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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单片机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由外到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该方法在理论
教学时打破按书本的教学内容安排；在实验教学主要中，主要采用学生自行制作开发板进行实验，激发了学生学习单片

机这门课程的兴趣，使学生轻松入门、步步深入、触类旁通，直至熟练掌握单片机原理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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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片机原理》是普通高校电子、机电、通信、自动化等
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是继《电路分析》《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和《检测技术》之后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基础课［１，２］，学好该课程有利于提高电子、机电、通信

及自动化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为从事智

能控制、智能系统和智能终端研发工作打基础。

单片机原理课程是应用很广、入门较难且学生一旦

入门产生了兴趣又不想放弃的课程。按照书本顺序进行

教学，很难在开始几堂课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前面几堂

课没法吸引住学生、激发起学生的兴趣，部分学生可能因

此放弃。为此，许多单片机教学的专业老师也进行了相

应的改革措施［３５］。采用逐步深入教学法，收到了理想的

效果。

１　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是根据教材［６８］顺序授课，绪论、单片

机结构、单片机指令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系统、定

时计数器、系统扩展及接口技术等［８］，结果是许多学生学

完了第三和第四章，仍不知道怎么使用单片机，导致一些

学生热情渐渐消失，这门课结束了也不会应用单片机去

设计一个完整的产品。另外，采用传统的实验箱进行实

验，所有电路模块都是现成的，用现成的程序去验证一下

结果，学生学完这门课程，对单片机可能缺乏一个整体的

概念。

２　教学改革方案
本教学改革方案完全打破书本内容的顺序和常规的

方法，采用一种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单

一到综合的教学方法，将学生从开始领略单片机的产品

应用、了解单片机外部、熟悉单片机内部特性、掌握单片

机的开发应用一步一步深入下去，直至轻松学会单片机。

授课顺序如表１，课时根据学校安排的总课时和授课需求
再进行分配，每章具体授课内容后面将进行详细介绍。

表１　授课顺序表

顺序 章节标题
具体授课安排

理论课 实验课

１ 绪 论
单片机应用领

域，开发工具

制作电路板，开发

工具应用

２ 单片机结构 结构原理
ＩＯ口输入、输出

试验

３ 中断系统 中断系统原理 外部中断实验

４ 定时计数器 定时器原理
定时器外部计数、

内部中断实验

５ 串行口通信
串 行 口 通 信

原理

单片机与串口助

手、单片机与单片

机通信

６ Ａ／Ｄ、Ｄ／Ａ Ａ／Ｄ、Ｄ／Ａ原理
实验箱上 Ａ／Ｄ、

Ｄ／Ａ实验

７ 存储器、ＩＯ扩展
存储器、ＩＯ扩展

原理

实验箱上存储器、

ＩＯ扩展实验

８ ＩＩＣ总线 ＩＩＣ总线原理
２４Ｃ０２存取数据

实验

由表１可知，在此教学方法中，理论课与实验课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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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进行，实验课的比重超过理论。在大学一年级学生

已学习过Ｃ语言编程，程序设计采用Ｃ语言，教学内容削
减教材中的指令系统和程序设计，将这些课时增加到实

验课中去，使学生更能快速掌握单片机的开发与应用。

２．１　由外到内，由易到难
第一章绪论，理论课的内容介绍单片机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突出它的重要性，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另外，安排

时间介绍单片机开发工具的使用。课外实验：要求学生

按图１制作好电路。
第二章单片机结构，理论课内容简单介绍单片机的

内部结构，但不必过多介绍其工作原理，接着以某款芯片

为例（例如：ＳＴＣ８９Ｃ５１ＲＣ）介绍它的特性和外部引脚。实
验课的内容要求学生设计一个程序控制８个发光二极管
的发光，进行 ＩＯ输出试验，让他发挥自己的想象自行设
计花样流水灯。这一实验不需要涉及单片机的内部功

能，只应用到它的引脚，让学生体会到单片机并不是那么

难学，而是如此有趣。

图１　单片机最小系统和流水灯

课外另安排学生完成图２的电路制作，在原来的基
础上增加１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４个按键；完成图３的
电路制作，在开发板上再增加一个光电检测电路。电路

制作完成后，另安排实验调试光电检测电路正常工作，并

指导学生设计程序让单片机采用查询 Ｐ３２引脚的方法对
光电检测电路事件进行计数。通过这个实验让学生掌握

用ＩＯ口输入、数码显示管的原理。在实验过程中，必要
时补充ＬＥＤ显示器的原理。
２．２　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中断与定时器是单片机的核心和重点，掌握这两章

的内容方可灵活应用单片机。

第三章中断系统原理，进行本章理论教学时，主要介

绍中断结构，中断寄存器的使用，中断优先级。实验课使

用外中断１输入，指导学生设计程序采用中断方法对光
电检测事件进行计数，学习中断的使用。通过本实验学

生掌握外中断的使用方法。

第四章定时器原理，理论教学主要介绍定时器结构、

定时器模式、寄存器的功能等。实验课指导学生应用定

时器完成外部计数和内部定时两个程序的设计，并在自

制的开发板上实现计数和定时功能。通过这一章的教学

使学生掌握定时器的使用，进一步掌握中断的使用。

图２　数码管及按键电路

图３　光电检测电路

２．３　逐步深入，融会贯通
单片机串行口通信是单片机教学的难点。单片机通

信这一内容通常是教师难讲和学生难学的内容之一，传

统教学中这一节很少安排实验，致使多数学生无法掌握。

本教学法中，安排了两个实验，一个为单片机与 ＰＣ机通
信，另一个为单片机与单片机通信。在本示例中，单片机

采用ＳＴＣ８９Ｃ５１ＲＣ，其下载软件具有串口助手功能，当学
习完串行模式、寄存器的功用后，指导学生设计程序实现

单片机与ＰＣ机互相通信，相互发送数据并显示在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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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单片机之间通信的可以在两个组之间协作完

成，实现两台单片机之间相互发送数据，并正常显示。

２．４　横向扩展，触类旁通
输入－输出设备及接口技术也是单片机课程的难

点，输入输出设备的类型较多，主要有显示器、ＩＯ口、可编
程键盘、打印机、ＤＡＣ和 ＡＤＣ转换器，涉及到的芯片更
多，选择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芯片 ＤＡＣ０８３２、ＡＤＣ０９０８进行
介绍，Ｄ／Ａ与Ａ／Ｄ实用采用实验箱完成。根据实验条件
也可选取ＩＩＣ总线或 ＩＳＰ总线的芯片进行介绍，ＩＩＣ总线
或ＩＳＰ总线芯片实验可以选在开发板上完成，如由学生在
开发板上增加ＩＩＣ总线的温湿度检测传感器或实时时钟
芯片，指导学生在课外完成该实验项目。

３　结　论
本教学方法是一种轻松有趣的方法，其特点是：（１）

门槛低，学生只要了解单片机外部引脚便可以开始使用

它；（２）趣味性强，用单片机完成一些有趣的小作品，很快
地引起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３）实用性强，抛弃了部分
过时、老套的内容，如指令系统、存储器扩展等，抛弃了采

用传统的实验箱进行实验；（４）开放性强，学生可以完成
老师指定的实验内容，也可以自行设计实验内容，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５）综合性强，课程结束时，学生需
要完成一个综合性设计，涉及到的技术有光电、红外、超

声波、电容、电感，包括对温度、湿度、压力、重量、角度、加

速度、物位等进行检测，经过处理后对这些物理量进行控

制，如学生利用光电检测实现工件计数，利用超声波法检

测液位以实现家用水塔抽水自动控制。

本课程教学通过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

杂、由单一到综合等生动有趣的项目式教学，激发学生对

该课程的浓厚兴趣，一步一步将学生引入到主动学习该

课程的广泛课堂。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表明采用该

方法进行教学时绝大多数学生爱上单片机这门课，课程

完成时，能应用单片机开发作品，学生在就业时具有明显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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