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三：密码电子锁的设计与调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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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训 

授课班级 电子 2001/2002 授课人数 3×2 授课学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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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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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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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掌握 RS触发器、JK触

发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 

2. 2.触发方式和工作特点； 

 

  1.能用门电路组成基本 RS触发器； 

2.掌握选用触发器集成电路芯片，并能按

照逻辑电路图搭建实际电路的方法；  

3.能用仿真软件进行触发器应用电路的设

计。 

通过学生的参与过程，培养他们勤于思

考、善于动手的良好学习习惯；通过实

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工

匠精神”。 

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RS触发器、JK触发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 

【解决措施】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密码锁）引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再运用超星学习通软件发放引导性资料，

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RS触发器、JK触发器触发方式和工作特点。 

【解决措施】超星学习通发放相关资料，引导学生学习。用 multisim进行仿真实训，加深掌握程度。 

思政元素 工匠精神、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爱国情怀、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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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训+教学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通过

任务驱动，分小组进行任务分析、方案制定及任务实施等工作。用 multisim进行仿真实训，数电实训板完成电路连

接，虚实结合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环境】 

1、数字电子技术实训室 

2、工位电脑、教师主机、数字电子技术实训箱、示波器灯及相应元器件。 

    



二、教学实施 

子任务

名称 
任务一：仿真测试 RS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一、明

确任务 
 

 

 

 

 

 

 

 

 

 

 

 

 

二、获

取信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庭财富逐渐增多，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财产

安全，传统的机械锁已经不能满足保证财产安全的要求，由于数字电子技术的快速

发展，密码电子锁因其保密性高，使用方便灵活，随机开启的几率几乎为零等特点，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密码电子锁利用数字逻辑电路，预先设置好的编码，由正确的编码对电路实行

控制，促使触发器触发，实现对门的电子控制，并且有一定的附加电路保证其电路

能够完全正常的运行，有极高的安全系数。而密码锁的设计主要用的就是本项目所

学。 

一、基本 RS 触发器 

 

教师通过引入日常生

活的例子，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15分

钟） 

 

 

 

 

引入密码锁

的知识时，

讲述当年轰

动全国的

“许霆

案”，警示

大家，做科

研要秉承严

谨、认真、

负责的态

度。 

 

 

 

 

基本 RS 触发器又称为置 0、置 1 触发器。它由两个与非门首尾相连构成，如图 3-3(a)所示。

两个门的输出端分别称之为 Q 和  ，有时也称为 1 端和 0 端，正常工作时，Q 和  的取值是

互反的关系。通常把 Q 端的状态定义为触发器的状态，即 Q＝1 时，称触发器处于 1 状态，

简称为 1 态；Q＝0 时，称触发器处于 0 状态，简称为 0 态。基本 RS 触发器有两个输入端 S

端和 R 端，S 端称为置 1 端，R 端称为置 0 端。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学习通下发相关

资料学生通过自主学

习掌握相关知识。（25

分钟） 

 

 

 

 

 

 

 
 

 

 

 

 

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增

强学生的主

动性，认识

到主动性的

重要性。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简述案例加深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更好的理

解触发器“记忆性”（15

分钟） 

 

 

 

 

 

 

通过触发器

引入“有记

忆”，“无记

忆”的知识，

通过举例引

导学生及时

排解内心的

不良情绪，

具有豁达的

心态。 

案例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二、同步 RS 触发器 

 

 

 

 

 

 

 

 

 

 
 

 
 

学习通下发资料，指导

学生学习（25分钟） 

 

通过讲述同

步 RS触发芯

片，联想到

建国初期国

外留学生对

新中国充满

希望，在这

一时期同时

回国，为建

设新中国做

出贡献，以

“钱学森”

为例，激发

同学们的爱

国情怀。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要求触发器按一定的节拍动作，于是产生了同步式触发器，它属于

时钟触发器。这种触发器有两种输入端：一是决定其输出状态的数据信号输入端，二是决

定其动作时间的时钟脉冲，即 CP 输入端。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RS 触发器的特点如下 

 

图 CP、S、R的波形如图所示，试画 Q和 Q 的波形，设初始状态 Q＝0，  Q ＝1。 

据题意，画出 Q和  的波形如图 3-9所示。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三、主从 RS 触发器 

 

 

 
 

 

 

 

 

 

 

 

 

 

 

学习通下发任务书，教

师指导学习（20分钟） 

 

 

 

 

 

 

 

 

 

 

从主从触发

器引入到团

队中领导以

及队员的作

用，加强学

生们的团队

意识。 

 触发器在 CP 为高电平时翻转，在 CP 为 1 的时间间隔内 R、S 的状态变化就会引起触

发器状态的变化。因此，这种触发器的触发翻转只能控制在一个时间间隔内，而不是控

制在某一时刻，这种工作方式的触发器在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后面的内容将会介绍到

能控制在某一时刻(时钟脉冲的正跳沿或负跳沿)翻转的触发器。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1.电路结构 

由主从 RS 触发器的逻辑电路可看出，它是由两个同步 RS 触发器串联组成的。门 G

的作用是将 CP 反相为，使主从两个触发器分别工作在 CP 的两个不同的时区内。图

3-10 (b)所示逻辑符号框内的“┐”为延迟输出的符号，它表示触发器输出状态的

变化滞后于主触发器接收信号的时刻。 

2.工作原理 

 

四、集成 RS 触发器 

 

 

 

 

 

 

 

 

 

 

 

 

 

 

 

 

 

学习通发放相关数据手

册及集成芯片实物，教师

指导学生学习。（20 分钟） 

 

 

 

 

 

 

 

 

 

通 过 集 成 芯

片，引入中国

芯片的现状，

中国大力发展

芯片行业的决

心，关键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

中，自主创新，

增强学生民主

自信心。 



教学 

环节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TTL 集成主从 RS 触发器 74LS71 的逻辑符号和引脚分布如图 3-11 所示。该触发器分别有 3

个 S 端和 3 个 R 端，它们之间分别为与逻辑关系，即 1R＝R1•R2•R3，1S＝S1•S2•S3。使用

中如有多余的输入端，要将它们接至高电平。触发器带有清零端(置 0)RD 和预置端(置 1)SD，

它们的有效电平均为低电平。74LS71 的功能见表 



教学 

环节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技 能 实

训 

 

 

 

 

 

 

 

 

 

 

 

 

 

 

 

 

 

 

 

 技能实训 用仿真软件 Multisim 10仿真测试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一、实验目的 

1、掌握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测试方法 

2、熟悉仿真软件 Multisim 10 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器材 

实验使用 Multisim10软件。 

三、实验原理及操作 

1、创建 RS触发器电路  

在元（器）件库中单击 TTL，再单击 74 系列，选取与非门 74LS00N。在元（器）件

库中单击 Basic（基本元（器）件），然后单击 SWITCH，再单击 SPDT，选取两个开

关 J1、J2。在元（器）件库中单击 Sources（信号源），取一个电源 V1和地。电源

V1 设置为 5 V。 双击开关 J2 图标，打开 SWITCH 对话框，在对话框 Value 页中的

Key for Switch栏下拉菜单中选择字母符号 A，则“Key=A”。在元（器）件库中单

击指示器件，选探测器来显示数据。  

2、观测输出  

通过两个开关改变输入数据，按对应的开关的开关键符号，即可改变开关位置，从

而改变输入数据，电源 V1 和地分别表示数据 1和 0。 

探测器亮表示数据为“1”，探测器灭表示数据为“0”。 

当触发器的输入 R=0、S=1 时，触发器的输出 Q=0、=1。只要不改变开关 J6、J7的状

态，RS 触发器的输出和 Q 将保持不变。取其他输入数据，即可列出 RS 触发器真值

表。  

实训操作） 

（50 分钟） 
 

 

 

学生分

小组完成任

务，序列化

的工作任务

成为获取知

识的载体，

通过不断的

实践操作，

强化学生敬

业爱岗、勇

于担责、善

于沟通、团

队协作的意

识，更好地

锤 炼 学 生

“ 一 丝 不

苟”的“工匠

精神”。 



教学 

环节 
 师生活动及时间 思政教育 

 

 

 

三、总结 

四、思考 

TTL和 COM元器件组里，查找哪些是 RS触发器芯片，做到对芯片的型号有所了解。 

 ； 

U1A

74LS00N

U1B

74LS00N

J1

Key = Space

J2

Key = A

VSS

0V

V1
5 V 

X1

2.5 V 

X2

2.5 V 

1

VSS

2

5

4

3



三、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1、通过知识，引入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 

2、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重难点； 

3、小组讨论，同学们相互合作，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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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触发器时，通过举例引导学生及时排解内心的不良情绪，具有豁达的心态 

2.通过实践练习，认识到主动性的重要性。强化学生敬业爱岗、勇于担责、善于沟通、团队协作的意识，更好地锤炼学生“一丝不

苟”的“工匠精神”。 

3.讲述密码锁时，通过当年轰动全国的“许霆案”，警示大家，做科研要秉承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 

4.讲述同步 JS触发器时，以“钱学森”为例，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 

5.讲述主从 RS触发器时，引入团队中领导以及队员的作用，加强学生们的团队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