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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梁宁利

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校级一流课程 开课年级 大一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课程总学时 80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是电类学科核心基础课。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逻

辑代数基础、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

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以及数/模和模/数间的转换电路等。课程要求

熟练掌握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三个基本要求之外，

课程还要求有项目设计和工程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课程 2021 年被评

为校级“线上线下一流课程”。

课程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通过价值引领、知识探究、素养培养、思维训练，

创新能力等育人理念进行人才培养，其中以学生实践和创新设计能力培养为核心

目标，让学生从“懂知识”到“会设计”，成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

人才。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计数器设计

2.对应章节：第六章第 3 次

3.课程讲次：24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进制计数器的设计方法，能够完成两位计数器计时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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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目标：能够熟练运用 Multisim 进行计数器设计电路仿真，具备独立运

用 74LS161JI 进行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的能力。

3.价值目标：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勤于动手的能力，团结、协作、互助的工作

作风。回顾科学发展史，对标计时方法，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坚定科

技创新的信念。

四、案例主要内容

本节课程以计数器电路设计知识单元为例，梳理我国自古到今的计时方法，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兴趣爱好、 现有的探究能力有适当的

评估，进行混合式教学的设计。本次教学的具体内容是利用集成器件 74LS20、

中规模集成器件 74LS161 进行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并利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同时分析影响计时器计时精度的因素，强调电路设计应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误差累积效应，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良好职业素养。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发布雨课堂预习资料和任务，分析预习结果，梳理我国自古

到今的计时方法，引入计数器设计。

图 1 计数工具变迁

根据预习提出的问题，和老师积极互动，从中国古代最早的计时器“奎表和

日晷”引入，引导学生知晓漏刻、水 浑天仪等中国古代计时工具，提问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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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理。明确计数与计时的关系。弘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培养创

新思维，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

回顾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方法，强调多位进制计数器的精度问题。

图 2 精益求精、工匠精

通过分析影响计时器计时精度的因素，强调电路设计应避免“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的误差累积效应，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良好职业素养。

2.教学方法

（1）以问题为导向，以实际设计案例为例，采用讲授法实现不同的进制计

数器电路设计，并进行仿真。

图 3 计数器逻辑功能

16 进制计数器 74LS161 构成任意进制计数器

任务 1：给定频率为 1HZ 的脉冲信号，用 74LS161 设计 16 进制计数器设计任

意进制的计时器 M，M 可分为小于 N 和大于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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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的情况

在 N 进制计数器的顺序计数过程中，若设法使之跳过（N－M）个状态，

就可以得到 M 进制计数器了，其方法有置零法（复位法）和置数法（置位法）。

（2）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给出任务，采用雨课堂互形式给出答案，教

师评价

图 2 任意进制电路设计实例

任务 2：完成上课发布的任务，使用投稿功能，每个人独立完成，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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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位计数器设计练习

六、教学反思

在本次课教学中，首先通过情境创设，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再通过课

堂练习和互动，使学生掌握计数器设计的关键问题并能进行实际的练习，强调电

路设计应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误差累积效应，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和良好职业素养。

本门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坚持

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效。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上要注重如盐 化水、润物无声 ，效果上则应力求画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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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星火燎原 ，要在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和科学伦理教育的同时，培养学生探索

未知、 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强国志和报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