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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的单片机课程教材为梅丽凤主编 的 《单片机原理及

接 口 技术 》 ， 此 教材主要 以 汇编语 言 的编程方法来介

绍单片机
，
由 于汇编语言缺乏

一定的通用性 、 指令繁多

不容易记并且与企业需求存在脱节 。 大多数企业
、
控

制领域均 以 Ｃ 语言／ Ｃ ＋＋ 语言来进行程序 的编写 ， 这

导致学生到企业之后
，
无法将所学知识快速应用 到实

践当 中 ， 创新就更无从谈起 。

（
２

） 培养计 划 制 定不 合理 。 单片机原理机电专业

的
一

门综合性课程 ，
应建立在

“

Ｃ 程序设计
” “

模拟 电

子技术
” “

数字 电子技术
” “

传感器技术
”

等课程基础上

来学习的 。 而 目前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未开

设
“

传感器技术
”

课程 ， 这导致在课程设计 、 实验等环

节时
，
学生缺乏传感器的基础 知识 ， 给编 程造成了 巨大

的阻碍
；
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 动化 （ 专业 ） 的单片机

课程于第二年上学期开设 ， 与
“

电 工学
”

课程同 时开课

并且未开设
“

Ｃ 程序设计
”

， 如此增加 了学生学 习 单片

机课程的难度 。

（ ３ ） 课时安排 不 合理 。 我校单 片 机原理共有 ６４

学时
，
其中实验 １ ２ 学时

，
理论 ５２ 学时

，
理论学时还是

在传统的 多媒体教室 由 教 师进行 授课
［

ＵＭ
Ｉ

］

。 由 于本

课程主要在理解 了单片 机的原理 、结构 以及外部接 口

之后 ，
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于编写完成特定任务 的程序 。

传统的 多媒体教室无法让学时验证 自 己 所设计程序 的

正确 性
，
而教师的课堂时 间有限

，
也无法对每个学生的

错误程序进行 纠正 。 这导致 了许 多学生在 实验课程

时
，
往往无法在规定 的课时 内完成相关 的实验

，

而想让

学生在原有 的 实验基础 之上 再创新是更 加不可能完

成的 。

（
４

） 考核方式 单一

。 目 前单片机原理课程主要 以

期末考核计成绩
， 考核方式单一

。 无法对学生 的 电路

设计
，
程序编写的精简 、规范 ， 电 路板 的制 作等进行考

核
， 而且难以激励学生通过参加各种相关竞赛来提髙

动手 、实践能力 。

２ 单 片机课程教学改革

２． １ 项 目驱动教学
，
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

（
１

） 针对上述存在 的 问题
， 先选择一

本 以通用 Ｃ

程序设计为主 、工程实例多 、偏 向应用的教材
；
合理调

整培养方案
，
使得学生学 习 起来更加循序渐进 。 然后

对教材进行精简 、提炼 ，将每一堂课都浓缩成一个可以

应用于实 际的 为例子来讲解 ， 形成
“

例子课堂
”

， 如定

时器／计数器的章节
，
提炼成普通 电表 的计数 、 门禁 系

统人员 出 人个 数的计数或 者十字路 口 的 红绿灯控制

等 ；

Ｉ／Ｏ口 的扩展 ， 可提炼成彩灯 、光立方的控制 机等 ，

这样通过生活 中 实际应用的讲解
，
激发学生 的 学 习 兴

趣 ，提髙课堂效率 。

（
２

） 利用我校第二课堂项 目 ，
提髙学 生 自 身 的兴

趣 。 我校第二课堂项 目 是针对学生课外科技设计而设

立的专项 ， 凡 申 请成功将给予 ５００￣ ８ ００ 元的资 助 。 为

鼓励学生 申请项 目 的积极性
，
在本课程最后一次课时

，

对大家的项 目 作品 进行评估 ，
能实现基本功能 的可加

平时成绩 １ ０ 分 ， 具有创新性的可加平时成绩 ２０ 分 ，
通

过项 目 吸引学生提髙 实践 能力 。 通过此措施
，
申 请项

目 的学生 比例从之前 的 ５％ 上升 为现在是 ８ ５％， 效果

显著而且学生反映 良好 。

（
３

） 以竞赛吸 引
，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 鼓励学生

报名加入我 院 的机器人实验室 ， 参加
“

全国 电 子设计

大赛
”“

亚太机器人大赛
”“

Ｒ ｏｂｏｃｕ ｐ

”

等竞赛 ，
不仅可 以

利用我院现有 的设备将课堂 的 理论知识转为 实 际应

用 ，
而且还可 以在 比赛 中积 累丰富 的实践经验增加与

外校学生交流
，
反过来也促进 了教学 。 我校今年的参

赛学生数达到 了２０％，并在
“

Ｒ ｏｂｏｃｕ
ｐ

” “

全国 电子设计

大赛
”

等 比赛 中 获 得 了 一等奖等佳绩
，
在学 生 中影 响

广泛 ， 吸引 了更多 的学生前来报名加人实验室参数 ，从

而在另
一方面也促进 了我 院机器人实验室 的建设 。

２ ． ２ 引入虚拟仿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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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２ 期 王 春 荣 ， 等 ： 应 用 型 本科办 学 的单 片 机原理课程改 革探 索 ２ ３９

参加各类竞赛获得 省一等奖 以上的 学生期末可 以 申请习 、参加各类竞赛和 申 请项 目 的积极性
，
提高学生各方

免试 ， 但必须参加
“

面对面
”

考核具 体实施方案详 见表面的综 合能力 。

１
。 通过多种 考核方式相 结合 ， 达 到提 髙 学 生平 时学

表 １考核方 法改 革

总评 考 核方案 比重 ／％ 具体措施

平时成绩 （ ５０％ ＞ 出 勤 １ ０ 迟 到 、早退 每次扣 ５ 分 ， 旷课每 次扣 １ ０ 分 ， 旷课 ３ 次以上 ６０ 分清零 ， 旷课 ５ 次 以

上 不予参加 期末考试 ， 上课 回答 每次 ５
￣

 １ ０ 分

虚拟仿 真 １ ０ 虚拟仿真共 ４ 次 ， 每 次现场打分 ， 分
“

优 、 良 、 中 、及格
”

， 未完 成的
“

不及 格
”

实验和第二课堂项 目 ２０ 由 ４ 次实验报 告 、实验 完成情况综合 给定
“

优 、 良 、 中 、 及 格
”

， 平均之后 为实验成

绩 ， 若第二课 堂作 品 基本完成再 加 １ ０ 分 ， 有创 新加 ２０ 分 ， 总分 矣 １ ００

各 类竞赛 １ ０ 省一等奖 以上 的学生 期末 可 以 申 请免 ， 参加
“

ＦＴＦ
＂

， 二 等 、 三等 奖 、 参 赛分 别 加

２５ 、 １ ５ 、５分

期末成绩
（
５０％ ＞

期 末考试 ５０ 期 末考试卷 面成绩 ， 作弊直接重修

２ ． ４ 引 入课程地图教学

通过 以 上 的 改革 方案 ， 制 作成课程地 图
Ｍ ４Ｉ ６

］

， 如

图 １ 所示 。 在第
一

次上课 时
， 通过 课程地 图 的 详细讲

解
， 使得学生对本门 课 程应该学 习 的知 识 、 上课 流程 、

考核方式 以及通过本 门课程学习 能提 髙哪方面 的能力

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 理解 ， 学生可 以 对 自 己 的课余时

间 做出更合理的安排 ，
避免浪 费 大量 的课余时间 。 同

时 ， 课程地图也 可用于新生入学教育 ， 目 前此措施 已经

在我校展开 ， 具有 良 好的 教学效果 。

单片机结抅及＊理

Ｃ 语冉？序设计

定时器／计数器应用

串 行通倌 、 中 断系统

单片机系统外部扩展

教学目麻 ：

１ ．圻养学生凤 饵单片 机技术的堪 本押 论 、 暮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 ｜

２ ．栴养学牛．能利用 单片机设计制作电子产品 、 参加各

类竞赛的能力 ？

３ ．讲养 能将单片机应用于本 业和发展本 （
；

？

业的应

用人才 ？

４ ． 为能科学地 、 系统地解决机械自动化的ｒ程问

输送 企业所 需要的人才 ．

培养

学生

ｎ 备

的核

心能

力

自动控制专 业技术靝力

实践成用能力

分析程序 问题 、 解决 ＨＢ

的能力

参加各类相关 竞赛的能力

机械自动 化系统规划及实

现 的 设 力

电路设计

电籌飯产品设计

呶子产品检＿ Ｉ

「．业控制皮用

花 太机器 人大赛
卜

全ｗ电子设计ＳｉＴ
］

教 薄部 考证

￣̄

劳动部 考证

̄

设 ｉ丨 制

造领域

竞赛

考证

＇

将

＇ Ｈ

ｉ

ｓ

嫌
域

｜

机％ 体化糸统设 ｉ
ｉ 卜

Ｇ
器人技术

「 ｉ ｔ
ｙ机＆制技术

｜

１控《技术
｜

必修采

１

机 电控制技ｆ

Ｉ

￣

机 电控 ＪＭ技术

测试技术

Ｊｕ

选修 ＵＣ 
^

皮用 穿业知 ｉＨ解决 ｒ． ｆｔＨＩｇ的

编写设计《序能 力

绘制电路Ｋ 能力

烀《 电路板能力

电子器件的疢用 能力

控制系统设计的能力

控期系 统嫌护运行齙力

供养

ｆ生
Ｕ 备

的基
本能

力

图 １ 课程地图

３结 语

通过对单片 机课程 教 学进行 改革 ， 形 成 了

“

教 师

主导 ， 学生主体
”

的 教学 模式 ， 将学生从 以往 的被 动 学

习转 为主动学习
， 使得所学 的理论 知识在实践 中 得到

应用 ， 提高学生 的动手操 作能 力 ， 非常符合应用型本科

教学方案 ， 能培 养 出 企业 真正需 要的 人才 。 其 中 本文

所提出 的
“

第二课堂项 目
”

与
“

课程地 图
”

模 式来促进

教学的 方式 ，
也 可在其他的课程 中实施 ，

相信会取得很

好的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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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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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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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 与 实 践 ［
Ｊ

］
． 实 验 室 研 究 与 探 索 ，

２０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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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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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付兴锋 ， 张常年 ， 尹天光 ， 等 ． 应用 型本科 人才 培养 中 实践 教学

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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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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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２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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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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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吴 中江 ， 黄成亮 ． 应用 型人才 内涵及应用 型本科 人才培 养 ［

Ｊ
］

． 高

（
上接 第 ２３２ 页

）

行很好的锻炼 。 同时
， 保障了患者与学生的安全

，
节省

实验成本 ， 弥补了学生在临床实 习 中实践机会不足
， 有

助于培养学生熟练的技能操作 ，
提 高 临床护理实践能

力
，
为学生 向患者提供安全 、 优质 的 护理打下 坚实 的

基础 。

４ 结 语

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
——

将 教育 信息化 定位为

“

改革教育理念 和模式 的 深刻革 命
”

，
以 促进 教育公

平
，
提高质量的有效手段

［
￣ ４

］

。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成

了研究热点 。 应用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实现实验室资源

共享与利用 ，更大程度上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 和创新

实践能 力 ， 给 医 学教 育的 发展 和改革 带来机 遇和动

力
ｎ ５

］

。 另
一方面 ， 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 的建设是

一项涉

及教学
、
管理 、技术的系统工作 ，

是一项长期 、持续性的

工程 ，
需要投人大量的 人力 、资源和经费 。 Ｖ？Ｃａ ｒｅ

－护

理学虚拟实验软件平台 的设计开发过程 中也遇 到许多

问题 ，部分功能 、实验项 目 需要进一

步完善 、开发 。 后

续研究 中 ， 我们以护理核心胜任力培养为主线 ， 将 Ｖ？

Ｃ ａｒｅ
－护理学虚拟实验软 件平台 进一

步建设成 为 多元

化 、开放的实验教学平台 ， 推进护理学髙等教育的发展

和改革 ， 推动护理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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