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一、 实验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87711 总学时 2周 学分 1

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 Course Design: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适用专业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智能电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创新实验班)、自动化(智能机器人与智能工业控制)
先修课程 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路分析实验。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电工电子）

二、 实验课程性质与目标

（1）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本科学生，课程属性为专业基础必修课。该课程讲授数字电子电路设

计与实现的电路硬件设计、电路制作及调试知识，培养学生能够针对电子信息工

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设计、选择与使用恰当的电路、技术、现代工程工具的能

力，包括对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2）学生通过对数字电子电路设计、制作、调试研制的学习，掌握数字电

子电路设计与实现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培养学生设计、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际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从事电路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教学基本内容：

（1）根据课程设计任务书的要求，进行功能分析，查找资料；

（2）进行系统设计，画出硬件设计电路图；

（3）硬件设计电路图中如果选用了可编程器件，给出程序框图及源程序；

（4）分析系统，进行软件仿真，确定方案；

（5）选择所需的元器件及材料，完成数字电子系统制作；

（6）进行系统调试，实现系统功能；



（7）写出课程设计报告，考核验收。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逻辑电路芯片的功能分析、使用方法，逻辑电路系统的设计、

安装、测试方法，使用电子仪器仪表进行逻辑电路的检测、故障分析和排除，综

合运用数字电路基本知识独立解决较复杂的设计题目；

（2）理解：逻辑电路芯片及混合集成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3）了解：工程设计方法、生产观念、发展现状及趋势。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总学时为 2周，其中课程讲授 1天，实验 9天。课程各章节学时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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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路制作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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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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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试，功能及电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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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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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写出课程设计报告，考核验收
1
天

1天

合 计 1
9
天

10天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课程设计的教学过程可分成 4个阶段：

（1）根据指导书的要求，进行系统电路原理图设计，并画出系统电路的实

际线路图（接线图）。（3天）

（2）初步设计方案及电路经指导教师审查通过后，选择所需的元器件及材

料，完成电路焊接。（5天）

（3）运用测试仪表进行电路调试，排除电路故障，调整元器件，修改电路，

解决调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天）



（4）考核验收，写出设计报告。（1天）

设计报告是学生对课程设计全过程的系统总结，学生应按规定的格式编写

设计说明书。主要内容有：

1）课题名称；

2）电路设计与论证：电路设计的基本思路，设计电路的工作原理，实现系

统功能的方框图、电路原理图和实际线路图等；

3）制作与调试：焊接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4）对本次课程设计的总结及体会。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使用 PowerPoint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采用 PowerPoint与

板书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授课。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 教材

自编，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书。

2. 参考资料

康华光等，《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采用百分制，总评成绩由三部分组成：电路设计 30%， 操作与完成情况

50%，书面报告 20%。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崔 健

大纲审核人：叶 青

开课系主任：白文乐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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