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一）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谢辉程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单片机原理》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整个电子产品数

字化、智能化的核心构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系

统设计技术，学会应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化设备开发的设计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

学习和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融合了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最底层的部分，它的先导课程是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它的后续

课程是单片机应用技术、嵌入式系统新技术及应用等。

本课程以 51 系列单片机为模型，主要向学生介绍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系统扩展与工程应用。强调实践环节，侧重系统构

成与应用设计。力求通过实践环节，软、硬结合，培养初步的单片机开发能力，

并使其前导课程讲授的基本概念得到综合与深化。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熟悉 8051 内核单片机的原理和组成，熟练掌握 8051

单片机的体系结构、功能部件的软件与硬件的设计，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信号灯控制方法

2.对应章节：第 2 章第 2 节

3.课程讲次：第 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不同型号 LED 发光二极管的结构和参数。

掌握用单片机驱动 LED 发光二极管的方法。

掌握基于状态机的程序设计方法。

2.能力目标

能够根据应用要求选择相应 LED 发光器件，设计接口电路。

能够利用仪表测试 LED 引脚极性。

能够利用仪表检查硬件电路故障。

能够使用 Keil 软件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

能够使用 Proteus 仿真软件设计硬件并对软件进行测试。

3.价值目标

培养学生代码编程规范意识、职业道德意识。

提高学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科技创新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LED 发光二极管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仪表指示灯、交通指挥系统、照明

系统和显示系统中都有广泛应用。在介绍 LED 工作原理时引入我国 LED 产业发

展史，并简介九江 LED 产业园。

通过介绍几种典型 LED 工作原理，讲解设计 LED 驱动电路时需要关注的核

心参数，讲解 LED 驱动电路设计安全规范。

以九江语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智慧消防基站指示灯为例，讲解基于状态机

的 LED 程序设计方法。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本节课首先以如何安全的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为例，介绍如何通过查阅器件

手册了解发光二极管的核心参数，并根据参数以及单片机 I/O 口驱动能力设计发

光二极管驱动电路，此过程着重强调元件参数选择要在安全范围内。



图 1 发光二极管核心参数

其次，通过仿真软件介绍如何设计程序控制 LED 灯点亮和熄灭。

最后，以九江语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智慧消防基站指示灯对不同工作状态

的指示为例，引导学生设计基于状态机的 LED 任务程序。

图 2 智慧消防基站的 LED 指示灯

2.教学方法

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展开独立思考并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问题 1：设计驱动电路时如何兼顾亮度与安全？

提出两种应用场景，常亮型指示灯（如仪表指示灯、交通指示灯等）和动态

扫描型显示器件（如 LED 点阵屏）。引导学生思考不同应用场景下对电流的需

求差异，从而掌握驱动电路设计方法。

问题 2：如何以有限的灯展示更多的指示信息？



以古代灯语通信为例，引导学生提出“时长+亮灭状态组合”进行编码的状

态指示方法，进而引出基于状态机的程序设计方法。

采用类比启发法，引导学生树立规范编程意识。

在设计 LED 程序时，通过对比“状态+延时”和“状态机+定时调度”两种

程序设计方法在 CPU 资源占用、多任务程序运行稳定性方面的差别，介绍实际

工程应用中的程序设计规范，引导学生树立规范编程意识。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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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状态机的 LED 任务函数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以实际工程应用案例为依托，分析发

光二极管工作原理，介绍驱动电路和任务程序设计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类

比分析，加深知识理解记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了我国 LED 发展史、本

地电信企业介绍、生产安全和生产规范等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树立专业自信，激

发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由于教学团队

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方面的学习

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单片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二）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谢辉程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单片机原理》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整个电子产品数

字化、智能化的核心构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系

统设计技术，学会应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化设备开发的设计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

学习和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融合了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最底层的部分，它的先导课程是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它的后续

课程是单片机应用技术、嵌入式系统新技术及应用等。

本课程以 51 系列单片机为模型，主要向学生介绍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系统扩展与工程应用。强调实践环节，侧重系统构

成与应用设计。力求通过实践环节，软、硬结合，培养初步的单片机开发能力，

并使其前导课程讲授的基本概念得到综合与深化。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熟悉 8051 内核单片机的原理和组成，熟练掌握 8051

单片机的体系结构、功能部件的软件与硬件的设计，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串行通信程序设计

2.对应章节：第 7 章第 3 节

3.课程讲次：第 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常用工业串行通信协议。

掌握单片机收发数据帧方法。

掌握 C 语言常用字符串处理函数用法。

掌握编解码程序设计方法。

2.能力目标

能够设计串行通信收发程序。

能够根据通信协议设计编解码程序。

能够使用 Keil 软件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

能够使用 Proteus 仿真软件设计硬件并对软件进行测试。

3.价值目标

培养学生代码编程规范意识、职业道德意识。

提高学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科技创新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UART 接口是嵌入式系统主要的对外通信形式，广泛应用于设备调试、工业

通信和设备联网等领域。

通过程序实例讲解串口数据收发过程，数据帧结束判断方法，利用串操作函

数实现数据帧编解码方法。

以九江赛晶科技有限公司电流控制器程序中的通信部分为例，介绍 Modbus

通信协议，该协议广泛应用于工控领域。

以某公司通信过程中未考虑应答存在的隐患为例，讲解应答机制在通信过程

中的重要性。以九江语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智慧消防基站通信代码为例，简介

多条指令应答判断的实现方法。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本节课首先以如何由串口发送按键状态为例，介绍串口发送方法，引导学生



设计基于格式化输出函数的串口编码程序。

其次，以如何接收并识别控制 LED 灯的串口指令为例，介绍串口接收方法，

引出串口接收缓冲区、帧结束判断等概念，进而引导学生设计基于串操作函数的

串口指令解码程序。

再次，以九江赛晶科技有限公司电流控制器中远程修改某一寄存器数值为例，

介绍 Modbus 通信协议。



最后，以正反两个案例讲解应答机制在通信过程中的重要性。

2.教学方法

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展开独立思考并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问题 1：串口接收时如何判断数据帧结束？

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引导等方式引出“固定长度”、“特定结束符”和“总

线空闲时长”三种判定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其区别和各自优缺点。

问题 2：如何实现串口指令解码？

给出以固定指令、单参数指令和多参数指令三种串口指令，通过课堂讨论，

引导学生掌握用串操作函数实现指令解码的方法。

采用对比分析法，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生产意识。

在介绍通信应答机制时，通过推导某公司通信代码中未考虑应答可能造成的

严重后果，引导学生重视生产环节中的安全问题；通过介绍九江语桐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的智慧消防基站对多指令应答的处理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模块化编程技术。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以实际工程应用案例为依托，分析单

片机串口工作原理，讲授串口通信程序设计方法，介绍常用串行通信协议。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类比分析，加深知识理解记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了本地

电信企业介绍、行业标准、生产安全和生产规范等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树立专业

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由于



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方

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单片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三）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谢辉程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单片机原理》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整个电子产品数

字化、智能化的核心构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系

统设计技术，学会应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化设备开发的设计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

学习和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融合了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最底层的部分，它的先导课程是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它的后续

课程是单片机应用技术、嵌入式系统新技术及应用等。

本课程以 51 系列单片机为模型，主要向学生介绍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系统扩展与工程应用。强调实践环节，侧重系统构

成与应用设计。力求通过实践环节，软、硬结合，培养初步的单片机开发能力，

并使其前导课程讲授的基本概念得到综合与深化。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熟悉 8051 内核单片机的原理和组成，熟练掌握 8051

单片机的体系结构、功能部件的软件与硬件的设计，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数码管动态显示

2.对应章节：第 6 章第 2 节

3.课程讲次：第 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数码管的构成与分类。

掌握单片机与数码管接口电路设计方法。

掌握数码管驱动程序设计方法。

2.能力目标

能够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数码管。

能够根据应用要求设计单片机与数码管接口电路。

能够根据接口电路设计数码管驱动程序。

能够使用 Keil 软件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

能够使用 Proteus 仿真软件设计硬件并对软件进行测试。

3.价值目标

培养学生代码编程规范意识、职业道德意识。

提高学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科技创新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数码管是单片机系统最常用的显示器件之一，在智能家电、仪器仪表中有广

泛应用。

本节课通过介绍数码管工作原理引出静态显示、动态显示两种数码管电路设

计方法，通过课堂讨论讲解两种设计方法的优劣，并讲述数码管动态显示接口电

路设计方法和驱动程序设计方法。

五、案例教学设计

1.基础知识引入

首先，回顾数电课程中学习过的数码管基本结构，了解不同极性数码管工作

原理。其次，介绍在标准接口电路下段码的计算方法，最后引出查表计算段码的

程序设计方法。



2. 接口电路设计

通过分析多联数码管结构，引出数码管动态显示接口电路，如图所示。

3. 驱动程序设计

通过实例演示讲解数码管动态扫描原理。根据“视觉暂留”的特点，引入“耳

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俗语，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白“耳听、眼见”都不一定为

实，所以做人：“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



显示子程序

D7显示1
延时；灭灯

D6显示2
延时；灭灯

D5显示3
延时；灭灯

D4显示4
延时；灭灯

D3显示5
延时；灭灯

D2显示6
延时；灭灯

D1显示7
延时；灭灯

D0显示8
延时；灭灯

4.任务驱动教学

布置任务，学生查阅“实际生活中数码管的应用实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和探究精神。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以数码管显示问题为依托，分析多联

数码管工作原理，讲授数码管动态显示接口电路设计方法和驱动程序设计方法。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类比分析，加深知识理解记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了

工匠精神、探索精神等思政素材，引导学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

新精神。由于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

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单片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四）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谢辉程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单片机原理》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整个电子产品数

字化、智能化的核心构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系

统设计技术，学会应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化设备开发的设计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

学习和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融合了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最底层的部分，它的先导课程是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它的后续

课程是单片机应用技术、嵌入式系统新技术及应用等。

本课程以 51 系列单片机为模型，主要向学生介绍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系统扩展与工程应用。强调实践环节，侧重系统构

成与应用设计。力求通过实践环节，软、硬结合，培养初步的单片机开发能力，

并使其前导课程讲授的基本概念得到综合与深化。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熟悉 8051 内核单片机的原理和组成，熟练掌握 8051

单片机的体系结构、功能部件的软件与硬件的设计，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单片机定时器应用

2.对应章节：第 6 章第 3 节

3.课程讲次：第 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单片机定时器工作原理。

掌握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准确定时的方法。

2.能力目标

能够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定时器工作模式，并做初始化配置。

能够设计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能够使用 Keil 软件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

能够使用 Proteus 仿真软件设计硬件并对软件进行测试。

3.价值目标

培养学生代码编程规范意识、职业道德意识。

提高学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科技创新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定时器是微控制器中最重要的部件，是程序按指定节拍运行的基础。本节以

交通灯为例，讲解如何控制数码管、LED 灯和键盘三个外设稳定有序运行，进而

引出利用定时器进行任务调度的程序设计方法。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本节课首先提出问题：如何将之前的 LED 灯控制程序、数码管动态显示程

序和按键扫描程序集合到一个项目中去，实现各外设稳定有序运行，且可以实现

互动。如：通过按键修改数码管显示内容，更改 LED 工作状态等。



2.教学方法

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展开独立思考并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数码管刷新间隔为 1ms，按键扫描间隔为 10ms，LED 灯状态刷新间隔为

1s，数码管显示内容更新间隔为 1s，不同调度周期的任务如何有序运行，互不

干扰？通过回顾信号灯控制方法，进一步掌握“基于状态机的任务程序+定时调

度”程序设计方法，通过多任务调度验证此程序结构的优越性。通过细致分析

bug 产生原因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T0中断服
务程序

重赋初值

置1ms定时标志

中断10次
？

置10ms定时标志

返回

设置T0每1ms中断1次

N

Y

主程序

系统初始化设置

1ms？ 点亮1位数码管

10ms？ 扫描键盘

N

Y

N

Y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以交通灯为例，讲解多任务单片机程

序设计方法，介绍程序间通信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类比分析，加深知识理

解记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了工匠精神、探索精神等思政素材，引导学生

树立专业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由于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今后需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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