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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迪文 T5L 双核 CPU 的《机械系统微机控制技术》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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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迪文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常德 415700）

摘要：针对本课程教学过程中研究生基础参差不齐、课时少等诸多矛盾，在章节教学中利用迪文T5L双核CPU将工程项目案例引入课堂，

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上进行了相应改革，探讨了三种教学模式：学生主导设计，教师辅助指导的教学模式；基于迪文屏双

核CPU的小组工程项目分工合作模式；多维度考核，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实践证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后，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整体教学效果得到了很大改善，本课程的教学方式对工程性较强的专业课教学有一定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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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系统微机控制技术》是本科阶段微机接口原理课程的

后续课程，是一门强调实践和应用的课程，然而，通过对本课程

班级学生调研发现，很多学校将《微机接口原理》作为专业选修

课，安排在大三下学期，很多学生没有选修过这门课程，选修过

的学生将部分精力花在考研复习上，造成微机接口原理在内的很

多专业课学的不够扎实。除了部分在课外竞赛或本科毕设中用到

过单片机的同学外，多数同学对微机接口原理课程掌握的情况并

不理想。选修过的同学本科阶段采用 proteus 仿真软件来代替实际

硬件电路进行课堂实验，虽然这对入门而言有一定好处，学生将

主要精力放在单片机程序开发上，而不必过多考虑电路相关问题，

但这也造成学生不能从电路层面真正了解单片机接口电路的开发，

甚至影响了学生对某些编程细节的理解。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基

于微处理器的 C 语言编程应该是每位学生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技

能，有必要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掌握微机接口技术知识，用

于机械系统控制。为了让学生能更快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更

好地融入到科研项目当中，笔者所在学校面向硕士研究生开设了

《机械系统微机接口技术》课程。尽管课堂面临着学生基础参差

不齐、课时少的问题，笔者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改革尝试，并在

部分章节教学中利用迪文 T5L 双核 CPU 将工程项目案例引入课堂，

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学生主导设计，教师辅助指导的教学模式

班级学生的微机原理知识掌握情况参差不齐，甚至有同学没

有学过 C 语言，即使学过的同学也基本遗忘了，只有少部分有过

项目经验的同学掌握的比较好，对于掌握比较好的同学，鼓励并

指导他们移植开源操作系统。为了让所有学生更上课堂进度，往

往需要 6 个学时给学生讲解微机的结构、片上资源及嵌入式 C 语

言等相关知识。总体而言，对学生来说，单片机还是比较抽象，

实际教学中不能是单纯讲理论、原理，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

工程项目让学生明白这些内容有用，并且知道如何运用。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基于项目驱动的学生自主设计教学模式，

即教师设定主题，在旁给予指导和建议，学生通过选择具有挑战

性和实践性的项目，自主设计工程项目案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扮演着指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源和指

导，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完善设计方案，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头脑风暴和讨论，引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学

生通过选择项目，确定项目的目标和要求，制定详细的设计方案，

并进行实施和调试，学生在项目选择和设计阶段需要充分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结合所学知识和实际需求，设计出符合要

求的项目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思考和改进，克服

困难，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实践和探索的平台。

本次课程，笔者设计的除了要求完成人机界面控制系统和一

般的用户系统外，对于数控项目学生，要求有电机控制插补算法，

基于逐点比较法的原理，边判断边前进，以阶梯折线逼近直线或

圆弧等曲线插补，要求学生使用 8051 核在控制加工轨迹过程中，

每走一步都要和规定的轨迹相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决定下一步的

进给方向，每次沿一个坐标轴向使偏差减小的方向移动一步；对

于非数控项目学生，要求有脉宽调制（PWM）相关算法，对被控

对象实现连续可调控制。

（一）项目选择与设计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首先通过选择具有挑战性和实践

性的项目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项目可以涉及机械系统中的

控制问题，如机械臂控制、机器人控制、多轴机床等，也可以

结合其他领域，如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以增加项目的应用

性和实用性。

学生在选择项目的同时，需要进行详细的项目设计。设计包

括项目的整体框架、功能模块划分、硬件选型、软件编程等方面。

学生需要结合课程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制定合理的设计方案，确

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实施与调试

项目设计完成后，学生开始实施项目。他们需要搭建硬件平台，

编写控制程序，并进行系统调试。在实施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遇

到各种问题，如硬件连接错误、程序逻辑错误等，需要通过分析

和解决来完成项目的实施。

教师在实施过程中起到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教师可以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确保

项目的顺利进行。

（三）成果展示与评估

项目实施完成后，学生进行成果展示。他们需要向同学和教

师展示项目的整体效果、实现的功能以及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

通过成果展示，学生可以加深对项目的理解，并接受他人的评价

和建议。

教师在评估学生成果时，不仅考察项目的完成情况，还关注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教师可以结合

项目报告、展示效果、实施过程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为学生提

供全面的反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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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效果与展望

基于项目驱动的学生自主设计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项目

的设计和实施，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微机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

用方法，还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为将来的工

程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基于迪文双核 CPU 的小组工程项目分工合作模式

迪文 T5L 是一款针对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设计的低功耗、

高性价比、GUI 和应用高度整合的单芯片双核 CPU，采用应用最

广泛、成熟和稳定的 8051 核，单指令周期高速工作，最高主频

250MHz。课程教学中，其中一核运行人机界面系统，另一核运行

用户 8051 代码或操作系统，要求学生分工合作，设计的工程项目

有人机界面和电机或其他驱动，可以结合导师的项目需求自己拟

定。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工程项目案例的设计和实施。

每个小组根据项目要求，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和分工方案，明确

每个成员的任务和责任，从而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实际操

作能力。

（一）硬件平台搭建

在项目开始阶段，学生需要根据项目需求搭建迪文双核 CPU

的硬件平台。这包括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执行器和其他外围设备，

进行硬件连接和布线，确保硬件平台能够正常工作。

（二）软件算法编程

完成硬件平台搭建后，学生需要设计控制算法，并进行软

件编程，实现对机械系统的控制和监测。学生可以利用迪文双核

CPU 提供的开发环境和软件工具，进行程序设计和调试，确保程

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三）小组分工与协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根据项目计划和分工方案，分

配任务并协作完成工作。每个小组成员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责任，

共同推动项目的进展。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指导者和监督者的

角色，及时解决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的

顺利进行。

（四）系统调试与优化

完成软件编程后，学生需要进行系统调试，测试硬件平台和

软件程序的配合情况，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同时，学生还可

以对系统进行优化，提高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为项目的最终实

施做好准备。

（五）项目实施与成果展示

最后，学生进行项目实施，并进行成果展示。他们向同学和

教师展示项目的整体效果、实现的功能以及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

法。通过成果展示，学生可以加深对项目的理解，并接受他人的

评价和建议。

（六）教学效果与展望

基于迪文双核 CPU 的工程项目分工合作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通过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微机控制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培养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为将来的工程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项目设计的一些

界面如下：

三、多维度考核方式下的学习成果评估

本次课程学生分组完成了经济型数控铣床系统、简易数控磨

床、数控车床插补算法演示、人脸识别考勤系统、急性肺炎肺部

粘液调控的超声治疗装置、简易 3D 打印机控制系统、数控抛光机

等十余个项目。从完成情况看，学生积极性很高，完成效果良好。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维度考核方式对学习成果进行评

估，包括项目报告、项目展示、小组讨论和综合考核等，全面评

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质量。

（一）项目报告

学生完成项目后，需撰写项目报告，介绍项目背景、设计思

路、实施过程、成果展示和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报告要求清晰、

详细，体现学生对项目的理解和实践能力。

（二）项目展示

除了书面报告，学生还需进行项目展示，向同学和教师展示

项目成果和实现的功能，并发布到论坛、bilibili，采集学生项目的

评论信息。展示过程中，学生需能清晰表达项目思路和成果，回

答提问，并接受评价和建议。

                     

图 1 部分展示项目人机操作界面

（三）设计评估

学生的项目设计方案和实施过程将受到评估。评估标准包括

设计合理性、创新性、实施过程规范性等方面，旨在评价学生的

设计能力和执行能力。

（四）小组讨论

学生分组进行小组讨论，讨论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解决方案，促进团队合作和交流，展现学生的团队协作和

沟通能力，同事，组长会给出成员在项目中的表现。

（五）综合考核

最后，通过综合考核，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

综合考核可以包括书面考核、口头答辩、实际操作等多种形式，

全面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多维度考核方式下的学习成果评估模式能够全面评价学生的

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有助于发现学生的潜力和问题，并提供针

对性的指导和帮助。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评估标准和方式，

引入更多创新元素和实践环节，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四、结论

通过对以上三种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在提

高教学效果和学习质量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生主导设计，教

师辅助指导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基于迪文双核 CPU 的小组工程项目分工合作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多维度考核方式能够更全面

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

这三种教学模式的综合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质

量，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微机控制技术在工程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为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

术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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