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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简介

根据《自动化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课程为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2

学分，64 学时。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是一门面向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本

课程要求学生学会软件编程和单片机硬件的相关理论知识，初步掌握单片机系统

的设计和开发方法。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能

够认识到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具有自主学习的能

力，并不断更新拓展知识，以适应专业及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发扬工匠精神-定时器/计数器的结构

2.对应章节：第 5 章第 2 节

3.课程讲次：10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①定时/计数器结构特点及控制

②定时器中断系统结构及管理

③定时/计数器及中断系统综合应用

2.能力目标定时器指令格式

①能够分析控制要求

②能够应用指令系统完成定时器控制系统设计

③实现定时器控制要求



3.素质目标

①安全、严谨的职业素质

②实践思维方式，具备系统设计理念和守时观念

③交流协作

④规则意识

四、案例主要内容

定时/计数器简称定时器，89s52 单片机有 3 个 16 位的定时/计数器：定时

器 0（T0）、定时器 1（T1）和定时器 2（T2）。它们都有定时器或事件计数的功

能，可用于定时控制、延时、对外部事件计数和检测等场合。

T0 由 2 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TH0 和 TL0 构成，T1 由 TH1 和 TL1 构成， T2

由 TH2 和 TL2 构成。作计数器时，通过引脚 T0（P3.4）、T1（P3.5）和 T2（P1.0）

对外部脉冲信号计数，当输入脉冲信号从 1 到 0 的负跳变时，计数器就自动加 1。

计数的最高频率一般为振荡频率的 1/24。

五、案例教学设计

（1） 问题导入（讲授） ： 提问学生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 引导学生思考定

时/计数器工作方式的重要性。

（2） 知识讲授（多媒体+讲授） ： 结合教材讲解基于单片机的方波发生器设

计的要求。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改进基于单片机的方波发生器设计。

（3） 互动讨论（讨论+提问） ： 围绕基于单片机的方波发生器设计的要求进

行讨论分享。 通过师生互动的方式分别从技术角度（方波发生器设计的重要

性） 、 思政角度（设计单片机方波发生器职业素养）及思政元素（社会责任感）

三方面将课程思政与教学知识点有机结合。

（4） 知识扩展（练习） ：指导学生课后通过网络资源查阅单片机系统的发展

史及前沿技术的应用情况， 思考作为单片机设计接班人需具备的职业素养。

（5）学情跟踪：课后借助慕课、 学习通、 QQ 群、 邮件等多维平台， 发布

调查问卷、 知识点练习、 单元测试、 课程考试、 讨论习题等， 教师通过对

学生历史成绩查询、 课前课后资源学习记录、 随堂测验分析、 互动交流统计



等对学生课后练习进行针对性辅导， 反馈服务教学过程，实现对学生发展的动

态追踪。

（6）考核评价：考核评价通过课堂提问、 分组讨论及作业三方面考核。

六、教学反思

不足之处:

（1）在教学组织过程中，由于小组学习中，组数较多，导致现场指导不深入、

不全面。

（2）对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设计单片机硬件电路和编写程序的能力培养不够。

解决办法:

（1）以后在教学过程中，把平时基础较好的同学培养成小组长，这样可以解决

现场指导不足的情况。

（2）引导学生，通过单片机硬件电路、编程序来学习指令的功能和软件的操作

方法，在实践中提高阅读程序和编写程序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