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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课程存储器扩展教学的改进

唐伟强

(兰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信息工程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本文对微机原理课程中存储器扩展的教学进行改进。针对该部分内容教学的现状及存

在的不足，提出了以追本溯源为出发点，由浅入深的教学改进方法。实践表明，改进之后的方法能极大地提升学生对问题

的理解，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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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课程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技术基础

课，它涉及电、机、磁、光等多方面的知识，为设计微型计

算机控制系统打基础，同时也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做准备。

具体而言，通过该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微型计算机

的工作原理、中断系统、存储器和I/O端口结构，能够设计

基本的接口电路及编写有关程序等。

我院开设的微机原理课程主要面向信息类专业，主要

有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另外，对与非电

专业，如机械，流体等专业，该课程的内容和学时会进行适

当调整，以适应专业的需求。存储器扩展是课程的一个重

要内容，这是因为8086/8088 CPU内部没有存储器，所以基

于这类CPU的控制系统，必须构建一个存储器系统，以存

放用户的指令代码和数据。由于该部分内容具有承上启下

的作用，对课程的学习至关重要。因此，对其进行教学改

进，这对提高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改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存储器扩展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课程教材采用王忠民主编，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

的《微 型计 算机原 理》（第二版）。这是 普 通高等 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的内容和难度非常适合

我校学生使用。教材主要为微机基础知识介绍、80×86微

处理器、指令系统与编程、半导体存储器、输入/输出与中

断，接口电路等。其中，半导体存储器内容安排在第6章，

授课有随机读写存储器、只读存储器和存储器扩展三部

分。总的来说，内容安排是较合理，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的方

式。由于该部分内容对第3章的微处理器和后续的接口芯片

电路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掌握好它对学习该课程十分关

键。但是从实际的教学看，不少学生感觉学习难度大，内容

理解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直接用第6章的内容来进

行存储器扩展是不够的，应该回顾或简要增加存储器结构

知识，把问题的根源讲清楚。此外，在应用举例时，对于片

选信号的产生，用逻辑电路居多，忽视了采用译码器情形，

这与后续讲授接口电路联系不够。因此，对该部分内容的

教学，需要进一步改进，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2  基于追本溯源的存储器扩展教学改进
针对微机原理课程存储器扩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

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探索教学改革与创新。以下针对不

同的CPU系统存储器扩展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2.1 基于8088 CPU的存储器结构

在此情形下，1M的存储空间为单一存储体，其地址线

直接与CPU的20根地址线A0～A19连接，数据线与CPU的

8根数据线D0～D7连接，此时的片选信号由控制信号经译

码器产生。由于是单一存储体，加之数据线宽度为8位，因

此，存储体与CPU连接相对简单，如图1所示。

2.2 基于8088 CPU 的存储器扩展

基于上一节介绍的存储器结构，某一存储器扩展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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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图中对随机读写存储器进行扩展，采用的基本芯片

是Intel 的6264，其容量是8K字节。在这里，片内地址线是

A0～A12，直接与CPU的低13位地址线相连，片间地址线

A13～A19连到译码器产生片选信号，其中A13～A15作为译

码输入，译码输出为Y0与Y1。

2.3 基于8086 CPU的存储器结构

与8088 CPU系统相比，这时的存储器结构为两个库，

如图3所示，每个库的容量为512K字节。这里特别要注意

的是，片内地址线从A1开始，而不是A0。对于高位库来

说，BHE作为片选信号，而A0作为低位库的片选信号。由于

8086 CPU是16位机，这时高8位数据线D8～D15连到高位

库，而地8位数据线D0～D7连到低位库。由于工程实际中，

存储器容量通常小于512K，因此片选信号产生还得联合

译码器共同产生，具体见图3。

2.4 基于8086 CPU的存储器扩展

这里进行只读存储器扩展，基本芯片是Intel的2732，容

量是4K字节。与8088 CPU系统区别最大的是，片选信号由

A0和BHE分别与译码器的输出进行逻辑或操作之后产生。

3  结语
针对微机原理课程中存储器扩展教学存在的问题，从

其根源入手，介绍了基于8088 CPU和8086 CPU存储器扩

展教学改进方法。所提出的改进方法，经多次教学证明，

该法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从源头上把问题讲清楚，从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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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学生答疑解惑，使得学生能很好理解该部分内容，因

此，课堂教学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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