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17, 7(5), 260-26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5039 

文章引用: 肖建平.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开放式课堂教学改革探讨[J]. 教育进展, 2017, 7(5): 260-264.  
DOI: 10.12677/ae.2017.75039 

 
 

Discussion on Open Class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Jianping Xiao 
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Info-Phys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Aug. 16th, 2017; accepted: Aug. 30th, 2017; published: Sep. 7th, 2017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poon feeding” teaching method leads to the less participation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bad effect of teaching since it doesn’t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ir courses. 
Therefore, the author summarized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carry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reform called “Open Boutique Demonstration Classroom” includes the teaching con-
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so on, and it has applied to the whole teach-
ing process. In the recent several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open” teaching 
method has a good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
nology” course,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for teaching reform of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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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由于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课堂参与程度低，从而导致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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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打折扣。为此，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为例，

实行“开放式”精品示范课堂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方面开展改革研究，并应

用于教学的全过程。通过几年的实施与完善，“开放式”课堂教学方法在《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

程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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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本科教学课堂普遍采存在“满堂灌”式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堂参与程度低，

从而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1]-[6]。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中南大学于 2014 年正式启动了“开放式精品

示范课堂计划”的教学改革，这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根本性颠覆，以点带面，通过几年的建设，已

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推广[7] [8] [9]。笔者承担的《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于 2015 年被列为“开放式

精品示范课堂计划”项目，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 

2. “开放式”教学改革策略 

传统的“满堂灌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其特点就是主讲教师在课堂唱“独角戏”，学习积极

性比较高的学生能主动跟上授课老师的思路，可以掌握基本的知识点。但由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

互”的过程，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深入思考的空间受到限制，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就不

够深入，不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更有部份学生学习习惯不好，课堂容易开小差，这种传统的教学方

法无法调动学生的思维，导致上课时“低头族”的出现，对于《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这类前后知识

点关联比较强的课程，学生很容易陷入“前面的知识的没掌握，后面的知识点听不懂”的恶性循环中，

从而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开放式精品示范课堂”的教学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开放”，包括教学内容开放、实验教学开放、

考核方式开放等教学环节。其主要方法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由“被动”学

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最终的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对所学知识不满足于继承、掌握的层面，

而是要有更深入的理解、质疑，甚至有更进一步的创新。 

2.1. 教学内容开放，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的开放首先是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开放，让每一位学生学习该课程前对课程主要教学内

容及课时的分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譬如从教学大纲学生就可以了解到，《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这

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单片机的硬件结构、指令系统及程序设计、接口技术等。其中硬件结构又要着重掌

握可编程的硬件，包括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串行口及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单片机这门课程是硬

件和软件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如果不把教学大纲公开，初学者不会站在软硬件结合的角度去思考，导

致学习的内容脱节，不会灵活运用，从而课程学习前对单片机这门课程往往望而却步，课程学习后无所

适从。另一方面，教学大纲公开对学生学习该课程需要的基础(先修课程)也有所准备。譬如对于单片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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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部份的学习，学生从在教学大纲中就可知该部份教学是采用汇编语言还是采用高级语言。如果是

前者，学生最好有微型机原理课程的基础，如果是后者，学生最好有 C 语言编程的经验。 
“开放式”教学实现的主要方法是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

转变，这就需要对教学计划开放。课程的各个知识点采用何种形式教学，让学生心中有数，并做好相应

的准备工作。譬如从教学大纲可知单片机的硬件结构是一个需要学生重点掌握的部份，而其中硬件结构

中的存储器这一知识点是重中之重，直接与后续的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的教学内容紧密关联，教学过程

中需要确保每一位学生熟练掌握，否则后续的教学内容很难推进。对于这类核心知识点，需要学生有非

常深刻的印象，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研讨式”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就明确指出研讨的形式，将所有学

生分成若干组，课前组内学习，课堂上由每组选派代组对全体同学讲授，所有学生都可对该代表提出问

题，该代表或该组其他成员作出答辩，教师充当“裁判”，对各组所讲授及答辩的情况作出评判。通过

这种研讨式教学方法，实现“开放式”教学，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对知识

点有深入的掌握和理解，为后续学习的内容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实验教学开放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这门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验教学是教学过程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开设该课程的高校一般都配备有单片机课程实验室及单片机实验箱，单片机实验箱能满足该课

程的教学要求。标准的单片机实验箱一般分模块设计，每个模块均可演示单一的功能。传统的实验教学

方法是让学生对照实验手册连接所用到的模块，然后将现有的目标程序下载到实验板上，然后上电演示

既定的功能。通过这样“依葫芦画瓢”的实验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对单片机的使用有一个直观的感性认识，

但不会对所学知识有深入的理解并加以灵活运用。 
“开放式”实验教学方法同样可以现有的实验条件为基础进行，同样采用标准实验箱即可实现。如

果学生所学专业对单片机有更高的要求且学生有相关的电子类课程基础，可以采用学生自行设计系统、

设计硬件电路、选择电子元器件、设计电路板并调试硬件电路，然后设计并调试软件监探程序，然后进

行系统联调。后者一般超出了《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这门课程考核的要求，一般可作为课程设计的

内容或者大学生创新项目去完成。 
对于该课程“开放式”实验教学改革，在基于单片机实验箱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式”实验教学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决的问题开放，可由学生在老师指导下以分组的方式自行选择，不再拘泥

于实验箱的现有功能；其二，完成的时间开放，由于涉及的问题复杂，很难在课堂上集中实验教学的时

间内完成，学生可利用“校级开放实验室”在课后完成。这种“开放式”实验教学改革既不同于传统的

“依葫芦画瓢”的实验教学方法，也不同于上文中提到的从电路到系统的全程设计方法。首先让学生熟

悉现有单片机实验箱各模块功能及电路连接；然后以问题为导向，定义单片机系统的功能；学生自行选

择各功能模块，并设计各模块之间的电路连接；设计监控程序功能及流程，编制并调试监控程序；连接

并调试硬件电路；系统软硬件联调。对于单片机初学者，完成上述任务有一定难度，可以在教师的指导

下分组的方式进行，以 3~5 人一组为宜。目前一些高校开设了“校级开放实验室”，供学生课余时间使

用，这是一种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根据笔者近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充分利用开放实验

室完成该课程的实验教学，比“演示式”的实验教学方法更有效，为学生利用该课程所学知识开展此类

创新项目研究，或者后续的课程设计等教学环节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考核方式开放 

课程考核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革新，相应的课程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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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进行改革，这也是“开放式精品示范课程计划”改革的重要内容。传统的考核方法采用平时成绩和

末考成绩加权平均，一般采用的权重是平时成绩所占权重为 30%，而末考成绩占 70%，而且平时成绩往

往因缺乏考核依据而只能参考学生出勤情况评定平时成绩。这种传统考核办法评定的考核成绩与学生不

能综合反映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教师也无法根据评

定的成绩准确判断教学的效果。 
与“开放式”教学方法相适应的考核方法注重过程考核，降低末考成绩的权重，一般末考成绩权重

不大于 50%。表 1 为笔者在“开放式”课程教学改革中采用的考核方法。由表 1 可以看出，学生的考核

总评成绩来源于两大部分，即平时成绩和末考成绩，权重分别占 5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依据来源教学

的全过程，包括考勤、课堂表现、作业及实验几部分。这种考核方法注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

综合表现、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灵活运用、实践动手能力，更能准确的反映教学的整体效果。以表 1 为例

可以看出，学生“张三”在各方面都表现很不错，其过程考核成绩(平时成绩)、末考成绩与总评成绩基本

一致，强化过程的考核方法对“特别优秀”学生的考核结果基本没有影响；而对比学生“李四”和“王

五”两人的成绩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尽管末考成绩“李四”高于“王五”，但总评结果刚好相反。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王五”在这门课程中的参与度(由“考勤”成绩、“课堂”成绩、“作业”成绩可

体现出来)、实践动手能力(由“实验”成绩可以体现出来)明显优于“李四”，因此注重过程的考核方法

更为合理。 

3. “开放式”教学改革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开放式”教学改革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不仅调动了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由“被动学习”

向“主动学习”转变，而且考核结果更客观地反映实际教学效果，对学生的评价更加公平公正。笔者从

2015 年开始实施《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并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到

目前为止，彻底摒弃了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改革后的教学模式日趋成熟。根据笔者承担单片

机课程教学十余年的教学经验，对比改革前后的教学效果及学生对该课程教学改革的认同程度，“开放

式”教学改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任何的教学改革都会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产生一些冲突，改革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处

理不好的话甚至会适得其反。首先就是教学理念的问题。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到“开放式”教学改

革，首先要从教学理念上发生转变，由教师主导课堂教学转变为“把课堂交给学生”，这样才能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当“裁判”的角色。其次教师对知识点的把握的问题。教师

要当好“裁判”，对教师自身必然了更高的要求，要适时处理“开放式”教学过程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

问题。譬如“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教师在课前很难预料到分组后的学生各组之间对课程知识点的认识 
 

Figure 1. Examination result of the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表 1.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考核结果 

学号 姓名 

平时成绩/过程考核 

末考(50%) 总评 
考勤(10%) 课堂(30%) 

作业(30%) 实验(30%) 
平时(50%) 

1 2 …… 小计 1 2 …… 小计 

ABC0001 张三 100 95 90 100 …… 95 100 100 …… 100 97 98 98 

ABC0002 李四 70 70 70 60 …… 65 70 70 …… 70 69 82 75 

ABC0003 王五 90 85 90 90 …… 90 80 90 …… 85 87 76 82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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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分歧，甚至有完全对立的意见，这对教师是一种考验，需要对教学内容有更高层次的把握才能

解决学生的分歧，否则可能会“误导”学生，更会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开放式”教学会遇到

教学课时不足的问题。目前大学本科强调通识教育，《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属于专业课，往往在学

生“通识教育”培养方案中是需要压缩课时的课程，而“开放式”课程改革就某一个知识点的教学而言

必然会放慢教学进度，按照传统的教学大纲教学会课时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课程教学大纲作出相应

的调整，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开放式”教学方法教学，对一般了解的内容可留给学生作为课外作业，

教师采用适当的方法检查学习效果。当然，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因材施教”，在完成基本教学内

容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对部份学习兴趣更高的学生不局限于教学大纲的内容，也不要局限于课堂，可辅

以各种创新项目，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4. 结论 

开放式精品示范课堂计划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对以往“满堂灌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

根本性颠覆。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方面全方位的“开放式”改革，解决教学改革中

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促进师生在课堂内外的交流互动，使学生完成知识的掌握、能力得到锻炼，营

造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创新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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