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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编译原理

课程编码：7009311

课程学分：3学分

课程学时：48学时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先修课程：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编译原理》

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与目标

编译理论与技术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编译原理》课程是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授课对象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本科生。课程将全面、系统地介绍编译系统的结构、工作流程及编译程序各个

组成部分的设计原理和实现技术，使学生掌握编译过程中的相关原理和编译技术，

使其具有设计、实现、分析和维护编译程序的初步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开发软件

的能力，并能初步利用上述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1.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1.3能够面向计算机专业工程问题对描述模型的正确性进行分析和推理。

2.1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计算机专

业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2.课程拟达到的教学目标

本课程主要围绕计算机系统中重要的系统软件即计算机编译程序的设计与

实现而展开，使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得到提升。具体来说，本课

程的教学目标为：

课程目标 1：掌握编译原理相关概念，对一般编译系统的总体组成原理和内

部结构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为进一步学习其它软、硬件技术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为其它课程学习提供知识保障；

课程目标 2：理解编译程序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实现技术，能深入体会其中

经典算法的思想，理解其优点与局限性，并能运用程序设计语言和相应的集成开

发环境对其进行模拟实现；

课程目标 3：能针对与编译原理相关的特定问题需求进行研究、分析，并设

计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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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4：在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能够灵活应用所学编译原理知

识分析、设计出合理的方案，解决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

课程思政目标：本课程在培养学生专业素质和思维能力的同时，针对国内的

编译器、操作系统等系统软件核心技术缺乏，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课堂教学

中，融入学术志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方向，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为实现

信息产业的底层基础设施“中国造”而努力奋斗。

3.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见表 1。

表 1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

毕业要求 1.3 毕业要求 2.1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课程目标 4 √

二、教学基本内容及基本要求

《编译原理》课程理论授课 48学时。学时分配如表 2 所示。

表 2 学时分配表

总学时 讲授学时

48 48

1.课程重点

编译过程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编译程序逻辑结构及其各部分的基本功能，上下

文无关文法，推导，句子和句型，文法生成的语言，语法分析树和二义性文法，

词法分析器的任务与设计，状态转换图，递归下降子程序，预测分析表构造，LL(1)

文法，归约，算符优先表构造，LR 分析法，语法制导翻译基本思想，语法制导

翻译概述，基于属性文法的处理方法，属性文法的计算，自下而上分析制导翻译

概述，说明语句的处理，赋值语句的翻译，布尔表达式的翻译，控制语句的翻译，

过程调用的处理，符号表的组织与作用，名字的作用范围，局部优化，无环路有

向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的构造与应用，寄存器的分配方法，目标代

码生成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2.课程难点

遍的概念，上下文无关文法，语法分析树与二义性，两种句型的分析方法，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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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文法、正规集、非确定有限自动机（Nondeterministic Finite Automata，NFA）

转化为确定有限自动机（Deterministic Finite Automata，DFA），确定有限自动机

的化简，LL(1)文法预测分析表构造，归约，LR 分析法，属性文法的计算，包含

数组元素的赋值语句翻译，布尔表达式的翻译，控制语句的翻译，符号表的组织

与作用，名字的作用范围，局部优化。

3.课堂教学（48 学时）

表 3 各知识单元教学内容、考核要求和学时分配

第一知识单元 编译原理引论

学时分配 2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 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

者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编译系统目标和作用：掌握编译程序的概念，理解编译程序

的目标、作用。
√

2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历程：了解机器语言、汇编语言、

高级语言的特性。能从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过程体会如何从

问题出发思考解决方法的思路，理解推动编译系统发展的主

要动力。

3
翻译程序的基本特性：理解汇编程序、编译程序、解释程序

的区别。
√

4

编译过程及编译程序总框图：理解编译过程的五个阶段，编

译系统结构，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系统的总体结构，以

激发学生的兴趣。

√ √

5
编译程序结构设计，了解编译程序的生成，编译程序与程序

设计环境，以及如何构造编译程序。

考核要点
汇编程序、编译程序、解释程序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理解；

编译过程及编译程序总框图。

第二知识单元 高级程序语言及其语法描述

学时分配 2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 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

者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4

1

程序语言定义的基本概念：理解语言定义是语言实现的基

础，理解程序语言由语法、语义、语用三方面定义，掌握语

法、语义、语用的具体内容，能够从问题出发思考解决问题

的方法，理解程序语言产生的原因。

2
文法、语言的基本概念：理解并掌握正规文法、正规语言、

上下文无关文法、上下文无关语言。
√ √

3

文法的二义性、语法分析树：理解直接推导、推导、句型、

句子、语言、等价文法、语法树、文法二义性、0型文法、1

型文法、2型文法、3型文法的特性和区别，四种文法之间的

关系，掌握句型、句子的推导方法，语法分析树的构造方法，

以及文法二义性的判断方法。

√ √

考核要点
句型、句子、推导、语言、等价文法的概念；能够分析并解决文

法二义性问题。

第三知识单元 词法分析

学时分配 10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对于词法分析器的要求：理解词法分析器的功能和输出形

式、词法分析器作为一个独立子程序的组织方式。

2

词法分析器的设计：掌握词法分析器的输入、预处理、超前

搜索、状态转换图，熟练掌握状态转换图的实现。理解词法

分析是编译程序的第一个处理阶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构

造词法分析程序。了解利用手工的方式、自动生成方式构造

词法分析程序方法的特点，并能应用具体的程序设计语言和

工具设计词法分析程序，并能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 √

3

正规（表达）式与有限自动机：理解并掌握正规式与正规集、

DFA、NFA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正规文法与有限自动机等

价性的概念、以及构造方法，正规式与有限自动机等价性的

概念、以及构造方法，确定有限自动机化简的概念、以及化

简方法。重点讲授如何利用正规文法、正规式、有限自动机

描述单词，能应用具体的程序设计语言和工具对这些“描述

模型”进行系统实现、验证，并能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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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词法分析器的自动产生：理解词法分析器自动产生的概念及

产生的原因，了解高级语言词法分析器的自动生成器——如

LEX的一般描述、LEX的工作过程。

考核要点

能够理解构造词法分析程序的两种方法，对手工方式构造词法分

析程序方法进行分析，理解词法分析程序的设计原理，熟练掌握

正规文法与有限自动机等价性的构造方法、正规式与有限自动机

等价性的构造方法、NFA的确定化方法、确定有限自动机的化简方

法。

第四知识单元 语法分析----自上而下分析

学时分配 8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语法分析器的功能：了解语法分析器的任务和功能，理解语

法分析的两种构造方法。

2
自上而下分析面临的问题：理解自上而下分析方法的步骤、

左递归问题、回溯问题。
√

3

LL(1)分析法：构造不带回溯的自上而下分析算法，需要消除

文法的左递归、克服回溯，消除文法左递归、回溯的方法，

LL(1)分析条件。

√ √

4
递归下降分析程序：理解并掌握递归下降分析程序基本概

念、构造方法。
√ √

5

预测分析程序：理解并掌握预测分析程序工作过程，熟练掌

握FIRST集合、FOLLOW集合、预测分析表的概念以及构造方

法。

√ √

考核要点
掌握消除文法左递归性、回溯的方法，熟练掌握FIRST集合、FOLLOW

集合、预测分析表的概念以及构造方法。

第五知识单元 语法分析----自下而上分析

学时分配 8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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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下而上分析基本问题：了解归约、规范归约的概念以及基

本原理，掌握符号栈的使用方法。

2

算符优先分析法：理解算符优先文法的概念、基本原理及优

先表构造方法，可归约串的判断方法，算符优先分析算法的

基本原理，优先函数的概念及构造方法，了解算符优先分析

中的出错处理方法，结合算符优先分析算法，体会从问题出

发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应用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 √

考核要点

归约、规范归约的概念以及基本原理、可归约串的判断方法、算

符优先文法的概念、基本原理及优先表构造方法，算符优先分析

算法，优先函数的概念及构造方法。

第六知识单元 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

学时分配 4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属性文法：了解语法制导翻译、属性文法的概念和技术，掌

握综合属性、继承属性、语义规则的概念以及基本原理。

2
基于属性文法的处理方法：了解依赖性、树遍历的属性计算

方法，熟练掌握一遍扫描的语法制导翻译方法。
√

3

属性文法的计算：熟悉语法制导翻译的基本思想，掌握基于

属性文法的计算、S-属性文法的自下而上计算、L-属性文法

和自上而下翻译。结合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的处理方

法，体会从问题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应用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 √

考核要点
综合属性、继承属性、语义规则的概念、基本原理以及计算过程，

熟悉语法制导翻译的基本思想，掌握基于属性文法的计算。

第七知识单元 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产生

学时分配 10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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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间语言：了解 DAG图、三地址代码的存储形式，重点掌

握三种中间语言：后缀式、四元式、三地址代码。

2

说明语句的处理：与语法分析相对应，语义分析也包括自上

而下分析、自下而上分析的分析方法。强调语义分析如何与

语法分析结合，具体讲授语法制导翻译的基本思想，说明语

句的翻译和处理。

√

3

赋值语句的翻译：熟练掌握数组元素的地址计算公式、重点

掌握简单算术表达式及赋值语句、包含数组元素的赋值语句

翻译，结合赋值语句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的处理方法，

体会从问题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并应用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 √

4

布尔表达式的翻译：了解数值表示法的布尔表达式翻译方

法，理解拉链回填技术，重点掌握作为条件控制的布尔式翻

译方法。

√ √

5

控制语句的翻译：掌握控制语句的翻译与布尔表达式翻译相

结合的方式，了解条件语句、while循环语句的代码结构，

利用拉链回填技术通过一遍扫描翻译控制流语句，重点掌握

条件语句、while循环语句的翻译方法。

√ √

6
过程调用的处理：掌握过程调用的主要工作，重点掌握过程

调用文法以及过程调用的翻译方法。
√

考核要点
常见的中间语言、说明语句的处理、赋值语句的翻译方法、布尔

表达式的翻译方法、控制语句的翻译方法，过程调用的处理方法。

第八知识单元 符号表

学时分配 1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符号表的组织与作用：了解符号表管理的基本方法，掌握符

号表的组织与作用。
√ √

2
整理与查找：复习数据结构课程查找的相关知识，强调线性

表、二叉树、哈希表实现查找的原理，以及相应的实现方法。

3
名字的作用范围：复习最近嵌套作用域原则，掌握名字的作

用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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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号表的内容：理解符号表的内容。

考核要点
符号表的组织与作用、整理与查找、名字的作用范围、符号表的

内容。

第九知识单元 代码优化与代码生成

学时分配 3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如遇突发

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或者

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局部优化：了解代码优化的基本概念，熟悉基本块及其DAG

表示，掌握局部优化的原理及方法。
√ √

2
目标代码生成：了解代码生成的基本概念，熟悉寄存器的分

配方法，掌握目标代码生成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

考核要点
局部优化的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目标代码生成的基本概念、

原理及方法。

三、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

本课程所涉及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知识较多，具有知识面宽广、内容跨度大、

课程难度大的特点。因此在抓好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应做好课前预习、课后复

习，以及书面作业完成环节，并通过增强师生间、同学间的多种形式的讨论（如

课后答疑、课下讨论、网上讨论等）来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课程教学方法及具体要求如下：

1.课堂讲授

1）以能力培养为导向，注重理解（非记忆）各种计算机编译程序设计原理

和算法的思想。为保证教学质量，课堂讲授中应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既要保证

学生接受完整的编译原理课程知识体系结构的教学目标，又要针对关键问题、重

点内容进行较为详尽、多引入实例的透彻讲解，使学生真正领会和掌握本课程的

知识要领及技术要点。

2）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结合的教学手段与多种教学方法兼施并用。教学方法

则采取在教师讲授基本教学内容的过程中适当穿插引入个体针对性提问、集体提

问、答疑、讨论等教学形式。如遇突发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中国大学

MOOC 远程教学平台等线上形式授课，通过微信问答的方式进行课堂互动，也可

以利用中国大学 MOOC 的课程讨论进行互动，或者采用线下线上融合教学进行

互动。

2.讨论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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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同学之间或同学与教师之间针对编译原理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展开讨论，

以使学生掌握知识要点、扩大知识面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及创新能力。自学内容

应以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结构基础上能比较方便地看懂和理解为原则；对于有能力

的同学，鼓励其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扩大知识结构。

3.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每次课前预习时间应不少于相应教学内容的课堂讲授计划时间，课后复习以

课堂讲授内容为主线、完成相应作业为突破口。

四、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教材

[1] 陈火旺，刘春林，谭庆平，赵克佳，刘超，程序设计语言编译原理（第

3 版），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2.参考书

[1] 蒋宗礼，姜守旭，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理论（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 王生原，董渊，张素琴，吕映芝，蒋维杜，编译原理（第 3 版），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5.

[3] Alfred V.Aho，Monica S.Lam，Ravi Sethi等著，赵建华，郑滔等译，计算

机科学丛书：编译原理（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4] 刘春林，王挺，周会平，钟求真，编译原理：学习指导与典型题解析，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5] 陈意云，张昱，编译原理（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 陈意云，张昱，编译原理（第 3 版）习题精选与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五、知识单元对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设计

1.知识单元支撑课程目标情况表

围绕每一个具体的课程目标，从相关支撑知识单元的角度设计不同的考核方

式，如下表：

课程目标 知识单元 考核方式设计

目标 1

第一知识单元：编译原理引论

第二知识单元：高级程序语言及其语法描述

第三知识单元：词法分析

第四知识单元：语法分析----自上而下分析

第五知识单元：语法分析----自下而上分析

以单选、填空、判

断等客观题方式

考核。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7%94%9F%E5%8E%9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91%A3%E6%B8%8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7%B4%A0%E7%90%B4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90%95%E6%98%A0%E8%8A%9D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92%8B%E7%BB%B4%E6%9D%9C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Alfred%20V.Aho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Monica%20S.Lam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Ravi%20Sethi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B5%B5%E5%BB%BA%E5%8D%8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83%91%E6%BB%94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6%9C%BA%E6%A2%B0%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6%8C%B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91%A8%E4%BC%9A%E5%B9%B3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6%84%8F%E4%BA%9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6%98%B1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6%84%8F%E4%BA%9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6%98%B1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10

第六知识单元：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

第七知识单元：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产生

第八知识单元：符号表

第九知识单元：代码优化与代码生成

目标 2

第三知识单元：词法分析

第四知识单元：语法分析----自上而下分析

第五知识单元：语法分析----自下而上分析

第六知识单元：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

第七知识单元：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产生

第八知识单元：符号表

第九知识单元：代码优化与代码生成

以单选、填空、判

断等客观题和综

合题型等方式考

核。

目标 3

第三知识单元：词法分析

第四知识单元：语法分析----自上而下分析

第五知识单元：语法分析----自下而上分析

第六知识单元：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

第七知识单元：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产生

以单选、填空、判

断等客观题和综

合题型等方式考

核。

目标 4

第六知识单元：属性文法和语法制导翻译

第七知识单元：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产生

第九知识单元：代码优化与代码生成

以单选、填空、判

断等客观题和综

合题型等方式考

核。

2.课程的总体考核方法及量化评定标准

依照每部分知识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况设计考核方法与成绩评定，本课

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以百分制计算。平时成绩占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由上课考勤、课后作业成绩、期中考试成绩确定。

六、其它类别问题的说明

无。

大纲撰写人：张永梅、束劼

大纲审阅人：方英兰

系负责人：段建勇

学院负责人：马礼

制（修）订日期：2021年8月

http://graduate.ncut.edu.cn/PostGraduateSys/jsxx/dsjj.jsp?id=241&js=%E6%96%B9%E8%8B%B1%E5%85%B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