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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本科教学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Experiments in Computer Organization 

课程代码 INFO3L3008 课程性质 必修 

开课院部 信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周克峰 

课程团队 周克峰、唐猛 

授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学时 1/27 

课内学时 27 

理论 

学时 
0 

实验 

学时 
27 实训 

（含上机） 
 

实习  其他  

课外学时  

适用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 

后续课程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 

 
 
 
 
 
 
 

课程简介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是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实验课，

课程内容以计算机系统中五大功能部件的软、硬件组成、实现技术及其相互之

间的配合关系为主，通过对教学计算机系统的部分或全部功能部件的学习、设

计、调试和扩展，全面理解计算机系统及其各主要部件的基本原理、工作过程

及组成原理，更好地建立和巩固计算机系统的整机概念，掌握计算机系统的

软、硬件设计及调试的原理和方法。 

本课程软硬件结合紧密、逻辑关系严谨、时空关联复杂，是实践性、综合性极

强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教学以采用冯•诺依曼结构的教学计算机为例，安排了

预备实验、运算器实验、主存储器实验、控制器实验、输入/输出实验、中断

实验、整机调试和扩展实验等实验项目，内容覆盖了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主要教

学内容。采用教学计算机系统为主、虚拟仿真实验为辅的软、硬件结合实验方

式，要求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掌握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原理、组

成原理和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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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组成中关键逻辑电路的设

计和应用能力；运用实验平台设计并实现这些

关键逻辑电路的设计、验证、调试、纠错，以

及数据采集和处理。 

4.4 能客观地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

解释和评价，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对研

究方案进行验证与

评估，具有对现有

技术进行完善与创

新 的 初 步 能 力 。

（ 能 分 析 实 验 结

果） 

4、研究 

能够基于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的技术和

方法对复杂工程问

题 进 行 分 析 与 研

究 ， 包 括 设 计 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

据、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的

结论。 

2 目标 2：理解计算机系统基础的功能与层次化结

构、工作方式与软硬件组成；正确理解计算机组

成的指令系统与硬件结构的关系，以及指令序列

的程序化，具备运用命令/指令模拟和操作系统

级汇编程序组织、编写及分析调试能力。 

3 目标 3：深化对计算机系统组成的硬件电路结

构、软件监控系统，以及软硬件系统工作原理的

理解；能够根据系统功能需求，运用监控命令完

成计算机典型运算功能的指令序列设计。 

4 目标 4：建立计算机系统的系统化硬件、软件组

成思路。培养从各部件功能设计需求出发，逐步

从理解设计、扩充设计、验证设计，到实现完整

设计的综合设计能力。能够根据需求对计算机中

复杂（子）系统进行软硬件功能模块划分。 

5.1 理解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相关领

域常用的工具和

设备的原理和使

用方法，能够针

对计算机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开

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

源、现代工程工

具、软/硬件开发

工具、开源应用

程序， 对复杂工

程 问 题 进 行 分

析 、 计 算 与 设

计。（理解工具

原 理 和 使 用 方

法，能选择和使

用工具进行设计

和开发）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计算机相

关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开发、选择与

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

具、软 /硬件开发

工具、开源应用程

序，包括对计算机

领域复杂问题的预

测与模拟，并能够

理解开发技术和工

具的局限性。 

5 目标 5：实现对计算机主要子系统的硬件扩展和

软件编制应用，从系统化的应用度，完成各子系

统模块核心器件选型、逻辑设计和电路设计；实

现模块的系统性连接，设计复杂功能部件的软件

应用和测试。 

6 目标 6：具备计算机系统组成中系统及系统级功

能部件复杂逻辑结构的分析、调试能力；掌握计

算机系统组成中指令系统的设计原则、方法，以

及调试分析方法。 

7 课程目标 7：能够正确利用实验设备获得原始

数据；掌握对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通过对记

录结果的分析、加工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实

验结论；能采用准确、规范的语言（包括图

表）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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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 

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时 

 

教学方式 支撑课程目标 

1 内容：计算机组成硬

件关键逻辑电路设

计。 

重点：用硬件描述语

言描述逻辑关系；可

编程逻辑器件使用、

操作规范；实验要

求。 

难点：可编程逻辑器

件及硬件描述语言的

使用。 

理解用硬件描述语言

描述逻辑关系并编程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方

法；理解用

PLD/CPLD器件设计

并实现简单/复杂逻

辑关系电路，并完成

设计验证的一般方

法。 

0/3 实验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组

成中关键逻辑电路的设

计和应用能力；运用实

验平台设计并实现这些

关键逻辑电路的设计、

验证、调试、纠错，以

及数据采集和处理。 

课程目标 7：能够正确

利用实验设备获得原始

数据；掌握对数据的分

析处理能力，通过对记

录结果的分析、加工做

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实

验结论；能采用准确、

规范的语言（包括图

表）撰写实验报告。 

2 内容：指令的系统

级模拟实验。 

重点：指令系统与指

令的执行。 

难点：指令系统。 

描述指令系统基本指

令组中各指令的构成

分类、寻址方式、指

令操作、执行效果等

内容，运用基本指令

编写指令程序。 

0/4 实验 目标 2：理解计算机系

统基础的功能与层次化

结构、工作方式与软硬

件组成；正确理解计算

机组成的指令系统与硬

件结构的关系，以及指

令序列的程序化，具备

运用命令/指令模拟和

操作系统级汇编程序组

织、编写及分析调试能

力。 

课程目标 7：能够正确

利用实验设备获得原始

数据；掌握对数据的分

析处理能力，通过对记

录结果的分析、加工做

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实

验结论；能采用准确、

规范的语言（包括图

表）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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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容：监控程序与汇

编语言程序设计。 

重点：监控命令。 

难点：监控程序、实

验系统、仿真终端。 

 

理解教学机监控程序

的功能，运用监控命

令查改计算机内部信

息；设计编写几个典

型的汇编程序（子程

序），运行程序，总

结方法。 

0/4 实验 目标 2：理解计算机系

统基础的功能与层次化

结构、工作方式与软硬

件组成；正确理解计算

机组成的指令系统与硬

件结构的关系，以及指

令序列的程序化，具备

运用命令/指令模拟和

操作系统级汇编程序组

织、编写及分析调试能

力。 

目标 3：深化对计算机

系统组成的硬件电路结

构、软件监控系统，以

及软硬件系统工作原理

的理解；能够根据系统

功能需求，运用监控命

令完成计算机典型运算

功能的指令序列设计。 

课程目标 7：能够正确

利用实验设备获得原始

数据；掌握对数据的分

析处理能力，通过对记

录结果的分析、加工做

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实

验结论；能采用准确、

规范的语言（包括图

表）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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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容：运算器部件

实验。 

重点：运算器算逻

功能的实现、运算

器微指令、器件选

型与扩展。 

难点：运算器内部

实现、操控方式。 

分析并设计用手动控

制（脱机运算器）和

指令控制（联机运算

器）方式操控运算器

实现预期指定功能的

步骤/指令，提出可

选或改进方法。 

0/4 实验 目标 4：建立计算机系

统的系统化硬件、软件

组成思路。培养从各部

件功能设计需求出发，

逐步从理解设计、扩充

设计、验证设计，到实

现完整设计的综合设计

能力。能够根据需求对

计算机中复杂（子）系

统进行软硬件功能模块

划分。 

目标 5：实现对计算机

主要子系统的硬件扩展

和软件编制应用，从系

统化的应用度，完成各

子系统模块核心器件选

型、逻辑设计和电路设

计；实现模块的系统性

连接，设计复杂功能部

件的软件应用和测试。 

5 内容：主存储器部

件实验。 

重点：存储器的访

问与扩展。 

难点：存储器的逻

辑映射。 

分析教学机的存储空

间，运用合适的存储器

件选型扩展存储体；总

结存储器运行的时序信

号波形。 

0/4 实验 目标 4：建立计算机系

统的系统化硬件、软件

组成思路。培养从各部

件功能设计需求出发，

逐步从理解设计、扩充

设计、验证设计，到实

现完整设计的综合设计

能力。能够根据需求对

计算机中复杂（子）系

统进行软硬件功能模块

划分。 

目标 5：实现对计算机

主要子系统的硬件扩展

和软件编制应用，从系

统化的应用度，完成各

子系统模块核心器件选

型、逻辑设计和电路设

计；实现模块的系统性

连接，设计复杂功能部

件的软件应用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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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容：控制器部件

实验。 

重点：控制器的组

成和工作原理。 

难 点 ： 控 制 码 形

成。 

在观察验证层次上，

分析指令的执行效

果、执行步骤、使用

的控制信号、每一步

骤实现的具体功能；

在指令扩展层次上，

新增若干条新指令，

提出可选或改进方

案。 

0/4 实验 目标 4：建立计算机系

统的系统化硬件、软件

组成思路。培养从各部

件功能设计需求出发，

逐步从理解设计、扩充

设计、验证设计，到实

现完整设计的综合设计

能力。能够根据需求对

计算机中复杂（子）系

统进行软硬件功能模块

划分。 

目标 5：实现对计算机

主要子系统的硬件扩展

和软件编制应用，从系

统化的应用度，完成各

子系统模块核心器件选

型、逻辑设计和电路设

计；实现模块的系统性

连接，设计复杂功能部

件的软件应用和测试。 

目标 6：具备计算机系

统组成中系统及系统级

功能部件复杂逻辑结构

的分析、调试能力；掌

握计算机系统组成中指

令系统的设计原则、方

法，以及调试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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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容：输入输出部

件实验。 

重点：输入输出的

接口。 

难点：接口芯片的

使用。 

分析从串行接口输入

和输出数据的流程和

方法，运用扩展芯片

对输入输出接口进行

扩展，设计可选或改

进的单机、双机、多

机通讯方案。 

0/4 实验 目标 4：建立计算机系

统的系统化硬件、软件

组成思路。培养从各部

件功能设计需求出发，

逐步从理解设计、扩充

设计、验证设计，到实

现完整设计的综合设计

能力。能够根据需求对

计算机中复杂（子）系

统进行软硬件功能模块

划分。 

目标 5：实现对计算机

主要子系统的硬件扩展

和软件编制应用，从系

统化的应用度，完成各

子系统模块核心器件选

型、逻辑设计和电路设

计；实现模块的系统性

连接，设计复杂功能部

件的软件应用和测试。 

注：“学生学习预期成果”是描述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应具有的能力，可以用认知、理解、

应 用、分析、综合、判断等描述预期成果达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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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 成绩比

例(%) 
平时 报告 实验 

1 课程目标 1：掌握计算机组成中关键逻辑电路的设

计和应用能力；运用实验平台设计并实现这些关键

逻辑电路的设计、验证、调试、纠错，以及数据采

集和处理。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2 2 6 10 

2 课程目标 2：理解计算机系统基础的功能与层次化

结构、工作方式与软硬件组成；正确理解计算机组

成的指令系统与硬件结构的关系，以及指令序列的

程序化，具备运用命令/指令模拟和操作系统级汇编

程序组织、编写及分析调试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2 2 6 10 

3 课程目标 3：深化对计算机系统组成的硬件电路结

构、软件监控系统，以及软硬件系统工作原理的理

解；能够根据系统功能需求，运用监控命令完成计

算机典型运算功能的指令序列设计。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2 2 6 10 

4 课程目标 4：建立计算机系统的系统化硬件、软件

组成思路。培养从各部件功能设计需求出发，逐步

从理解设计、扩充设计、验证设计，到实现完整设

计的综合设计能力。能够根据需求对计算机中复杂

（子）系统进行软硬件功能模块划分。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4 4 12 20 

5 课程目标 5：实现对计算机主要子系统的硬件扩展

和软件编制应用，从系统化的应用度，完成各子系

统模块核心器件选型、逻辑设计和电路设计；实现

模块的系统性连接，设计复杂功能部件的软件应用

和测试。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4 4 12 20 

6 课程目标 6：具备计算机系统组成中系统及系统级

功能部件复杂逻辑结构的分析、调试能力；掌握计

算机系统组成中指令系统的设计原则、方法，以及

调试分析方法。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4 4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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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目标 7：能够正确利用实验设备获得原始数

据；掌握对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通过对记录结果

的分析、加工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实验结论；能

采用准确、规范的语言（包括图表）撰写实验报

告。（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2 2 6 10 

合计 20 20 60 100 

 

注：平时成绩包括期出勤、问答抽查和预习成绩，报告成绩包括实验报告和作业成

绩，实验成绩指实验操作及考查评价。 

 

 

 

 

五、教材及参考资料 

(必含信息：教材名称，作者，出版社，出版年度，版次，书号) 

[1]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指导》，自编，2015. 

[2] 《计算机组成原理》，唐塑飞，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 2版，ISBN：978-7-04-022390-

3 
 

 
 

大纲执笔人：周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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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各类考核评分标准表 
 

 

实验评分标准 
 

教学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 权重 

（%） 
 

90-100 
 

80-89 
 

60-79 
 

0-59 

课程目标 1：掌握计算

机组成中关键逻辑电路

的设计和应用能力；运

用实验平台设计并实现

这些关键逻辑电路的设

计、验证、调试、纠

错，以及数据采集和处

理。。（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4.4） 

基本自主完成

全部项目的逻

辑描述、可编

程器件的编

程、实验电路

安装、测试验

证，实验文档

完整齐备。 

在指导下才能

完成全部项目

的逻辑描述、

可编程器件的

编程、实验电

路安装、测试

验证，实验文

档记录完整。 

在指导下才能

完成部分项目

的逻辑描述、

可编程器件的

编程、实验电

路安装、测试

验证，实验文

档记录不足。 

未能按实验要

求完成指定项

目的逻辑描

述、可编程器

件的编程、实

验电路安装、

测试验证，缺

乏实验文档。 

10 

课程目标 2：理解计算

机系统的层次化组成、

功能实现、软硬件结

构、工作方式；正确理

解计算机指令系统，以

及程序化的指令序列，

具备运用命令/指令模拟

系统级汇编程序组织、

编写及测试、分析能

力。（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4.4） 

预先编制完整

实验步骤和指

令序列，准确

运用命令/指

令，明确指出

命令/指令执行

结果，归纳指

令操作和分

类。获得预期

实验结果。 

课堂组织实验

步骤，命令/

指令序列，正

确运用命令/

指令，说明命

令/指令执行

结果，解释指

令操作和分

类。及时判断

并更正出现的

错误。 

主动重复他人

实验步骤、命

令/指令或指

令序列。在他

人辅助下尝试

理解实验结

果。对实验中

的非预期结果

不能自主判

断。 

未能按照课程

要求提前准备

实验相关预

习，课堂实验

内容不明确、

未能按时完成

或未能提供实

验相关记录。 

10 

课程目标 3：深化对计

算机系统组成的硬件电

路结构、软件监控系

统，以及软硬件系统工

作原理的理解；能够根

据系统功能需求，运用

监控命令完成计算机典

型运算功能的指令序列

设计。（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4.4） 

正确区分硬件

电路、软件监

控和仿真终

端，解释系统

关系。正确使

用监控命令，

设计完整指令

序列，分析运

算功能，检查

命令/指令结

果，实验记录

完整。 

能够区分硬件

电路、软件监

控和仿真终

端，理解系统

关系，正确选

择监控命令，

设计指令序

列，说明运算

功能，解答命

令/指令结

果，实现预期

运算。  

能够在他人辅

助下完成监控

命令使用、指

令序列输入，

基本实现预期

运算。提供主

要实验记录，

不能自主修改

指令或改写指

令序列。 

未能按照课程

要求准备实

验，课堂实验

内容、步骤、

装置、操作不

明确、未能按

时完成或不符

合预期或未能

提供实验相关

记录。 

10 



11 

 

课程目标 4：建立计算

机系统的系统化硬件、

软件组成思路。培养从

各部件功能设计需求出

发，逐步从理解设计、

扩充设计、验证设计，

到实现完整设计的综合

设计能力。能够根据需

求对计算机中复杂

（子）系统进行软硬件

功能模块划分。（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4.4） 

 

掌握从部件功

能设计需求出

发的层次化设

计思路，理

解、验证功能

设计，并扩充

功能，独立完

成复杂系统软

硬件功能划

分。 

理解从部件功

能设计需求出

发的层次化设

计思路，在引

导下理解、验

证功能设计，

并提出扩充功

能思路，完成

复杂系统功能

划分。 

理解从部件功

能设计需求出

发的层次化设

计思路，在辅

助下理解、验

证功能设计，

并理解扩充功

能思路，理解

复杂系统功能

划分。 

未掌握从部件

功能设计需求

出发的层次化

设计思路，未

能完成复杂系

统功能划分。 

20 

课程目标 5：实现对计

算机主要子系统的硬件

扩展和软件编制应用，

从系统化的应用度，完

成各子系统模块核心器

件选型、逻辑设计和电

路设计；实现模块的系

统性连接，设计复杂功

能部件的软件应用和测

试。（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4.4） 

熟练掌握主要

子系统功能特

性，能够独立

根据系统部件

划分，设计各

模块电路逻辑

图，并完成各

模块之间的逻

辑连接和软件

应用与测试。 

掌握主要子系

统功能特性，

提示后能根据

系统部件划

分，完成各模

块电路核心逻

辑图，并完成

各模块之间的

逻辑连接和软

件应用与测

试。 

基本掌握主要

子系统功能特

性，提示后能

根据系统部件

划分，完成部

分模块电路核

心逻辑图，并

完成部分模块

之间的逻辑连

接和软件应用

与测试。 

未能灵活应用

主要子系统功

能特性完成系

统部件划分，

未能完成部分

模块电路的逻

辑设计，未能

完成各模块之

间的逻辑连

接、应用与测

试。 

20 

课程目标 6：具备计算

机系统组成中系统及系

统级功能部件复杂逻辑

结构的分析、调试能

力；掌握计算机系统组

成中指令系统的设计原

则、方法，以及调试分

析方法。（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4.4） 

 

系统/系统级部

件分析、调试

方法正确；独

立完成一条以

上的指令增

扩，达到预期

执行效果。 

系统/系统级

部件分析、调

试方法正确；

在指导下能够

完成一条指令

的增扩，指令

执行正确。 

系统/系统级

部件分析、调

试方法正确；

在辅助下能完

成一条指令的

增扩。 

未能合理分析

系统/系统级部

件，未能采用

合适的调试方

法；未能实现

指令系统增

扩。 

20 



12 

 

课程目标 7：能够正

确利用实验设备获得

原始数据；掌握对数

据的分析处理能力，

通过对记录结果的分

析、加工做出正确的

判断、得出实验结

论；能采用准确、规

范的语言（包括图

表）撰写实验报告。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4.4） 

正确、熟练的

使用相关实验

设备、模拟环

境，正确使用

器件技术手册

及其他资料，

能够完整提供

实验文档，对

实验记录进行

分析、评判，

独立撰写符合

规范要求的实

验报告。 

正确使用相关

实验设备、模

拟环境，能够

获取和使用技

术手册及其他

资料，能够提

供主要实验文

档，能够分析

实验记录，完

成符合规范的

实验报告。 

在教师辅助下

能够使用相关

实验设备、模

拟环境，完成

调试任务，观

察并记录实验

结果，提交与

实验吻合的实

验报告。 

相 关 实 验 设

备、模拟环境

不会使用或操

作 使 用 不 规

范，造成实验

设备 /系统损

坏，未能提供

实验文档，未

能提交实验报

告 或 报 告 敷

衍。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