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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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触发器

2.对应章节：第五章第 3 节

3.课程讲次：17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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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掌握基本触发器、同步触发器、 主从触发器、 边沿触发器

结构和功能，区分边沿触发和脉冲触发的的工作时刻和工作特点。

2.能力目标：采用对比分析法分析脉冲触发和边沿触发器的工作原理，掌

握其区别和特性，具有运用对比方法分析其实用电路的能力。

3.素质目标：通过触发的研究，通过无记忆功能的门电路和有记忆功能的触

发器对比，引入四种触发器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引导学生了解学习是需要积

累的，科技是需要积累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与技

能，帮助学生树立热爱专业及专业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求精，勇于

探索的工匠精神。

四、案例主要内容

本节课程触发器是构成时序逻辑电路的基础。内容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触发

器：基本触发器、同步触发器、 主从触发器、 边沿触发器。介绍了各种触发器

的机构，工作原理，特性表，重点学习脉冲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的应用。这些类

型的触发器是科技不断进步的产物，我们需要从现在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丰

富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增强专业技能，为后续紧密联系的时序逻辑电路打好基础。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计算机中既要有计算和处理二进制的部件，也要有存储二进制

的部件，例如計算机中的寄存器、内存。本次课程的触发器就是存储器件的最基

本构成单元，而我国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芯片消耗国。但目前国内

两大存储芯片巨头已经实现了崛起，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分别是长江存储

（YMTC）和长鑫存储（CXMT），我们的国产存储芯片可以有望率先实现 70%

的国产芯片自给率目标，极大地缓解我国需要大量进口芯片的尴尬局面，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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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格局造成重大的影响，一旦我们在国产存储芯片上实现了

自给自足，意味着那些海外存储芯片企业也将彻底结束在中国市场“躺着赚钱”

的历史。以此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增强“四个自信”，同时也鼓励

大家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为国家的科学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图 1 存储器件制造企业

2.教学方法：（1）采用讲授法讲授四种触发器的定义，工作原理及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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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触发器电路及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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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案例式，给出实际题，通过使用雨课堂互动形式给出问题答案，同

学互评检查方案结果。

图 3 触发器应用举例

通过无记功能的门电路和有记忆功能的触发器对比，引导学生明白学习是

需要积累的，科技也是需要积累的，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同样需要积累，“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需要从现在做起， 一点一滴地积累，丰富自己的知识与

技能， 将来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同时，要引导学生排解存在心里的不良情绪，

养成豁达心境。

六、教学反思

在本次课教学中，采用案例式教学说明触发器的原理以及应用，培养了学生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触发器设计能力，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思政素材，引

入我国存储器件发展情况，引导学生树立专业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

求精，求实创新精神。但教师团队的能力有限，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需要进一步

开发和挖掘思政元素，把课程思政的理念自然的融入在教学工作中，切实提高课

程的教学育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