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项目式教学的《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思政改革案例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是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的理论性、

实践性和实用性都很强，通过对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在理解掌握单片机系统结构、

存储器结构、中断、定时器、接口技术和单片机初步应用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项

目制作，牢固掌握单片机工作原理和一般应用开发方法，为其毕业后从事单片机

应用系统设计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积极探索新型的课程思政化

教育模式，以项目式教学为指导，在每个项目的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下面以 LED 灯的闪烁控制项目为例说明如何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构建爱

国情怀。

一、课前教师挖掘项目相关思政元素，布置相应任务

课前教师通过手机学习通 APP发布作业，检测学生对已学相关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发布课程学习任务，学生结合自己兴趣从教材二维码、慕课、资源共享课

等中选择一种或多种形式进行开放式自主学习。

同时要求学生阅读和观看 70 周年国庆盛典陕西彩车相关报道和视频，并进

行思考。

二、课中贯穿思政元素

1. 创设情境，以思政元素为载体引入教学

项目引入阶段，教师通过视频介绍 LED 彩灯的应用，以 70 周年国庆盛典陕

西彩车为引例，上千块电子屏组成的 250多个矩形模块在升降中，变换出不同的

造型，高清画面展现生态陕西、人文陕西、红色陕西、科技陕西和开放陕西等主

题。通过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全方位展现陕西的时代之美。把同学们带入情境教

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出本次教学目标，实现 LED灯的闪烁控制。

2. 新知讲解，强调“科学精神”、“工匠精神”

项目讲解阶段，教师对本次项目的新知识进行讲解，由于学生是第一次接触

在硬件上的编程，学习中会有不适应、难免会有畏难情绪，教师先演示如何编程

控制单片机引脚的电平状态从而控制 LED灯的亮灭，这时候可以适时引入学长们

学习单片机的经验和心得，由此强调“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的可贵，同时指出，

“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是我们人区别于一般生物的所在，每个人都具有，并不



“高大上”，需要把自己内在的潜力挖掘出来。

3. 学生利用微课自主学习，实现 LED 灯的闪烁控制

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即使教师进行了演练，但是学生对创建工程还是不熟

悉，因此将此部分内容制作了微课，一段几分钟地微课，为学生演示了如何正确

选择 CPU 型号进行相应地设置，创建工程文件以及新建一个 C 语言源程序地过

程，还演示了如何编译以及将编译后地文件写入单片机。学生在实现项目的过程

中可以随时观看微课，完成项目任务。

4.教师巡视，对共性问题进行强调，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

教师观察学生学习和操作情况，对于共性问题，利用广播软件统一讲解：一

是 C 语言语句区分大小写，在写 CPU 端口名称时要求大写，很多学生将 P0-P3

端口小写了；二是有部分学生忽略了语句后面地分号，或写成了中文地标点。C

语言编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细节问题，这时候老师一定要强调细心的重要性，潜

移默化地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5. 自由创作，以 70周年庆典为主题设计，培养爱国情怀

学生学会一个 LED灯的闪烁控制之后，通过自己的设计来控制其他 LED 灯，

教师布置扩展任务—创意彩灯编程任务。要求同学们结合 70 周年大庆，以爱国

主义教育为主题，充分发挥个人创新思维，完成任务。同学们在完成基本任务的

基础上，开始发挥。过了一会儿，有位同学做了一个 70 周年的二极管闪烁创意

灯，在那一瞬间激发起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使同学们思绪大开，各式各样的爱

国创意不断涌现，课堂上弥漫起浓浓的爱国情怀。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图 1 学生作品—70周年二极管闪烁创意灯

6.课堂小结

教师对本次课的教学重难点内容进行小结，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会将本节课

的教学重难点内容进行现场总结，课后加工之后上传云平台方便学生课后复习和

考前复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次课程思政改革案例紧密结合这种举国欢庆

的主题，演绎了爱国主义教育与专业知识的结合。今后会继续通过这种“教育--

实践--再教育--再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巩固发展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思想和行动，并将这种外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逐步内化为他们自身的需要--由

要我爱国转化为我要爱国，达到了课程思政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