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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大学生是国家

建设和发展的生力军，因此，高校重视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必然要求，是培养社会主义接

班人、输送合格建设者的迫切需要。据此，本文把劳动品质培养与单片机课程实践相融合，从实践过程

与考核方式两个方面，研究了可实操的融合方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通过单片机课程实践锻

炼大学生的劳动品质，不仅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品德和劳动技能，还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品格基础，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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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hardworking and wise n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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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hard work of every worker.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valuing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promoting five educations, and an 
urgent need to cultivate socialist successors and transport qualified builders. Based on this, the cul-
tivation of labor quality and the microcontroller course practice are integrated. It studies practical 
integration schemes from two aspects: practical proces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proposing prac-
tical and feasible practical methods. Through the microcontroller course practice,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cultivate their labor attitude, labor ethics, and labor skills, but also help them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the world, and valu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de-
velopment, and cultivating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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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就业者自主学习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得到重视，与此同时，高校

更加重视对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1]。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生

劳动教育的意见》[2]，明确指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

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年，教育部再次发文[3]，明确了高等院校

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指出高校劳动教育应以实践育人为基本途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念，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掌握必备的劳动技能。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能力，已经成为五育一

体的必然要求[4] [5]。 
劳动品质的锻造主要从专心致志、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团结协作共四个方面展开。锻造劳动品质，

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锤炼，更是对精神意志的磨砺。在劳动中，学生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与他人合作、

如何追求卓越，这些宝贵的经验，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6]。 
单片机课程实践不仅是技术能力的锻炼场，更是劳动品质培养的优质土壤，是思政教育建设的重要

基地[7]。胡艳茹[8]从制定教学目标、构建教学案例库、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完善教学反馈评价机制四个

方面出发，将思政元素融入单片机实践的具体过程。在教学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与专业知

识、工程应用结合起来，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9]，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运用哲学观点解决单片机实

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身的内在德性和能力素质。叶钢[10]提出了围绕智能小车

这一实践实体，融入思政元素，重构单片机课程的教学内容，基于增值理念，重构单片机课程评价方案，

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度。贾毅崇等人[11]采用基于项目驱动的单片机教学实践方法，从方案设计、硬件电

路设计、主程序流程图设计、显示程序流程图设计、电路仿真、安装调试等方面入手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探索，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素养。

结合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特点，确立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深入挖掘课程思政教学元素，有利于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有利于持续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教学目

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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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单片机课程融合课程思政元素成为当前教学的重要课程目标，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成为教学的重要驱动力。劳动能力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必要体现[13]，劳动品质是重要的课程思政元素。通

过锻造学生劳动品质，强化劳动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能帮助学生养成勤俭、奋斗、创新

和奉献的劳动精神。本文从单片机实践项目和单片机实践考核方法两个方面入手，锻炼学生的劳动品质。 

2. 实践过程中的劳动品质培养 

本文以单片机经典实践项目——“定时器中断”为例，鼓励学生通过亲手搭建、编程和调试具体的

单片机系统，深刻体会劳动的艰辛与成就，培养学生的劳动品质，具体实施路径如表 1 所示。通过设置

合理的难度梯度，让学生体会到坚持和韧性，适时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通过学生亲身实践的

过程，学生面对失败时不会轻言放弃，从中汲取经验，不断改进，解决问题，并如实记录，从而培养学生

诚实守信的劳动品质；设置项目化的分组，让学生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更加尊重他人的劳动，

切实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劳动能力。这种通过劳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体验，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技术能

力，更在无形中塑造学生的劳动品质，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2.1. 目标清晰的实践任务 

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实践环境保障，减少外部干扰，提

高学生的专注力，重点培养学生专心致志的劳动品质。 
(1) 设定明确的目标。在单片机课程实践中，为学生设定清晰、具体的实践目标，如设计一个基于 51

单片机定时器的温度采集与显示系统，采集频率为 30 次/秒，显示更新频率为 20 次/秒，清晰的目标有助

于学生集中注意力，专注实践。 
(2) 在基本任务目标的基础上提供更具挑战性的拓展问题。设计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实践任务，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通过定时器定时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通过串口通信发送到 PC 端显示，同时

LED 灯以不同频率闪烁以指示不同的温度范围。 
(3) 优化实践环境。为学生提供安静、舒适、开放的实践环境，减少无关因素的干扰，有助于学生保

持专注，培养学生专心致志的劳动品质。 

2.2. 合理梯度的实践难度 

Table 1.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radient difficulty for “timer interrupt” project 
表 1. “定时器中断”项目梯度难度实施路径 

难度

等级 实践目标 实践内容及评分标准 劳动品质

重点培养 

初级

难度 

掌握定时器中断的

基本使用，掌握

LED、按键等简单

模块的使用。 

1. 通过定时器中断控制 LED 灯的闪烁，实现 LED 灯每隔固定时间(如
1 秒)闪烁一次。(20 分) 
2. 设置中断优先级，可处理多个中断同时发生的情况。(20 分) 
3. 结合按键模块，通过定时器中断实现基本的逻辑控制，如按键按下

后启动定时器，定时器溢出时改变 LED 灯的状态。(20 分) 

专心致

志、诚实

守信、吃

苦耐劳 

中级

难度 

能够综合运用定时

器中断、外部中

断、串行通信等关

键技术。 

1. 实现单片机与 PC 之间的串行通信，通过定时器中断定期(如 0.1 秒)
发送数据到 PC 端进行显示或处理。(10 分) 
2. 综合实践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串行通信、数据采集和显示等多

种功能。例如，设计一个基于定时器的温度采集与显示系统，通过定

时器定时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并通过串口通信发送到 PC 端显示，

同时 LED 灯以不同频率闪烁以指示不同的温度范围。(10 分) 

吃苦耐

劳、诚实

守信、专

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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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级

难度 

设计并实现一个具

有多种功能和复杂

指标要求的系统。 

1. 定时器中断能实现精确的时间控制，如毫秒级甚至微秒级的定时精

度，以满足数据采集的实时性需求。(10 分) 
2. 使用高级编程技巧，如中断嵌套、多定时器协同工作等，实现复杂

的功能逻辑，如时间可控的交通信号灯系统。(10 分) 

团结协

作、专心

致志、吃

苦耐劳 

 
在实践任务中，设置合理的难度梯度，让学生在解决单片机实践问题的过程中经历一定的困难和挑

战，从而重点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 
在学生遇到困难时，为学生提供资料查询方法，创造一定的问题解决通道，同时鼓励学生不放弃、

坚持到底，让学生在掌握方法论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耐力克服难关。梯度难度的设置，增加了学

生解决问题的趣味性，在一个个小的成果驱动下，学生更容易取得大的成功。此外，通过组织学生进行

实践成果分享，让学生代表讲述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强化吃苦耐劳的重要性。以“定

时器中断”项目为例，设置 3 个难度等级，供学生自由选择，具体实施路径如表 1 所示。 

2.3. 如实记录的实践过程 

通过学生亲身实践的过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体验到失败与

挫折，并学会如何面对失败，从中汲取经验，不断改进，最终解决问题。 
在实践过程中，当面对失败时，诚实守信的品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生需要如实地记录实践过程中

的每一个步骤和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如实反映。这种诚实的态度，是对自己学习过程的

尊重。 
此外，学生在实践中还要学习到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沟通交流等重要的社交技能，这些技能同样

需要诚实守信的品质。只有真诚地与他人合作、坦诚地交流意见，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解

决问题。 
综上，通过如实记录实践过程和真诚沟通交流，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

够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劳动品质。诚实守信将伴随学生一生，成为他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基石。 

2.4. 项目化的分组实践 

实践采用项目化的分组实践方式，通过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分组实践，每个小组完成不同的

项目，组内分工协作完成项目任务，重点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首先，明确分工责任。在分组实践中，组长为每个成员明确分工和责任，确保团队成员之间能够相

互支持、相互配合。 
其次，注重团队沟通。加强团队内部的沟通和合作，鼓励成员之间分享经验、交流想法，共同解决

问题。 
最后，展示团队成果。组织团队进行实践成果展示，让小组成员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和成就感，进

一步增强团队协作精神。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在单片机课程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专心致志、吃苦耐劳、诚实

守信、团结协作的劳动品质。这些品质不仅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对他们的个人成长和社

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 实践考核中的劳动品质体现 

在单片机课程实践的综合评分中，过程考核、作品考核和报告考核是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通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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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劳动品质培养，在评价过程中，更加强调学生的努力、团队协作和创新精神。过程考核应关注学生在

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技能掌握程度和问题解决能力；作品考核不仅要看作品的最终效果，更要关注

学生在制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创新；报告考核要求学生能够清晰、准确地阐述自己的项目方案、实践过程

和实践心得。通过这样的综合评分体系，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学生在单片机课程实践中的总体表

现，同时也为劳动品质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1. 过程考核 

在单片机课程实践的过程考核中，需深入细致地关注学生的实践过程，以全面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

技能掌握程度和问题解决能力，该考核过程是融合劳动品质培养的重要契机。 
首先，学习态度是评价学生实践过程的首要标准。通过关注学生是否专心致志地投入实践，对遇到

的每一个问题都持有探索和解决的热情。这种专注的态度不仅有利于技能的快速掌握，也是在培养学生

专心致志的劳动品质。 
其次，技能掌握程度是衡量学生实践过程的关键指标。通过指导学生在实践中对单片机相关知识和

技能的运用，鼓励学生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勇于挑战，锻炼学生面对挑战时的适应能力，从而提升技

能水平。 
最后，问题解决能力是评价学生实践过程的重要方面。关注学生分析具体问题、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的能力，强调诚实守信，要求学生如实记录实践过程，不夸大、不虚构，同时鼓励他们团结协作，有机分

工，共同解决问题。 

3.2. 作品考核 

在作品展示的考核环节，不仅要聚焦于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更要深入挖掘和重视学生创作过程中

所展现的思考力和创新精神，结合劳动品质的培养要求，全面地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作品考核时，首先，要求学生清晰地阐述作品的创作背景、目的和过程，这能够体现学生的思考

深度和逻辑性。接着，鼓励学生分享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解决的方法以及这些经历如何促进了他

们的创新思考，这能够展现学生的创新精神。 
此外，教师还要关注学生在讲解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劳动品质，例如，是否充分地准备讲解内容，是

否诚实地呈现创作过程，以及是否与团队成员共同准备，等等。 

3.3. 报告考核 

在实践报告的考核时，需要确保学生能够清晰、准确地阐述自己的项目方案、实践过程和实践心得，

同时融合劳动品质培养的因素。 
首先，应关注报告的完整性。学生需详细描述项目方案，包括目标设定、方法选择、计划安排等，体

现其思考的全面性和深度。接着，学生应诚实、详细地记录实践过程，包括实际操作、数据收集、问题解

决等，展现其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 
其次，应注重报告的准确性和逻辑性。学生需确保数据真实可靠，论证严密有力，语言表达清晰准确。 
最后，报告应包含深入的实践心得。学生需反思实践过程中的得失，总结经验和教训，体现其批判

性思维和自我提升的能力，需强调项目过程中专心致志的努力、吃苦耐劳的毅力与团队协作的精神等，

这些劳动品质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整套单片机课程实践中的劳动品质培养路径，从实践项目出发，采用目标清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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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合理梯度的实践难度、如实记录的实践过程、项目化的分组实践分别重点培养学生的专心致志、

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团结协作的劳动品质；从实践考核中的过程考核、作品考核与报告考核对单片机

的实践能力与劳动品质进行综合考核，综合来看，该实践方法不仅启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

的单片机应用技能，而且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劳动观，锻炼了学生的多种劳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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