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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原理》 教 案

学

科

计算机

应用
课 题

第二章 数据在计算机中表示

课次
2．3 二进制数的运算规则

2.4 数的定点与浮点表示

2.5 原码、补码和反码

授课时间 20107 年 9 月 21 日，9．25 课的类型 新授课

授课方法 讲解、板演 授课时数 4

教 具 多媒体 授课班级 计算机 1631

教学目标

情感目标:培养耐心细心学习态度

能力目标:会机器码表示方法

知识目标:掌握原码、补码、反码表示法

审

批

意

见

教学重点
1．定点数表示

2．原码、补码、反码表示法

教学难点
1．浮点数表示

2．原码、补码、反码表示法

教 学 设 计 附 记

导入：（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数学如何表示小数和正负数呢，

计算机中无法表示小数点和正负号，如何表示小数和正负数呢。

带动学习边学边练，在学习中练习，在练习中学习，化解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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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内 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2．3 二进制数的运算规则

2．3．1加法规则

二进制数只有 0、1 两个数码，它的加、减、乘、除等

运算规则要比十进制数的运算规则简单得多。

1．0+0=0 2．0+1=1

3．1+0=1 4．1+1=10

2．3．2 减法规则

1．0-0=0 2．0-1=1 （向相邻高位

借位 1当作 2）

3．1-0=1 4．1-1=0

2．3．3 乘法规则

1．0×0=0 2．0×1=0

3．1×0=0 4．1×1=0

2.4 数的定点与浮点表示

2.4.1．定点表示法

定点表示法是将小数点的位置固定不变，隐含约定

在数值的某个位置上，有两种做法：

1. 约定小数点隐含在最低数值位后，这使得所有的

数值位表示的数为整数，称为定点整数。

2. 约定小数点隐含在最高数值位之前和符号位之

间，这时使得所有的数值位表示为小数，称为定

点小数。

2.4.2．浮点表示法

在浮点表示法中，小数点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

浮动的。一般地说，任何一个二进制数 N可以表示成下式：

N=2P×S

利用十进

制加减乘除

特点研究二

进制算术运

算特点

总结

提问：数学如

何表示小数

讲解

学习

回答问题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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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数 N的尾数，表示 N 的有效数值。用 Sf=0 表

示尾数的符号，Sf=0 表示正数，Sf=1 表示负数。

P为数 N的阶码，表示小数点的位置，用 Pf表示阶码的

符号位，Pf=0 表示阶码为正数；Pf=1 表示阶码为负数。

例如 字长为 8 位，阶码用 2 位，尾数用 4 位，阶符

和数符各用 1位，则二进制数 N=2+11×1011，在浮点

机器中的表示形式为：

0 11 0 1011

阶码符

号

阶码 数符 尾数

定点表示法和浮点表示法的比较

2.5 原码、补码和反码

2.5.1 机器数与真值

通常，数的正负是用符号“+”、“-”来表示的。在微

机中难以表示正负号，常将符号数字化，即用 0表示正，

1表示负。如此规定后，八位字长的数 N1= +1001100，可

表示成 01001100，N2= -1001100 则表示成 11001100。我

们通常把符号数字化了的数，称为机器数。而把原来带有

正负号的数，称为真值，如 N1= +1001100，N2= -1001100。

2.5.2 原码

二进制原码表示的数中，符号位为 0表示正数，符号

位为 1表示负数，其余各位表示该数绝对值。

[+7]原= 0 0000111 B [-7]原= 1 0000111 B

注意：

a. 数 0 的原码有两种形式：

提问：定点表

示法和浮点

表示法的特

点是什么？

提问：机器数

与真值的关

系是什么？

请举例说明

讲解板书

采用分组教学

法引导学生思

考、回答、讨

论 并 相 互 补

充。

采用分组教学

法引导学生思

考、回答、讨

论 并 相 互 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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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原=00000000B [-0]原=10000000B

b. N 位二进制原码的表示范围： ）（）（ 1-2~1-2- 1-n1-n 

2．5．3 补码

正数：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

负数：负数的补码则是符号位为“1”，数值部分按

位取反后再在末位（最低位）加 1。

例如： 符号位 数值位 [+7]补= 0 0000111 B

[-7]补= 1 1111001 B

注意： a. 采用补码后，可以方便地将减法运算

转化成加法运算，运算过程得到简化。

采用补码进行运算，所得结果仍为补码。

N 位补码的表示范围-2n-1 ～+2n-1 –1，当 n=8 时，则

为-128～+127。

模：做法时，逢二进一 此时称数 2称为模。

2.5.4 反码

求反码的规则：

1.正数反码同原码，对于负数反码是符号位为“1”，

数值部分按位取反。

例如 X=+1101001（+105）

[X]补 =01101001B

例如 X=-1101001B（-105）

[X]原 =11101001B 则[X]反 =10010110Ｂ

2.对+0、-0 有两种表示法

[+0 ]反 =000…0 [-0]反=111…1

N 位二进制原码的表示范围： ）（）（ 1-2~1-2- 1-n1-n 

提问：机器数

常用三种方

法是什么？

正数和负数

的三种码制

如何求？请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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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1．掌握了对于相同位数的数，浮点数的表示范围比定点数大得多，而且阶码位数

适当多一些，所能表示的数范围会更大些，但尾数有效数字却减少了，会影响

运算精度。因此阶码的位数和尾数的位数，应根据使用要求来确定

2．正数的原码、反码、补码相同，即[X]原 =[X]反 =[X]补 =X （X 字符表示的范围内）

3．无论原码、反码或补码，负数的符号位用 1表示，正数符号位用 0表示

4．负数的原码、反码、补码，只有原码除符号位外，共余部分为数值部分，反码、

补码均不是数值部分

5．利用原码的符号位不动，其后各位分别求反，可求出反码，反码在最后低位+1

可求得其补码，但不适用于字长范围的最小负数

负数的补码再求补码，可得其原码，原码的数值部分再加上负号，即为负数补码

的真值

作

业

书上做：学习指导 P18 一、填空题 2 3 4 15 16 17 18 22 23 32

二、单项选择题 2 3 8 5 9 （提示：D）

12

三、多项选择题 3 4 7 8 9

五、 1~7

课本作业： 教材 P 28 3 5 6 7 8 （指导： 101.02B1.10D5.2 10 

）（ 1000011.0-2B11.10000-D75.16- 5 

学习指导：P23 六 3 七 3 6 7 8

课

后

反

思

本节教学内容分为：二进制算术运算法则；小数表示法（定点数和浮点数）；真

值与机器码。

教学重点在浮点数规格化，原码、反码、补码规则。通过学习学生掌握浮点数

规格化方法，原码、反码、补码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