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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单片机课程是涉电专业的主要课程，而单片机的实

践教学则可以作为涉电专业实践教学的轴线，单片机实

践教学成 s 果必将影响学生们整体的实践动手能力。实

践教学旨在讲授过程中引入完整的系统实例，使同学在

学习过程中可以将课本知识与实际系统相结合，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同学们能够更加生动且深层地理解理

论知识 [1]。在以往教学模式中，单片机课程是按照 CPU

的顺序，由前到后，由内到外，由系统到接口的顺序进

行教授，同学们也是遵照此顺序进行单片机课程的学习，

实验课程中所作的跑马灯等演示性实验大多是按照实验

箱上的内容进行实践，实验项目大多是围绕课本实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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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计，与课本联系紧密而忽视了工程实际，导致学生

在实验过程中机械的按照课本实例进行实验而缺少了自

主探索及创新的能力 [2，3]，难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

创新能力。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授课过程较为刻板，

学生对课程的整体体系把握不够清晰，无法较好地将知

识转化为实践，导致学生容易产生挫败感，最终形成恶

性循环，同学们无法较好地掌握单片机课程。本文采用

针对实际项目进行拆分，将整体分散到相应知识点进行

授课，同时将实际项目体系拆分成若干独立小实验，最

近进行整合，使学生获得一个“葫芦”，再自拟题目做一

个“瓢”，更加深入理解单片机系统，最后通过竞赛巩固

学习成果。

一、实物兴趣引导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占据

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开始正式的课程之前，教师对于

学生学习兴趣的引导也是十分重要的 [4]。对于刚刚步入

大学校园的学生对于专业课体系的了解尚不深入，教师

则可以在专业导论课程中加入趣味作品，如寻迹小车、

农业类系统中的土壤水分测定仪、叶绿素测定仪等系统

为学生演示，讲解基本结构以及对应课程，兴趣和参加

学科竞赛的热情。

并着重强调单片机课程的重要性，引起同学们的学

习兴趣，进一步说明完成成品需要具备哪些课程的知识

储备，如 C 语言，数电，模电等专业课，进而激发同学

们的学习动机。

在学科竞赛作品展示中，教师通过宣讲单片机在竞

赛中的应用，让学生们了解到单片机学习的重要性。同

时也可以向学生们展示完成的科技作品，如声音导引系

统、模拟路灯控制系统、模拟电磁曲射炮系统等效果强

烈、引人注意的作品，激发学生们对专业学习的兴趣。

在日常社团活动，或是在班主任班会，又或是本科

导师交流活动中，当谈及未来就业情况以及各个招聘网

站的岗位需求中，教师讲解分析国内外的专业发展状况

和相关专业的就业情况，从而使学生更加明确自己的学

习重点及未来就业方向，并明确如何根据自己的专业选

择合适的岗位，以及如何将专业所学知识应用到未来的

工作之中。通过对未来工作的畅想，坚定学生们努力学

习的信念。

二、多环节铺垫

在单片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定期为同学们布

置练习，练习内容为电路图及 PCB 图的绘制，同学们可

以融合前期数电，模电及 CAD 课程内容进行绘制，该过

程不仅帮助同学巩固之前所学课程，更帮助了同学们将

知识串联在一起，形成整体知识框架的能力；同时电子

实验室为同学们定期开放，为同学们创造良好的实验环

境，同学们可以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将调试测试无误的

电路图焊接为实体，提高同学们对元器件的认知能力及

实操能力；在具备一定焊接能力后，教师组织同学统一

进行单片机系统板开发，同时做简单调试，使之成为同

学手中的最小系统板；在实验课程中，同学可用最小系

统板进行实验，在完成各个试验后，将各部分实验进行

整合链接，进行简单调试即可使同学们在课程学习过程

中单独完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制作，极大地增强了学生们

的成就感，也增强了学生们继续深入学习单片机的动力；

同时在实验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同学们撰写科技实习

报告的能力，在课程设计答辩过程中，要求以科技实习

报告的标准进行提交，长期积累可不断规范学生的科技

实习报告写作能力，为今后发表论文做铺垫。

三、实例贯穿课堂

理论知识是工程实践的基础，工程实践是理论知

识的检验标准，我院在教学计划中按照“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分配 [5]。当学生正式进入单片机

课程学习时，教师可以选用“土壤水分自动控制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引入教学，同时将该系统分成 10 个部

分，贯穿于整个课程，当逐个突破各部分知识点及问题

后，课程则讲述结束。通过引入实例贯穿课堂的教学方

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可以让学生在

系统的研发过程中提高实践创新、加强独自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土壤水分自动控制系统是一种以 51 单片

机为核心处理器，运用 PID 算法处理数据，水泵作为执

行机构，保证花木能够在适宜的温湿度环境中健康生长

的控制系统。

土壤水分控制系统包含以下 10 个模块，单片机最小



148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1)2022,4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系统、并行口控制继电器与声光报警、并行口键盘、定

时器定时采样、外中断紧急开关、串行口与 PC 通信、并

口扩展液晶显示、土壤水分传感器与 AD 转换、温度传感

器与单线总线、EEPROM 与 I2C 总线。将其系统概念融入

到每堂课中，让学生感觉每节课都收获满满。

四、系统分解实验

在学生们对单片机课程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即可展

开单片机的实验，实验内容为将土壤浇灌系统拆分为九

个部分进行实验，当所有实验结束后，将所做实验进行

整合及简单调试，则可得到完整的土壤水分浇灌系统。

实验一：并行口控制继电器与声光报警，实现系统

的声光报警及水泵的浇灌作业。

实验二：并行口键盘，用于人机交互。

实验三：定时器定时采样，用于定时读取植物所处

环境的温湿度。

实验四：外中断紧急开关，应用开关对浇灌作业进

行紧急制停。

实验五：串行口与 PC 通信，用于跟 PC 机通信。

实验六：并口扩展液晶显示，用于显示土壤水分和

温度数据，以及预警信息。

实验七：土壤水分传感器与 AD 转换，用于采集土

壤水分数据。

实验八：温度传感器与单线总线，用于采集土壤温

度数据。

实验九：EEPROM 与 I2C 总线，用于存储浇灌系统中

51 单片机内部的历史数据。

在实验过程中，通过边学习理论知识边进行实验，

同学们可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同时在学习过

程中，学生进行实验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之前

被动机械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进行实验，学生的探究意识

和创新能力大幅提高 [6]，部分同学可能会产生创新想法，

将系统功能进一步完善。在完成全部实验并整合调试后，

学生则独自完成了一个完整系统，提升了学生的成就感，

激发了学生深入学习单片机课程的兴趣。

五、自拟命题设计

在学生经过系统的实验后，对专业知识有了一定的

掌握，专业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期末开设为期两

周的集中课程设计，而题目在开学初就给大家布置下去，

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给定范围，也可以根据已有实验进

行改进，自拟命题设计出人机交互、采集控制的系统。

设计期间，学生首先要确定组队成员，学生根据自身特

点及优势进行组队；之后确定课程设计具体任务及方案，

绘制方案框图；之后进行硬件设计并调试，调试无误后

进行焊接及调整，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系统；同时实验室

会准备大量模块供学生们使用，学生们可以开动头脑提

出有新意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动手实践。通过前期学习

及课程设计，学生在期末可以掌握编程，选型，细节美

感等能力，制作出了一系列如报警系统，电子钢琴，自

动喂食系统等趣味系统。该过程以学生“实践”为主体，

教师“教学”为辅助，打破了以往的教学方式 [7]。这种

教学方式寓教于乐，可以帮助学生们将所学知识进行串

连、尽情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不仅帮助大家深

入了解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

在合作过程中锻炼了大家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使得

同学们可以各显其能，制作出优秀的作品。

六、小组整体评价

课程设计以小组形式进行评定成绩，该方式可以锻

炼小组的创新情感，促进同学们的友谊，提高团队意识

和协调能力。考核形式以答辩的方式进行，以小组形式

互评，整体给分，每个人担任不同角色，分别为硬件电

路绘制及调试，电路焊接，PCB 制作，文本撰写及 PPT

制作与 PPT 讲解，考核内容分为几项，如考勤情况、任

务完成情况、实验报告等等，每项有一定分值，最后结

合考试情况，实验情况、实践能力、综合表现，个人所

占任务完成的权重进行打分。成绩以优秀、良好、中等、

及格、不及格五级评定，以小组形式进行整体评价，该

过程需要小组成员之间分工合作、互帮互助，才能获得

优秀成绩。通过该过程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也

使学生的综合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七、创新竞赛驱动

创新型竞赛不仅可以巩固学生在学校所学知识，还

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工程能力 [8]，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了激励同学，我

院规定了在竞赛环节中获奖有创新学分的加分制度，不

同奖项还分设奖金。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创新型

竞赛不断兴起，通过创新型竞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已然成为一种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9]。

随着学校对创新竞赛的日益重视，学生参加竞赛的种类

和数量逐渐增加，如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ICAN、挑战

杯、电子竞赛、互联网 +、物联网等竞赛，同时我校也

在各类竞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近年来，我校在“挑

战杯”比赛中多项作品进入决赛并进行表彰，同时也有

《一种新型叶绿素测量》首次斩获国家一等奖等优秀成

绩。在比赛过程中，单片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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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工作以及竞赛的进一步能力训练的成果得到充分

体现，创新竞赛驱动很大程度上也巩固了单片机所学知

识，可以锻炼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人才。

八、结语

单片机课程教学以项目分解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快速

进入课程，运用课上所学内容进行实践，将理论与实践

结合，通过自拟命题设计，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通过参加

创新竞赛，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荣誉感和

成就感，加强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知识的掌握。经过锻

炼和实践，近三年，学生们参加竞赛的人数逐渐增加，

获得省级以上奖项 200 余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申请专

利 10 余件。单片机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协

作能力和创新精神为目的，通过项目式教学方法将理论

知识与实际项目相结合进行讲授 [10]，使学生的知识体系

更加具体化完整化，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并且极大提

高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同时开放式的教学风格也

培养了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团队形式完成课程设计

的模式更是锻炼了学生的团队精神，进而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丽伟，吴静怡，张执南，奚立峰，林忠钦 . 构

建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体系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

（01）：56-66.

[2] 张晓琪，马学条，程知群，郑雪峰，王超 . 大学

生科技创新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9，36（06）：42-46.

[3] 彭丹，陈少昌.电子技术类课程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1，40（11）：181-183.

[4] 郭阳，李全龙，李骐 . 基于学习者兴趣挖掘的个

性化课程推荐方法 [J]. 郑州大学学报（理学版），2021，

53（04）：77-82.

[5] 尹传忠，郎铮煜，邱慧妍，李瑞艳 . 新工科人才

培养的 STCP 创新模式探讨——基于学科竞赛视角下因子

分析法的例证 [J]. 中国高校科技，2021（11）：69-73.

[6] 余萍，韩东升，李然，李星蓉，贾惠彬 . 案例式

“通信电子电路”模块化实验方案设计与实践 [J]. 实验技

术与管理，2019，36（12）：174-177.

[7] 邢晓敏，李贻涛，赵翠然，杨修宇 . 高等学校电

子技术类课程现状分析与教学方法研究 [J]. 无线互联科

技，2019，16（14）：70-72.

[8] 杨莹，张金凤，李雪，杨蕊，王洪斌 . 基于工程

能力的单片机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J]. 实验科学与技术，

2021，19（04）：75-81.

[9] 王宇静，曹海敏 . 新形势下学科竞赛驱动的高等

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工程管理专业为例 [J]. 教育

理论与实践，2021，41（18）：13-15.

[10] 周猛飞，蔡亦军，刘华彦，薛继龙，潘海天 . 基

于竞赛驱动的项目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J]. 控制工程，

2020，27（04）：62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