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别 专业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属性 理论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课程英文名称
The Principle & Application

on the Single-Chip Computer

课程编码 J35B019F 适用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考核方式 考试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基础、数字电路

总学时 48 学分 3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实训学时/ 实践学时/上机学时 上机学时：16

开课单位 人工智能学院

二、课程简介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主要包括单片

机的内部结构、外在引脚、中断系统、定时器与计数器、串口与并口以及数/模与模/数转换

等内容。在理解上述单片机硬件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单片机C51语言来实现软件编程，从而

完成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软、硬件综合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培养学生对单片机最小系统以及

单片机与外部设备接口的设计能力，并熟练运用常用的系统开发与调试工具。通过学习，使

学生综合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方法与技能，并深刻理解单片机技术在计算

机复杂工程系统中的实际应用，全面提高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软、硬件综合设计能力。

三、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毕业要求

知

识

目

标

目标1：掌握单片机的基本概念、原理及

设计方法，并能通过文献分析归纳单片

机应用系统设计、开发等过程中的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解决方案。

1.4：能够将数学和计算机

专业知识用于计算机应用

领域，完成其解决方案的评

价、比较和综合。

1.工程知识

能

力

目

标

目标2：深刻理解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基本

原理，熟练软、硬件开发流程，掌握应

用设计过程中的模块化开发思想，以及

将各模块进行综合的能力。

2.2：能够使用数理科学和

数学模型方法，分解复杂计

算机应用系统，正确表达系

统单元、模块或部件功能。

2.问题分析

素

质

目

标

目标3：了解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的发展

趋势及前沿动态，采用新方法综合运用

所学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来综合设计

单片机应用系统。

3.3：能够针对用户特定需

求完成计算机应用系统设

计，并在设计过程中体现新

意识、新思路，采用新方案。

3.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四、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学时安排及教学策略

（一）理论教学

教学模块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与策略
学习任务

安排

支撑课程

目标

单片机基

础知识
4

教学大纲讲解；单片机的概念及特点；常用数制及

数制间的转换；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位、

字节和字的概念；BCD码和ASCII码；Proteus仿真平

台基本功能。

重点：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

难点：计算机中常用数制及数制间的转换。

思政元素：介绍单片机在工业中的重要应用，使学

生理解专业技能的培养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引导

学生进行自身职业规划。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本课

知识点。

目标1

单片机结

构原理
4

MCS-51单片机的结构；MCS-51单片机存储器的结构；

单片机的复位、时钟和时序；MCS-51单片机的通用

I/O口的结构、功能以及对应引脚。

重点：MCS-51的4个通用I/O口的结构与功能。

难点：MCS-51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

思政元素：介绍芯片发展历史，引导学生理解科技

的进步方式，培养学生科学探索精神。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本课

知识点。

目标1

C51语言程

序设计
8

C51语言的程序结构等相关知识；C51与汇编语言的

混合编程方法；Keil软件的C51仿真开发环境的使

用；C51应用程序的初步开发（I/O口的应用）。

重点：C51应用程序的初步开发。

难点：C51与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方法；C51应用。

思政元素：针对国外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无理制裁,

特别是对中兴和华为的打压，深刻理解自主研发产

品和软件对我国的重大意义。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 本 课

知识点。

目标1

目标2

中断系统 4

单片机中断系统的硬件组成；中断概念、中断源的

分类及优先级和嵌套、中断响应及处理过程；MCS-51

单片机的中断响应的编程方法及步骤。

重点：中断系统的应用。

难点：中断响应的处理。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 本 课

知识点。

目标1

目标2



定时器与

计数器
4

MCS-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各种工作方式及其差异；定时/计数器的控制、编程

方法及步骤。

重点：定时/计数器的应用。

难点：定时/计数器初值的设置。

思政元素：结合我国在动车领域的瞩目成就，分析

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高铁及动车建造技术的重要

性，引导学生认识到自主创新对我国快速发展的重

要作用。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 本 课

知识点。

目标1

目标2

串口及串

行通信
4

串行通信的基本概念；MCS-51单片机串行通信工作

方式的基本原理及控制方法；MCS-51单片机串行通

信的程序设计方法；单片机与PC机的串行通信方法。

重点：MCS-51单片机串行通信工作方式的基本原理、

控制方法及程序设计。

难点：MCS-51单片机串行通信方式的设置及其实际

应用。

思政元素：通过单片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使学

生了解我国交通、物联网发展成就，体会国家快速

发展和综合实力。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 本 课

知识点。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并口技术

及数/模与

模/数转换

4

MCS-51单片机的系统总线；简单并行I/O口的扩展；

可编程并行I/O口的扩展；A/D转换与D/A转换技术及

常用芯片（ADC0809与DAC0832）的应用；开关量功

率放大接口技术。

重点：A/D与D/A转换及其常用芯片的使用；开关量

功率放大接口技术。

难点：开关量功率放大接口技术的应用。

思政元素：结合我国北斗导航系统、歼-20研发过程，

说明我国取得的成就与长期谋划之间的联系。引导

学生打好基础，并在后续学习过程中发扬不怕吃苦，

勇于奉献的精神，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

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

习教材；

课堂：思

考，做好

笔记；

课后：复

习 本 课

知识点。

目标2

目标3



（二）实践教学

实践

类型
项目名称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

项目

类型

项目

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上

机

Proteus和

Keil软件

的使用

2

重点：熟悉Proteus ISIS模块界面，

了解菜单栏、工具栏、对话框等基本

功能；学会选择元件、画导线、画总

线、修改属性等基本操作；学会可执

行文件的加载及单片机系统程序仿真

运行方法；掌握实验箱烧写器的使用

与硬件电路的搭建。

难点：实验箱烧写器的使用与硬件

电路的搭建。

思政元素：要求学生具有认真、严谨、

细致的科学态度及团队合作精神。

验证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上

机

I/O口应用

（一）
2

重点：利用Keil编写程序、加载可

执行文件及仿真调试运行程序；掌握

实验箱烧写器的使用与硬件电路模块

的搭建；掌握51单片机I/O口基本输入

输出功能的应用。

难点：通过按键、开关状态控制对应

灯亮或灯灭。

思政元素：通过实操和练习，让学生

明白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

响，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一哲学道理。

设计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上

机
I/O口应用

（二）

2

重点：将单片机I/O口的输入与输出

功能，应用于实际系统的控制过程中，

并进一步掌握Keil编程及调试方法；

掌握实验箱烧写器的使用与硬件电路

模块的搭建。

难点：模拟交通灯应用系统。

思政元素：通过单片机的I/O口，实现

模拟交通灯的工作过程，使学生进一

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联系，懂得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积极

提高自主学习意识。

设计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上

机
中断控制 2

重点：掌握51单片机外部中断功能。

难点：外部中断功能实现。

思政元素：事物间相互转化及转化条

件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设计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上

机

定时器的

应用
2

重点：掌握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功能

的应用。

难点：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的应用。

思政元素：要求学生在编程设计过程，

要有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

设计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上

机

串行口的

应用
2

重点：了解PC超级终端（串口调试助

手）和RS232的使用；掌握80C51串行

口的通信方式及波特率的设置方法；

掌握80C51单片机与PC机的通信软件

编程和硬件使用方法。

难点：掌握80C51单片机与PC机的通信

软件编程和硬件使用方法。

思政元素：要求学生具有认真、严谨、

细致的科学态度及团队合作精神。

设计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上

机

A/D转换的

应用
2

重点：掌握D/A、A/D转换的原理和使

用方法；掌握单片机对数/模和模/数

转换芯片的编程控制方法。

难点：掌握单片机对转换芯片的编程

控制方法。

思政元素：事物间相互转化及转化条

件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设计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上

机

步进电机

的应用
2

重点：理解步进电机的控制原理，控

制电机正反转及转速变化。

难点：采用不同励磁方法完成单片机

控制程序的编写与调试。

综合

上机2人

一组，完

成上机报

告。上机

报告须有

详细的实

验记录。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备注： 项目类型填写验证、综合、设计、训练等。

五、学生学习成效评估方式及标准

考核与评价是对课程教学目标中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等进行综合评价。

在本课程中，学生的最终成绩是由平时成绩、上机成绩、期末考试等三部分组成。

1.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20%）：采用百分制。平时成绩分课堂表现和作业（占15%）、

考勤（占5%）两个部分。评分标准如下表：



等级
评 分 标 准

1.课堂表现和作业；2.考勤

优秀

（90～100分）

1.课堂表现积极，无违纪情况；作业书写工整、书面整洁、按时上交，

9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

2.全勤，无迟到、早退及旷课。

良好

（80～89分）

1.课堂表现良好，认真参与互动；作业书写工整、书面整洁、按时上交，

8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

2.迟到、早退不多于2次且无旷课。

中等

（70～79分）

1.课堂表现中等，参与课堂互动；作业书写较工整、书面较整洁、按时

上交，7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

2.迟到、早退不多于4次或旷课不多于1次。

及格

（60～69分）

1.课堂表现一般，较少参与互动；作业书写一般、书面整洁度一般、按

时上交，6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

2.迟到、早退不多于6次或旷课不多于2次。

不及格

（60以下）

1.课堂表现不好，不听讲不互动；字迹模糊、卷面书写零乱、未按时上

交，超过40％的习题解答不正确；

2.迟到、早退6次以上或旷课3次及以上。

2. 上机成绩（占总成绩的20%）：采用百分制。成绩分上机内容（占10%）和上机报告

（占10%）两个部分。评分标准如下表：

等级
评 分 标 准

1. 上机内容；2. 上机报告

优秀

（90～100分）

1.上机态度端正，上机内容和步骤详细，结论正确无误；

2.上机报告数据记录全面、排版规范，90％以上的数据准确。

良好

（80～89分）

1.上机态度端正，上机内容和步骤详细，结论正确无误；

2.上机报告数据记录全面、排版规范，80％以上的数据准确。

中等

（70～79分）

1.上机态度端正，上机内容和步骤详细，结论正确无误；

2.上机报告数据记录较全面、排版较规范，70％以上的数据准确。

及格

（60～69分）

1.上机态度较端正，上机内容和步骤不够详细，结论存在一定错误；

2.上机报告数据记录不全面、排版不规范，60％以上的数据准确。

不及格

（60以下）

1.上机态度不够端正，上机内容和步骤不够详细，结论存在较多错误；

2.上机报告数据记录不全面、排版不规范，40％以上的数据不准确。

3.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60%）：采用百分制。期末考试的考核内容和分值分配情况请

见下表：

考核

模块
考核内容

主要

题型

支撑

目标
分值

单片机结

构和原理

常用数制及数制间的转换；MCS-51单片机存储器的

结构；单片机的复位、时钟和时序。

单选题

判断题

简答题

目标1 10



单片机的

C51语言及

程序设计

C51语言的程序结构等相关知识；C51与汇编语言混

合编程方法；Keil软件的C51仿真开发环境的使用。

单选题

判断题

简答题

目标1

目标3
20

单片机的

中断系统

单片机中断系统的硬件组成；中断概念、中断源的

分类及优先级和嵌套、中断响应及处理过程。

单选题

判断题

程序题

目标1

目标2
20

单片机定

时/计数器

MCS-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各种工作方式及其差异；定时/计数器的控制、编程

方法及步骤。

单选题

判断题

程序题

目标1

目标2
20

单片机的

串行口及

通信技术

串行通信的基本概念；MCS-51单片机串行通信4种工

作方式的基本原理及控制方法；MCS-51单片机串行

通信的程序设计方法。

单选题

简答题

程序题

目标1

目标2
15

单片机的

并行扩展

技术

MCS-51单片机的系统总线；A/D转换与D/A转换技术

及其常用芯片（ADC0809与DAC0832）的应用；

单选题

判断题

应用题

目标1

目标3
15

六、 教学安排及要求

七、选用教材

[1] 林立,张俊亮.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语言版(第二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2年3月.

[2] 李永建等.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八、参考资料

[1] 张毅刚等.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C51编程）（第3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年12月.

[2] 王博.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深入理解51单片机体系结构、程序设计与Proteus仿真

（C语言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3] 周航慈.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技术（修订版）[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2年11月.

序号 教学安排事项 要 求

1 授课教师
职称：讲师及以上 学历（位）：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其他：具有其他非高教系列中级或以上职称的老师

2 授课地点
☑教室 ☑实验室 □室外场地

□其他：

3 学生辅导
线上方式及时间安排：企业微信答疑，周一～周五课余时间。

线下地点及时间安排：任课教师办公室，每周四下午空余时间。



网络资料

[1] 单片机教程网，http://www.51hei.com/

[2] 普中官网，www.prechin.cn

其他资料

[1] 学习强国App: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爱课程,2020年5月.

[2] 学习强国App: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北京交通大学，爱课程,2020年11月.

大纲执笔人：胡纯意

讨论参与人：于晓海、罗勇

系（教研室）主任：于晓海

学院（部）审核人：郭 松

http://www.51hei.com/
http://www.prech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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