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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理》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计算机组成原理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课程代码 2050214 课程学分 3 

课程学时  48 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16 

开课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物联网二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试 

选用教材 

《计算机组成原理》 谭志虎等  

ISBN 978-7-115-5580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 3月第一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计算机导论、数字逻辑电路 

课程简介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工程性、技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核

心专业基础课程，在计算机学科系列课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课程以

计算机内部总体结构为主线，涵盖数据表示、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

输入/输出系统等主要内容。详细讨论计算机组织结构、各主要功能部件的

工作原理、设计与实现方法。课程着力加深学生对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

整体化理解，建立硬件/软件协同的整机概念，并有效增强学生计算机系统

设计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具有知识面广、内容多、难度大、更新快的特点。针对应用型

本科生的已有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在教学中着重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点

的讲授。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的训练，使学生了解或基本掌握计算机

各大部件的组成原理、逻辑实现方法、设计方法及其互连构成单机系统的

技术，以达到教学目标。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学生应在掌握数字逻辑电

路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建议在《数字逻辑电路》和《计算机导论》课程

后选修。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5 年 2 月 

专业负责人 王磊（签名） 审核时间 2025 年 2 月 

学院批准人 矫桂娥（签名） 批准时间 202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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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理解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掌握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

指令系统、输入/输出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建立软硬协同的系统观。

能利用上述知识对计算机功能部件和计算机系统设计的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推理和分析。 

技能目标 2 

掌握计算机性能指标的评估方法、高速缓冲存储器的相关性能分析与计

算、指令格式的设计、输入输出系统等基本量化手段。能运用上述量化

方法对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备

验证解决方案的合理性的能力。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3 

关注计算机发展的新动向，不断学习新技术，结合我国计算机发展的

历史和面临的问题，增加学生的时代责任担当。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①熟悉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将其用于解决物联网工程中的设计问题。 

L0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①能够根据课程要求进行自主学习，认识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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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1 ③ M 

课程目标 1：理解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掌握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指令系统、输入/输

出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建立软硬协同的系统观。 

100% 

课程目标 2：掌握计算机性能评估方法、输入输出系

统等基本量化手段。能运用上述量化方法对计算机复

杂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

备验证解决方案的合理性的能力。 

100% 

课程目标 3：理解数据表示、数据寻址方式、指令格

式设计及执行的流程、高速缓冲存储器工作原理，能

利用上述知识对计算机功能部件和计算机系统设计

方案进行对比并选择合适的方案。 

100% 

LO12 ② H 课程目标 4：关注计算机发展的趋势，不断学习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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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 1 单元 计算机系统概论 

本单元主要内容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知识和概念，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计算机

系统的层次结构。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知道计算机系统软件与硬件的概念，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的主要组成

部分及主要性能技术指标；熟悉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了解不同层次的抽象特点；理解冯.

诺依曼机“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的基本思想。 

重点：计算机硬件系统的主要组成、计算机系统层次结构；冯.诺依曼机“存储程序和程

序控制”的基本思想。  

难点：CPU 性能公式及 CPU 性能评价方法 

课内实验：Proteus 应用 

课外阅读：阅读关于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的文献 

课外实践：要求学生下载主流性能测试工具，对同寝室多台计算机进行性能测试，并分

析性能测试结果。 

第 2 单元  数据信息的表示 

本单元主要知识点包括数据的机器级表示及不同数据表示的特点；机器数与真值的概念、

定点数与浮点数的表示；常见的数据校验方式（奇偶校验、CRC 校验）。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会机器数的表示方法，能正确写出定点数、浮点数以及非数值数据

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掌握常用校验码的形成原理。 

重点：补码及其性质；校验码的原理与特点。 

难点：校验电路设计方法 

课内实验：CRC 码生成校验电路的设计 

第 3 单元  数值的机器运算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是定点数和浮点数的加减运算方法；定点数加减电路的实现、溢出检

测及实现，定点运算器组成与结构。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会定点数的加、减法运算；知道浮点数的加、减运算的方法；理解

加、减法电路及逻辑运算电路的实现方法；理解定点运算器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重点：定点数加、减运算及其运算器的设计； 

难点：并行进位电路设计，运算器的设计。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算术逻辑运算单元（74LS181）的工作原理，并验证算术逻辑运算单

元 74LS181 的组合功能；学会补码定点加减电路的设计。 

课内实验：补码加减电路的设计、八位算术逻辑运算。 

第 4 单元 存储系统 



 SJQU-QR-JW-033（A1）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是存储系统的组成、主存的组织与操作、存储系统的层次结构、高速

缓冲存储器。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知道半导体存储器的基本结构、存储系统的分层结构所解决的问题。

能根据 RAM 芯片的外部特性实现芯片的互联技术。掌握高速缓冲存储器的工作原理以及主存

与 Cache 之间的地址映像方式； 

重点：RAM 芯片的互联技术、Cache 的工作原理、地址映象和替换策略。 

难点：RAM 芯片的互联技术；Cache 和主存的存储体系的工作原理与地址转换。 

通过实验加深对随机存储器 RAM 工作特性的理解，学会存储器数据的读写方法。 

课内实验：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实验 

第 5 单元 指令系统 

本单元的主要知识点包括指令格式、寻址方式、指令格式设计、MIPS 指令等内容。通过

本单元教学让学生认识到指令系统是硬件与软件的界面，指令系统的格式与硬件相关联，并

掌握指令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方法。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指令格式及各组成部分的作用；掌握指令和数据的寻址方

式；理解指令寻址方式的特点及实现机制；理解不同数据寻址方式的特点；掌握指令格式及

其优化设计的基本方法；理解 CISC 与 RISC 的概念及特点；理解 MIPS 指令格式及特点。 

重点：（1）操作数寻址方式，理解不同操作数寻址方式的工作原理与特点。 

（2）指令格式设计，能根据约束条件，设计指令格式。 

难点：综合应用操作码扩展、地址码优化和应用约束条件，进行指令格式的优化设计。  

第 6 单元 中央处理器 

本单元主要内容包括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及微体系结构、指令流程与数据通路、硬布线控制

器及其设计、微程序控制器及其设计。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熟悉中央处理器的基本功能及其基本结构；掌握指令周期的概

念，理解指令周期不同阶段的任务；掌握指令执行全过程的分析与数据通路分析与设计方法；

掌握微程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微程序控制器的设计方法；知道硬布线控制的工作原理及硬

布线控制器的设计方法。 

重点：单总线 CPU 结构指令执行过程的分析；理解指令执行的数据通路是控制器设计的

基础；微程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难点：微程序的设计。 

课内实验：数据通路实验 

第 7 单元  I/O 接口与外围设备 

本单元主要内容是外部设备与主机的定时方式和信息交换方式。通过本单元的学习知道

计算机系统常用输入输出设备；掌握外围设备与主机的定时方式和信息交换方式。掌握中断

的基本概念、中断请求与响应的原理与过程。 

重点：外围设备和主机的信息交换送方式、中断请求与响应的原理与过程。 

难点：中断机制的实现、输入输出方式的性能计算。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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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第 1 单元 √ √  √ 

第 2 单元   √  

第 3 单元 √   √ 

第 4 单元 √  √ √ 

第 5 单元 √  √  

第 6 单元 √  √ √ 

第 7 单元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 1 单元 课堂教学、课外阅读 表现、作业、考试 3 2 5 

第 2 单元 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表现、作业、实验、考试 4 4 8 

第 3 单元 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表现、作业、实验、考试 3 6 9 

第 4 单元 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表现、作业、考试、实验 4 2 6 

第 5 单元 课堂教学、课外阅读 表现、作业、考试 6  6 

第 6 单元 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表现、作业、实验、考试 6 2 8 

第 7 单元 课堂教学、课外阅读 表现、作业、考试 6  6 

合计 32 16 48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Proteus 应用 Proteu 工具软件的应用 2 设计 

2 
CRC 码编码、译码电路

的设计 

根据给出的生成多项式设计 CRC 码编码、译码

电路。 
4 设计型 

3 补码加减电路的设计 采用 74LS283 芯片设计补码的加减电路 4 设计型 

4 八位算术逻辑运算 
算术逻辑运算器 74LS181 的应用，验证其算术

逻辑运算功能。 
2 验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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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实验 

掌握随机存储器 RAM 的工作特性，学习存储器

读写操作的过程。 

 

2 验证型 

6 数据通路 
理解数据通路的概念，通过实验分析、观察数

据在数据通路中的传输过程。 
2 验证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从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和道德文化素养出发，课堂上根据需要适时适度穿插思政教学。并在

以下单元特别安排与课程相关的思政教学内容： 

第 1 单元 通过介绍我国计算机发展的艰辛历程、国际竞争环境和取得的成绩，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第 4 单元 结合半导体存储体的国际竞争、发展历程和我国存储器发展的规划，增加学生的时

代责任担当。 

第5章 结合经典机器指令系统，以龙芯、华为等 CPU 设计公司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境遇，激发

学生投身国产 IT 事业的使命感。 

第6章 结合国产 CPU 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技术、材料、工艺、EDA 软件等多方面的境遇，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激发学生投身国产 IT 事业的使命感。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1 50% 考试 20 22 58  100 

X1 20% 实验 40  40 20 100 

X2 20% 作业 25 25 50  100 

X3 10% 考勤、表现 25 25 25 25 100 

评价标准细则（选填） 

考

核

项

目 

课 

程 

目 

标 

考核要求 

评价标准 

优 

100-90 

良 

89-75 

中 

74-60 

不及格 

59-0 

1 1、2、3 卷面成绩 ≧90 89-75 74-60 <60% 

X1 3、4 

实验过程、实

验结果和实验

报告 

完成率≧86% 完成率≧70% 完成率≧60% 完成率<60% 

X2 1，2、3 作业 正确率≧86% 正确率≧70% 正确率≧60% 正确率<60% 

X3 1，2、3、4 
学习态度、出

勤、互动等 
学习态度端 学习态度尚 学习态度不 学习态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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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全勤、回

答问题-脑海。 

端正、迟到≦

2次、回答问

题-书本。 

够端正、缺课

1次或迟到≧

3次、回答问

题-部分正确 

端正、缺课≧

5次、回答问

题-不正确 

六、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