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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简易交通信号灯电路的设计与制作”项目为例，对问题的解决途

径进行了思考与探讨，在课堂教学中结合仿真软件与实物电器进行实践，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数字电子技术理论知识

的理解，增强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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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Taking the project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imple traffic signal circui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and carries

out practice with simulation software and physical circuit in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electron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Keywords: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在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大背景下，高职院校

需根据产业需求和技术发展来构建工科专业新结

构，更新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因此，高职院校相关

专业在确保理论够用、强化实践技能的总纲领下，

对课程安排也会相应地调整，增加学生实践的时

间。这就需要相应教师具有全局视野，不间断地更

新、整合课程资源。以理论为支点，以实践促发展，

以点带面，用面构体，实现立体多方位的知识、素

养养成和提升。

1 课程教学现状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中的重要

科目，是电子、通信、图像处理、多媒体技术等学科

的基础，也是电子、电气信息等诸多工科类专业必

开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原理与应

用结合紧密的课程[1]。目前，在该课程的教学中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

1.1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待提高

数字电子技术作为一门在电子学方面入门性

质的专业技术基础课，具有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

包含数字逻辑基础、组合逻辑、时序逻辑、555电路

等组成部分，内容多、逻辑连贯、理论性强。课堂上

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机械地模仿，部分学生学习

习惯、知识基础不太好，学习的主动性不强，容易

产生畏难情绪，导致后期跟不上，甚至完全放弃[2]。
根本达不到掌握理论够用、实践技能加强、理论与

实践综合应用能力提高的教学目标。

1.2 理论与实践脱节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理论知识概念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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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部分学生对课程实践不够重视、态度敷衍，

有些同学甚至完全不去动手；部分实验设备老旧、

场地空间受限；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不扎实、对实

验准备不充分[1]。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实践效果低

下，学生实践技能提升困难[3]。

2 综合应用性设计及教学实践
以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简

易交通信号灯电路的设计与制作”项目为例，此项

目包含了数字电子中应用广泛的知识点及部分基

本器件——组合逻辑、时序逻辑、555定时器（仿真

可选、实物必备）等，整个电路设计为“一个功能简

化的交通信号灯系统”，涵盖知识点全面，难度适

中，非常适合学生进行综合应用电路制作的操作

练习[4]。
2.1 简易交通灯功能要求

一个城市道路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如图 1所示，

路 1方向的车通行时，路 2方向的车应是禁行的；

路2方向的车通行时，路1方向的车应是禁行的。

图1 十字路口交通灯示意图

2.2 设计要求和功能描述

如图 1所示，十字路口南北方向路 1的红、黄、

绿的灯分别用R1、Y1、G1表示，东西方向路 2的红、

黄、绿的灯分别用 R2、Y2、G2表示。控制信号为“1”
时对应的灯亮，控制信号为“0”时对应的灯灭。

2.3 电路设计

2.3.1 抽象归纳

根据生活常识，十字路口红黄绿六个灯有四

种状态，对应路 1、路 2上各红黄绿三灯的亮灭状

态，如表 1所示（需要说明，这仅仅是一个简易功

能，与实际交通灯电路功能还有较大出入）。

表1 十字路口红黄绿灯亮灭状态

路1方向

R1

灭

灭

亮

亮

Y1

灭

亮

灭

灭

G1

亮

灭

灭

灭

路2方向

R2

亮

亮

灭

灭

Y2

灭

灭

灭

亮

G2

灭

灭

亮

灭

持续时长

40 s

4 s

40 s

4 s

根据计数器的知识，四个状态可以用一个四

进制计数器来描述，即用两个Q2Q1（或者一片十六

进制芯片）来加以实现，由表 1结合四进制计数器

可得到交通灯真值表如表2所示[5]。
表2 简易十字路口的交通灯真值表

输入

Q2

0

0

1

1

Q1

0

1

0

1

输出

路1方向

R1

0

0

1

1

Y1

0

1

0

0

G1

1

0

0

0

路2方向

R2

1

1

0

0

Y2

0

0

0

1

G2

0

0

1

0

2.3.2 推论结果

由表 2，根据所学的真值表写表达式，此表中

有六个输出，可得：

R1 = Q2Q̄1 + Q2Q1 = Q2
Y1 = Q̄2Q1
G1 = Q̄2Q̄1
R2 = Q̄2Q̄1 + Q̄2Q1 = Q̄2
Y2 = Q2Q1
G2 = Q2Q̄1
根据以上六个表达式，可以用仿真软件画出

电路图，如图 2所示（Q2Q1用两个触发器，也可以用

一片 74HC161实现，为简化连线，图中用的是

74HC161）[3]。此图中 74HC161 clock用同一个时钟

驱动，因此四个状态是等时间间隔的。

图2 十字路口红黄绿灯的四个状态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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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归纳、提升

2.4.1 时序逻辑电路

利用 74HC290或者 74HC160芯片完成 4、40进
制计数器电路，74LS153四选一数据选择器、数码

管加 74LS48显示译码（为简化设计没体现在电路

图中）完成显示0~9的电路，555定时器产生秒时钟

信号。

2.4.2 简易交通信号灯控制整体框架

根据系统功能及各部分的信号间传递、配合

关系，绘制出简易交通灯的整体结构框架，如图 3
所示。

图3 简易交通灯整体结构框架图

2.4.3 简易交通灯设计思路及仿真调测

在现实生活中，路口红黄绿交通灯的时间肯

定是不一样的。为了解决图 2红黄绿灯时间间隔的

问题，假设路 1的绿灯亮 40秒、黄灯亮 4秒，这时路

2的红灯亮；路 2的绿灯亮 40秒、黄灯亮 4秒，这时

路 1的红灯亮（这里设的是 40秒、4秒，这个时间可

以通过改变计数器电路任意设定）。因此只需要另

外设计不同时长的时钟来驱动图2中74HC161的2
引脚CLK信号即可。

解决思路：①40秒与 4秒可以用计数器简单实

现，计数器芯片用一个秒信号的时钟来驱动。②40
秒与 4秒两个信号作为时钟信号用四选一数据选

择器的四路输入（40秒与 4秒信号间隔开）来进行

切换，最后用数据选择器的输出触发 74HC161的
CLK，控制十字路口红黄绿灯的四种状态。③实现

电路如图 4所示，为了降低难度，秒时钟信号用的

是一个 50 Hz、5 V的信号源代替（若用实物电路搭

建、实现此简易交通灯功能，则需要用到 555芯
片）。④电路绘图仿真及测试，利用软件绘制电路，

然后连接成一整体电路并调测，应该遵循的基本

原则是：电路从简单到复杂，先搭建出一小模块功

能电路，调测使电路能正常工作，简单的电路功能

实现后，再把一个一个的小模块电路连接成为一

个整体，构成复杂电路；其次对信号的流向要做到

心中有数，这样在调测电路时对出现的问题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⑤搭建实物电路及调测，认识实物

器件及参数选择，调测实物电路应该遵循的原则

与仿真测试基本一样，特别注意的是：连接电路需

要反复确认器件、引脚、连线正确后才能加电；加

电的同时仔细观察电路有无异味、冒烟等情况，若

有则及时断电，找到问题症结并排除才能继续。

图4 整体简易交通灯仿真电路图

3 教学实践效果
通过简易交通灯的电路设计及调测，让学生

巩固强化各知识点，将知识孤岛互相联系渗透，灵

活应用并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让学生了解各知

识点如何联系，信号间配合协同实现一个系统电

路，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协同、实践动手能力

都得到锻炼与提升，进一步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知识的素质及能力[6-7]。 （下转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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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其职业核心胜任能力的一部分，而是否具备

社会责任意识和育人使命也是衡量一名教师是否

合格的重要标准。为此，高职教师应在课程思政与

混合式教学融合过程中不断培育和践行自身责任

意识，时刻牢记教师岗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将

教书与育人使命落到实处。

3.4 以教学内容为关键，增强混合教学实效性

其一，重新审视现有教材资源。从教学目标和

教学设计层面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突出强调思政

育人与专业课程教学的同向同行。在教材修订过

程中，高职院校可以邀请行业专家、高校课程思政

教研专家和校内专业骨干教师共同教研，为课程

思政与混合式教学的融合提供内容指导。其二，重

视课程实践资源的开发。课程思政和混合式教学

在实践性目标方面具有统一性，旨在为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对此，教师

在设计课程教学时应重视实践活动，与各行业企

业形成紧密关系，为高职学生实践锻炼提供更多

平台。比如江苏省某职业学院采用“线上自主学

习、线下面授辅导”和“线上虚拟仿真、线下实体实

训”的校企合作模式，在运用混合教学模式过程中

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丰富课程内容，同时使混合教

学手段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开展，极

大地推动人才培育新模式的形成。其三，突出强调

在线教学资源建设。高职院校应加快建设在线教

学资源库，制作更多能够帮助高职学生深化知识

和提升能力的视频教学资源，以契合高职学生学

习习惯，使其在多维一体的在线学习中获得良好

体验，提升自身思政素养。

4 小结
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融合催生出以混合教

学为代表的新型教育模式，有效改善了传统教育

教学过程中师生地位不平等的状况，打破了课程

思政工作的固有模式。高职院校作为培育新时代

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场域，将课程思政融入混合式

教学过程中，可采取以理念转变为重心提升院校

的重视程度，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形成完善的考核

制度，以胜任能力为依托打造高水平教育队伍，以

教学内容为关键增强混合教学实效性等措施，推

动二者的有机融合，强化高职院校育人成效。

【参考文献】
[1]孔翔,吴栋.以混合式教学改革服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初探[J].中国大学教学,2021(Z1):59-62.

[2]郜原,张岁玲,陈正军,等.“课程思政”在生物类专业课程混

合式教学中的实践探索[J].吕梁学院学报,2021(2):56-59.

[3]林宝霞,高阳，胡庆华.高职院校在线教学课程思政建设路

径探索[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69-73.

[4]张耀辉,陈献辉.高职院校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应用研究[J].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43-45.

[5]艾晴.混合式教学与课程思政在外语教学中的互促关系

及实现路径[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2(2):67-70.

4 结语
利用仿真软件、实物电路结合有效提高了课

堂效率和教学效果，同时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积极性，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实

践动手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形成系统的、综合的工

程素养。

【参考文献】
[1]吴泳.任务与项目驱动的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研究[J].湖南

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140-144.

[2]吴泳.利用Multisim对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的仿真分

析与研究[J].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3):6-10．

[3]王云.基于“理虚实一体化”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

革[J].高师理科学刊，2022(3):85-89.

[4]曹春雷.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初探[J].中国科教创新导

刊，2012（14）：94-95．

[5]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五版）[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6.

[6]张耀锋.基于Matlab仿真技术在电力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

用[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20（5）：38-42.

[7]高芳.基于信息技术的“理、虚、实一体化”教学资源建设

探讨[J].中国培训，2016（20）：155-156．

（上接第55页）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