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     总学时：60     总学分：4 

一、课程定位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在前期

修完《电路基础与仪表》、《模拟电子技术》等基础课程，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的前提下，学习数字逻辑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基本分析方法，数字逻辑电路

的特性、功能，分析方法及应用，为后续课程：《电子设计自动化》、《单片机

原理与应用》等提供数字电子电路相关技能知识。 

课程应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过程

中，在教学内容中融入职业技能鉴定的相关知识与技能，通过项目教学达到培养

学生自学能力和技能锻炼的目的，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达到服务技

能培养、增强就业能力的培养目标。该课程基于工作过程设置教学内容，通过理

论教学、实验教学、工艺实习、课程设计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的教学手段，使

学生系统地了解、熟悉和掌握数字电路的基本内容，根据工作过程掌握数字电路

的分析、设计、维护、装配等技能。 

二、职业能力要求 

1、能够正确识读电子电路图，完成数字电路的焊接、装配； 

2、具备查阅元件、电路资料的能力，并根据资料完成元件的应用和检修工作； 

3、能够分析、设计简单的组合、时序电路，达到分析电路功能和设计电路的

目标； 

4、了解数字设备的数据传输和运算基本原理，具备初步设计硬件电路的能力。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使用

万用表、示波器和仿真软件进行数字电路技术应用和调试的能力。 

1.素质目标 

（1）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再学习能力，具有借助产品说明书和技术手册查

阅有关数据和功能的能力，具有正确使用各种型号的数字电路芯片的能力； 

（2）具有阅读和分析电路图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 



（3）具有团结协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3）具有安全意识、质量意识、工程意识等职业意识。 

2.知识目标 

（1）了解各种进制（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及其转换方法； 

（2）掌握基本门电路的组成和表示方法，掌握逻辑代数的相关知识，掌握

数字电路的化简方法； 

（3）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4）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5）掌握 555 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电路的分析方法； 

（6）了解 A/D 和 D/A转换器电路工作原理。 

3.能力目标 

（1）能分析、制作和调试基本逻辑门电路； 

（2）能制作和调试组合逻辑电路； 

（3）能分析和调试时序逻辑电路； 

（4）能够分析和调试 555电路； 

（5）能够查阅相关技术手册，使用数字电路芯片。 

四、课程设计与教学设计 

“课程设计与教学设计”要点：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要求，确定如下主要

的学习内容。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参考学时 备注 

1 学习项目 1 数字电路及数字逻辑基础 12  

2 学习项目 2 多数表决电路的设计与制作 12  

3 学习项目 3 声光报警电路的设计与制作 12  

4 学习项目 4 数字钟的设计与制作 12  

5 学习项目 5 信号源的设计与制作 12  

合计 60   



1．学习项目1： 

（1）本学习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数字电路的特点、分类及应用，数制及

常用数制间的转换方法，逻辑函数的基本逻辑运算，复合逻辑函数，逻辑函数的

表示方法及相互转换，逻辑代数的基本定理及常用公式，逻辑函数的标准型式及

逻辑函数的化简方法。学习难点是：逻辑函数的四种表示方法和两种化简方法。 

（2）本学习项目的教学目标：掌握数制及常用数制间的转换方法，逻辑函

数的基本逻辑运算，复合逻辑函数，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及相互转换，逻辑代数

的基本定理及常用公式，逻辑函数的标准型式及逻辑函数的化简方法；理解常用

门电路的异形符号；了解数字电路的特点、分类及应用； 

（3）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的泛在学习教学模式，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合理运用微课视频、仿真软件、电

子实训仿真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和资源组织课堂教学； 

（4）授课教师应注意向学生介绍电子产品生产企业的相关工作标准，有条

件时可安排学生到合作企业参观实践。 

2．学习项目2： 

（1）本学习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集成逻辑门电路的功能和应用、组合逻

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学习难点是：集成逻辑门电路灵活运用、组合逻辑电

路的分析、设计。 

（2）本学习项目的教学目标：了解集成逻辑门电路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理解集成逻辑门电路的参数和特点，不同门电路之间的接口，掌握组合逻辑电路

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3）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的泛在学习教学模式，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合理运用微课视频、仿真软件、电

子实训仿真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和资源组织课堂教学。 

3．学习项目3： 

（1）本学习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常用组合逻辑器件、组合逻辑电路的分

析、设计方法；学习难点是：组合逻辑器件应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 

（2）本学习项目的教学目标：掌握组合逻辑器件的应用，能够根据需要选

择合适的组合逻辑器件，灵活运用组合逻辑器件进行电路设计； 



（3）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的泛在学习教学模式，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合理运用微课视频、仿真软件、电

子实训仿真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和资源组织课堂教学。 

4．学习项目4： 

（1）本学习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触发器电路、常用时序逻辑器件、时序

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学习难点是：时序逻辑器件应用、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

析。 

（2）本学习项目的教学目标：了解时序逻辑电路，并掌握触发器电路的应

用，能够进行简单的时序逻辑电路分析，并进行同步时序逻辑电路设计； 

（3）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的泛在学习教学模式，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合理运用微课视频、仿真软件、电

子实训仿真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和资源组织课堂教学。 

5．学习项目5： 

（1）本学习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脉冲产生与整形的原理、555定时器应用、

存储器、数模转换原理；学习难点是：555定时器应用。 

（2）本学习项目的教学目标：掌握555定时器的应用，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合

适555定时器电路，灵活设计各参数实现所需功能； 

（3）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的泛在学习教学模式，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合理运用微课视频、仿真软件、实

训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和资源组织课堂教学； 

5．学习项目6： 

（1）本学习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D/A、A/D转换器主要参数和技术指标，

D/A、A/D 转换器工作原理；学习难点是：D/A、A/D典型元件应用。 

（2）本学习项目的教学目标：能选择和使用 D/A、A/D转换器进行电路设计。

掌握 D/A 转换器主要参数和技术指标，典型产品及应用；理解 D/A 转换器工作原

理；了解 D/A转换器分类及电路结构； 

（3）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的泛在学习教学模式，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合理运用微课视频、仿真软件、电

子实训仿真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和资源组织课堂教学。 



五、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任务驱动、多项目教学、教学做一体

等，常规的自学辅导法、讨论法、演示法、参观法、调查法、实验法辅助教学,

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各类教学方法在不同内容的使用。 

实训环节承接先导课程《模拟电子技术》，首先由电子工艺实习选择数字万

用表的焊接与装配，展开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数字电子电路的同时，焊接一个

适用于今后学习的工具，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教师的基本要求 

1、具有双师资格 

2、较丰富的理论教学和电子产品开发经验 

3、能独立完成课堂讲授和项目教学 

4、具备电子技术全部学习领域的知识内容，除了熟悉该学习领域知识以外，

还要了解其他学习领域，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渗透各基础知识。 

七、教学条件的基本要求 

具备校内数字电子技术实训中心、图书馆、多媒体教室、网络机房、校外实

训基地、电子产品焊接装配实训基地、电子设计实验中心等。 

八、考核标准与方式 

课程采用形成性综合考核，理论与实践并重。其中：单元任务考核占20%，

期中考核占20%，学期末实操考核占30%，期末笔试成绩占30%。 

1、理论成绩 

（1）平时成绩（20%）：抛弃死记硬背的学习模式，加强对学生日常学习的

督促，着重考察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及素养，使成绩评定公正合理，根据平时作业、

考勤及课内设计情况评定成绩。 

（2）考核成绩（30%）：理论考试从试题库随机抽取，根据卷面情况评定成

绩。 

2、实训成绩 

采用“考核评价过程化”的考核评价方法。将考核评价贯穿于整个实训过程

之中，帮助学生初步获得总结、反思及自我反馈的能力。课程组采用“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教师总评价”相结合的过程评价法，将学生学习与工作态度、工作习



惯、工作安全、施工现场的管理、团队协作等结合在实训过程中，培养学生对学

习和工作任务进行反思并进行改善的习惯。 

（1）教师评价（30%）：教师在授课或在学生实训过程中，通过学生的表现

和任务完成情况打分。 

（2）自我评价+小组评价（20%） 

九、学习资源 

1、教材选取的原则 

选用优秀新版教材或选取以项目为载体的任务驱动理论实践一体化教材。 

2、推荐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项目教程》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牛百齐主编 

3、参考的书目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阎  石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于晓平 

4、学院教学资源库内容简要说明 

该课程为我院省级精品课程之一，建有比较完备的数字化资源可供教学和学

生学习使用。 

十、编制依据及其他说明 

1、该课程标准依据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调研报告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 

2、合作企业：中兴协力（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修订日期：2021年 7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