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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课程是通信、自动化、物联网等电子

类学生学习的专业基础课，课程的教学效果将影响

到学生专业课程学习习惯的养成，实验操作技能、

专业综合技能的提高，同时此课程也是提高学生的

动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工程问题能力的

一个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对此课程十分重视，也对

课程进行了很多的设计与安排。但因现今高校经历

扩招后，学生基础差，实验设备不足，加上实习经费

紧张，使得该课程在具体实施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

足。基于本课程学生应该掌握的专业技能目标，很

多教学一线的教师对本课程的教学进行了众多探

讨和研究，希望通过适当的改革创新以提高课堂的

教学质量、课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达到提升学

生分析、综合解决问题及创新的能力[1]。本文依据教

学实践，针对本课堂的现状、现有的教学内容及方

法进行创新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1 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现在电子技术的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1）从教

学方式看：利用计算机技术等手段进行多媒体教

学，例如，PPT 课件授课，这大大地提高了教学的效

率，但同时也存在着与实际生活应用结合不够，学

生参与度不高，不能很好地调动课堂气氛等问题。

2）从教学模式来看：现今的教学比较多还是采用传

统模式，以理论学习为主，辅以一定的实践操作训

练，电子技术实验环节依附于相应的理论课程，并

且实验内容基本为验证型[2]。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第 19 卷第 1 期

2020 年 3 月

Vol.19 No.1

Mar.2020

基于Multisim 仿真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及实践

【摘要】文章利用 Multisim 仿真软件对电子技术课程的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创新改革，搭建一个从理论到实践、教学练、

设计、测试多维度相结合的学习环境，通过课程内容由一个个相对简单的点、串为一条线、再到拓展为面的探讨，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促进专业技能的训练提升，让学生逐步深入掌握课程知识，为后期掌握专业技能打好基础。

【关键词】电子技术；课程设计；Multisim 仿真

【doi:10.3969/j.issn.2095-7661.2020.01.026】

【中图分类号】G712；TN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61（2020）01-0087-03

Cours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Based on Multisim Simulation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015）

吴 泳，周子杰

Abstract：In this paper, Multisim Simulation software is used to innovate and reform the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and to build a learning environ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ombining teaching, learning, practice, design and test.

The course contents can be discussed from simple points to complex ones. In this way,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can be trained and promoted. Students can gradually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later master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Keywords： curriculum design; Multisim Simulation

WU Yong, ZHOU Zi-jie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15)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

2019-11-21

吴泳(1970-)，男，湖南江华人，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实验师，硕士，研究方向：电子与物联网。

2018 年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立项课题“基于技能竞赛的高职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学生职业核心技能培养研究”

(课题编号：XJKX18B320)。

8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9 卷

学生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材上有什么，

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疏于思考和分析，教师作为主导者没有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学习效果[3]。

对电子技术课程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可以通

过构建电子技术课程学习情境，综合考虑各方面的

因素，借助各种教学方法（板书、口述、多媒体和仿

真软件等），对教学内容进行细化、调整创新，从而

实现教、学、练的有机融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基

础、专业素质、学习水平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结合不

同教材对学生因材施教，也可以把生活中用到的实

例融合到教学过程里面。借助超星平台、仿真软件

Multisim，对电子技术的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

电子仿真软件为本课程的教、学、练、设计、测试等

多层次有机融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Multisim

软件具有强大的虚拟实验室功能，拥有上万种不同

的虚拟电子元件，并自带多种实验测试仪器、仪表

及一系列的分析手段，学生只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仿

真软件，就可以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制，

快捷便利地完成课程内容的搭建、测试、仿真并完

成最初设计任务[4]。

本文从培养学生的电路设计、搭建电路的实践

能力、提高学生学习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着手，精心

设计、整合课程内容，应用 Multisim 设计，测试电

路，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图 1 计数、显示及最小项译码的总方框图

以计数、显示及最小项译码电路为例，图 1 是

计数、显示及最小项译码的总方框图，是各个小功

能模块之间的拓扑图。图 2~ 图 5 为图 1 每个小方

框中的具体电路原理图，图 6 为把各个方框连接起

来的总电路原理图，为了适当降低难度把 555 定时

器波形产生电路用仿真软件里面的信号源代替。

从电子技术课程综合性的角度，对数电基础知

识和数字系统内容进行整合、重组、优化。主要内容

包括：数字电子技术的一些基本概念、最小项译码

电路、触发脉冲、计数器、译码器等，注重基础知识

的掌握，先简单再综合，组成一个相对独立但又相

互之间有联系的系统结构，引导学生进行电子技术

知识的学习。通过较多插图、实际应用电路来强化

基础知识的理解与学习。

2 构建由简单到综合的多层次学习情境，打

造全方位多空间学习环境

2.1 学习及仿真单个知识点的原理，遵循先易后难

原则

每个小方框只有一个知识点，把电路原理弄清

楚相对比较容易，也更适合现在学生的学情[5]。学生

在弄清楚原理的基础上，根据芯片功能，把各方框

的功能在仿真软件里实现（仿真）出来，可以在软件

里调整电路参数并查看仿真结果对与否，同时在绘

制调整电路的过程中更好地加深对相应知识点的

理解及应用。如通过适当引导让学生用 74HC161

接成一个 8 进制计数器图，可以选择清零法或者预

置数法加以实现；再比如用 74LS48 译码电路实现

二进制代码到十进制数码显示译码的功能，可让学

生接四个开关引入四位二进制代码，看看经过

74LS48 译码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而只输入低位

的三位二进制代码又会是怎样。经过引导，学生思

考后练习，借助软件搭建出电路进行测试，测试结

果直接显示出来，学生通过结果的对比，再结合原

理进行思考分析，就能理解更多知识内容，对本课

程原理的深度和广度将会有更好地拓展。

图 2 8 进制计数器图

如图 2 所示用 74HC161 接成一个 8 进制计数

器图，电路中是用的清零法来实现 8 进制计数的功

能，74HC161 的 CLK 信号脚直接用了软件自带的

信号源 XFG，也可以用 555 加合适的外围电路产

生信号。

图 3 8 进制计数器图

如图 3 所示，用 74HC161 接成一个 8 进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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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器图，电路中是用预置数法来实现 8 进制计数功

能，74HC161 的 CLK 信号脚连接到软件自带的信

号源 XFG 输出。

图 4 74LS48 译码电路图

如图 4 所示是用 74LS48 译码电路实现二进

制代码到十进制 0~7 八个数码译码的功能，其中

通过 J1~J3 三个开关的不同位置组合来实现

74LS48 中 A、B、C 三位二进制代码的输入（D 引脚

直接接地输入为 0），74LS48 实现译码并通过七段

数码管显示相应 0~7 的数字字符。

图 5 74LS138 译码电路图

如图 5 所示，用 74LS138 译码电路实现三位

二进制代码编译为最小项的译码功能，其中通过

J1、J2、J3 三 个 开 关 的 不 同 位 置 组 合 来 实 现

74LS138 中 A、B、C 三位二进制代码输入，74LS138

上的 y0~y7 分别为 A、B、C 三个变量的对应最小项

的“非”，y0~y7 各自直接外接指示灯，y0~y7 中只有

输出低电平的指示灯没点亮，加电后仿真结果一目

了然。

2.2 各知识点整合成一个系统，实现知识的内化和

综合提升

在学生把前面小方框图弄清楚的情况下，引导

学生把割裂的知识联系起来，如组成的计数器中

74HC161 的 QA~QD 输出就是四位的二进制，而

74LS138 译码电路的 A~C 是二进制的输入，具体

怎么接线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接线后要去思考为

什么这样接？其它连接会怎么样？在尝试中可以触

类旁通，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让学生根据已有的

知识多思考，而且还可以尝试其它的电路连接，防

真软件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尝试及试错的条件。

图 6 计数、显示及最小项译码电路综合后的总电路图

图 7 去掉 U5 的总电路图

图 6 电路图中把八进制计数器的输出接到

74LS138 译码电路中 A、B、C 三位输入。图 6、图 7

中，把图 6 中的 U5 拿掉（U5 的七段数码管是内部

包含了译码显示的功能，与 74LS48 数码管显示译

码电路实现二进制代码到数码管十进制数码显示

功能完全一样）代替 U5 的显示 0~7 的功能。

3 结语
利用 Multisim 仿真软件对电子技术课程内容

进行创新改革，学生实现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学习，

能够提高学生自信心，激发学生自我能力提高的内

驱力，引导学生在电路搭建测试等环节进行容错试

错的过程中探究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素

养，由“知其然”后更深入到“知其所以然”。这有利

于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深度，提高学生的综

合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同时充分调动同学们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求知欲

望，更好地促进学生转变被动学习的状况，提高学

习效率。随着电子技术课程建设与改革的逐步深

入，将对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各环节进一步地优

化，整合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使本课程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 （下转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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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绩评定客观性和可行性，有助于多元化全过

程自动精准评价的实施。

4 结论
综合实践教学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

环节。ERP 课程综合实践教学注重学生多学科、多

领域、跨专业之间的知识交叉和融合。ERP 课程既

体现了面向供应链的管理思想，其本身又是信息化

集成的管理软件，涉及到多个学科理论体系和业务

流程的实际操作，是培养财经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的良好途径。只有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实际的企业

运营和管理决策，辅以教师和学生的团队协作，才

能增强学生获得感，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应用

于高职教育的移动学习，带给了学生学习的便利

性、知识的海量性、时间的随意性等学习体验，丰富

了高职教育的实现形式。[5]移动学习有效解决了学

生学习碎片化时间问题，满足了学生个性化需求，

增强了学生学习获得感，推动了全时空自主学习习

惯的养成，也解决了 ERP 课程学习内容广度和深

度协调问题和课程评价的多元化客观性问题，最终

满足了企业多样化的需求，做到“以需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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