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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项目驱动法在嵌入式系统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

胡仕刚#曹会#吴笑峰#席在芳#唐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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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嵌入式系统#是一门工程性&技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课!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

已不适应社会对嵌入式开发人才的需求!更不利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 针对目前嵌入式系统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提出了一种阶梯式项目驱动的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法!以项目为中心!阶梯式地开展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并通过基

于 ?]=+#F3 的教学来说明这种授课方法相比传统授课方法的优越性及其科学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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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电子信息行业的快速发展#嵌入式系统技术已经应用到了生活%军事%航天等多个领

域'%(

#作为一门工程性%实践性和创造性很强的精尖技术#由于其复杂%难学%需要所学者具备综合知识

和扎实的基本功等特点#因此我国精通嵌入式系统技术的人才并不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面对这

样一种状态#我国大部分的本科以及一些专科学校的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陆续开设了嵌入式系统课

程'#(

& 我院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和通信工程专业也开设了此课程#一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为市

场%社会提供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二是教授这门技术可以更好地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 所以#如何更好

地开展这门课程的教学显得十分重要#探索一种真正科学可行的嵌入式系统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

具有重要意义&

%5传统嵌入式系统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嵌入式系统的学习更加注重工程性%应用性#强调的是动手能力& 而现今大多数高校在教学嵌入式

系统课程时仍然是)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一味的单向灌输书本知识#学生一味的接收书本知识#只有

很少的实验课#教学效果不佳#缺少启发性和创造性&

此外#很多高校的很多专业都增设了嵌入式系统课程#然而学校在给这些专业的学生进行学习定位

时#采取了)一把抓*的错误定位方式#开一样的课#设一样多的学时#一套培养计划& 不同的专业在学

习这门课程时应该有不同的定位#比如#计算机专业学生在学习嵌入式系统时#应侧重于软件设计#而自

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在学习嵌入式系统时#应侧重于硬件电路设计'3(

&

#5项目驱动教学法的重要性

传统的授课方式是重理论%轻实践#老师与学生之间缺少有效交流#致使学生从一开始就对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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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反感#失去兴趣#甚至放弃学习',(

& 而项目驱动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42(

#该教学方式是

以理论知识为基础%项目为中心%学生为主导%老师为辅导的一种模式& 该模式是将课程的内容知识点

融合到若干小项目中#通过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方式共同完成这些项目#在项目中学习#在学习中锻

炼动手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将知识直接转化为技能#达到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课程知识的目的&

+5基于阶梯式项目驱动的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

+*%5选择嵌入式开发平台

学习7O=处理器最好是市场主流的%应用广泛的处理器#不宜太过时#要与时俱进#使毕业生出去

就能上岗开发产品#无需二次培训&

在嵌入式系统教学中#选择基于 ?]=+#F3$2Y6]& 为核心处理器的开发板作为学习开发平台#与同

系列的 ?]=+#F%#?]=+#F# 芯片比较#该芯片在数字信号控制方面具有如下优势'!(

!高性能和低成本#

例如 ?]=+#F3$2 主频达到 %&!=Jf#内含 %"&:;?O7=.提供先进的外围设备#例如包括 ?<G\接口%静

态存储器控制"F?=M$接口%以太网接口.提供完善的标准外设库%<?D函数库以及大量的官方实例.兼

容性强&

+*#5精心设置项目实施教学

阶梯式项目设计原则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项目必须与课本理论知识结合#不能脱离课本知识#理

论知识是基础&

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多个小项目#将班上同学分成 # 人一组#一是锻炼其团

结合作能力#二是为了提高设计开发速度& 初始阶段不宜采取综合性很强的项目#即使将综合性很强的

项目模块化#但由于这些模块化的项目不具有阶梯形%渐进性#对刚入门的学生来说还是太难#容易打击

到学生的自信心#不利于后续的学习&

具体的阶梯式项目设计参考如下!%$为了使学生更快地入门 ?]=+##了解最基本的开发环境和开

发平台的使用#了解直接操作寄存器与用库函数写驱动程序的异同#可以选)花式跑马灯设计*作为第

一个项目& 其原理主要是通过配置6DG\口输出电压的变化#实现TU<的亮灭#实现花式效果& 通过这

个简单的项目可以使学生快速入门嵌入式 ?]=+##学会最基础的编译环境的搭建%新建项目的流程等&

#$为了学习 ?]=+# 的OMM及时钟配置%>̂ GM及中断的管理%?SP])/1 定时器%U8]G外部中断和连续按

键与非连续按键的异同#第二个项目设计为)按键实验*& 其原理主要是把按键作为外部中断的触发

源#触发之后通过定时器来控制TU<%蜂鸣器的动作时间#设计多个中断#便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 +$

为了学习如何利用 ?]=+# 自带的F?=M接口驱动]F]TM<屏#学习O]M实时时钟及日历功能#字符%汉

字的显示#第三个项目设计为)基于]F]TM<的万年历设计*& 其原理主要是利用 F?=M接口驱动 TM<

屏#通过配置O]M外设模块#把时间%日期显示在 TM<屏上& 3$为了学习 ?]=+#F3 的 D@=#输入捕获

功能#第四个项目可以设计为)呼吸灯设计*& 其原理主要是利用脉冲宽度调制功能控制TM<灯两端的

输出电压#使输出电压成线性变化#这样便出现了)呼吸灯*的效果& ,$为了学习 7<M"模数转换器$%

<7M"数模转换器$#第五个项目可以设计为)简易测温系统*& 其原理主要是利用模数转换器将温度传

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继而将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再显示在TM<屏上& &$为了有效学

习h?7O]串口%GGM总线%?DG接口%M7>通讯协议方面的知识#第六个项目可以设计为)M7>通讯---

实现两个开发板的通讯*& 其原理主要是通过配置M7>控制器的寄存器#在总线接口协议基础上实现

半双工#通过串口来进行两个开发平台的简易通讯& 2$在前面的基础上#为了学习触摸屏的控制%6hG%

G#?%hM\?GG#第七个设计为比较综合的项目)基于触摸屏的音乐播放器的设计*& 该项目有效地结合了

前面所学的项目经验和知识#是一个具有一定综合性的项目&

这种阶梯式%从易到难的项目设置#符合大多数学生的习惯#更能让学生接受#从而有效地调动学生

学习嵌入式系统的积极性& 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项目驱动教学#学生将更好地掌握嵌入式系统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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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于嵌入式系统的电子系统设计方法#有效地实现了教学目标&

+*+5建立师生交互平台

利用湖南科技大学数字化交互式教学资源平台建立一个师生共用交互平台#也是项目驱动教学法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该平台应该包含如下几个功能#一是包含各种形式的教学资料#包括视频%音频%文

档等形式的资料#以满足学生对学习资料的需求.二是设置考核功能#要求学生定期将自己的项目情况

录入该平台#包括硬件的照片%功能实现程度等#让老师能够更好地掌握学生学习的进度#了解学生学习

的薄弱环节#为下次授课有针对性地讲解做准备#同时也允许学生将完成的设计项目上传与展示#供学

生学习和借鉴#激发学生利用嵌入式系统知识开发具体项目的热情.三是增设一个具有交互聊天功能的

软件#主要用于学生在线提问#老师在线答疑#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分享学习心得#以提高学习

效率&

+*35改革课程考核模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分数的组成为!卷面分数占总考核分数的 !$_左右#平时考勤成绩占 #$_左右.也

有不少学校开设了实验课#实验课成绩占总考核成绩的 %$_左右& 对于一般的理论课程#这样的分数

组成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对于嵌入式系统这样一门工程性和应用型为主的课程#这样的考核方式不是很

合理#不能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水平& 由于实验课成绩占总考核成绩的比偏低#

为了提高成绩#学生只得花更多的时间在基础理论上#从而忽视了实践#导致学生动手能力不强#学不能

致用& 对于嵌入式系统这门课#课程考核成绩的组成可以适当调整#把平时项目成绩调至占总考核成绩

的 3$_左右#理论成绩占 3$_左右#平时考勤占 #$_左右#只有调高项目成绩所占的比值#重视实践成

绩#才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这也是教好这门课程的关键所在&

35结语

结合嵌入式系统课程的特点#本文分析了传统的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阶梯式项目驱动教学法& 采用项目驱动%学生参与的新模式#为教师教学嵌入式系统课程%

学生学习嵌入式课程给出了明确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高校有着不同的师资力量和不同的学生

资源#在采用这种项目驱动模式教学时#切忌照搬照抄#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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