲的下降沿（即 CP 由 1→0），记录之。 

  (2) 将 JK 触发器的 J、K 端连在一起，构成 T 触发器。在 CP 端输入 1HZ 连续脉冲，观

察 Q 端的变化。在 CP 端输入 1KHZ 连续脉冲，用双踪示波器观察 CP、Q、Q端波形，注意

相位关系，描绘之。 

      表 5－8－8 

J K CP 
Qn＋1 

Qn＝0 Qn＝1 

0      0 
0→1 0 1 

1→0 0 1 

0      1 
0→1 0 0 

1→0 0 1 

1      0 
0→1 1 1 

1→0 0  

1      1 
0→1 1 0 

1→0 0 1 

 

3、测试双 D 触发器 74LS74 的逻辑功能 

按表 5－8－9 要求进行测试，并观察触发器状态更新是否发生在 CP 脉冲的上升沿（即

由 0→1），记录之。 

 

表 5－8－9 

D CP 
Qn＋1 

Qn＝0 Qn＝1 

0 
0→1 0 0 

1→0 0 1 

1 
0→1 1 1 

1→0 0 1 

     



实验四 ：计数器的功能测试及其应用 

 一、实验目的  

 1、学习用集成触发器构成计数器的方法  

 2、掌握中规模集成计数器的使用及功能测试方法  

 3、运用集成计数计构成 1/N 分频器  

 二、实验原理  

 计数器是一个用以实现计数功能的时序部件，它不仅可用来计脉冲数，还常用作数字系统的定时、分频和

执行数字运算以及其它特定的逻辑功能。  

1、用 D 触发器构成异步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图 9－1 是用四只 D 触发器构成的四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它的连接特点是将 每只 D 触发器接

成 T'触发器，再由低位触发器的 Q 端和高一位的 CP 端相连接。  

 

图 9－1 四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  

      若将图 9－1 稍加改动，即将低位触发器的 Q 端与高一位的 CP 端相连接，即构成了 一个 4 位二

进制减法计数器。  

2、中规模十进制计数器  

 CC40192 是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具有双时钟输入，并具有清除和置数等功能， 其引脚排列及逻辑符

号如图 9－2 所示。  

            

图 9－2 CC40192 引脚排列及逻辑符号  

图中  —置数端 CPU—加计数端 CPD —减计数端  

 —非同步进位输出端 BO —非同步借位输出端 ；D0、D1、D2、D3 —计数器输入端 ； Q0、Q1、Q2、



Q3 —数据输出端 CR—清除端 。 CC40192（同 74LS192，二者可互换使用）的功能如表 9－1，说明如下：  

 表 9－1  

 

    当清除端 CR 为高电平“1”时，计数器直接清零；CR 置低电平则执行其它功能。 当 CR 为低电平，

置数端  也为低电平时，数据直接从置数端 D0、D1、D2、D3 置入计数器。 当 CR 为低电平，  为

高电平时，执行计数功能。执行加计数时，减计数端 CPD 接高电平，计数脉冲由 CPU 输入；在计数脉冲

上升沿进行 8421 码十进制加法计数。执行减计数时，加计数端 CPU 接高电平，计数脉冲由减计数端 CPD 

输入，表 8－2 为 8421 码十进制加、减计数器的状态转换表。  

3、计数器的级联使用  

    一个十进制计数器只能表示 0～9 十个数，为了扩大计数器范围，常用多个十进制计  

数器级联使用。同步计数器往往设有进位（或借位）输出端，故可选用其进位（或借位）输出信号  

驱动下一级计数器。  图 9－3 是由 CC40192 利用进位输出 CO 控制高一位的 CPU 端构成的加数级联图。  

 

图 9－3 CC40192 级联电路  

  4、实现任意进制计数  

     (1) 用复位法获得任意进制计数器  

      假定已有 N 进制计数器，而需要得到一个 M 进制计数器时，只要 M＜N，用复位法 使计数器计

数到 M 时置“0”，即获得 M 进制计数器。如图 8－4 所示为一个由 CC40192 十进制计数器接成的 6 进

制计数器。 

(2) 利用预置功能获 M 进制计数器  

     图 9－5 为用三个 CC40192 组成的 421 进制计数器。  

外加的由与非门构成的锁存器可以克服器件计数速度的离散性，保证在反馈置“0”信号作用下计数



器可靠置“0”。  

 

                      图 9－4 六进制计数器 图 9－5 421 进制计数器  

 图 9－6 是一个特殊 12 进制的计数器电路方案。在数字钟里，对时位的计数序列是 1、2、.11，12、

1、.是 12 进制的，且无 0 数。如图所示，当计数到 13 时，通过与非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使 CC40192(2)

〔时十位〕直接置成 0000，而 CC40192(1)，即时的个位直接置成 0001，从而实现了 1－12 计数。  

 

图 9－6 特殊 12 进制计数器  

 三、实验设备与器件  

 1、 ＋5V 直流电源 2、 双踪示波器  

 3、 连续脉冲源 4、 单次脉冲源  

 5、 逻辑电平开关 6、 逻辑电平显示器  

 7、 译码显示器  

 8、 CC4013×2（74LS74）  

 CC40192×3（74LS192）  

 CC4012（74LS20）  

 四、实验内容  



  1、用 CC4013 或 74LS74 D 触发器构成 4 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  

 (1) 按图 9－1 接线， 接至逻辑开关输出插口，将低位 CP0 端接单次脉冲源，输出端 Q3、Q2、Q3、

Q0 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各 接高电平“1”。  

 (2) 清零后，逐个送入单次脉冲，观察并列表记录 Q3～Q0 状态。  

   (3) 将单次脉冲改为 1HZ 的连续脉冲，观察 Q3～Q0 的状态。  

   (4) 将 1Hz 的连续脉冲改为 1KHz，用双踪示波器观察 CP、Q3、Q2、Q1、Q0 端波形， 描绘之。  

  （5) 将图 8－1 电路中的低位触发器的 Q端与高一位的CP 端相连接，构成减法计数器， 按实验内容 2)，

3)，4)进行实验，观察并列表记录 Q3～Q0 的状态。  

 2、测试 CC40192 或 74LS192 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的逻辑功能  

    计数脉冲由单次脉冲源提供，清除端 CR、置数端 、数据输入端 D3 、D2、D1、D0 分别接逻辑

开关，输出端 Q3、Q2、Q1、Q0 接实验设备的一个译码显示输入相应插口 A、 B、C、D； CO 和 BO 接

逻辑电平显示插口。按表 8－1 逐项测试并判断该集成块的功能 是否正常。  

    (1) 清除  

 令 CR=1，其它输入为任意态，这时 Q3Q2Q1Q0＝0000，译码数字显示为 0。清除功能完成后，置 CR＝0  

    (2) 置数  

 CR＝0，CPU，CPD 任意，数据输入端输入任意一组二进制数，令  = 0，观察计数译码显示输出，予

置功能是否完成，此后置  ＝1。  

   （3) 加计数  

 CR＝0，  ＝CPD ＝1，CPU 接单次脉冲源。清零后送入 10 个单次脉冲，观察译码数字显示是否按 

8421 码十进制状态转换表进行；输出状态变化是否发生在 CPU 的上升沿。  

    (4) 减计数  

 CR＝0，  ＝CPU ＝1，CPD 接单次脉冲源。参照 3)进行实验。  

    3、图 8－3 所示，用两片 CC40192 组成两位十进制加法计数器，输入 1Hz 连续计数脉冲，进行由 00

—99 累加计数，记录之。  

    

 五、实验预习要求  

    1、复习有关计数器部分内容  

    2、绘出各实验内容的详细线路图  

 3、拟出各实验内容所需的测试记录表格  

 4、查手册，给出并熟悉实验所用各集成块的引脚排列图  

  六、实验报告  

1、画出实验线路图，记录、整理实验现象及实验所得的有关波形。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2、总结使用集成计数器的体会。 



















 

 

 
 

 

 

西航院字﹝2015﹞162号
 

 

关于印发《西安航空学院 

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西安航空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奖励办法（试行）》经

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航空学院 

                              2015 年 12 月 22日 

 

 

西安航空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奖励办法（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从事教学工作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促进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及教材建设、实验

室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改革等,努力提高教育

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各类“质量工程项目”是指经过学校立项或上

级文件所确定的教育教学项目，包括学科专业、课程教材、

教学团队、实验室、教育教学成果、教学竞赛、学科技能竞

赛等方面的各类项目。获奖项目是依据学校或上级教育主管

部门的奖励文件或表彰决定，由教务处负责统计。 

第三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我校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获

奖项目团队和获奖个人，其获奖个人和获奖项目团队成员的

第一完成人（负责人）须是我校在职教职工。 

第二章  奖励标准 

第四条  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学团队、实验室、教

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获奖项目，通过专业认证、学士学位评

审等进行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万

元） 

1 
特色（重点）专业、专

业综合改革 

国家级 10.0 

省级 3.0 

校级 1.0 

2 

精品课程（开放课程、

MOOCs、课程教学内容

改革创新等） 

国家级 6.0 

省级 3.0 

校级 1.0 

3 教学团队 

国家级 6.0 

省级 3.0 

校级 0.5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万

元） 

4 教学名师 

国家级 2.0 

省级 1.0 

校级 0.5 

5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

点实验室、虚拟仿真实

验室、优秀实验室） 

国家级 6.0 

省部级 3.0 

校级 0.5 

6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国家级 6.0 

省级 3.0 

校级 0.5 

7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国家级 3.0 

省级 1.0 

校级 0.5 

8 规划教材 
国家级 2.0 

省级 1.0 

9 优秀教材 

国家级 
一等奖 3.0 

二等奖 1.0 

省级 

特等奖 2.0 

一等奖 1.0 

二等奖 0.5 

校级 0.3 

10 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 

特等奖 50.0 

一等奖 30.0 

二等奖 15.0 

省级 

特等奖 6.0 

一等奖 3.0 

二等奖 1.0 

校级 

特等奖 1.0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2 

11 通过专业认证 10.0（每专业） 

12 通过学士学位授权评审 1.0（每专业） 



第五条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 

1 
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 

国家级 

重大项目 
按到账经费的 40%奖励，最

高不超过 10.0万元。 

重点项目 
按到账经费的 35%奖励，最

高不超过 6.0万元。 

一般项目 
按到账经费的 30%，最高不

超过 3.0万元。 

省部级 

重大或攻关

项目 

按到账经费的 30%奖励，最

高不超过 2.0万元。 

重点 
按到账经费的 35%奖励，最

高不超过 1.0万元。 

一般 
按到账经费的 30%奖励，最

高不超过 0.8万元。 

注：（1）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奖励须在完成结题后

给予奖励。 

  （2）验收评定结果为优秀的项目在上述奖励标准基

础上，奖金增加20%。 

第六条  教学竞赛 

各类教师教学竞赛获奖及教学质量优秀的奖励标准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万元） 

1 微课竞赛 

国家级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0 

三等奖 0.6 

优秀奖 0.2 

省部级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2 

三等奖 0.1 

优秀奖 0.05 

校级 
一等奖 0.1 

二等奖 0.05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万元） 

2 教学竞赛 

省级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0 

三等奖 0.5 

优秀奖 0.1 

校级 

一等奖 0.15 

二等奖 0.10 

三等奖 0.08 

校级教坛新秀、优秀教师 0.3 

3 
教学质量优

秀 

校级教学质量优秀 0.2 

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指导教师 
0.1 

校级优秀实习指导（带队）

教师 
0.1 

学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通过

率（以历年本科最高通过率

为基准） 

每年递增 1%奖励

1.0万元 

第七条  指导学生参加学科技能竞赛 

对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技能竞赛获奖、指导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技

获奖的指导教师进行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

（万元） 

1 

指导学生

参加学科

技能竞赛

活动 

国家级 

本科类三人

及以上团队 

特等奖 1.0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3 

三等奖 0.2 

本科类单人

或两人团队 

特等奖 0.5 

一等奖 0.3 

二等奖 0.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奖励金额

（万元） 

三等奖 0.1 

省部级 

本科类三人

及以上团队 

特等奖 0.3 

一等奖 0.2 

二等奖 0.1 

三等奖 0.05 

本科类单人

单人或两人

团队 

特等奖 0.2 

一等奖 0.1 

二等奖 0.05 

三等奖 0.03 

校级（各学

院部立项、

学校批准的

竞赛项目） 

第一名 0.05 

第二名 0.03 

第三名 0.02 

2 

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校级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3 

三等奖 0.1 

注：（1）本专科混合类学科技能竞赛奖励按照“本科类”

竞赛各等级奖励标准奖励。专科类按照“本科类”竞赛各等

级奖励标准×0.8奖励。奖励经费的分配按照《西安航空学院

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2）学科技能竞赛活动获奖含“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团队等项目获奖。 

第三章  奖励的程序 

第八条  奖励工作由教务处负责具体实施。 

第九条  奖励的程序： 

（一）1.按年度由个人或单位在规定时间向教务处提交



获奖项目的相关材料； 

（二）2.教务处对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三）在校内对获奖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 

（四）4.公示期结束后，对获奖项目公示无异议的，将

相关材料提交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 

（五）报校长办公会审定获奖项目及奖励金额并予以实

施。 

第十条  对奖励工作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在获奖项

目公示期间向教务处提交书面材料和说明，由教务处组织专

家重新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奖励经费的管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个人

奖励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按国家相关法规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中其他未涉及的获奖项目，由学校教

学工作委员会参照相关获奖项目的奖励标准讨论后确认。 

第十三条  学科技能竞赛项目级别，由学校教学工作委

员会下设的学科技能竞赛评审小组认定后确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原有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抄送：校领导、党委委员。 

西安航空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西安航空学院（处室）文件 
 

西航教通字〔2018〕59号
 

关于我校通识教育类课程教学改革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 

为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应用与共享，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教育部关于加

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

﹝2015﹞3 号）精神，我校相继建设了《计算机文化基础》

《航空航天概论》等 10 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根据学校工作

安排，计划对 2018 级《计算机文化基础》和《航空航天概论》

课程进行课程改革，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现就主要改革内容安排如下： 

一、《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 

1.改革授课方式 

课程性质仍为必修课，自 2018 级开始采用传统授课与

在线课程授课两种授课方式，其中飞行器学院、机械工程学

院、电子工程学院、车辆工程学院、材料学院按照自然班排

课，采用传统课堂授课，共计 3 学分 48 学时；经济管理学

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理学院、能源与建筑学院基于

我校网络课程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由学生

根据实际需要，在大学 1-7学期春、秋两季自由选课，教务



处按照选课情况安排教学班排课，共计 3 学分，总学时线上

24 学时，线下 24 学时。 

2.改革考核方式 

在线课程授课考核方式采用网络课程平台过程考核、在

线考试及上机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考核比例由计算机学院核

定。 

二、《航空航天概论》课程 

1. 改革授课方式 

课程性质仍为必修课，课程自 2018 级开始采用传统授

课与在线课程授课两种授课方式，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

计算机学院、理学院基于我校网络课程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授课方式，其余学院仍采用传统自然班授课。在线课

程授课方式，由学生根据实际需要，在大学 1-4学期春、秋

两季自由选课，教务处按照选课情况安排教学班排课，共计

1.5 学分，总学时线上 14学时，线下 10学时。 

2. 改革考核方式 

在线课程授课考核方式采用网络课程平台过程考核与

在线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考核比例由飞行器学院核定。 

以上教学内容改革自 2018 级开始实施，经一个学期试

运行后推广到学校范围实施。 

教务处 

2018 年 6月 29日 

 

抄送：校领导 

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2018 年 6 月 29 日印

发 



西安航空学院（处室）文件 
 

西航教通字〔2020〕139 号
 

关于报送我校 2020-2021-1 学期教学改革类课程 

相关授课资料的通知 

根据《关于我校通识教育类课程教学改革的通知》（西航教通

字〔2018〕59号）及《西安航空学院教学改革课程工作量计算办法

（试行）》文件精神，我处对本学期实施教学改革的课程按照新的

工作量计算办法执行，请各二级学院组织教学改革类课程提交课程

改革相关支撑材料，教务处将按照改革类课程课酬计算方法进行计

算并报人事处切块核拨。具体报送要求如下： 

一、混合式改革课程 

   （1）教学日历 

   （2）授课计划 

   （3）混合式课程教学大纲 

   （4）线上教学数据分布 

   （5）教案 

二、双语课程 

   （1）授课计划 

   （2）双语课程教学大纲  



   （3）教案 

以上教学改革课程需是教务处立项认定课程，非立项课程不予

认定。材料请采用文件袋封装，加装封皮，写明课程名称、课程代

码、学分学时、授课教师、授课班级、所在学院等基本信息。各类

材料务必 12月 24日下班前报送至教学主楼 0913教务处教学研究

科，教案审定后退回。 

联系人：梁娇  联系电话：84253783 

 

 

 

教务处 

2020 年 12 月 23日 

 

抄送：校领导 

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2020年 12月 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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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学院（处室）文件 
 

西航教字〔2021〕2 号
 

 

关于公布西安航空学院 2021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立项结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全

省教育大会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教高〔2019〕8 号）及《关于开展 2020 年校级线上线下混

合式、线下、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西航教

通字〔2020〕86 号），经二级学院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

现将西安航空学院 2021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立项结果公布如

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 计算机学院 操作系统 李美蓉 

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保险与理赔 张俊溪 

3 能源与建筑学院 传热学 魏朝晖 

4 电子工程学院 数字电子技术 赵东波 

5 车辆工程学院 车联网技术 吴  玲 

线下一流课程 

序号 学 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 电子工程学院 PLC 原理及应用 王晓瑜 



 — 2 — 

序号 学 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2 机械工程学院 理论力学 B 刘  舟 

3 飞行器学院 飞机装配工艺学 曹  艳 

4 机械工程学院 液压与气压传动及控制 郭  温 

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构造 B 王  鑫 

6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 A 李逸仙 

7 材料工程学院 塑性成形原理 王  琛 

8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原理及应用 王  鹏 

9 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技术 薛荣辉 

10 飞行器学院 航空发动机结构与系统 王书贤 

11 飞行器学院 飞机钣金成形原理与工艺 侯  伟 

12 人文学院 大学语文 徐  蕾 

13 理学院 大学物理 王小梅 

14 计算机学院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张晓丽 

15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信息系统 王晓光 

16 能源与建筑学院 热工过程自动控制 李  洁 

17 经济管理学院 飞机载重与平衡 张  静 

线上一流课程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 飞行器学院 航空航天概论 梁毅辰 

以上课程作为校级项目进行培育和建设，建设期为一年，一

年后统一组织验收，2021-2022 年度省级一流课程原则上将从以

上项目通过验收课程中择优推荐。 

                                     

                                     教务处 

                                 2021 年 3 月 3 日 

 

 

抄送：校领导 

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3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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