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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南宁学院交通运输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为教学改革对象，针对“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实行基

于学科竞赛与“双创”融合式的人才培养策略。本次改革在授课计划中将以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互联网+”大赛和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为依托，深度挖掘竞赛内容形成《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的案例库，

以项目式进行教学，案例项目紧跟竞赛主题。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和期末考核，根据学生的考试情况

和教学反映情况做出教学改革总结。实践证明，此教学改革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单片机课程教学提

供了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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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students of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major of the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at 
Nanning University as the object of teaching re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
egy based on the fusion of disciplinary competitions and “Double Creation” for the course of “Micro-
controll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his reform will be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tel-
ligent Vehicle Competition, “Internet+” Competition and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as the basis of the teaching plan in the course, and the contents of these competitions will be mined 
in depth to form the case base of the cours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which will 
be taught in the form of a project, and the case projects will closely follow the themes of the compe-
titions. After a semester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a final examination, the summary of teaching re-
form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examination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teaching reform method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providing an experience base for 
teaching microcontroll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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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是汽车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难点：抽象性

强、编程复杂、硬件难以设计、实践性强难度大等问题[1]。目前教学中依然采取教师讲授知识点，再到

实验室进行验证性实验，期末考试仍用笔试方式，造成学生对该课程学习困难，感觉枯燥乃至失去学习

兴趣，学完后其理论水平和动手能力均不足，仍无法完成完整的基本系统设计应用，教学和实际应用脱

节，与企业的实际要求相差甚远[2]。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学科竞赛及创新创业教学进行探索和实践，对《单片机应用技术》这门

课程的教学过程和考评结果实施一定的模式改革，以学科竞赛与“双创”融合式的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教学案例上采用学科竞赛主题内容作为教学案例项目，以参加学科竞赛任务作为课程考核项，同时开

展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培育高素质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经过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2.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全社会掀起了“双创”的浪潮[3]。同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日益严峻的社会就业压力形势以及大学生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需要[4]。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具有很高的必要性。 
但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面临一些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育体制和评价机制的限制：当前的教育体制和评价机制更加偏重于学科知识的传授和应试成

绩的评价，对于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的融合并没有进行深度的融合，限制了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在教育

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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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和指导资源的不足：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需要有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专业指导人员来指导学

生的学习和实践。然而，目前许多学校在这方面的师资和指导资源相对匮乏，导致学生在学科竞赛和创

新创业中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支持[5]。 
(3) 学科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融合难度：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的融合要求学生将学科知识与实践能力

进行有机的结合。然而，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往往是分离的，学生在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

中难以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缺乏实践能力的支撑。 
(4) 创新创业环境的不完善：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需要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来支持学生的实践

和创新活动。 
通过以上的分析，构建以学科竞赛为载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可行，系统化教

育模式的建立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效地促进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

挖掘学科竞赛中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构建以学科竞赛为载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将会为创新创业人才

的培养提供新的借鉴。 

3. 教学改革方案 

3.1. 学科竞赛主题内容的实践项目教学方案 

学科竞赛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

特的促进作用[6]。将竞赛与教学结合，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竞赛，使学生将所学的各个模块知识进行串联，

学会综合应用，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竞赛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

反过来促进教学和实践的改革，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本次教学改革主要是以学科竞赛为依托，以培养学生双创能力和应用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汽车类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与创新[7]，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竞赛为依托，深度挖掘竞赛内容形成案例库，以

项目式进行教学，案例项目紧跟竞赛主题，以保证前沿的专业技术与先进理论，确保知识更新与时俱进，

以学科竞赛为任务驱动，激发广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成果转化[8] [9]。以实现专业人才

“双创”能力和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 
此次课程设计改革以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的主题内容，对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实践教学进行开

发，形成基于智能车竞赛单片机实践案例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ed on intelligent car competition SCM practice project case base 
表 1. 基于智能车竞赛单片机实践项目案例库 

序号 实践(验)项目 学习目标 

1 智能车程序状态指示灯实验 掌握独立式按键的使用；掌握 Proteus ISIS 模块的原理图绘图方法及单

片机系统仿真运行方法。 

2 智能车启停按键中断查询实验 了解中断的概念；掌握中断控制系统；掌握中断处理过程；掌握中断编

程和应用举例。 

3 智能车单红外反射式传感器输

出测试实验 掌握串口通信的原理；熟悉串口编程的方法：查询法和中断法。 

4 智能车直流电机启动停止控制

实验 
理解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理解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

各种工作方式及其差异；掌握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编程方法。 

5 智能车直流电机调速控制实验 理解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理解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

各种工作方式及其差异；掌握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编程方法。 

6 智能车寻迹实验 掌握单片机 I/O 口输入输出的应用方法；掌握单片机驱动七段数码管

静态显示原理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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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智能车竞赛当中涉及到电机驱动电路、摄像头传感器电路、图像采集处理等内容作为《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案例库，并编写完成了实验指导手册。 
同时搭建智能车实验室，实现由理论知识循序渐进地过渡到技能应用，采用开放式实验的方式让学

生自主设计智能小车，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激发学

生的内在创新能力。 

3.2. 以实践项目为驱动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在开展以学科竞赛实践为主题的实践中，充分挖掘了思政元素，并形成了以学科竞赛实践活动为驱

动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及教学设计表。形成了以民族自信、科技报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

关系、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自主创新、工匠精神、社会责任感为主的课程思政教育，以实践项目为

驱动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driven by practical projects 
图 1. 以实践项目为驱动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3.3. 以学科竞赛为主题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Table 2. Diversifi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2. 多元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环节 考核内容 

终结性考核评价 

平时成绩考核 考勤、作业、课堂表现 

技术考核 课堂内单片机实验原理图完成情况 

功能考核 课堂内单片机实验程序及功能实现情况 

能力考核 知识掌握和应用能力 

职业资格的考核评价 单片机设计师认证资格证书 综合能力认证 

学科竞赛获奖分数置

换考核评价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 

参加该赛事的设计制作的产品应与单片机技术

相关，同时在小组中负责硬件电路设计与制作 

全国或省级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或省级电子类职业技能大赛 

全国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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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教学考核方式，不仅能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传统的考评体系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但这种考核方式并未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和技能达成度，传统的课程考核通常以平时成绩(30%) + 期末成绩(70%)作为最终成绩，这种终结性的考

核方式存在局限性。一是考核内容单一，二是考核主体单一，三是评价环节单一，这种方式，缺少对学

生的学习过程、思维过程的评价，难以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以学科竞赛为主题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效果的考核，是基于“终结

性的考核方式、职业资格的考核评价、学科竞赛获奖分数置换考核评价”三位一体的形成性多元化评价

体系，评价目标科学、评价内容全面、评价方法与反馈形式多样，关注学生学习过程，注重知识、能力、

素质等综合评价与反馈。其中，多元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4. 教学改革成效 

经过一学期的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教学，班上的学生在期末考核的时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面用

两张图来说明本次教学改革的成效。2019 级和 2020 级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班期末考试成绩对比，如图 2 所

示。 
 

 
Figure 2. Comparison of final grades of class 2019 and class 2020 
图 2. 2019 级与 2020 级期末成绩对比图 

 
其中 2019 级学生采用的是以往的教学方式，而 2020 级学生采用了基于学科竞赛与“双创”融合式

的人才培养策略的教学模式，另外这两次考试人数都是 47 人，试卷内容、题量、难度基本一致。由图 2
可以看出，2019 级的学生 90~100 分的人数为 5，80~90 分也只有 20 人，大部分集中在中等或者勉强及

格的成绩，甚至有 4 人不及格；2020 级的学生 90~100 分的有 8 人，80~90 分的有 23 人，70~80 分的有

11 人，而不及格人数仅有 2 人。通过此成绩对比可以看到，采用基于学科竞赛与“双创”融合式的人才

培养策略的教学模式，学生们的考试成绩普遍提高，高分人数增多，相信是因为学生们适应了这种教学

方式，在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作用下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另外，通过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2020 级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学生做了一个授课方式满意度的调

查，结果如图 3 所示，全班 47 人参与，有 45 人对此授课方式表示满意，其中 42 人表示非常满意，无人

表示不满意，并有超过 80%的学生表示，经过参加学科竞赛后对课程中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更加的深刻

了，并表述后续将依然会自主学习单片机，甚至作为毕业设计和未来工作的方向。2020 级学生对授课方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5208


韦壹 等 
 

 

DOI: 10.12677/ve.2024.135208 1326 职业教育 
 

式满意度调查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lass of 2020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ethods 
图 3. 2020 级学生对授课方式满意度调查 

 
2019 级 3 名学生参加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并获得华南赛区三等奖一项；2022 年 19 级

6 名学生参加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并获得华南赛区三等奖一项；2020 级 6 名学生参加第十

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并获得华南赛区二等奖两项；2020 级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数广集团杯”广西赛区选拔赛，并获得铜奖。由此看出课程经过改革后，学生参加学

科竞赛的比例增加，获奖率及获奖等级均有提高，说明改革方案有效。 

5. 结论 

通过以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互联网+”大赛和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为依托，深度挖掘竞赛内容，

形成《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案例库，以项目式进行教学，同时案例项目紧跟竞赛主题，有效地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实践能力。 
将学科竞赛作为汽车类专业学生学习单片机的实践平台和知识成果转化平台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提高学生对跨学科和多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增强学习单片机的热情，实践表明，通过让学生

参加学科竞赛来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和知识应用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本次改革方法为类似的课程教学提供了参考和理论基础，对促进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推广价值，

为培养未来科技创新人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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