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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电子技术》课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为培养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学生的行业通用能力而开设的一门课。首先探讨了《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整体设计，

然后在课程整体设计理念的指引下，选取了一个单元，具体介绍了教学单元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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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整体设计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整体设计主要包括六方

面的内容：课程的定位与目标；课程设计理念与思

路；学生基础和智能特点分析；课程内容的选取和

教学组织安排；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手段；课程对

教学条件的要求及实现情况。 

（一）课程定位与目标 

秉承我院“优秀员工的摇篮，职业经理的基地”

的办学理念，确定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才

培养目标:培养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具有组装、调试、

检测、维护和管理能力的“社会需要、行业认可、

企业能用”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从而确定了我

专业的岗位群：电子产品生产、调试、销售和服务

管理岗位。《数字电子技术》这门课是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为培养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专业学生的行业通用能力而开设的一门课。本课

程很好地支撑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岗位群。 

1.课程作用：《数字电子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有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服务

于区域经济，培养符合电子行业需要的高端技能型

专门人才，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具有较高素养的电

子产品装接和辅助设计人员，让学生熟悉常用数字

电路的应用，使学生具备数字电子技术方面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2.课程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及素质

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

设计方法；掌握常用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转换；掌握

时序逻辑电路分析和设计。能力目标：学会使用和

测试常用集成芯片；初步具有看懂简单数字逻辑图

的能力及查阅集成电路产品手册的能力 ；学会制作

与调试小型数字电路。素质目标：树立学生团队协

作意识；提高学生之间语言交流能力；提高自我创

新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设计理念 

以企业真实项目为依托，从企业的真实项目中

提炼出与本课程相关的一些项目，如八路抢答器，

直流数字电压表等项目，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为目标，以企业实际生产工作过程为主线，

企业参与的多方评价机制。 

（三）学生基础和智能特点分析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

大一学生，该学生来源复杂，有理科生、文科生及

对口生，该学生的特点是基础和动手能力参差不齐，

但有很高的学习热情。基于以上学生基本特点，我

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成

若干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兼有理科生、文科生及

对口生，充分发挥理科生逻辑思维较强，文科生语

言表达清晰，对口生计算机应用能力较好的优势。

以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 

本课程开设在大一第二个学期，先修课程有《计

算机应用基础》、《电路分析基础》、《电子工艺实训》，

后续课程有《高频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小

型电子产品开发》等。基于以上基本情况，我们在

教学过程中对课程内容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并精心

组织安排教学，采用适当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 

（四）课程内容的选取和教学组织安排 

本课程安排了 5 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声光控

制灯电路的制作、八路抢答器电路的制作、电子生

日蜡烛电路的制作、流水彩灯电路的制作及直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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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电压表的制作。以上 5 个实训项目在知识目标和

能力目标上都是逐级递深的，这一点也符合我们的

认知规律。 

教学组织安排：对于每个实训项目，都包含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以及子任务，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五）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手段 

秉承我院“职员化教育，企业化教学，公司化

运营”的办学模式，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模式是：以

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目标，以企业实

际生产过程为主线，以企业真实的项目为载体，“教、

学、做、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综合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

项目教学法、演示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

实践教学法及汇报展示法。 

教学手段包括：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学有

机结合，可以提高师生之间的互动；利用实训室进

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利用仿真软件

进行教学，提高教学的直观性。  

（六）课程对教学条件的要求及实现情况 

课程对师资的要求：专任教师要有一年以上信

息类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工作阅历、要具有高级无

线电调试师职业资格和电子产品生产调试能力；兼

职教师要有三年以上电子信息类的行业企业生产一

线的工作阅历和熟练的电子产品生产调试能力，具

有教师基本素质。 

实现情况：本课程专任教师共 5 名，均有丰富

的信息类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工作阅历，且都具有

高级无线电调试师职业资格和电子产品生产调试能

力；兼职教师共 3 名，均有三年以上电子信息类的

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工作阅历和熟练的电子产品生

产调试能力，具有教师基本素质。 

课程对实训条件的要求：需要给学生提供电路

搭建、仿真、焊接及调试的校内场所；并提供给学

生一定数量的校外实训基地。 

实现情况：我们有数字电子技术实训室，可供

学生进行电路搭建，还有 EDA 实训室，学生可以进

行电路仿真，电子工艺实训室可以给学生提供电路

焊接及调试的场所；校外实训基地有河北先控电源

设备有限公司、河北鼎尚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河北

方圆测控有限公司以及京华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为

学生提供了岗位认知及顶刚实习的校外场所。 

课程对学习资源的要求：教材应为高职高专教

材；并提供给学生相关的学习网站。 

实现情况：我们选用的教材为高职高专教材，

是由本课程专任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发的校企合作课

程，另外还提供了三本参考教材，给教师教学和学

生学习提供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网络资源方面，首

先包括《数字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精品课建设，

已经通过了学院的遴选，现在正在建设期，目前可

提供的资料有课程标准、授课计划、项目评分标准、

教学课件、习题及参考答案及数字集成电路资料等。

另外还给学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学习网站，通过网

站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电子行业日新月异的变

化，开拓学生的视野。 

二、教学单元设计 

下面笔者以项目二“八路抢答器电路的制作” 

这一项目为例，介绍一下教学单元设计。 

（一）知识目标 

1.能了解数制与数码的种类及运算； 

2.能对较复杂的组合逻辑电路进行分析； 

3.会用门电路进行电路设计，实现相应的逻辑

功能； 

4.了解常用的组合逻辑电路的功能； 

5.能分析 8路抢答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二）能力目标 

1.按要求用常用的集成门电路实现较复杂的逻

辑功能； 

2.能对常用组合逻辑集成电路进行测试； 

3.用组合逻辑集成电路设计制作 8路抢答器。 

（三）子任务 

1.用门电路制作简单逻辑电路； 

2.编码器的逻辑功能测试；     

3.译码器的逻辑功能的测试；   

4.八路抢答器的制作与调试。   

教学组织实施过程包括：资讯、计划、准备、

实施及评价五个环节。 

在资讯环节，首先明确学习目标要求，教师对

项目所能实现的功能进行演示，学生通过观摩学习，

阅读并分析参考资料、工艺文件等相关资料，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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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激发兴趣，明确项目任务，用时 1 课时。

在资讯环节主要采用了演示教学法。 

在计划环节，班组长先组织小组讨论，然后交

流对工作任务的认识及相关知识的分析，将工作任

务进行分解，初步制订工作计划，用时 1 课时。在

计划环节主要采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 

在准备环节，主要是知识的准备：采用讲授法、

演示法、分组讨论等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获得相关

知识，用时 4 课时。 

在实施环节，首先对电路进行设计，利用仿真

软件对电路进行仿真调试，观察和测量电路的性能

指标，并调整部分元器件参数，从而达到各项指标

的要求，用时 4 课时。然后是材料、工具准备：工

具人手一套，芯片等元器件利用课余时间分组去市

场购买。接着进行搭建电路、焊接、调试、检查，

用时 10 课时。 

在评价环节，主要包括四方面的评价： 

（1）项目积分 50% 

（2）课堂表现 10% 

（3）能力表现 10% 

（4）企业评价 30% 

以上是本课程的教学单元设计。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可以制作出声光控制灯电路、八路抢答

器电路、电子生日蜡烛电路、流水彩灯电路及直流

数字电压表和观赏台灯等。 

课程教学应以技术应用能力为培养主线，学生

以项目训练和任务的实现来经历电路设计的整个工

作过程，掌握必备知识，训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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