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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项目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陈燕燕  陈雪小  苏倩倩  林睿 

（厦门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电气、自动化以及信息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创新能力、提升就业水

平为导向，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毕业设计和就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针对教学中存在的真实问题，课程团队遵循“以

学生为中心、任务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构建了一套基于项目任务驱动式教学创新举措，将理论知识融入到项目中去学

习，每个项目又以螺旋递进的方式设置了三个基本任务和一个拓展任务，同时通过线上线下+BOPPPS混合、虚实结合、赛教学融合、

项目全程嵌套考核等教学方法和手段，实现了专业教育与特色育人、实践创新紧密结合的目标。实践证明，此种创新举措，全面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平均水平、竞赛获奖级别和人数、就业率和教师的教研水平。 

关键词：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教学改革；项目式教学 

 

引言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是多门

专业基础课程知识的综合和提升。以单片机技术为基础的电子设计

和嵌入式系统产品是学生参加各类创新活动和创新比赛的基本技

能，学生可以通过掌握单片机技术来参与项目实践、各类竞赛甚至

走上自主创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互联网 +”的国家战略背景

下，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目标进行单片机课程模式的改革实践，可以

有效地加强学生对单片机技术的掌握，促进学生形成创新思维、富

有创新精神、具备创新实践能力、实现轻松就业创业[1]。因此，对单

片机课程现存的教学真实问题，探索新的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考核评价是值得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课

题，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2]。 

1 课堂教学的真实问题 

1.1 教学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重理论轻实践。 

课堂理论教学主要围绕“三尺讲台、一根粉笔、一本教科书”

的教学模式，从始至终几乎都是枯燥的理论阐述，学生参与度不高，

虽然也有例程讲解、多媒体仿真演示，但由于缺乏知识点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学生 多也只是记住了些理论知识，对于实际项目的开

发、设计、调试分析等，学生却无从下手，更是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而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又是分开的，目前单片机实验多为验证性实

验，学生只要按照实验指导书中老师编写好的实验步骤在实验箱中

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有的学生做完实验依然不清楚相关的理论知识，

更不能运用理论知识去设计单片机项目。 

1.2 课堂案例陈旧，知识传输具有单向性。 

课堂案例多以书上的陈旧案例为主，缺乏与实际工程应用的对

接，没有与当今的就业方向很好地接轨。课堂教授知识都是“老师

教、学生听”的单向模式，在这种填鸭式的教学环境下，学生始终

处于被动接收中，学生整堂课都是按照教师的思维和节奏前进，教

师变成了主角，违背了教学的本质，知识的产出和应用都成了教师，

而不是学生，根本无法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实际应用

能力。 

1.3 学习途径单一，学习资料乏味。 

学生课外时间的学习资料多以教材为主，学生课外学习资源有

限，缺乏一些仿真动画、音视频等能提升学习兴趣的学习资料，课

后习题也是简答题为主，枯燥的记忆根本无法调动学生的内驱力。 

1.4 考核形式单一，缺乏过程性考核。 

传统的单片机教学仅以考试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终结性评价方式，

以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3:7 开的形式，将学生对知识的占有量作为期末

考核依据，出现学生“不考不学、考前突击背题”的现象，导致期末成

绩与平时表现不符的现象，不能很好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2 教学设计思路 

针对课堂教学的真实性问题，制定了一套基于项目任务驱动式

的教学设计方案，在保留原有课程知识系统完整性的基础上，重构

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贯穿到项目中去教学。以项目为主线、教师

为引导、学生为主体由师生共同完成项目，共同总结进步的教学方

法，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3]。 

在“四新建设”的背景下，按照我校电子信息类、电气类、自

动化类等不同专业分类制定教学项目和任务点（例如，图 1-图 3 是

通信专业的项目任务点设置及其与理论知识的链接情况），每个项目

又由易到难以“螺旋递进”的方式设置任务点，将知识、能力和素

养目标渗透到每一个项目中，有效解决重理论轻实践、案例陈旧等

真实性问题。 

 

图 1  项目一的任务分配及知识链接 

 

图 2  项目二的任务分配及知识链接 

 

图 3  项目三的任务分配及知识链接 

项目式教学非常吻合“金课”中理论学习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

教学理念，符合“两性一度”标准，既能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

综合能力和思维能力（高阶性），又能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引导学

生进行探讨式与个性化教学（创新性），同时项目设计中融入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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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设计性，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挑

战度）[4]。 

3 教学方法 

3.1 线上线下混合+BOPPPS 教学法，重塑“课内+课外”的学习

空间 

经过 5 年的积累，在超星学习通建立了丰富的线上平台资源，

包括国家精品视频、习题库、讨论库、故障库、优秀作品赏析等，

编写了与项目式教学配套的单片机教材，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程度，

选择性学习，重塑“课内+课外”的学习空间，丰富第二课堂，解决

了“学习途径单一，学习资料乏味，知识传输单向性”的问题。 

项目式线下教学采用 BOPPPS 六步曲教学法[5]，其中 关键的是

在第四步“参与式学习”过程中主要进行项目的任务实施，深入融

合实践动手操作、翻转课堂、作品分享等环节，着重培养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乐于分享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并以

思维导图的形式归纳课程知识框架。 

3.2 完善创新实验平台，虚实结合强化实践 

课程采用学、做、练一体化的教学手段，结合 Proteus 仿真软件、

Keil 编程软件和实验平台，紧密结合实验课、课程设计、课外科技

活动、学科竞赛等实践活动，推动实践平台建设，使学生达到既懂

原理，又懂设计和制作、应用，全面培养学生从模仿到独立完成再

到创新的工程设计能力。 

3.3“产学研创”紧密结合，赛教学融合 

课程采用“产学研创”相结合的课内+课外的实践教学模式[6]。

把课程改革、科研训练、实训实习、科技竞赛融为一体，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以赛促能。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互联网+大赛、物联网大赛等，培养学生

勇于探索、精益求精、协同攻坚的大国工匠精神。 

3.4 融入思政案例，深化课程特色思政建设 

通过线上资源建设、线下项目教学活动、思政认知评价、师德

师风示范引领各环节，把每个项目都串联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情节故

事，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价值观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施课程思政的同时，为课程树立富有精神气

质，充满家国情怀的形象，强化高阶认知。 

表 1  项目中融入思政案例教学举例 

 

3.5 建立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强化项目的全程嵌套考核 

基于课程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养目标，构建了多元化考

核评价体系（表 2），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注重项目

的全程嵌套考核，形成了多元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组内互评+

组间互评）的评价体系，解决了“考核形式单一，缺乏过程性考核”

的问题。 

表 2  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课前自主学习（30%） 

课题项目实施（50%） 
过程性考核 

（60 分） 
课后拓展反思（20%） 

知识目标的考核（30%） 

课程总成绩 

（100 分） 
期末考试 

（40 分） 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的考核（70%）

4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实施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部分，每部分的实施过

程大致如表 3 所示。整个过程以“学生为主体、辅以教师引导”为

目标，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的各个环节，引导学生学会自学、学会思

考、学会实践中学习、学会协作。 

表 3  教学实施过程 

 

5 改革成效 

教学方面，在开展项目式教学之前，2017-2018 学年学生平均

分 高的班级是 68.7，进行项目式创新教学改革之后，平均分提升

到 81.4 分（图 4），同时，学生的成绩优良率占比在稳步提升（表 4）。

在课程设计作品方面，大部分学生不管在实现复杂度，还是在作品

的创新性方面，都显著提升。在毕业设计选题中，选择单片机类课

题的人数明显增加，学生设计的作品更是以参赛的标准来验收。此

外，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竞赛成果丰硕，不管是获奖级

别还是获奖人数，都逐年增加。 

 

图 4  近 5 学年学生的平均分对比图 

表 4  教学改革近 5 年成绩占比 

成绩占比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90-100

（优秀）
2.78% 8.82% 25.93% 21.05% 23.81%

80-89 

（良好）
5.56% 32.35% 22.22% 42.11% 38.10%

70-79 

（中等）
8.33% 32.35% 33.33% 21.05% 23.81%

60-69 

（及格）
52.78% 8.82% 11.11% 10.53% 4.76%

60 以下

（不及格）
30.56% 17.65% 7.41% 5.26% 9.52%

6 结束语 

本文针对课堂教学的真实问题，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任务为

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构建了一套基于项目任务驱动式教

学创新举措，从教学设计思路、教学方法、教学实施过程和改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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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格可以看出，每种形态的教材均有其自身的优势，能满

足不同视角的使用需求，因此在实际开发中，不必局限于某一固定

形态，而可以采用一种形态作为基础，在合适的场合融合其他形态，

从而使教材内容更立体、更丰满，对使用者有更强的吸引力。 

（6）定数量 

X 证书有不同的等次划分，因此 1+X 证书职业教材也应包含不

同层次学习者的使用需求。若将不同等级证书需求的知识、技能进

行融合，开发一本全面的学习教材，必然内容过于饱满，文字过多，

资源过于庞大，给使用者造成较大的学习压力；若细化知识技能目

标，分类开发不同等级教材或统一知识开发不同形态教材，教材数

量、种类必然过多，给选书、用书造成不便，且加大开发、使用成

本。如何把握好教材开发的数量需要均衡考虑。以目前公开出版的

1+X 证书教材来看，基本采用分级的方式，进行梯度开发，是很好

的选择。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不同层次教材内容设计上符合学习规

律，内容上相互重叠少，应用上突出不同学习者的能力需求，如初

级侧重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基本技能的掌握；中级侧重对知识的

应用时基本思维、基本能力的培养；高级侧重对知识应用时系统化

分析、创新性拓展等能力的培养。 

4、结语 

教材，本质上依旧是书籍，应该发挥其承载知识、传承文化、

增长智慧的作用，就像论文《启智增慧铸魂：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价

值恪守》中所说：教材启民智、开民慧、铸人魂。好的教材就意味

着为学习者提供了好的工具。1+X 证书制度为教材开发带来了发展、

提升新契机，也为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每个人提供学习、思考的

机会。深入研究 1+X 证书制度职教教材，积极探索开发途径及策略，

助推高质量 1+X 证书制度职教教材开发，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职业教

育者思考的问题。 

同时针对现有职业教材内容不能紧跟技术发展速度、及时更新

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现有职教教材的问题同样会继

续在新开发的 1+X 证书制度职教教材上出现。对于此问题的解决，

我们可以通过梯度、系列化教材开发的持续推进来解决，即当职业

技能有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出现时，可开发新的、更高能力层

级的教材，与原有教材在逻辑上紧密联系，在知识上深度层层提升，

从而保持知识、技能的传递性和继承性，同时所有 1+X 证书制度职

教教材均开发电子形态素材，建立统一资源库，为用户随时更新，

免费开放，建立起良好的“售后”增值服务，充分发挥其“学习工

具”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戴勇.基于 1+X 证书制度的书证融通教材开发研究[J].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2021（14）：35-42 

[2]李政.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内涵、特征与编写策略[J].职教论

坛，2020（04）：21-26. 

[3]吴慧.基于 1+X 证书制度的活页式教材开发与设计[J].高教论

坛，2021（04）：83-86 

[4]李鹏.什么样的教材是“好教材”——职业教育教材评价的理

论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19（4）：59-65 

[5]江宏.启智增慧铸魂：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价值恪守[J].当代教育

论坛,2022(01) 

作者简介：王瑞 (1986.12-) ,女,汉 , 陕西咸阳人，工程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铁道供电、电力电子。 

范勇（1986,03-），男 ，汉，四川内江人，大学本科 ，工程师，

研究方向：继电保护、电气设备维护。 

项目名称：“1+X 证书制度下职教教材建设研究” 

项目编号：JY21YB-17 

立项单位：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目 

基金资助：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目“1+X 证书制度下

职教教材建设研究”，（JY21YB-17）；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创新团

队建设计划资助（ybzy20cxtd05）;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院科研平台建

设计划资助（ybzy20kypt04） 

 
（上接第 84 页） 

效四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改

革与实践过程，通过项目教学，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

有机融合，贯穿在课程的整体目标中。实现了从传统课堂向智慧课

堂、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灌输课堂向实践课堂、封闭课堂向开放

课堂、线下课堂向线上线下混合课堂的转变。从改革成效来看，学

生的学习成绩得到显著提高的同时，更是充分锻炼了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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