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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设计本着从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角度出发，是保证课堂教学成功的前提。文章以《计算

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中“程序的执行过程”一节的内容为例，基于软件生命周期模型的思想着重从计划、需求分

析、设计以及反馈等几方面进行分析描述。针对每一项理论内容都将给出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具体的设计了整节课的

授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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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innovative instance of teaching designs,from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quality,analyses the conten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cedures" in the course "the basis technology of computer 
hardware".This case will focus on several aspects to analysis and describe such as the sett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task and the choice of teaching strategies.Each of the theory will be given a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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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在总部修订的《军队院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价方案》的指

标体系中，增加了一个新的评价标准——课程教学设计。然

而课堂教学直接关系到课程的实施情况，而课堂教学设计是

保证课堂教学成功的前提之一[1]，因此必须加强课堂教学设计

的研究。那么课堂教学设计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哪些是关键

要素呢？又要如何设计课堂教学来体现出教员各自的特点与

个性呢？这些是教学评价为我们提出的新挑战，同时这也是

我们年轻教员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软件生命周期同任何事物一样，一个软件产品或软件系

统需要经历孕育、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等阶段，一般称

为软件生命周期。把整个软件生命周期划分为若干阶段，使

得每个阶段有明确的任务，使规模大，结构复杂和管理复杂

的软件开发变的容易控制和管理。通常软件生命周期包括可

行性分析与开发项计划、需求分析、设计(概要设计和详细设

计)、编码、测试、维护等活动，可以将这些活动以适当的方

式分配到不同的阶段去完成。

本案例将以简要的以软件工程的工程化思想着重从计

划、需求分析以及设计等角度从教学策略的选择、教学目标

的设置、教学任务的分析几方面进行分析描述。

2   计划方面(Plan)
在软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要确定软件的开发目标和

总的要求，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制定开发计划等，同样进行

教学设计的前提即是首先设置教学目标。

进行一节课的教学设计，不仅要了解本节课的目标，首

先要把握了解课程的总体目标。《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这

门课的整体教学目标通过理论学习，建立计算机硬件的知识

结构体系，学会把以前所学的计算机文化基础、电子技术、

计算机软件技术等知识运用到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学习中。通

过课堂讨论与作业，加深对CPU部件与整机系统两个层次、

计算机内部硬件逻辑组成及内部工作机制，能在学习的过程

中发现一些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另外，通过计算机

硬件发展史的典型事例及其在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中的重

要作用，激发对学习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兴趣。通过研讨式教

学方式，学员将进一步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敢于面对学习

中的困难，提高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总的

目标的指引下，再来定位本节课的目标，即掌握指令的执行

过程和相应的发展方向、最新技术。

3   需求分析方面(Requirement analysis)
软件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是由系统分析人员对被设计

的系统进行系统分析，确定对该软件的各项功能、性能需求

和设计约束，确定对文档编制的要求，对应到教学设计的过

程，即是分析教学任务，对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进行分析与

定位。

3.1   定位教学内容

教材是课程的载体。能否准确而深刻地理解教材，高屋

建瓴地驾驭教材，合乎实际地处理教材，科学合理地组织教

材，是说好课的前提[2]。本节课的特点，阐述计算机的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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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存储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及相关知识，比较抽象，为以后

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本节课的目标，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要

初步的理解微机的工作原理以及程序的执行过程，从宏观上

去体会计算机执行指令的过程。

说教材处理:精选教材内容，并合理地扩展或加深教材内

容，通过一定的加工将其转化为教学内容，即搞清各个知识

点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①处理的原则。

这节课教材分四个部分，把它重新整合为四个内容：

程序执行的一般过程。

CPU对内存的操作。

指令的执行过程；程序的执行。

程序执行技术的发展。

②重点的确定和依据。

本节课的内容主要由微机的工作原理和程序执行的过程

两大部分组成，重点定为程序的执行过程，其中又以指令的

执行过程为重点内容。确定的依据有两个，一是教材的知识

体系，微机的工作原理是程序设计的基础，而程序的执行过

程又是其中的重点内容，而指令的执行过程是程序执行过程

的核心内容，因此将它确定为重点。

③难点的确定和依据。

本节课的难点有两个，第一个是CPU对内存的操作，第

二是指令的执行过程。确定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教材

一个是学员。在教材方面，不管是CPU对内存的操作还是指

令的执行过程都比较抽象，理解起来相对有些困难，难以掌

握。由于学员之前接触是的计算机文化基础和计算机软件技

术基础这样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而硬件技术基础是新接触的

内容，并且纯属理论同时很抽象，所以学员同时接受这么多

知识信息的能力有限，另外记忆，想象空间事物的能力也有

限，所以把它列为教学难点。

④说教材处理上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

3.2   分析教学对象

对教学对象的分析主要从学员的知识能力水平以及学员

的心理、生理特点两方面入手，进而根据其特点采取相适应

的教学对策。

本节课是本硬件技术教材中的核心，对学员的情况做四

个方面的分析。

知识掌握上，前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软件技术基础相关的

基本知识，但却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会些许遗忘，另外许多学

员在这一方面没有总体的知识框架，所以应系统的去讲述。

心理上，引导学员认识到硬件技术是一门有意思的学

科，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生理上，学员比较年轻好动，注意力易分散，爱发表见

解，希望得到教员的表扬，所以在教学中应抓住学员这一生

理特点，一方面要运用直观生动的形象，引发学员的兴趣，

使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课堂上；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

让学员发表见解，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

此外，学员学习本节课将遇到一些知识障碍，如CPU对

内存的操作很抽象，学员不易理解，所以教学中应深入浅出

的分析，采取宜于理解的方式去体现。

4   设计方面(Design)
软件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是系统设计人员和程序设计

人员在反复理解软件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多个设该软件的结

构、模块的划分、功能的分配，以及处理流程，体现在教学

设计的过程中，这个阶段即可把握成教学策略的选择。

在课程设计的环节中，教学策略的选择处于很重要的位

置，其中包括说教学方法和说教学过程以及说教学理论。

4.1   说教学方法

本堂课总体上采取的是总分总的教学方法，从观察现象

到分析本质，逐层深入，易于学员理解。

首先通过问题引入，观察现象来让大家分析得出个结

论，从宏观上理解程序执行的一般过程；然后初步深入的从

微观上去学习指令的执行过程以及程序的执行过程。

通过计算机处理器发展的典型事例及其应用，认识计算

机硬件技术在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对

学习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兴趣。通过引导式教学方式，学员将

进一步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敢于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提高

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教学过程

4.2.1   发现问题(问题导入)

首先通过幻灯片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然后

打开任务管理器进行演示，让学员来观测当中的CPU利用率

和页面使用率(内存的使用情况)，了解其中的现象，然后在相

继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和影音文件，这时再来观测其中的变化。

程序执行的时候CPU和内存是工作着的，以此推出程序

执行的一般过程。

本节课的教学过程(图1)。

图1 教学过程流程图

   Fig.1 The flow chart of teaching process

4.2.2   分析问题

程序执行的一般过程。通过对上述过程的分析，总结出

这个程序执行的一般过程(图2)，程序在没有运行之前是放

在外存上，当要执行时就要双击，这时程序从外存调入到外

存。由此说明出各部件中重要的部件为CPU和内存(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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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程序执行一般过程图

Fig.2 The general process of program execution

CPU对内存的操作之前清楚了程序的执行是CPU与内存

间的数据频繁操作，但是CPU与内存间的信息是怎样传递的

一个过程呢？引出CPU对内存的两种操作－读操作和写操作

(图3)。

图3 读写操作过程

    Fig.3 The process of read and write

方法与手段：对读写操作过程进行动态演示讲解，使学

员更清晰明了的理解读写操作过程，使比较难理解的内容变

得容易。

指令的执行过程。程序的执行过程就是CPU对内存的读

写操作过程，那么具体CPU对指令如何来控制的呢？(衔接)有

此可以进一步去讲解指令的执行过程。

在该部分中大家观察到，在内存中存放的都是二进制代

码，是机器语言，操作起来很不方便，而在我们软件设计中

用的却是高级语言，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呢？引入汇编语言的

概念，用助记符的形式来完成与机器语言的一一对应。

方式与手段：通过在DOS下的debug调试软件进行现场演

示，去明白助记符与机器代码间的对应关系，通过一个题目

来具体的讲解指令的执行过程。

方式与手段：通过动态过程的模拟来讲解一条指令的执

行过程。

每条指令都是这样一条条的一步步去执行的，整个过程

就被分为各个独立的小部分，就像我们的生产车间一样(图

4)，把原料(数据)送到生产车间，加工完送出去，需要永久保

存的放到存储器，然后送到硬盘或显示器上显示，对应下来

就是取指令，分析指令(指令译码)，取操作数和执行指令。由

此下去一条条指令执行起来后就是程序的执行。

图4 指令执行过程示意图

  Fig.4 The process of instruction execution

4.2.3   解决问题

CPU执行指令内部就是这样一条条的去做的，有人就会

说这是不是效率太低了啊？当执行到后面的时候前面的部件

就空闲出来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去充分调动它呢？以此引出

流水线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发展，逐步出现了相应

的微处理器机，引出系列机微处理器程序执行的技术发展。

回顾计算机内部的信息流向问题，将整节课的内容穿了

一条线，理清脉络，这样最初抛出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2.4   思维拓展

80x86系列微处理器程序执行技术的发展以8086为基本。

4.3   教学理论

教学理论是课堂教学设计的本质属性。教学理论不一定

是一个单独的设计环节，可以贯穿在以上所有的环节中。

例如本节课的几个环节设计，首先将采用问题引入，

然后观察现象并采取图表示意法进行讲解，最后分析得出结

论，分析分为三步进行，第一，设疑。CPU利用率和内存的

使用情况发生了怎么的变化；第二，程序的执行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变化呢？CPU和内存的关系怎样呢？第三，解疑。

通过分析，得出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是程序未执行时放在外

存，二是程序执行时CPU和内存之间进行数据交换。这样设

计的目的有三个：第一，在学员动耳，动眼听课的基础上，

进一步达到动脑思考，动嘴说。第二，促进学员思维和表达

能力的发展。第三，使学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

而将这节课推向高潮。

5   结论(Conclusion)
课程教学设计作为教学评价的一个新的评价点，使我们

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3]。而课堂教学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本文尝试从教学目标的

设置、教学任务的分析以及教学策略的选择等几方面进行分

析描述，以软件工程的工程化思想来进行课堂教学设计。这

既是本人以一堂课为例进行的课堂教学设计的实践总结，也

是本研究的具体成果体现，由于实践应验较浅，还没有认识

的很彻底，以后会继续努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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