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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编译原理实践

课程编码：7305701

课程学分：0.5学分

课程学时：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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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原理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编译原理实践》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与目标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课程属性为专业实践必修

课。该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实践，熟悉和掌握基本的编译技术和方法，深化理解和

灵活掌握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设计算法的能力和编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践，使学生具有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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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4.2能够利用计算机相关的软、硬件平台或模拟器等基本方法和工具，对设

计的研究方案进行验证，或对实验进行组织实施。

5.2能够对一般性工程问题，选择不同开发环境和工具进行开发和实现，并

可以进行前期分析以及计算模拟，并能对所得数据给出合理解释。

2.课程拟达到的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

目标 1：能够掌握设计算法的能力和编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

目标 2：能够掌握词法分析器的简单设计，能够根据文法进行单词分类，利

用状态转换图描述单词的识别过程，并根据状态转换图编写词法分析程序；

目标 3：能够了解语法分析的作用及基本实现过程，能够编程实现算符优先

分析法中优先表的构造、算符优先语法分析程序。

课程思政目标：本课程在培养学生专业素质和动手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努力拼搏、锐意进取精神，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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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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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关系表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1 √

课程目标2 √

课程目标3 √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要求

1.课程重点

词法分析器的设计。

语法分析器的设计。

2.课程难点

根据状态转换图编写词法分析程序。

编写算符优先语法分析程序。

3.课堂教学（16 学时）

表 2 各知识单元教学内容、考核要求和学时分配

实践一：词法分析器构造（设计性）

学时分配 8学时 教学方式

实验室讲授，电子课件，上机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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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上机实践，或者采用线下线上融合上

机实践。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通过对给定源语言词法分析程序的设计，加深对词法分

析原理的理解，掌握源语言的接收、存贮、预处理和扫

描分析，生成正确的单词符号串二元式序列。

2
了解状态转换图与程序设计语言中单词的联系；掌握词

法分析器的程序设计技巧。
√

3 掌握根据状态转换图编写词法分析程序的方法。 √

考核要点
词法分析器的简单设计、根据文法进行单词分类，并利用状态转

换图描述单词的识别过程、根据状态转换图编写词法分析程序。

实践二：语法分析器构造（设计性）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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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 8学时 教学方式

实验室讲授，电子课件，上机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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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上机实践，或者采用线下线上融合上

机实践。

教学内容 重点 难点

1
在词法分析器实践基础上，设计实现一个高级语言语法

分析器。

2
借助词法分析程序提供的分析结果，编写一个算符优先

语法分析程序。
√

3

掌握算符优先语法分析程序中进行语法结构分析和错

误检查，并产生相应的归约信息，同时给出出错信息和

错误类型的方法，从而加深对语法分析的理解。

√

考核要点
算符优先语法分析程序的编程实现、能进行语法结构分析和错误

检查、能产生归约信息，并能给出出错信息和错误类型。

三、课程安排与要求

1.课程安排

1）根据实践指导书中的实践任务，在实践前认真复习实践涉及的相关知识

和算法；

2）熟悉实践环境，并独立完成算法设计。

2.实践报告要求

1）实践报告封皮：实践题目、班级、学号、姓名、完成日期。

2）实践目的和要求、实践内容。

3）实践的实现，包括主要设计思想、实现算法及程序流程图、主要技术问

题的处理方法、源程序（包括必要的注释）、实践运行结果及分析（包括测试用

例源程序，运行结果截图，以及对运行结果的分析）。

4）本次实践总结体会，以及对本次实践过程及方法、手段的改进建议。

四、本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编译原理实践》是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重要实践类基础课，该课程是与

理论课程《编译原理》同步的实践课程，基本内容的理论知识来源于《编译原理》

理论课，《编译原理实践》课程是理论的具体实现过程。两门课程内容相互交叉，

完成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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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教学设计

根据教学内容，学生设计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算法，并编程实现。

2.教学组织

课前将实践指导书发放给学生。学生课前需通过实践指导书了解实践要求，

并完成算法设计，课上根据学生理解情况进行集体讲解或个别答疑，并由学生独

立完成程序的实现。

六、教材、实践指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

1.教材

无

2.实践指导书

自编讲义《编译原理实践指导书》

3.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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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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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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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所示。

表 3知识单元支撑课程目标情况表

课程目标 知识单元 考核方式设计

目标1
实践一：词法分析器构造（设计性）

实践二：语法分析器构造（设计性）
以验机进行考核。

目标2 实践一：词法分析器构造（设计性） 以实践报告进行考核。

目标3 实践二：语法分析器构造（设计性） 以实践报告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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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采用 100分制考核方式，其中实践实现的验机成绩占 50%、实践报告占 50%。

如遇突发事件，采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等线上形式验机，或者采用线下线上融

合形式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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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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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它类别问题的说明

无。

大纲撰写人：杨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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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