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裁判表决器电路设计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授课形式 理论 

授课班级 电子 2001/2002 授课人数 35×2 授课学时 3 

学情分析 

学生特点 知识基础 技能基础 

学生年龄一般在 18-20 岁，自制

力较弱，缺乏耐心。这些学生存

在或多或少的偏科现象，学生

的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因此采

用分组教学法，小组成员互相

配合、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学生学习过电路分析及模拟电子技术具有

一定的电路分析能力； 

2、学生的计算能力整体整体偏低，不喜欢计

算类题目；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弱。 

1、部分学生来自中专，有一定的焊接

基础；部分学生来自高中，实训能力

相对较弱；少数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经

常接触电子产品，能够完成简单的电

子产品设计和维修。大部分学生生活

中不存在此种技能。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养目标 

1、正确区分数字信号和模拟

信号 

2、了解数字电路常用的数制

与码制 

3、了解数字电路常用数制之

间的转换 

1、了解数字信号和数字电路 

2、了解数字电路的特点 

3、了解常用的数制与码制 

4、掌握数制之间的转换 

通过学生的讨论，培养他们勤于思考

的良好学习习惯；通过思政教育，建

立学生对该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常用的数制与码制，常用数制转换 

【解决措施】超星学习通发布相关学习视频，学生通过翻转课堂提前了解数制。课上通过提问举例方式加深学生对于数

制的了解；课上通过小组学习模式进行讨论的方式互助学习，教师采用提问方式进行讲解。 



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数制与码制、数制之间的转换 

【解决措施】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要达到这一目的光说说是不行的，要让学生知道在生活中的应用，相信数

字电路学起来简单，并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实例讲解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争取能用学生喜欢的方式去教

育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出发，达到教好这门课程的目的，让学生学有所获。 

思政元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理想信念   工匠精神 

教学策略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程立足于能力本位教学理念，采用问题导向教学法引领主线，任务驱动教学法贯穿始终。采用超星学习通教学

平台，发放引导性学习资料及练习题，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以讨论+教学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通过

分小组进行问题讨论，理解概念，加深知识点理解能力。同时用多媒体展示数字电路的重要性，让学生理解本课程重

要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环境】 

1、数字电子理论教室 

2、环形课桌方便小组讨论、投影仪 

 

 

 

 

 

 

     

 



二、教学实施 

子任务

名称 
任务一：数字集成电路的识别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

间 
思政教育 

一、介

绍该学

科基础

知识 
 

 

 

 

 

 

1.教学内容引入 

数字电路可以独成一体，学习起来与以前的专业知识联系不大，与数学关系不密切。应

用相当广泛。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应用，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进入数字化、

信息化、知识化时代，数字技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计算机、计算机网

络、通信、电视及音像传媒、自动控制、医疗、测量等无一不纳入数字技术并获得较大技术

进步。例：Internet 、程控电话、移动通信、可视电话、会议电视、数字电视、数字相机、

VCD 、DVD、交通灯、广告牌等等。要求有一定的想象力，要有严谨的思维习惯。要求同学

们要建起信心，做好准备来学好该科目。 

从生活应用出发来讲数字电路的应用，为了发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举例数字电

路在生活产品中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欣赏品位，扩宽学生视野。 

2.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 

电子电路中的信号可分为两类—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是在时间和幅值上都连续变化的信号，例如温度、压力、磁场、电场等物理量

通过传感器变成的电信号，模拟语音的音频信号和模拟图像的视频信号等，如图 1.1(a)所

示。对模拟信号进行传输、处理的电子线路称为模拟电路。 

数字信号是在时间和幅值上都不连续变化的离散信号，也可以说是由低电平电信号和高

电平电信号组成的信号，例如计算机中各部件之间传输的信息、VCD中的音视频信号等，如

图 1.1(b)所示。 

教师通过生活

中的实例，引

入数字电路的

概念。（20 分

钟） 

 

 

 

 

 

 

 

 

介绍数字信号

和模拟信号的

区别（15 分

钟） 

引入近段时

间东北限电

不足情况，

关心时事。

（视频）同

时为学生讲

解电的重要

性，同时强

调学好电路

的重要性。 
 

数字信号的

产生最初是

为了存储信

息，讲解数

字信号的产

生是因为人

类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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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信号进行传输、处理的电子线路称为数字电路，如数字电子钟、数字万用表的电

子电路都是由数字电路组成的。 

 

 

 

 

 
（a）模拟信号波形                    （b）数字信号波 

图 1.1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波形 

3.数制  
数制是一种计数的方法，它是进位计数制的简称，也称为进制。采用何种计数方法应根

据实际需要而定。    

1.常用的几种进制    

（1）十进制   

十进制是以 10为基数的计数制。在十进制中，有 0、1、2、3、4、5、6、7、8、9十个

数码，它的进位规律是逢十进一。 

 

数码与权的乘积，称为加权系数，十进制数的数值为各位加权系数之和。 

 

 

 

 

 

 

 

 

 

 

通过日常常用

的十进制，引

入二进制的概

念，同时讲解

为什么需要二

进制（20 分

钟） 

心，让学生

体会到科学

的发展是要

保持质疑的

心态，让学

生养成随时

提出问题，

并据此解决

问题的良好

习惯。 

 

 

 

 

在数制介绍

中穿插介绍

科学家的光

荣事迹，例

如计算之父

冯·诺伊曼

喜欢数学，

却去攻读了

化学，但是

最后数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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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

论总结，

教师总

结 

（2）二进制   

二进制是以 2为基数的计数制。在二进制中，只有 0和 1 两个数码，它的进位规律是逢

二进一。 

 

（3）八进制和十六进制   

八进制是以 8 为基数的计数制。在八进制中，有 0、1、2、3、4、5、6、7 八个不同的

数码，它的进位规律是逢八进一。   

 

 

十六进制是以 16为基数的计数制。在十六进制中，有 0、1、2、3、4、5、6、7、8、9、

A（10）、B（11）、 C（12）、D（13）、E（14）、F（15）十六个不同的数码，它的进位规律是

逢十六进一。 

 

 

2.不同数制间的转换    

（1）各种数制转换成十进制   

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时，只要将它们按权展开，求出各加权系数的

和（称为按权展开求和法），便得到相应进制数对应的十进制数。 

 

 

 

 

 

 

 

 

 

以二进制为切

入点，让学生

自己总结八进

制和十六进制

（20分钟） 

 

 

 

 

 

 

理解二进制和 

日常生活之间

的关系的转变 

化学都学的

很好，借此

告诉学生，

只要有理想

比为此坚持

努力奋斗，

人生轨迹就

会永远掌握

在 自 的 手

里，所以在

任何时候不

要 放 弃 理

想，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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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

论，推

导，总结

后教师

总结 

 

 

 

 

 

 

 

 

学生推

导总结

后教师

总结 

(11010.011)2＝1×24＋1×23＋0×22＋1×21＋0×20＋0×2－1＋1×2－2＋1×2－3

＝（26.375）10 

(4C2)16＝4×162＋12×161＋2×160＝（1218）10 

（2）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   

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时，由于整数和小数的转换方法不同，因此，需将整数部分和

小数部分分别进行转换，再将转换结果合并在一起，就得到该十进制数转换的完整结果。 

将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数采用“除基数，取余法，逆排列”的方法，即将

整数部分逐次除 2，依次记下余数，直到商为 0。第一个余数为二进制数的最低位，最后一

个余数为最高位。   

将十进制数的小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数采用“乘基数，取整法，顺排列”的方法，即将

小数部分逐次乘以 2，取乘积的整数部分作为二进制数的各位。乘积的小数部分继续乘以 2，

直到乘积的小数部分为 0或达到要求的精度为止。 

（3）二进制与八进制、十六进制相互转换   

二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的方法是：整数部分从低位开始，每四位二进制数为一组，  

最后不足四位的，则在高位加 0补足四位；小数部分从高位开始，每四位二进制数为一组，

最后不足四位的，在低位加 0补足四位。然后每组二进制数用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来代替，再

按顺序排列得出结果。 

二进制数转换为八进制数的方法与二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的方法相同，只是每三  

位二进制数为一组。 

 

讲解二进制和

十进制之间的

转换。让学生

自己自己推导

八进制和十六

进制转换成十

进 制 的 方 式

（20分钟） 

 

 

 

 

讲解十进制转

换为二进制的

方式，同时发

布任务让学生

自己据此推导

出二进制转换

为八进制和十

六进制的方式 

（20分钟） 

此时引入中

国的太极，

就可以看成

是一个二进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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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基

本知识 

 

 

 

 

4.二进制代码 

将若干个二进制数码 0 和 1按一定规则排列起来表示某种特定含义的代码，称为二进制

代码，或称二进制编码。 

二-十进制码又称为 BCD 码是一种常用的二进制代码。 

BCD 码是用二进制数表示十进制数的 0～9 十个数。由于十进制数有十个不同的数码，

因此，需用四位二进制数来表示。而四位二进制代码有 16种不同的组合，从中取出 10种组

合来表示 0～9十个数可有多种方案，所以 BCD码也有多种。 

 

（1）8421BCD码   

这种代码每一位的权值是固定不变的，为恒权码。它取了四位自然二进制数的前 10 种

组合，即 0000～1001，从高位到低位的权值分别为 8、4、2、1，所以称为 8421BCD码。 

介绍二进制代

码的概念，讲

解二进制代码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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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1BCD码和 2421BCD 码   

这两种也是恒权码，从高位到低位的权值分别是 5、4、2、1和 2、4、2、1。每组代码

各位加权系数的和为其代表的十进制数。2421（A）码和 2421（B）BCD码的编码状态不完全

相同， 2421（B）BCD码具有互补性，0和 9、1和 8、2和 7、3和 6、4和 5这五  对代码

互为反码。 

（3）余 3BCD码   

这种代码没有固定的权，为无权码，它比 8421BCD码多余 3（0011），所以称为余 3码。

0和 9、1和 8、2和 7、3和 6、4和 5这五对代码互为反码。   

BCD码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的只是十进制数的一位，如果是多位，应先将每一位用  BCD

码表示，然后组合起来。   

（4）格雷码   

它是一种无权码。它的特点是任意两组相邻代码之间只有一位不同，其余各位都相同（即

按照“相邻原则”进行编码），而 0和最大数（2 n -1）之间也只有一位不同。因此，它是

一种循环码。格雷码的这个特性使它在形成和传输过程中引起的误差较小。 

 

 

 

 

 

 

 

  



三、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1、通过时事的引入来导入新课，让学生感兴趣的同时还关心了时事； 

2、课堂多次小组讨论，推导总结，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恰当运用多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引起学生兴趣； 

4、课堂融入思政元素，达到了课程育人的教学效果； 

思政效果 

1、 通过东北限电，关心时事引入数字电路学习的必要性； 

2、 通过数字信号的产生原因，告诉学生要有求知欲，求知欲是进步最好的助推剂； 

3、 通过科学家冯·诺伊曼的事迹，让学生懂得理想和坚持的重要性，让学生学会用理想和坚持将人生轨迹掌握在自的手里； 

4、 通过太极的引入，便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二进制； 

5、 通过小组合作讨论，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