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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片机应用技术》是职业本科智能控制专业群的核心课程，对学生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

要意义。文章旨在探讨PDCA循环法在《单片机应用技术》教学中的创新实践，通过将竞赛元素融入教

学，以技能能力培养为核心，实现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有效提升。文章首先介绍了PDCA循环法的基本原

理及其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意义，然后详细阐述了融赛入课的教学策略及其在《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

中的具体实施过程，最后对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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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is a core course for the group of intelli-
gent control majors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
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
vative practice of applying the PDCA cycle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By integrating competition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focusing on skill cultivation, it aim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Firstl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DCA cycle metho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eaching reform. Then, it elaborates on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competi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it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 Finally, the article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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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单片机应用技术》作为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一门重要课程，其教学内容涉及广泛，实践性强。然

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实际项目中。因此，如何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

重要课题。PDCA 循环法作为一种有效的质量管理方法，其原理同样适用于教学过程的管理与优化。本

文将探讨如何将 PDCA 循环法应用于《单片机应用技术》教学中，通过融赛入课的教学策略，实现能力

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 

2. PDCA 循环法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PDCA (Plan-Do-Check-Action)循环又称“戴明环”，运用于持续循环改善质量的过程。PDCA 循环

由计划(P)、实施(D)、检查(C)和处理(A)四个关键阶段(8 个关键步骤)按照特定的顺序往返循环，在循环

中人们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将前一个循环中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部分在下一循环中进行优化解决。每

经过一次循环，便能积累优秀的经验做法且实现一定的进步，从而提出下个阶段更高层次的目标。将

PDCA 循环法应用于教学中，可以帮助教师系统地规划教学过程，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时发现问题

并进行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同时，PDCA 循环法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反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3]。 
如图 1 所示，计划阶段包括 4 个小步骤：根据目标收集资料、分析原因和影响因素、利用柏拉图找

出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制定改善问题措施；处理阶段包括实施激励机制，总结经验修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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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basic process of PDCA cycle 
图 1. PDCA 循环基本过程 

3. PDCA 循环法在《单片机应用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PDCA 循环注重过程管理和质量持续提升的特征。根据 PDCA 质量循环的四阶段，将《单片机应用

技术》教学划分为四个阶段：教学设计阶段、教学执行阶段、教学检查阶段、教学改进阶段，如图 2 所

示。 
 

 
Figure 2.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ethod in the course of “Application tech-
nology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图 2. PDCA 循环法在《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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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PDCA 循环法在《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应用重点围绕学科竞赛展开，融赛入课的教

学策略是指将竞赛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通过模拟竞赛场景、设置竞赛任务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竞争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4] [5]。 

3.1. 教学设计阶段 

根据课程目标和竞赛要求，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和竞赛任务。教学计划包括理论知识的学习、实践

技能的培养以及竞赛项目的安排等；竞赛任务则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水平进行设计，旨在考查学生

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内容源于竞赛项目知识点的教学化改造，让学生体验到“在项目中学、在

学习中赛”，学生不仅能够提升实践能力，具备参加学科竞赛能力，进而减少精神内耗，把学习激情转

移到学科精神上。课程整合后的相关知识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Hands-on training projects in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s 
表 1. 单片机课程实训项目 

项目序号 实训任务 课时 形式 

1 闪烁灯与流水灯的设计与实现 8 个人 

2 数码管显示的设计与实现 8 个人 

3 键位显示器的设计与实现 8 个人 

4 秒表计时器的设计与实现 12 个人 

5 北斗定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2 团队 

6 实时时钟的设计与实现 12 团队 

7 数据存储器的设计与实现 12 团队 

8 超声波测距器的设计与实现 12 团队 

9 第十二届“蓝桥杯”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组省赛题 6 团队 

10 第十三届“蓝桥杯”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组省赛题 6 团队 

 总课时 96  

 
单片机课程教学设计阶段还应积极探索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路径。从企业案例、社会热点以及中国

品牌三个维度切入，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如表 2 所示。 
企业案例：通过企业案例的讲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热点：通过讨论社会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

自豪感。 
中国品牌：结合中国品牌的发展经验，鼓励学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国家的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Table 2. Integration of project task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表 2. 项目任务融入课程思政 

项目 思政元素 企业案例 社会热点 中国品牌 

闪烁灯与流水灯的

设计与实现 
创新思维、规范意 
识、刻苦耐劳 

LED广告牌、节日装

饰灯等产品的设计 

城市亮化工程、 
节日庆典中的灯光

装饰。 
雷士照明、佛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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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码管显示的设计

与实现 探索精神、职业自信 
数码管在电子秤、计

时器、工业仪表等产

品广泛应用。 

智能化、数字化趋

势下的显示技术革

新。 

海尔、美的等家电企

业，其产品中常使用

数码管显示。 

键位显示器的设计

与实现 责任意识、劳模精神 
键盘输入设备在计算

器、自助服务终端等

领域的应用。 

人机交互技术的不

断发展，如触摸屏、

语音控制等。 

联想、华为等企业在

电脑、智能终端等设

备设计上不断创新。 

秒表计时器的设计

与实现 精益求精、职业道德 
体育比赛中的计时系

统、实验室中的计时

仪器等。 

体育赛事、运动会

等对精准计时高 
要求。 

华为、小米等企业在

智能穿戴设备中集

成了计时功能。 

北斗接收器的设计

与实现 
民族自豪、 
刻苦专研、科技兴国 

导航定位系统的设计

与生产，如车载导航、

无人机定位等。 

北斗导航系统的全

球组网与应用 
推广。 

华为、中兴等通信企

业在北斗应用方面

有着深入研发与市

场推广。 

实时时钟的设计与

实现 工匠精神、工程伦理 
智能家居、电子 
门锁等产品中的 
时钟模块。 

物联网、智能家居

的快速发展，对时

钟同步的要求越来

越高。 

海尔、小米等智能家

居企业在产品中集

成了实时时钟功能。 

数据存储器的设计

与实现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U盘、SD卡等数据 
存储设备的生产与 
应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对数据存储的

需求与挑战。 

朗科、紫光等企业在

数据存储领域有着

丰富的产品线和技

术积累。 

超声波测距器的设

计与实现 

科技兴国、 
强国有我、 
创新精神、职业自信 

倒车雷达、智能机器

人中的测距模块。 

自动驾驶、智能交

通等领域对测距技

术的需求。 

比亚迪、吉利等汽车

企业在自动驾驶技

术中使用了超声波

测距技术。 

3.2. 教学执行阶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操作等，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课堂学习和竞赛任务。同时，教师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鼓励学生主

动探索和创新[6] [7]。 
 
Table 3. Four-level competition system related to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s 
表 3. 与单片机课程相关的四级竞赛体系 

竞赛类别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院级 单片机技术应用竞赛 学院 

校级 嵌入式技术应用竞赛 学校 

省级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类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 

江西省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竞赛 江西省教育厅 

国家级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类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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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分层递进”的《单片机应用技术》四级竞赛体系(表 3)，每一级竞赛都建立在上一级的基础

上，难度和要求逐层递进。课程授课过程中会开展院级的单片机技术应用竞赛，这种创新性的教学实践

旨在通过层次化的竞赛体系，帮助学生逐步提升单片机应用技术的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

能力。 

3.3. 教学检查阶段 

在《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教学中，除了注重传统的作业和测试外，还关注了竞赛成绩这一重要

指标。竞赛成绩不仅能够反映学生在单片机应用技术方面的掌握程度，还能够体现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因此，我们将竞赛成绩纳入课程考核体系，使其成为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依据之

一。 
在考核方式上，我们坚持科学有效的原则，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采用考

试型和非考试型两种方式(表 4、表 5)进行课程考核，以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非考试型考核方式主

要包括以证代考和以赛代考。以证代考是指学生通过参加相关认证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学

习效果。这种方式能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认证考试，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以赛代考则是通过

组织学生参加单片机应用技术竞赛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竞赛成绩可以作为课程考核的一部分，以此

来激励学生在竞赛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Table 4. Assessment plan for course examination-based evaluation 
表 4. 课程考试型考核方案 

考核形式 考核比例 考核要素 

实训考核 60% 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要求 

章节测试(线上) 10% 包括线上学习效果及预习情况监测。 

课堂互动 10% 包括学生发言、听课程度、课堂交流、随堂测试等，以

及团队协作精神、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 

实训报告 20% 四次实训报告 

 
Table 5. Diversified non-examination-based assessment plan for courses 
表 5. 课程非考试型多元化考核方案 

课程名 竞赛名称 要求说明 分数 

单片机 
应用技术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

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类别 

省级三等奖 

依据个人/团体 
酌情打分 

省级二等奖 

省级一等奖及其以上 

江西省教育厅主办的电子综合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省级二等奖及其以上 

省级三等奖 

3.4. 教学改进阶段 

教学改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针对《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 PDCA
循环法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并制定了具体的改进措施。 

1) 加强了与学生的沟通和反馈机制。通过定期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需

求和困惑，为教学改进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改进中来，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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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 
2) 在保持竞赛任务挑战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了部分任务的难度，以确保更多学生能够参

与到竞赛中来。同时，也增加了竞赛任务的多样性，涵盖了更多的单片机应用场景和技术领域，以拓宽

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8] [9]。 
3) 加强了教师培训，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组织教师参加专业培训和交流研讨会，

帮助教师掌握了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了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 

4. 课程改革成效 

经过 2021 至 2024 四年的 PDCA 循环法在《单片机应用技术》教学中的创新实践，成功地对单片机

课程进行了深入的教学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在学科竞赛方面，学生的参与数量、获奖数量

和获奖等级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如表 6 所示，充分证明了 PDCA 循环法在教学改革中的有效性和

实用性。 
自 2021 年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大幅提升，连续四年有学生晋级总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们在课程的引导下，已具备参加综合性更强的学科竞赛的能力，不仅在电子大赛中

获奖，还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赛事中取得佳绩，充分彰显学生在单片机应用领域的卓越能力。 
 
Table 6.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award winners in the blue bridge cup and electronic competitions in the past 5 years 
表 6. 近 5 年参加蓝桥杯和电子类竞赛人数及获奖人数 

年份 蓝桥杯 参加人数 获奖人数 总决赛人数 

2020 第十一届 6 2 0 

2021 第十二届 9 8 2 

2022 第十三届 123 45 9 

2023 第十四届 145 53 12 

2024 第十五届 210 87 15 

5. 结束语 

融赛入课、能力为本的教学理念与 PDCA 循环法的有机结合，为《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的教学改

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创新实践，实现了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和学生实践能力的显著提高。未

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教学模式，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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