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317

新形势下的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改革探索 
常周林 

（广东科技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广东东莞  523083） 

摘要：针对当前机电类专业课思政教育力度不足问题，探讨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推进专业课“课程思政”教育的践行，

提升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教育质量，进而促进学生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为研究对象，分析思政元

素融入工科专业课的必要性，提出了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和方法，从热点事件及具体知识点出发，深度挖掘专业课程背后的思政育

人元素，采用案例教学法及实践教学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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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promote th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embedded 

intelligent system application courses，and further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aking the application course of embedded intelligent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specialized course of engineering，and propos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Starting from hot events and specific 

knowledge points，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behind the specialized 

course，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y using case teaching 

method and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valu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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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物联网和智能系统的快速发展，嵌入式成为当前 热门

有发展前途的 IT 应用领域之一。在移动通讯、移动办公、智能传感、

穿戴式设备、物联网、到数据中心、大数据管理、云计算、边缘计

算，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行业的发展带动人才的需求，全国高校

也在不断探索、改革和深化嵌入式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产业界对

嵌入式系统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是我校

面向机电类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实践课，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课程是学生进行智能产品工程设计和应用的

一门核心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工程技能及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设备的智能化，嵌入式系统在电子信息领域

内显得尤为重要。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学生

工作后从事较为复杂的智能系统设计、开发和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提出，明确了高校专业课程也要承担起育

人的功能，即在专业课的课程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技

能知识，还要加入思政教育元素，潜移默化地实现立德树人，真正

做到教书和育人相融合[1]。在以往的授课过程中，以传授专业知识为

主，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动手实践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和创新意识，较少关注对学生价值引领、品德养成等思想政治素质

方面的教育，未能与思想政治课形成合力，全面提升学生思想道德

素质。因此，对当前的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是非常有必要的。 

2 课程育人目标设定 

在传统人才培养方案中，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是培

养人才的三大目标要素，将思政课程作为学生思想道德素养教学的

主战场，忽视了利用课堂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机会[2]。在课程思政

育人理念的指引下，在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教学中增加了德育

目标，并将德育目标置于其它目标之首，结合课程特点，充分挖掘

爱国情怀、理想信念和文化内涵等思政元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嵌入式系统应用设计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应用嵌入式系统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团队精神、责任意识和纪律

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

生的工程素养和家国情怀。 

3 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教育研究 

 318 

课程教学设计是落实课程目标的重要环节，是课程实施的重要

纲领。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整体思路

是结合课程内容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完成总体教学设计，注重突

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创新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时围绕教学

内容，灵活找准思政要素的切入点，达到知识目标和德育目标的双

重实现。 

4 课程教学方法及手段 

4.1 明确教学目标，修订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教师授课的依据，作为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实施过

程的指导性文件[3]。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注重以教学项目为着力点，

深度挖掘并恰当引入思政元素，明确专业课程的德育培养目标。将

爱国主义教育、科技兴国、工匠精神等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实践中，

在教学目标制定中，注重“技能”与“德育”相结合，并体现在课

程标准中。 

课程从产业发展、行业现状、岗位需求等方面融入课程思政。

在产业发展方面，以中国制造 2025 为例，强调我国是全球制造业体

系 健全 完备的国家，目前正逐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和创造

强国转型，而机电类专业是培养现代智能制造技能型人才的专业，

是提升我国现代化制造业水平，提升国家现代工业化水平和国际竞

争力的关键专业，以此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自信心和科技报国的

志向。在行业现状方面，目前我国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业及智能设

备自动化控制领域仍与西方国家存在差距，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补

足短板，以此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攻破技

术壁垒，自觉将个人的专业学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岗位需求方

面，特别是近年来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业界的嵌入式物联网产

品需求激增，导致嵌入式人才需求供不应求，特别是具备嵌入式产

品开发经验的工程师，成为职业猎头的关注对象。嵌入式系统开发

已成为当前 为热门、极具升值潜力的岗位。 

4.2 持续教学改革研究，完善丰富思政资源。 

教师组团研讨课程体系建设，成立以专业课教师为主，思政理

论课教师为辅的课程教研小组，从教学内容上梳理嵌入式智能系统

应用这门课程的思政元素，以“项目+思政”为载体，开展课程思政

的教学研究。分项目和模块将教学与模拟产品开发过程相对应，如

在用 STM32 控制 LED 发光二极管教学实践中，构建“点亮 LED→

LED 流水灯→三色 LED 灯-模拟救护车、消防车、警用灯闪烁”的

由点到面的教学模块，在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引发学生

关于抢险救灾精神的相关话题讨论，宣扬国家机关不惜一切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以此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认同感。

在定时器控制教学实践中，引入天宫空间站发射升空火箭倒计时系

统设计任务，回顾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在了解航天精神的过程中进

一步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的意志和使命感。在传感器信号检测和电机

控制教学实践中，设置智能避障小车，引入我国火星车测控方法与

技术发展，调动学生的学习和参与热情，提升学生积极投身强国伟

业建设的责任感。在其他环节教学实践中，都根据理论知识引入相

关“思政”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以计划学时和教学项目、教学任

务而定。 

4.3 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 

专业课程要想更好融入思政元素，就必须做好德育元素 的深入

挖掘并以此优化课程德育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手段。课程选用超星

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为载体，建立相应的网络课程，通过项目化教

学、课堂实训、小组协作等方式，增强德育效果。课前通过学习通

网络平台发布项目任务，学生在线完成自主学习，课上小组协作，

编写应用程序。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独立思考

钻研的科研精神，培养学生积极探索、时刻学习的思想意识。教学

实施过程中采用小组协作、小组研讨、互评互测等教学手段，学生

以团队为单位完成项目学习任务，互评互测，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

识。采用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学方式，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同时，

掌握理论知识，也培养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在参与实践中认知了

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

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

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4.4 调整教学评价，优化考核方式。 

以往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作为机电类专业课程，主要采用知识

和理论评价即专业理论知识考核，未包含或较少包含人文素质、职

业适应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评价。为了实现专业与思政的

融合，在教学评价和考核中除了要考查学生的技能水平，同时更加

注重学生的德育高低。在教学全过程中分阶段、按比例将学生的德

行转化为 终考核结果。如在过程性考核中，分小组协作完成实训

任务后，让学生组内互评，在参与评价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公平、

公正和诚信意识。 

5 课程教学实施的具体案例 

在嵌入式应用系统中，人机交互接口是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包括按键输入和显示器输出两个模块，高级的应用还有声控、语

音识别播报、图像识别等功能。与微控制器接口的显示器种类较多，

目前常用的有独立 LED 指示灯、LED 数码管、LED 点阵显示器以及

液晶显示器等，这些教学内容都构成了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下面

以此部分内容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进行教学设计过程阐述。 

5.1 课程思政元素的凝练 

5.1.1 充分利用显示器的显示功能，传播正能量信息 

在讲解 LED 点阵显示器工作原理的时候，通过选择合适的显

示实例，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信息巧妙地融入教学

内容，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正能量。 

5.1.2 回顾 LED 显示技术发展过程，联系思政理论知识，从历

史的角度思考事物的发展，归纳总结现代 LED 显示屏幕的发展历程，

即从独立 LED 灯，到 LED 数码管，再到 LED 点阵显示屏、OLED

点阵显示屏。从而引出学生在思政理论课程中所学习的“事物发展

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规律”，以巩固思政理论课程知识。 

5.2 教学设计 

5.2.1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点阵 LED 显示器的硬件结构原理，掌握

字形码的生成和显示控制方法。 

（2）能力目标。具有点阵 LED 显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能

力。 

（3）育人目标。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激发爱国

主义热情，进一步认识唯物辩证法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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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义。 

5.2.2 以爱国主义元素引出课程内容 

课堂导入环节，以生活中屏幕显示为题，重点展示建筑物墙体

巨幅 LED 点阵屏幕显示“我爱中国”、“祖国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画面，在烘托爱国主义情感的氛围中，引出学生对 LED 点阵

显示器工作原理和发展历程的思考。 

  

图 1  融入爱国主义元素的 LED 点阵屏幕 

5.2.3 主要内容讲授 

（1）点阵 LED 显示器的硬件构成 

LED 点阵显示器硬件构成采用“总-分-总”的教学思路进行讲

授。从市面上常见的大屏幕 LED 点阵显示器开始，说明它是由若干

单元板拼接而成，每块单元板由基本模块组成，基本模块又是由若

干点阵 LED 灯组成。通过单元板的拼接扩展，就能得到不同尺寸，

不同形状的点阵 LED 显示器[4]。 后以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点阵 LED 显示器为例，展示拼接显示效果，强化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记忆和理解。 

（2）LED 点阵显示器的显示原理剖析 

以 8×8 点阵 LED 基本模块为例说明 LED 点阵显示器的显示原

理。8×8 点阵 LED 基本模块由 8 行、8 列共 64 个点状 LED 灯封装

而成[5]。为了简化外部引线，每一行 LED 灯的阳极被连接起来，用

一个引脚引出，每一列 LED 灯的阴极也被连接起来，用一个引脚

引出， 后，基本模块对外的引脚就有 8 个行引脚和 8 个列引脚。

通过 STM32F103 控制相应行列引脚的电平状态，就可以显示特定的

符号和图形。 

 

图 2  8X8 LED 点阵模块仿真电路图 

选择“红心”符号作为教学演示案例，详细讲解 LED 点阵显

示器与 STM32 单片机的接口设计、字形码的生成以及显示控制程序

的编写。以“红心”符号为例，使学生在学习显示原理的同时，在

潜移默化中领会“红心”符号所蕴含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价值观所共有的诚挚之情。 

（3）现代 LED 显示器的应用总结 

回顾已学习的显示器类型，包括独立 LED 灯、LED 数码管、LED

点阵显示器，总结这些显示器的特点与适用场合。在上述总结分析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现代 LED 显示器的发展历程。

简单的显示器是点状独立 LED 灯，可以作为指示灯进行显示，为

了显示更多更复杂的信息，人们将条状 LED 灯又设计成点状，按照

阵列的形式进行组合，就形成了点阵 LED 显示器，可以显示世界上

所有的文字符号及图形[6]。通过分析 LED 显示器发展所遵循的规律，

使学生更加具体地感受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进而促使学生能够主动

运用规律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6 教学改革效果 

依据上述教学设计进行教学，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效果。学生普

遍反映，以点阵 LED 显示器作为载体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形式能够接受，在学习点阵 LED 显示器工作原理的同时，唤起了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记忆和理解，同时也理清了常用 LED

显示器的内在联系，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有了更加具体和深刻的

理解，认识到了思政理论知识的普遍指导意义。 

7 结论 

思政元素融入嵌入式智能系统应用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原本重

视技术传授的专业课程注入了思政灵魂，真正发挥了专业课的育人

功能，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但嵌入式系统课程思

政的实施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课程思政元素还需进一步深度挖掘，

从时代背景、行业趋势、职业素养、家国情怀等方面探索并积累素

材资源，寻求恰当的融合方式，开发课程思政教学资源，提升教学

设计的层次。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只有加

强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改革力度，不断探索，才能真正将教书育人的

内涵落实于课堂教学的主战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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