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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仿真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李春艳

红河学院工学院　云南蒙自　661199

摘　要：针对工程教育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分析了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学现状，对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根据工程认证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课程目标，围绕目标整合

教学内容，并体现高阶性和前沿性。综合运用仿真演示、以题串点、课堂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课程注重过程

性考核，形成能力提升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经过两轮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基于仿真的计算

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升学生的计算机系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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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status of the computer composition principle course, and reform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of th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course objectives, around the objectives of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reflect the advanced 
and cutting-edge. We use the simulation demonstration, the problem, the class report,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to teach; 
The curriculum pays attention to process assessment, forming a diversified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at attaches equal importance to ability improvement and knowledge assessment. After two rounds of teachi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mputer composition principle based on simulation stimulat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mproves their computer system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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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核

心基础课程，在计算机学科系列课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

作用。课程以计算机基本组成部件为主线，内容涵盖数

据表示、运算器、控制器和存储器等主要内容；详细讨

论计算机的组织结构、各主要功能部件的工作原理、设

计与实现方法，加深学生对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整体

化理解，建立完整的计算机整机概念。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内容比较抽象，既涉及核心理

论的原理学习，又涉及各功能部件的工作原理。因此，

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不利于学生理解计算机部件的工作原理。基于仿

真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心，综合

运用仿真演示、以题串点、课堂汇报等多种教学方法，

通过仿真演示和小组讨论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增

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现状

1.1 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兴趣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涵盖大量核心理论，知识点多，

内容抽象；另外，课程具有一定的学科交叉性，需利用

数字逻辑的相关知识实现功能部件的设计，进而理解计

算机各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因此，在“老师讲，学生听”

的教学模式下，尽管老师准备了精美的 ppt，采用动画、

案例、类比等方法进行教学，但学生还是听的云里雾里，

他们仍旧反映课程内容难懂，做题时不知从何下手。这

说明即便教师讲的再多，学生还是没有掌握大部分关键

知识点。在听不懂、不会做的情况下学生严重缺乏成就

感和获得感，久而久之也逐渐失去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甚至产生畏难、厌学情绪。

1.2 验证理论的实践相对滞后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包含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

分，实验教学部分课时少，通常安排在后半学期完成。

理论教学主要围绕运算器、存储器和控制器展开，重点

阐述核心理论和基本原理，这些内容不仅抽象，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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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涩难懂。若教师讲授的相关知识未得到及时验证，那

学生的学习效果将大打折扣，更不利于学生深入理解计

算机硬件系统。

1.3 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差异较大

 从学生的作业和实验检查过程看，整个教学班中只

有少数同学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实践能力。他们能自主建

构知识体系，将多个知识点融会贯通，并在实践过程中

体现一定的创新性。而大部分同学学习基础虽然相对扎

实，但不擅长利用图书和网络资源获取知识，学习能力

有限，需要进一步引导和练习。少数同学学习能力较弱，

学习基础一般，学习积极性不高，不能主动、独立完成

作业和实验。

鉴于上述教学问题，课程组着手对计算机组成原理

课程的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进行改革，

从而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2.1 确定课程目标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一门理论性、技术性和实践

性都很强的专业基础课程，结合工程认证要求和人才培

养目标将课程的目标确定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

目标。知识和能力目标主要围绕课程内容、工程认证要

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而价值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勤学

好问、刻苦钻研、求真务实、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

2.2 整合教学内容

围绕课程目标确定课程教学内容。课程的主要知识

模块包括数据信息的表示、运算器、存储系统和中央处

理器。这些知识数理逻辑较强，内容抽象、难懂，很难

把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建立联系。因此，教学内容除教

材知识外还应增加行业背景介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仿

真演示，适当增加最新行业动态，引入与之相关的行业

案例，这样既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帮助学生理

解基础原理的重要性。

2.3 改进教学方法

组成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既包含数据演算、算法推

理、逻辑电路设计，也包括各部件的结构、工作过程和

实现方式。因此，课程综合运用仿真演示、以题串点法、

课堂汇报等多种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过程，根据教学内容

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实现预期的学习效果。课程的主

要教学方法有：

（1）仿真演示法

采用仿真演示方法介绍控制器、指令等部件的工作

过程。通过直观演示学生对这些抽象知识产生具体认知，

使抽象的原理变得更加具体，更容易理解。图 1 是 1 位

全加器工作原理的仿真演示。仿真演示能直观说明部件

的工作原理，让抽象的原理不再晦涩难懂；另外，仿真

演示能及时验证相关知识，通过动态的演示使学生深入

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

率。

图 1 仿真演示 1 位全加器工作原理

（2）以题串点法

使用综合案例将多个知识点和内容串联起来，在解

题过程中引入重点内容和相关知识点，通过解题来认识、

理解、掌握这些知识。以题串点方法能加深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和应用，在解题过程中产生成就感和获得感，

从而提升学习兴趣。

（3）课堂汇报与分组讨论法

鉴于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差异较大，课程采用课

堂汇报和分组讨论法带动更多学生自主学习，构建自主

知识体系。教师与学生不管是在知识、经验和实践能力

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教师与学生的交流

会存在一定的障碍；而同学间却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

的想法、思维和语言描述更能被其他同学理解和接受。

因此，同学间的交流学习能让他们更好、更快地接受、

吸收并掌握相应知识。课堂汇报与分组讨论促进同学间

相互学习，并能自然地将其他同学带入学习活动中，在

互学互问的过程中逐渐养成刻苦钻研、求真务实、勤学

好问、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

2.4 改善评价体系

课程考核既能检查学生的学习质量，又能检验教师

的教学效果，帮助教师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

另外，课程考核评价方法应综合考虑学生学习的质量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结果给出一个客

观公正的评价，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采用可量化指标的多维度评价

体系，即学生综合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期中成绩、实

验成绩和平时作业这四部分组成。期中、期末成绩主要

是阶段性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属于结果性考核。平时

作业和实验侧重于考查学生在各个学习阶段对某些知识

的掌握情况和学习效果，属于过程性考核。期中、期末、

平时作业成绩按照参考答案评分标准进行评定；实验成

绩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运用能力，侧重过程——主

要考查学生是否能清晰表述实验的设计思路，是否能正

确、完整阐述实验涉及的相关知识和原理，并对实验进

行简单的电路分析。实验成绩的考核评价标准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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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考核评价标准

实验名称 评分项目 标准 分值 得分

电路图 实验电路正确、简洁 10

设计思路
清晰表述实验的设计思路；正确、完整阐述

实验涉及的相关知识和原理
35

电路分析
分析各部件的功能（输入、输出、控制信号），

综合各部件阐述电路的工作过程
35

重难点 实验重难点明确 10

实验准备 准备充分，表述清晰流畅 5

延伸 体现了对本次实验的回应和深化 5

三、实施成效

基于仿真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改革对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这四个方面进行改

进。课程围绕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整合、适

当增减教材内容，挖掘思政元素。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合

理选择教学方法，灵活运用仿真演示、以题串点、小组

讨论等方法组织教学。课程教学模式由教师授课为主的

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多的学生

愿意配合教师完成教学活动，学生能主动提问，大胆阐

述自己想法和见解；从最初的害怕、紧张，甚至不愿意

参与到后期的从容、自信、积极参与，从最初的不知讲

什么、该如何讲到后期的主题明确、思路清晰和创新思

考。这些转变说明学生逐渐喜欢上该课程，并产生了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多次汇报和小组讨论后同学间的

学习和实践能力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个别同学自行组织

了团队，利用团队分工和协作完成综合课题，有较强的

团队合作意识。

四、结语

课程从现存的教学问题出发，经过改进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逐步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教师更

多的时候是从教师的角度描述问题、分析问题，用教

师的思维方式灌输学生，而这种方式学生未必乐于接受

和喜欢。因此，“教师主导，学生主演”的教学模式才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现。

学生主动学习需要教师的主导，即教师要做好课程导

演——选择合理的教学内容、恰当的教学方法、完善的

评价体系。在教师的导演下学生发挥自主能动性并构建

知识体系。这种方法有效调动了大部分同学的学习积极

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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