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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必修基础课

程，是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原理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后续课程的基础。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掌握二进制数制及编码、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

辑电路、脉冲信号的产生与变换、数模与模数转换器等基本内容，为学习后续课程

和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开发应用打下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掌握数字电路和数字逻辑的基本概念，理解各种电路

的基本原理，掌握分析和设计数字逻辑电路的方法，以及数字电路的实际应用。同

时，学生应具备分析、设计数字电路的能力，并能进行简单的数字系统设计。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精益求精，打磨工匠精神

2.对应章节：第四章



3.课程讲次：第四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一）、多功能数字钟概述

1.数字钟的概念；

2.数字钟的组成；

3.数字钟的特点。

（二）、数字钟的硬件设计

1.微控制器选择；

2.时钟芯片选择；

3.显示模块选择；

4.电源模块设计。

（三）、数字钟的软件设计

1.主程序流程图；

2.时钟芯片初始化和读取函数；

3.显示驱动程序编写。

（四）、数字钟的调试和使用

1.硬件调试；



2.软件调试；

3.整体调试；

4.使用说明。

四、案例主要内容

（一）、案例引入：展示一个多功能数字钟的实物，让学生了解数字钟的实际应用和

功能。

中国古代计时方法：1、太阳、 月亮和星星古代，人们仰望天空来判断时间。 太

阳显示日期，月亮显示月份。古巴比伦人把一天分成 24 个部分，也就是 24 小时。

2、沙漏沙子以均匀的速率从一个玻璃球流到另一个玻璃球。 3、机械钟（1 世纪）

第一台机械钟通过使用重物驱动转轮，带动指针计时。



图 1：古代几种主要计时方式

（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数字钟的硬件和软件组成，探讨设计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三）、案例模拟：学生分组，每组模拟设计一个数字钟，要求包括硬件和软件

两部分，并展示设计思路和实现方法。

（四）、案例总结：总结学生的模拟设计成果，指出优缺点，进一步强化数字钟

的设计与调试方法。



五、案例教学设计

为了加强思政教育的融入，《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可以采用以下案例教学方法和实践活动：

1. 鼓励学生参与编程实践：在数字时钟设计教学中，设置一些具体功能的任务，要求学

生通过硬件实现，提供机会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锻炼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2. 引导学生进行思想交流：在讲解计时器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鼓励学生讨论和交流，引

导学生从思想上去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思考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3.案例分析与讲解：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实际案例，对多功能电路调试步骤进行深入讲解，

同时注重学生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考和反思。

六、教学反思

本案例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和团队合作，使学生掌握了数字钟的设计与

调试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在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需要在后续教学中加强相关内容的讲解和实践。同时，我也意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

性，通过实际案例的引入和模拟，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

教学效果。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探索和实践更多实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

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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