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查兵

课程名称 单片机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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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

单片机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控制功能强、扩展灵活、使用方便等优点，广

泛应用于工业控制、航空航天、智能仪表、家用电器、医用设备、汽车电器等各

个领域。单片机应用技术是一门面向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本课程

要求学生学会软件编程、单片机硬件结构和接口设计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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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

本课程以项目驱动的方式讲解常用外设与单片机接口设计技术，使学生能够

应用单片机设计、开发、制作出具备“常用功能、基本功能”的电子系统，并具

备“举一反三”的创新技能与创新思维，为今后从事单片机相关系统的设计和开

发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法制观，培养

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培养较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多点温度监控系统设计

2.对应章节：综合设计 5

3.课程讲次：2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的工作原理。

掌握单线单点、单线多点测温实现方法。

掌握多联数码管（或 LCD1602 或 LCD12864）模块显示原理、驱动电路。

2.能力目标

能够使用 Keil 软件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掌握 Debug（调试）工具应用。

能够使用 Proteus 仿真软件设计硬件。

能够实现 Proteus 和 Keil（硬、软件）的联合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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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生产、生活的能力。

四、案例主要内容

用 Proteus 仿真软件设计基于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DS18B20、多联数码管（或

LCD1602 或 LCD12864）的测温电路，用 Keil 软件编写、编译程序，联合调试，

实现单线单点、单线多点测温功能。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分析接触式电子体温计、粮食储备库的粮仓测温需求的异同点，思考如何依

据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单线单点、单线多点的系统设计思路，掌握实际生产、生活

中测温系统的实际应用特点。讲解单总线是美国 DALLAS 公司推出的外围串行

扩展总线技术。与 SPI、I²C 串行数据通信方式不同。它采用单根信号线，既传

输时钟又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具有节省 I/O 口线、资源结构简单、

成本低廉、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诸多优点。

鼓励学生树立努力学习、奋起直追的思想，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力争尽快

缩小我国电子信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图 1 单线单点测温系统仿真图

图 2 单线多点测温系统仿真图

2.教学方法

（1）悬念导入式教学：

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DS18B20 如何实现测温并稳定工作？引入单总线时序的



概念，同时讲述通信流程、存储器结构等知识点，并深入分析上述知识点之间的

关联，通过流程的剖析讲解，指导学生完成硬、软件系统设计。

（2）启发式教学：

启发学生分析系统组成的完整性，通过实现不同显示模块下温度的显示，使

其形成模块化的系统设计理念。

（3）类比式教学：

分析讲解接触式电子体温计、粮食储备库的粮仓测温等测温系统使用场景下

的异同点，通过类比的方法进行讲解，使学生明确其区别与联系。

（4）案例式教学：

分析讲解单线单点测温及多联数码管显示的案例，并提供部分模块的例程，

让学生从模仿角度入手，减少学生的畏难情绪，提升教学效果。

六、教学反思

在本案例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以实际应用案例：接触式电子体温计、

粮食储备库的粮仓测温需求为依托，分析如何依据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单线单点、

单线多点的设计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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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仍需大力挖掘本门课程中的

思政素材，注重凝练与升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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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