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32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16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8813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

课程英文名称 Digital Logic and Computer Organization Principle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技术

先修课程 （7248041）程序设计基础、（7085431）数据结构、（7065421）离散数学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计算机系

二、 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1.1 能够正确理解数字媒体工程问题的专业表述，并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及专业知识用于表述数字媒体工程问题。

1.3 能够对面向数字媒体工程问题描述模型的正确性进行分析和推理。

1.4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数字媒体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的比较与综合。

2.1 能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数字媒体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4.2 能够利用数字媒体领域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对设计的研究方案或实验进

行组织实施。

7.2 能够分析与评价数字媒体系统开发、应用以及更新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影响，并能够在数字媒体系统开发、运行、更新换代中考虑利用技术手段降低对

环境及社会持续发展的负面作用。

三、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必修课。本课程目的是让学生熟悉计算机硬件系

统的基本组成和功能结构，了解基本逻辑电路分析设计能力，培养学生对计算机

硬件构成及整体理解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逻辑代数基础，具备组合电路的逻辑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课程目标 2：具备锁存器与触发器的逻辑分析能力，使用基本数字电路模块

的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掌握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功能结构，理解硬件系统运

行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4：具备简单计算机硬件系统的设计、维护和调试能力，能在硬件

层次上对计算机系统进行研究和开发；

课程目标 5：通过对计算机硬件组成结构、指令系统、存储系统等知识的学

习，掌握计算机系统整机构成的基本知识，学生可以对计算机硬件构成及整体理

解能力；

课程目标 6：理解系统硬件构成和各部分的主要功能及原理，学会用系统的

方法分析计算机构成。

课程思政目标：通过基本数字逻辑分析、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功能

结构的理解，培养学生复杂问题分析能力、复杂工程问题的理解能力，培育学生

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等。

四、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见表 1。

表1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

毕业要

求 1.1

毕业要

求 1.3

毕业要

求 1.4

毕业要

求 2.1

毕业要

求 4.2

毕业要

求 7.2

课程目标 1 √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

课程目标 4 √

课程目标 5 √

课程目标 6 √

五、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课程重点

逻辑代数基础、组合电路的逻辑分析和计算机硬件系统中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功能与构

成，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等。

2．课程难点

二进制数的原码、反码及补码三者间的转换；二进制数的补码加法运算；锁

存器与触发器的逻辑分析与设计、中央控制器的组成原理，控制器在指令执行过程中各部件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的协调，存储系统等。

3. 课堂教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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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学时分配 2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计算机系统的概念

2 计算机系统硬件组成：冯诺依曼型计算机 √

3 计算机主要性能指标 √

4 计算机系统发展趋势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计算机系统的概念。计算机硬件组成的主要部分，各部分的主

要功能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等

考试形式：以单选、填空、判断等客观题方式考核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1.4，4.2

第二知识单元 逻辑代数基础

学时分配 2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逻辑代数的基本运算

2 逻辑代数的基本定理及规则 √

3 逻辑函数的性质 √

4 逻辑函数的化简 √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逻辑代数的基本运算，逻辑代数的基本定理及规则，逻辑函数

的性质，逻辑函数的化简等。

考试形式：以单选、计算、证明、化简等客观题方式考核。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1.1。

第三知识单元 组合逻辑



学时分配 3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组合电路的逻辑分析 √

2 组合电路的设计 √ √

3 典型组合逻辑电路 √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组合电路的逻辑分析、组合电路的设计、典型组合逻辑电路。

考试形式：以单选题、计算题、分析题、设计题等方式考核。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1.3，4.2。

第四知识单元 时序逻辑

学时分配 3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概述

2 基本 R-S锁存器 √

3 D锁存器及 D触发器 √ √

4 J-K锁存器及触发器 √ √

5 锁存器和触发器的区别 √

考核方

式

考核要点：基本 R-S锁存器、D锁存器及 D触发器、J-K锁存器及触发器、

锁存器和触发器的区别。

考试形式：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概念，以分析题的形式考核分析能力。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1.4，4.2。

第五知识单元 运算方法与运算器

学时分配 4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数据在机器内部的表示方法、数据校验码



2 定点数加法、减法运算方法 √

3 定点数乘法运算、定点除法运算 √ √

4 定点数运算器的组成 √

5 浮点数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 √ √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数据在机器内部的表示方法，加法器构成，乘法器、除法器构

成

考试形式：以单选题、计算题等方式考核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2.1，4.2

第六知识单元 多层次的存储器

学时分配 4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存储系统概述

2 主存储器 √

3 存储器与 CPU的连接 √ √

4 Cache存储器 √ √

5 虚拟存储器 √

6 提高存储器性能的技术 √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存储器系统的概念，存储器类型，主存储器，高速缓存器，虚

拟存储器，提高存储系统性能的主要技术等

考试形式：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概念，以设计题的形式考核存储器设计能

力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4.2

第七知识单元 指令系统

学时分配 4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指令系统概述 √

2 指令编码方式 √ √

3 寻址方式 √ √

4 指令类型

5 CISC 与 RISC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指令系统的功能与作用，指令系统编码方式，指令系统中操作

码编码方式、地址码编码方式等

考试形式：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概念，以设计题的形式考核存储器设计能

力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7.2

第八知识单元 中央处理器

学时分配 8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控制器的组成与功能 √

2 计算机时序控制方式 √

3 硬布线控制器 √ √

4 微程序控制器 √ √

5 控制器控制方式 √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控制器的基本功能，CPU内部主要功能部件，单周期、多周期

控制器，模型机及数据通路，指令执行流程，指令执行方式（串行方式和

重叠执行方式）等

考试形式：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概念，以设计题的形式考核 CPU设计能

力，以指令执行过程体现 CPU各部分微操作信号的形成等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2.1，4.2

第九知识单元 输入输出设备及系统



学时分配 2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PPT电子课件，板书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输入输出设备的类型 √

2 键盘输入、字符显示器、图像显示器、打印机 √

3 主机与外部设备的连接方式

4 接口的功能与组成

5 输入输出设备控制方式

6 总线技术

考核方式

考核要点：常用的输入输出设备，典型的输入输出设备，主机与外设交换

信息的方式，接口的概念及功能；常用的输入输出设备控制方式（包括程

序查询方式、程序中断方式、DMA方式等）；总线技术等

考试形式：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概念，以简答、论述题的形式设计简单的

计算机应用系统等

本知识单元支撑毕业要求 2.1,4.2

六、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第一知识单元 概述 2

第二知识单元 逻辑代数基础 2

第三知识单元 组合逻辑 3

第四知识单元 时序逻辑 3

第五知识单元 运算方法与运算器 4

第六知识单元 多层次的存储器 4

第七知识单元 指令系统 4

第八知识单元 中央处理器 8

第九知识单元 输入输出设备及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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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所涉计算机系统相关知识较多，具有知识点多、涉及面宽、内容跨度大、综合思

考能力要求高等特点。因此在抓好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应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及实验

验证环节，需要认真完成书面作业及思考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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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中各部分的组成原理。为保证教学质

量，课堂讲授中应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既要保证完成使广大学生接受完整的计算机系统课

程知识体系结构的教学目标，又要针对关键部件、重点内容作较为详尽的透彻讲解，使学生

真正领会和掌握本课程的知识要领及技术要点。

2）注重实践环节。为使同学们能够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及各部分主要功能部件的原理，

特别是 CPU内部主要构成部分、指令在机器内部的执行等重点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将

抽象难懂的内容，通过硬件描述语言等形式为学生展示实现方法。为更好地理解在硬件层次

的数据表示，可以结合高级语言中的数据类型，对照机器内部的存储分配等，深入理解系统

底层实现方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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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讨论与自学

鼓励同学之间或同学与教师之间针对计算机系统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展开讨论，以澄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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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上能比较方便的看懂和理解为原则，教师要布置自学提纲和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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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数字逻辑》（第六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科学出版社.2013,3，ISBN 号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科学出版社.2013,3，ISBN 号

九、 知识单元对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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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知识单元 逻辑代数基础
单选、计算、证明、化简等客

观题方式

目标 2 第三知识单元 组合逻辑
单选题、计算题、分析题、设

计题等方式。

目标 3

第一知识单元 概述

第四知识单元 时序逻辑

第八知识单元 中央处理器

第九知识单元 输入输出设备及系统

单选、填空、判断等客观题方

式；以分析题的形式考核分析

能力

目标 4 第五知识单元 运算方法与运算器 以单选题、计算题等方式考核

目标 5

第一知识单元 概述

第三知识单元 组合逻辑

第四知识单元 时序逻辑

第五知识单元 运算方法与运算器

第六知识单元 多层次的存储器

第八知识单元 中央处理器

第九知识单元 输入输出设备及系统

单选、填空、判断等客观题方

式；以简答、论述题的形式设

计简单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等

目标 6 第七知识单元 指令系统
以设计题的形式考核存储器

设计能力

十、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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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由考勤及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等成绩确定。

大纲执笔人：廖联军

大纲审核人：王辉柏

开课系主任：蔡兴泉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 威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