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课 

课程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 of MCU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24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支撑：电工电子技术 

授课时间：1-16 周 ，20 级智能制造 1 班周一  5-7 节，2 班周二  5-7 节 授课地点：1-16 周机电楼 401 

授课对象：2020 智能制造 1 与 2 班 

开课学院：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林春佑 /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课堂或课后，教室或通讯软件，当面或线上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v）非试卷类报告 

使用教材：《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基于 Keil C 与 Proteus）》，赵全利 等人，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566380 

教学参考资料：自编材料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智能制造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 8051单片机为基础，讲述其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利用 Keil编程软件撰写 C51程序，並搭配 Proteus仿

真软件进行单片机功能运作仿真，使本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与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与课程支撑矩阵”相一致；建议课程教学目标按章节来划分，每

个目标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 
培养具有智能制造专业所需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知识与
技能的工程技术人才。 

1 掌握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

工程所需的单片机专业知识，进行单片

C1.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知识能
力。 
C2.设计与执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相关实验，以及分



 机项目设计。 
析与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 

C3.智能制造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术以及实用软硬
件工具的能力。 

C4.智能制造工程系统、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设计能
力。 

目标 2： 

培养学生具备智能制造所需的单片机工程领域独立思考
与创新开发能力。 

2 掌握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

工程所需的单片机专业知识，解决单片

机项目的工程问题。 

C1.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知识能
力。 

C2.设计与执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相关实验，以及分
析与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 

C3.智能制造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术以及实用软硬
件工具的能力。 

C4.智能制造工程系统、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设计能
力。 

目标 3： 

培养学生具备软件编程，人工智能与通用飞行器领域的单
片机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 

3 掌握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

工程所需的单片机专业知识，进行单片

机项目的软件编程，人工智能与通用飞

行器领域的单片机项目开发。 

C1.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知识能
力。 

C2.设计与执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相关实验，以及分
析与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 

C3.智能制造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术以及实用软硬
件工具的能力。 

C4.智能制造工程系统、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设计能
力。 

目标 4： 

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
道德与社会责任感。 

4 在单片机项目执行中，掌握项目管理

技巧，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培养职业道

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的能力。 

C5.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及创新能力。 

C8.理解职业道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的能
力。 

目标 5： 

培养学生具有创新力、团队力、专业力、跨界力、服务力
与英语运用能力。 

5 在单片机项目执行中，掌握项目管理

技巧，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培养职业道

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的能力。

透过项目实做学会创新力、团队力、专

业力、跨界力、服务力与英语运用能力。 

C5.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及创新能力。 

C6.发掘、分析与解决复杂智能制造工程问题的能
力。 

C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了解工程技术对环
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
能力。 

C8.理解职业道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的能
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授课教

师 

学时

数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

点） 

教学模式 

（线上/混合式

/线下 

教学方法 作业安排 
支撑课

程目标 

1 
第 1 章 计算机基

础概述（1.1-1.4） 
林春佑 3 

重点：单片机的特点和应用、单片机应

用系统的组成 

难点：数制与编码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单片机发展历史

的演变过程，历代 3 位工作者的巨大贡

献，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透过人文关

怀角度教学阐述计算机及系统组成、单

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单片机应用开发资

源、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应用示例，培养

学生具备专业知识用于造福人民，善尽

社会责任。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课程思政作业：要

求学生每人至少阅

读两篇与单片机发

展历史有关的文章

或书籍 

目标

一、二 

2-3 

第 2 章 51 单片机

及硬件结构 

（周次 2：2.1-2.2

及周次 3：2.3-2.6） 

林春佑 6 

重点：（周次 2）51 单片机总体结构框

图及功能；以及（周次 3）51 单片机存

储器的特点、CPU 时序 

难点：（周次 2）51 单片机引脚功能；

以及（周次 3）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依照学

习状况安排 

能力培养作业：依

照学习状况安排 

课堂讨论：讨论本

章重点内容 

目标

一、二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

学阐述 51 单片机系列、51 单片机总体结

构，以及 51单片机存储结构及位处理器、

51 单片机工作方式、51 单片机的时序、

单片机最小系统组成，培养学生科学严

谨、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职业道德。 

4 

第 3 章 Proteus 虚

拟仿真技术

（3.1-3.3） 

林春佑 3 

重点：Proteus ISIS 主要参数设置、Proteus 

ISIS 激励信号源、Proteus ISIS VSM 虚拟

仪器 

难点：Proteus ISIS 原理图编辑、Proteus 

ISIS 电路仿真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

学阐述 Proteus 安装、Proteus ISIS 基本操

作、Proteus 原理图编辑及仿真，培养学

生科学严谨、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依照学

习状况安排 

能力培养作业：依

照学习状况安排 

课堂讨论：讨论本

章重点内容 

目标

一、二 

5-6 

第 4 章 指令系统

及 C51 程序设计

（周次 5：4.1-4.2

及周次 6：4.3-4.6） 

林春佑 6 

重点：（周次 5）C51 程序设计及应用；

以及（周次 6）C51 及数据类型、C51 运

算符及表达式、C51 控制语句、数组、

函数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依照学

习状况安排 

能力培养作业：依

照学习状况安排 

目标

一、二 



难点：（周次 5）指令分类及指令格式、

指令系统及应用示例；以及（周次 6）I/O

端口应用程序及仿真之流水灯和键控流

水灯案例、通过插件实现 Keil C 与

Proteus 联机调试及示例、通过 OMF 文

件实现 Keil 与 Proteus 调试及示例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

学阐述单片机指令系统，以及 C51 程序

设计、Keil 51 单片机集成开发环境、单

片机 I/O 端口应用程序及仿真、Keil C 与

Proteus 联机调试示例，培养学生科学严

谨、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职业道德。 

课堂讨论：讨论本

章重点内容 

7 

第 5 章 51 单片机

中断系统及应用

（5.1-5.5） 

林春佑 3 

重点：中断及中断源、中断嵌套及优先

级 

难点：中断系统应用设计、中断实现程

序（指令）单步操作、外部中断应用示

例及仿真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

学阐述中断的概念、51 单片机中断系统

结构及中断控制、51 单片机中断响应过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依照学

习状况安排 

能力培养作业：依

照学习状况安排 

课堂讨论：讨论本

章重点内容 

目标

一、二 



程、外部中断源扩展、中断系统应用设

计示例及仿真，培养学生科学严谨、认

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

德。 

16 课程成果报告 林春佑 3 

重点：课程获得技能举例 

难点：项目管理技巧举例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

学阐述课程获得技能举例、项目管理技

巧举例，培养学生科学严谨、认真细致、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线下教学 课堂讲授 无 

目标

一、二、

三、四、

五 

合计 24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授课教师 学时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项目类型（验证/综合

/设计）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8-9 

第6章 51单片机定时器

/计数器及应用（周次 8：

6.1-6.4 及周次 9：6.5） 

林春佑 6 

重点：（周次 8）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原理；以

及（周次 9）定时器延时控制及仿真 

难点：（周次 8）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寄存

器 TMOD、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TCON；

以及（周次 9）定时器实现测量脉冲宽度及仿

综合 实验 
目标一、
二、三、
四、五 



真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学阐述

定时器/计数器概述、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定时器/计数器应

用技术，以及定时器/计数器应用设计实例及仿

真，培养学生科学严谨、认真细致、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10-11 

第7章 51单片机串行口

及应用（周次 10：7.1-7.3

及周次 11：7.4） 

林春佑 6 

重点：（周次 10）串行口结构、串行口控制；

以及（周次 11）串行口应用设计实例 

难点：波特率设置；以及（周次 11）双机通信

应用设计实例、多机通信设计实例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学阐述

通信基础知识、常用串行通信总线标准及接口

电路，51 单片机串行口，以及串行口应用技术

及设计实例，培养学生科学严谨、认真细致、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综合 实验 

目标一、

二、三、

四、五 

12-13 

第 8 章 单片机系统扩展

及 I/O 接口技术（周次

12：8.1-8.5 及周次 13：

8.6-8.7） 

林春佑 6 

重点：（周次 12）单片机扩展后的总线结构、

常用的程序存储器、程序存储器的扩展；以及

（周次 13）键盘及接口电路 

难点：（周次 12）单片机扩展系统地址空间编

综合 实验 

目标一、

二、三、

四、五 



址；以及（周次 13）LED 显示器及接口电路、

LCD 液晶显示器及接口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学阐述

单片机系统扩展概述、程序存储器的扩展、数

据存储器的扩展、I/O 端口的扩展、单片机扩

展系统外部地址空间的编址方法，以及单片机

I/O 接口技术及应用、A-D 和 D-A 转换器与单

片机的接口，培养学生科学严谨、认真细致、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14-15 

第 9 章 单片机应用系统

开发及设计实例（周次

14：9.1 及周次：15：9.2） 

林春佑 6 

重点：（周次 14）单片机总体设计；以及（周

次 15）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难点：（周次 14）单片机软、硬件仿真调试；

以及（周次 15）LED 点阵显示系统设计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人文关怀角度教学阐述

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过程，以及单片机应用系

统设计实例，培养学生科学严谨、认真细致、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综合 实验 

目标一、

二、三、

四、五 

合计 24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作业 实验 考试 文献检索  

目标一 1 2 8 8 2  

目标二 2 2 8 8 2  

目标三 3 2 8 8 2  

目标四 4 2 8 8 2  

目标五 5 2 8 8 2  

总计 10 40 40 10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 次（或 6 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1 年 8 月 31 日 

系（部）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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