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译原理实验

编 译 原 理 课 程 组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编译原理



2

实验课设置的历史变迁

• 2014年之前—不完整的编译程序
• 课内教学48学时，实验8学时

• 定义C--语言（主要是变量定义和表达式求值）

• 课内8学时分两个实验
• 词法分析器

• 语法分析器

• 课设16学时：和数据库系统原理二选一

• 因为太难很少人选编译（10:1）
• 为了减低难度争取选修学生人数一般课设只要求做到语法分

析或语义分析就能及格

• 中间代码生成就算优秀可获得加分

• 基本没有能够完整做完编译器的

• 非常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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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设置的历史变迁(续1）

• 2015年开始在卓越班尝试完整的编译程序
• 课内教学48学时，实验8学时

• 选用清华教材里推荐的Decaf语言

• 设计两个实验：词法分析语法分析

• 课设16学时（和数据库系统原理二选一，15年2个人选，
16年20人选）

• 语义分析

• 符号表管理

• 中间代码生成

• 目标代码生成

• 有3-5个同学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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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设置的历史变迁(续2）

• 2017年课程改革（真正将完整编译器作为目标）
• 课内教学32学时，实验32学时

• 计卓和ACM实现decaf语言

• 计科和信安实现自定义SC语言

• 设计为4个实验
• 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使用FLEX和BISON工具）

• 语义分析和符号表管理

• 中间代码生成和优化

• 目标代码生成

• 提高：和组成原理实验结果关联

• 约有一半能自己完成编译器

• 约有四分之一完成自己的编译器运行在自己的CPU之上

• 证明32学时完成一个完整的编译器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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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设置的变化历史变迁(续3）

• 2018年课程改革（改为选修课）
• 课内教学32学时，实验16学时

• 计卓和ACM实现、计科、信安合成一种方式

• 设计为4个实验
• 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使用FLEX和BISON工具）

• 语义分析和符号表管理

• 中间代码生成和优化

• 目标代码生成

• 提高：和组成原理实验结果关联

• 约有五分之一能自己完成编译器

• 约有十分之一自己的编译器运行在自己的CPU之上

• 证明16学时完成编译器困难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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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视频展示（实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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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视频展示（实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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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视频展示（实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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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视频展示（实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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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视频展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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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总结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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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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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编译器设计与实现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在十六的学时内分四个实验，完成一个高级

语言从定义到将源程序编译为汇编语言程序，是

华中科技大学编译原理课程实验的目标。通过几

年的实践，目前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在

教学中实施。

建议增加实验学时，加大实验难度。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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