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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电子线路教学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专业基础课，适用于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等工科电类各专业。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掌握电子线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数字电路的

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并使他们受到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能利用所学知识进行

电子综合设计，为学习后续课程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电子技术打下必需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数字电子，数字电子由哪些

部分组成，数字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

通过实际的动手操作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帮助学生去理解理论知

识，书本上学习的抽象知识在现实生活中一下子就鲜活起来，芯片是长什么样子

的，是如何驱动的，如何级联在一起的，错误的操作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都

需要学生亲自去尝试。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是：逻辑代数；基本门电路的逻辑功能； TTL 逻辑门电路的外特性；组

合逻辑电路的分析；JK、D 触发器逻辑功能；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中大规模集

成电路的结构及应用；555 定时器在波形产生中的应用。

难点是：逻辑代数的化简，TTL 逻辑门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外部特性；触发器

的工作原理及特性，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等。

解决办法：对于上述描述的课程的重点和难点，解决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

够有效地、高效地掌握该内容。 通过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突出实用性和先进

性，突出“强调动手、加强实践、培养兴趣、积极创新”的理念 ，实施循序渐



—5 —

进，从单一电路到系统电路设计的教学模式 ，实施了“基础→综合→系统→创

新”的教学体系，打破了以往只重视基础内容的教学模式。“基础→综合→系统

→创新”的教学体系，就是强调基本概念、基础内容，但不局限；在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根据基本内容综合基本知识，升华基本规律，结合工程应用，达到举一

反三，使大多数同学能够掌握教材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教学内容各模块基本掌

握的情况下，教师注重从系统整体分析的角度出发，从更高层次让学生进一步掌

握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使学习优秀的同学能够利用基本知识，从系统角度分析

教学内容各模块，最终实现学习方法创新及基本教学内容在创新实践中的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 强调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学生的潜

能，重点开展互动教学，同时注意分层次 因材施教， 活跃教学气氛，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和潜质，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根据上述基本思想， 在实际的教学中，

课程组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和方式来贯彻落实：

（1）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在重点、难点内容备课上下工夫，充分理

解该问题的内涵，总结问题的规律性，深入浅出解释问题，突出概念，讲清思路。

在难点上，用几种方法对比介绍，找出突破口。同时，根据已往学生容易出现的

问题，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动画效果，形象地向学生演示电路内部

结构及输入输出信号的动态变化，增强学生对该问题的感性认识。 在理论教学

平时成绩考核中，主要包括学生平时作业情况和各章节小结、考试，重点改革是

每章要求学生必须小结，提高学生基本功 ；

（2）在布置课后作业时，加大重点、难点尤其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内容方面

的习题，同时在习题讲解时突出强调该内容在实际中的应用，通过工程训练来使

学生进一步认识和学习该问题；

（3）在实验教学中，尤其是在必做实验内容的安排上，进一步设置与重点、

难点相关的内容，学生通过直观实验结果来完全理解该问题的内涵。

四、教学内容与要求

1 数字逻辑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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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电子线路的研究对象；课程的性质和作用、学习目的和任务及本

课程的学习方法；数字信号与数字电路；数制与数的转换，二进制码。

基本要求：掌握与、或、非三种基本逻辑运算；理解数制、码制及各数制之

间的转换；了解数字电路的特点、发展与分类。

2 逻辑代数

教学内容：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恒等式和规则；逻辑代数的变换和卡诺图

化简法；

基本要求：熟悉常用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恒等式和规则；掌握逻辑函数表

达式的变换和卡诺图化简；

3 逻辑门电路

教学内容：门电路的基本概念；二极管门电路；三极管反相器；CMOS 门电路、

TTL 门电路、TSL 门电路和 OC 门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集成逻辑门电路的功能

及应用。

基本要求：掌握基本逻辑门、三态门、OC 门的逻辑功能；了解门电路的内部

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逻辑门的主要参数及在应用中的接口问题。

4 组合逻辑电路

教学内容：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常见组合逻辑部件；竞争—冒

险的产生原因和消除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掌握用小规模逻辑器件设

计组合逻辑电路的方法；掌握常见组合逻辑部件的逻辑功能并能应用于电路的设

计；了解竞争—冒险的产生原因和消除方法。

5 触发器

教学内容：RS、JK、D、T 触发器、T’触发器逻辑功能及其互相转换、使用

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 RS、JK、D、T 触发器的特性、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各种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其互相转换；了解各种触发器的电路结构。

6 时序逻辑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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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时序逻辑电路分析和设计方法；触发器构成的二/十进制计数器、

寄存器；集成计数器、移位寄存器芯片功能和应用。

基本要求：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和集成计数芯片的应用设

计；理解二进制计数器和十进制计数器的构成方式，移位寄存器的工作原理；了

解同步、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概念。

7 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教学内容：单稳态触发器结构和工作原理；施密特触发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多谐振荡器结构和工作原理；集成定时器 555 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

基本要求：熟悉常见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结构和工

作原理；理解集成定时器 555 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掌握 555 定时器构成的单

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结构、工作波形和元器件参数的

计算；了解石英晶体振荡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集成施密特触发器的应用，

集成单稳态触发器的应用。

8 数模与模数转换器

教学内容：常见 D/A 和 A/D 转换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基本要求：理解模数转换和数模转换的概念，权电阻 D/A 转换器、T 型 D/A

转换器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了解 D/A 转换器的应用，双积分型 A/D 转换器、

逐次比较 A/D 转换器的组成及原理，集成 A/D 转换器的使用方法。

五、课程实践要求

本课程实验单独开课，与课程相关的实践教学环节有课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与模拟电子线路课程结合进行，共两周，按设计指导书要求完成

相关的课题设计。课程设计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电子电路的理论知识，进行基本实

用电路的设计，课程设计可采用以下方式：

（1）理论性设计：要求课题的理论综合性较强，学生完成电路图以及书写

设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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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性设计：学生除完成电路远路图设计外，还要完成电路的焊接及

调试或仿真调试。

六、教学参考资料

1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 6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1

2 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5

3 韩焱.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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