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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综合实践》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中文）电子电路综合实践
课程名称

（英文）Electronic Circuit Comprehensive Practice

课程代码 2059120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2

开课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  大一

课程类别与性质 集中实践 考核方式 考查课

选用教材 自编教材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应用电路、数字逻辑电路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电子元器件的相关知识，电子元器

件包括有电阻、电容、二极管、门电路芯片等。工具学习，需要熟练

运用电烙铁，热风枪（属于焊接工具），能熟练地对元件进行拆卸和

安装，能使用万用表、示波器（属于测量工具）对元件的好坏，以及

在电路中元件是否工作进行判断。可以通过设计门电路实现抢答器/数
字时钟，通过软件仿真验证真伪，通过面包板完成实际线路调试，并

且可以独立完成插件元件（DIP）的焊接。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通过电子电路综合实践，使得学生在设计思想

和设计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的训练，培养其知识的综合能力和实际运

用能力，为今后的毕业设计和工作打下基础。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学生在应用电路和数字逻

辑电路的基础上学习。课程需要理解焊接和检测的基本理论原理，包括

不同焊接方法的原理、焊接工艺、检测方法等。能够进行简单门电路设

计。

大纲编写人
   

制/修订时间 2025.2.20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5.2.21

学院负责人
 

批准时间 202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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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掌握电子电路的相关知识。

2
学习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综合运用的初步经验，掌握电子电路设计的

基本方法、设计步骤，培养综合设计与调试能力。

3
学会集成电路在电子线路中具体应用的设计方法和性能指标测试方

法；

技能目标

4 培养实践技能，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鼓励学生发扬挑战创新的热情和不断奋进的精神。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①对软硬件系统设计遇到的问题能进行调研并明确相关约束条件，针对系统设计完成需

求分析。

LO4 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③能够对开发的系统进行分析和测试，能够对测试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针对软硬

件系统开发中的理论性和操作性问题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的

贡献度

LO3 ① M

2.学习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综合运用的初步经验，

掌握电子电路设计的基本方法、设计步骤，培养

综合设计与调试能力。

100%

1.掌握电子电路的相关知识。 20%

3.学会集成电路在电子线路中具体应用的设计方

法和性能指标测试方法；
40%

LO4 ③ H

4.培养实践技能，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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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与要求

（一）各实验项目的基本信息

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理论 实践 小计

1 电子电路综合实践 ④ 32 32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二）各实验项目教学目标、内容与要求

实验 1：电子电路综合实践

学生使用门电路（7SLS48、74LS90 NE555等）及其他基础电子元器件设计并实现

24小时制可调节的数字时钟和四人抢答器。

根据器件选型，在面包板中进行搭建，实现电路的基本效果。

在 PCB板中，焊接电子元器件、插座、芯片等，完成数字时钟的作品制作。

该实践课程旨在通过一系列动手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数字逻辑电路理论知识的理

解，提升其电路设计、搭建及焊接技能。主要内容如下：

1.电路设计阶段

根据理论课程中讲授过的：

数字逻辑基础：数字逻辑的基本概念，包括二进制数制、逻辑门（如与门、或门、

非门、异或门等）的功能与真值表。时钟原理：时钟的工作原理，包括计数器、分频

器、显示器驱动等关键组件的作用，等相关知识，设计数字时钟电路。

学生需根据所学知识，设计一个基于门电路和简单计数器的数字时钟电路图。这包

括确定时钟频率、设计分频电路以产生秒、分、时的计数信号，以及设计显示驱动电

路。

2. 面包板搭建阶段

器件选型与采购：基于仿真成功的电路，学生需列出所需电子元器件清单，并进行

采购。

面包板搭建：在面包板上按照设计的电路图，实际连接元器件，搭建数字时钟的物

理原型。此阶段强调正确的接线技巧和故障排查能力。

功能测试：对搭建好的电路进行功能测试，确保秒、分、时的准确显示，以及复

位、调整时间等基本功能正常。

3. PCB制作阶段

PCB制作与元件焊接：使用准备好的 PCB板制作作品。学生需自行焊接电子元器

件、插座、芯片等，完成电路的最终组装。

系统集成与测试：将所有焊接好的 PCB板组件集成在一起，进行最后的系统测试，

确保数字时钟的所有功能均正常且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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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实验项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实验项目名称
① ② ③ ④ ⑤

电子电路综合实践 √ √ √ √ √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通过介绍我国在数字逻辑电路和数字时钟技术领域的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豪感。提及我国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和领先地位，增强学生的国家认

同感和荣誉感。

强调实践在数字逻辑电路学习中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操作，提升动手

能力。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PCB板焊接过程中，强调质量意识和精益求精的精神，鼓励学生追求卓越，培养工

匠精神。

五、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总评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① ② ③ ④ ⑤
合计

X1 60% 课程设计制作 40 40 20 100

X2 40% 设计报告 50 50 10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