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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46030128 课程名称：单片机应用技术

适用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 开课部门：智能制造学院

总 学 时：72 学时 学 分：5.5 学分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开课时段：第 3 学期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一）课程性质

《单片机应用技术》是一门注重技术应用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专

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培养学生单片机基础应用能力和程序设计能力的核心课程，为专业培

养适应于产品设计、产品检测维修、销售及技术服务等一线需求，具有较强电子技术应用能

力，熟悉基于单片机电路的应用技术设计，又具有自动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能力和良好

的职业素质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服务。单片机知识在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专

业课程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课程依托“岗课赛证”融合育人模式，立足智能产

品开发工程师岗位，结合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赛项

和“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赛项，以赛促学、校企双轨，旨在学生能够具备小型智能电子产

品的设计与开发能力，从而能够进一步提升对应工作岗位需要的专业技能。

随着单片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单片机越来越复杂，由单个学生独立完成是不现实的。因

此，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灌输，还包含着智力技能、操

作技能的训练以及实践的导向与规范。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吃苦耐劳和团队合

作的精神。

（二）课程任务

在“项目引导，任务驱动，教学做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和方法指导下，选择适

合项目，以认识项目开始，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在教师引导下完成项目设计。以实际项目

开发流程中的典型工业任务设计学习情境，建立真实工作任务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联系，

增加学生的直观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课程将理论、实训、产品开发三者有机结合，融“教、学、做”三者于一体以就业为

导向，按照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和训练学生开发和应用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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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要求

（一）课程目标

通过《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结合单片机知识进行产品需求分析、

产品架构设计、产品软硬件设计、产品开发调试等进行智能产品设计与开发的能力；培养学

生能够独立确定智能产品设计方案，根据智能产品设计方案完成智能产品开发全过程，具备

智能产品开发工程师的岗位要求。

♦ 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业务素质，能很快适应岗位一线要求，有发展潜力；

（2）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操作意识；

（3）具备一定自学能力，与他人合作、沟通的基本良好职业素质；

（4）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5）具备爱国主义情怀，增强科技强国的信念；

（6）具备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 知识目标

（1）理解单片机基本结构和原理；

（2）掌握单片机 Keil C51编程软件和 Proteus虚拟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MSC-51单片机开发板软硬件设计与调试方法；

（4）掌握单片机输入输出接口应用设计方法；

（5）掌握显示和键盘接口技术应用设计方法；

（6）掌握定时与中断系统应用设计方法；

（7）熟悉串行通信技术设计方法。

♦ 能力目标

（1）能熟练查阅常用电子元器件和芯片的规格、型号、使用说明等技术资料；

（2）具有单片机应用程序的编写能力，熟练使用 C51语言进行电子产品软件程序设计；

（3）能用 Proteus仿真软件对单片机应用系统电路进行设计与仿真调试；

（4）能熟练使用、烧录及调试单片机开发板；

（5）具有单片机应用系统安装制作及软硬件调试运行能力；

（6）具有初步进行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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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要求

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本课程目标支撑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与其它课程的关系是能力关联、

连续和支撑的关系。

序 号 前期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模拟电子技术 具有模拟电路的分析、调试、设计及应用能力；

2 数字电子技术 具有数字电路的分析、调试、设计及应用能力；

3 C 语言程序设计
Keil C 软件的使用能力，C51 语言的基本程序设计

能力等。

序 号 同期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电子 CAD
具有单片机应用电路原理图设计、绘制的能力，印

制电路板(PCB)的设计与制作能力；

2 单片机应用实训

具备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综合设计能力，包括系统方

案设计、硬件电路设计与绘制、软件程序编制、综

合调试、撰写报告等全过程。

序 号 后期课程名称 本课程为其它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传感器检测技术
具有利用以单片机为核心的实验平台进行各种传感器信

号的采集与处理的能力；

2 嵌入式技术应用与开发 具有其他微处理器的使用、设计与开发应用的能力；

3 嵌入式智能产品开发应用 具备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综合设计能力。

三、课程结构与内容

（一）课程结构

课程基于“银发经济”背景，引入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新技术、新工艺，优化老年健康管

理，推动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依据教育部专业标准、岗位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分析智能产品开发工程师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

赛“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赛项、“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赛项和 CAD绘图员（电子）四

级证书、1+X嵌入式边缘计算软硬件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证书考核技术要点融入

教学内容，优化重构教学模块，重构了心率监测智能产品结构设计、方法分析、仿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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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调试的课程体系，共计 102课时，课程结构与思政体系分别如如图 1、图 2。

图 1 课程结构

图 2 课程思政体系

（二）课程内容

序号

学习情境

（或项目）

名称

知识模块 学习单元（任务）
授课学

时

备注（技能点，

1+X证书等）

1
点亮一盏

灯

熟悉单片

机操作与
Keil C51 软件的使用 2

KeilC51 软件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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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us 软件的使用 2
Proteus 软件

的使用

点亮一盏灯 2 仿真调试验证

2
流水灯设

计与开发

学习单片

机硬件系

统

流水灯电路设计 6 电路分析

流水灯软件设计 6 功能分析

流水灯仿真调试 4 仿真调试

3

智慧药箱

设计与开

发

单片机并

行 I/0 端

口的应用

智慧药箱信号灯控制 6 I/O 端口应用

智慧药箱功能按键设计 6
独立式按键设

计

智慧药箱按键提示功能实现 6 按键功能实现

智慧药箱仿真调试 6 PWM 技术应用

4

伴老显示

屏设计与

开发

显示和键

盘接口技

术应用

伴老显示屏选项设计 6
LED 数码管显

示

伴老显示屏选项确认控制 6 多位 LED 显示

伴老 LED 点阵式电子显示屏控

制
6 LED 点阵显示

伴老显示屏仿真调试 6 LCD 液晶显示

5

适老化心

率监测智

能产品设

计与开发

定时与中

断系统应

用

适老产品结构方案设计 2 产品需求分析

心率数据采集方法分析 2 中断系统

心率数据采集仿真实现 2
软硬件设计与

仿真

心率数据技术方法分析 2 定时/计数器

心率数据计数程序设计 2 编程练习

心率数据计数仿真实现 2
软硬件设计与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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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考核与评价

课程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使用效应量法增值模型，对接单片机开发工程师、单片机应

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培养方向，构建“内外延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学生、教师、企业、

社会四主体协同，将课前云端课堂成绩、课中现场课堂成绩、课后实践课堂成绩及赛证荣誉

成绩 4个维度作为内延评价指标汇入数据管理平台。立足适老化智能产品设计与开发，组建

学习小组，开展项目化教学，设置程序开发员、检测员等岗位角色，巧用企业项目评价表,

以单一任务的过关值作为外延评价指标，并采用效应量法实时记录增值幅度，绘制变化图谱，

感知学情变量、强化过程管理、健全综合评价。

五、教学实施与保障

（一）教学实施

1、课程在线授课信息

心率监测硬件电路设计 2 实物电路设计

适老产品原型作调试 2 实物制作调试

6

血糖监测

手环设计

与开发

串行通信

技术应用

血糖监测数据传输方案设计 4 串行通信技术

血糖监测数据采集软硬件设计 6
软硬件设计及

仿真

血糖监测手环制作与调试 6 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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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 授课形式 教学平台名称 平台链接网址 班级邀请码

专业

课
必修

线上线下

混合
学习通

http: 8425xxxx

（二）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团队的基本要求

（1）教师团队规模

本专业专任教师队伍有教授 2名，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共 10 名，高级实验员 2名，博

士 8名，大部分教师为中级以上职称。其中含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核心成员、中国

机电职业教育名师，省级技术能手、省团队负责人、教学名师等。大部分教师具有企业相关

经验，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0％。同时，聘请了行业大师、能工巧匠等组成的师资

队伍 ，拥有省级产业导师、高层次技能兼职教师等。专兼结合的师资团队的职称结构、年

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 ，师资力量雄厚，在教科研项目、精品在线课程、微课、教学设计

和指导学生竞赛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2）教师专业背景

具有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和实践

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等相关工作。

（3）教师能力

所有在职专任教师均具有企业相关经验，70%的专任教师具有“双师素质”，在教科研项

目、精品在线课程、微课、教学设计和指导学生竞赛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2、教学资源基本要求

为满足课程教学质量要求，应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教材资源、数字化资源、实训

条件等。

（1）教材资源

“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高等院校“互联网+”系列精品教材：

《单片机应用技术》（经典项目化案例式新形态活页教材）第 5版，王静霞主编，电子

工业出版社。

（2）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教学需用一体化课室：包含数字校园网、无线网络、多媒体、移动终端、计算机

等设施。

虚拟仿真实训室：包括装有 Proteus、Keil等虚拟仿真软件的计算机、移动终端、单片机

开发板、教学沙盘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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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内实训条件

本专业实训中心建成了具有模拟和仿真条件的校内实训室，其中含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 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省级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1个。共享了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和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的环境资源。校内实训基地从购进设备的种类、型号搭配、

场地设计等方面基本和生产工厂相一致，为教学开设数字孪生实训中心、虚拟工作室、虚拟

仿真测试等提供有力保障。专业校内生产、技能实训中心目前现有众创空间、单片机嵌入式

技能训练中心、3D打印实验室等 18间，面积约 11000㎡，涵盖软件设计、电子制作、仪器

测量、虚拟仿真、3D打印建模等设施 ，实训设备总资产 1091.52万元 ，生均实训设备16538.25

元/生。

表：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序号 名称 基本配置要求 场地大小/m
2

功能说明

1 电子实训室

包括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直流稳压电源、万用表等测

试仪器、电烙铁、万能板、

焊锡、元器件等焊接使用工

具和耗材。

200
实训教学：单片机硬件

系统焊接、测试等

2
虚拟仿真实

训室

包括装有 Proteus、Keil 等

虚拟仿真软件的计算机、移

动终端、单片机开发板、教

学沙盘模型等。

200
演示讲解、仿真调试、

开发板调试等

（4）校外实训基地

与企业合作在校外建立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专业大学生实训基地，搭建了从大学课堂到

工作岗位之间建立实训桥梁，实现了由理论知识教学到实际社会需求的无缝过度。实习基地

有利于学生掌握岗位技能、提高实践能力、了解岗位的社会属性，为学生提供形成综合实践

能力、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意识的实践氛围。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专业先后与 XXXXXX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单位建立了校外实 训

基地，分别进行了深度合作，开展了以技能实训为目的的顶岗实训。其中 XXXXX 等有限

公司被评为“XXXX 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XXXX 省产教融合创新平台”、“XXXX

省职工培训示范基地”等。

表：专业主要校外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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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 地 名 称 承担教学任务

1
XXXX 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2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3
XXXX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4
XXXXX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5
XXXXX 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6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7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8
XXX 通信集团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9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实践、生产实训

10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1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2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3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4
XXX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5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6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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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8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19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岗位实践

20
XXX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实训、岗位实践

六、教学进程与安排

单

片

机

应

用

技

术

项目一：

智慧药箱设计与开发

任务 1.1：Keil C51软件的使用

任务 1.2：Proteus软件的使用

任务 1.3：点亮一盏灯

建议

24学时

任务 2.1：流水灯电路设计

任务 2.2：流水灯软件设计

任务 2.3：流水灯仿真调试

任务 3.1：智慧药箱信号灯控制

任务 3.2：智慧药箱功能按键设计

任务 3.3：智慧药箱按键提示功能实现

任务 3.4：智慧药箱仿真调试

项目二：

伴老显示屏设计与开发

任务 4.1：伴老显示屏选项设计

任务 4.2：伴老显示屏选项确认控制

任务 4.3：伴老 LED点阵式电子显示屏

控制

任务 4.4：伴老显示屏仿真调试

建议

20学时

项目三：

适老化心率监测智能产品

设计与开发

任务 5.1：适老产品结构方案设计

任务 5.2：心率数据采集方法分析

任务 5.3：心率数据采集仿真实现

任务 5.4：心率数据计数方法分析

任务 5.5：心率数据计数程序设计

任务 5.6：心率数据计数仿真实现

任务 5.7：心率监测硬件电路设计

建议

1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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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5.8：适老产品原型作调试

项目四：

血糖监测手环设计与开发

任务 6.1：血糖监测数据传输方案设计

任务 6.2：血糖监测数据采集软硬件设计

任务 6.3：血糖监测手环制作与调试

建议

12学时

合计 7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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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机电 221 班授课计划表

XX 职业技术学院

学 期 授 课 进 度 计 划

（2022）至（2023）学年度第（一）学期

课程名称 单片机应用技术

采用教材《单片机应用技术》（经典项目化案例

式新形态活页教材）第 5 版

授课班级 机电 221班

授课教师 XX 老师

学院 /(部) 智能制造学院

审 批 签 字

教研室主任 年 月 日

学院副院长 年 月 日

教务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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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时 分 配

授 课

周 数
课 程

性 质

周课时
授 课

总时数

其 中

讲 课
实 验

实 训

复 习

考 试
机 动

17 必修 6 102 48 54

课 程 在 线 授 课 信 息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 授课形式 教学平台名称 平台链接网址 班级邀请码

公共

课、专

业课

必修

在线、线

上线下混

合

学习通

xxx

期 末 完 成 情 况

计 划

课 时

完 成

课 时

超 出 或 缺 少 课 时

超 出 缺 少 弥 补

教 学 截 止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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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学院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单片机应用技术》授课进度计划表

序

号
学习情境/项目、任务及内容提要 课时 课型

各班上课时间

（第 周/星

期 ）

授课

日期

课外

作业
备注

智能 221班

1

项目 1：

点亮一盏灯

任务 1.1：Keil C51 软件的使用 2 理论 1/一 9.4

2
任务 1.2：Proteus 软件的使用

2 理论 1/一 9.4

3 任务 1.3：点亮一盏灯 2 实训 1/二 9.5 1

4

项目 2：

流水灯设计

与开发

任务 2.1：流水灯硬件设计（1）-引脚 2 理论 2/一 9.11

5 流水灯硬件设计（2）-最小系统 2 理论 2/一 9.11

6 流水灯硬件设计（3）-存储器结构 2 理论 2/二 9.12

7 任务 2.1：流水灯软件设计（1） 2 实训 3/一 9.18

8 流水灯软件设计（2） 2 实训 3/一 9.18

9 流水灯软件设计（3） 2 实训 3/二 9.19 1

10 任务 2.3：流水灯仿真调试（1） 2 实训 4/一 9.25

11 流水灯仿真调试（2） 2 实训 4/一 9.25

12 项目 3：

智慧药箱设

任务 3.1：智慧药箱信号灯控制（1） 2 理论 4/二 9.26

13 智慧药箱信号灯控制（2） 2 理论 5/一 10.7 国庆后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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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开发14 智慧药箱信号灯控制（3） 2 实训 5/一 10.7 1 国庆后补课

15 任务 3.2：智慧药箱功能按键设计（1） 2 理论 5/二 10.8 国庆后补课

16 智慧药箱功能按键设计（2） 2 理论 6/一 10.9

17 智慧药箱功能按键设计（3） 2 实训 6/一 10.9

18
任务 3.3：智慧药箱按键提示功能实现

（1）
2 理论 6/二 10.10 1

19 智慧药箱按键提示功能实现（2） 2 理论 7/一 10.16

20 智慧药箱按键提示功能实现（3） 2 实训 7/一 10.16

21 任务 3.4：智慧药箱仿真调试（1） 实训 7/二 10.17

22 智慧药箱仿真调试（2） 2 实训 8/一 10.23

23 智慧药箱仿真调试（3） 2 实训 8/一 10.23

24

项目四：

伴老显示屏

设计与开发

任务 4.1：伴老显示屏选项设计（1） 2 理论 8/二 10.24

25 伴老显示屏选项设计（2） 2 理论 9/一 10.30 1

26 伴老显示屏选项设计（3） 2 实训 9/一 10.30

27 任务 4.2：伴老显示屏选项确认控制（1） 2 理论 9/二 10.31

28 伴老显示屏选项确认控制（2） 2 理论 10/一 11.6

29 伴老显示屏选项确认控制（3） 2 实训 10/一 11.6

30
任务 4.3：伴老 LED 点阵式电子显示屏控

制（1）
2 理论 10/二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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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伴老 LED 点阵式电子显示屏控制（2） 2 理论 11/一 11.13

32 伴老 LED 点阵式电子显示屏控制（3） 2 实训 11/一 11.13

33 任务 4.4：伴老显示屏仿真调试（1） 2 实训 11/二 11.14

34 伴老显示屏仿真调试（2） 2 实训 12/一 11.20

35 伴老显示屏仿真调试（3） 2 实训 12/一 11.20 1

36

项目五：

适老化心率

监测智能产

品设计与开

发

任务 5.1：适老产品结构方案设计 2 理论 12/二 11.21

37 任务 5.2：心率数据采集方法分析 2 理论 13/一 11.27

38 任务 5.3：心率数据采集仿真实现 2 实训 13/一 11.27 1

39 任务 5.4：心率数据计数方法分析 2 理论 13/二 11.28

40 任务 5.5：心率数据计数程序设计 2 理论 14/一 12.4

41 任务 5.6：心率数据计数仿真实现 2 实训 14/一 12.4 1

42 任务 5.7：心率监测硬件电路设计 2 理论 14/二 12.5 1

43 任务 5.8：适老产品原型作调试 2 实训 15/一 12.11

44 项目六：

血糖监测手

环设计与开

发

任务 6.1：血糖监测数据传输方案设计

（1）
2 理论 15/一 12.11 1

45 血糖监测数据传输方案设计（2） 2 实训 15/二 12.12

46 血糖监测数据传输方案设计（3） 2 实训 16/一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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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任务 6.2：血糖监测数据采集软硬件设计

（1）
2 理论 16/一 12.18

48 血糖监测数据采集软硬件设计（2） 2 实训 16/二 12.19

49 血糖监测数据采集软硬件设计（3） 2 实训 17/一 12.25

50 任务 6.3：血糖监测手环制作与调试（1） 2 实训 17/一 12.25 1

51 血糖监测手环制作与调试（2） 2 实训 17/二 12.26

考试 — — — 20/一 1.15 考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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