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单片机实训与综合实验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编号 3204020 开课学期 □秋  ■春  学分 4.0 

课程名称 （中文）单片机实训与综合实验 

（英文）Practice Training and Integrated Experiment of Microcontroller 

课程类别 □必修   ■限选   □任选    ■1 年级   □2 年级   □3 年级   □4 年级 

课程学时

及其分配 

课内总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学时分配 

4 周 

 

课堂讲课 50 课后复习 20 

自学交流 16 课外自学 30 

课堂讨论 10 讨论准备 6 

实验辅导 34 实验预习 20 

课内实验 50 课外实验 24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实验为主    □自学为主    □专题讨论为主 

考核方式 考勤（10%）+作业（20%）+实验（20%）+项目设计（50%） 

适用院系

适用专业 

电子与控制工程学院 

自动化专业 

先修课程

预备知识 

自动化专业实践初步， 

C 语言程序设计 

教材与参

考文献 

教材： 

(1) 汪贵平, 李登峰, 龚贤武, 雷旭.新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M]. 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 2011 

(2) 李全利等.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11 

参考文献： 

(1) 张毅刚.新编 MCS-51 单片机应用设计[M].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 7 月  

(2) 胡汉才.单片机原理及其接口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 张迎新，杜小平，樊桂花，雷道振.单片机初级教程[M].北京：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2003 

(4) 李广弟，朱月秀，王秀山.单片机基础[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10 

(5) 陈桂友.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6) 赵德安.单片机原理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二、本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自动化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

握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和单片机设计应用系统的基本方法，使学生逐步从单片机入门、提高到

基本能熟练应用，进而掌握单片机应用的成套技术。 

单片机具有体积小、价格低、可靠性高和使用灵活方便的特点，其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单片机教学重在实践，所以本课程采用社会上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的形式，

在暑假集中 4 周时间，采用理论教学、自学、实验、疑难解答、实际制作、安装调试和项目

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强化学生在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开发方面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

生系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为自动化专业学生开设的二级项目，开设时间定在一年级暑假。开设本课程主

要考虑了如下几个方面： 

 (1) 充分利用暑假集中 4 周时间开展新技术的学习和应用。大学一年级暑假有 7 周时

间，时间很长，由于同学们还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联系到企业实习通常不会

被企业接受，在家时间过长也没有必要，有时长时间的无所事事甚至会使部分同学养成不良

习惯。因此，从教学时间安排上来看，在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集中时间学习一项专用的

应用新技术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的欲望。 

 (2)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和职业发展学习能力。工作后学习新技术通常有两

种途径：自学和参加技术培训班。技术培训通常是不论学员的基础如何，要求在有限的时间

内使学员掌握有关新技术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这就要求同学们学会从总体上把握课程教

学的核心内容，学会对于有些自己目前短时间还没有办法弄懂的枝节问题的处理办法。  

 (3) 初步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的成套应用技术。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单片

机的基本知识；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实验和调试技能；通过项目，让学

生在学习、检测、实验、实际制作和调试过程中享受成功的快乐。经过多次完成“理论→实

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培养学生基本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素质。 

综上所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所需的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工程素质，为在后续三年的大学学习中，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各类学科竞

赛、教师的科研项目和毕业设计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也是为满足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

要求：有 2~3 年实践工作经验所作的必要准备。 

 

三、课程内容简介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电气信息类和机电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

技术课程。本课程从实际应用出发，将单片机的基本知识与基本原理、C51 程序设计、μ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电子积木实验板和典型实例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系完整，便于自学和

教学。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单片机概述、51 系列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结构、指令系统与汇编语

言程序设计、C 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的中断和定时系统、串行通信、系统扩展与接口接术、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典型实例、μ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和上机实验指导等。 

本课程注重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阐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应用技术和实践。 

 

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三级目录参见所选教材(1)。各章节基本教学内容如下： 

第一章 单片机概述 介绍什么是单片机，什么是嵌入式系统；单片机的历史及发展概况;

单片机的发展趋势；单片机的应用领域；为什么在众多的单片机的产品中，选择 MCS-51

单片机作为主流型单片机来讲授;了解各种与 MCS-51 兼容的增强型和扩展型的 80C51 系

列单片机。 

第二章 51 系列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主要介绍 MCS-51 片内的硬件结构。主要包括 

MCS-51 的引脚、CPU、存储器的结构、4 个并行 I/O 端口、时钟电路以及复位电路。通过

学习，要求学生从应用的角度熟练掌握片内的硬件结构，为后面的设计打下基础。 

第三章 指令系统与汇编程序设计 主要内容包括 MCS-51 的汇编语言的指令格式、指

令的寻址方式，并从功能分类的角度介绍数据传送类指令、算术操作类指令、逻辑运算类指

令、控制转移类指令以及位操作类指令。介绍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各自的特点；

伪指令、汇编语言源程序的汇编；汇编语言各种程序设计，如子程序设计，查表、关键字查

找、数据极值查找、数据排序、分支转移、循环以及码制转换子程序的设计。通过学习，应

使学生熟练掌握汇编语言指令及各种常用的 MCS-51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第四章 C51 语言程序设计 主要介绍 C51 的程序结构，C51 对 C 语言的扩展，使用技

巧和程序设计方法。在开发以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仪器仪表方面，C51 具有很明显的优势，

因此，要求学生通过学习熟练掌握 C51 的程序设计方法，学会用 C51 编写大型应用程序。 

第五章 单片机的中断与定时系统 主要介绍单片机两大功能部件：中断系统和定时系

统的结构与功能。要求学生掌握上述功能部件的工作原理、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的

格式、功能以及如何进行编程。尤其是各功能部件的具体应用。 

第六章 单片机的串行接口及串行通信 主要介绍串行通信基础知识，单片机串行口的

结构与工作原理、工作方式和串行通信接口技术。要求学生掌握串行通信的工作原理、有关

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格式、功能以及如何进行编程。尤其是单片机和 PC机的通信技术。 

第七章 单片机的系统扩展 介绍单片机总线扩展的基本知识，包括并行程序存储器扩

展、数据存储器扩展、I/O 扩展和串行 I/O 扩展。要求学生了解并行扩展的基本方法，熟练

掌握串行扩展总线接口技术。 

第八章 单片机典型外围接口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 I/O 接口，键盘、LED 显示器、LCD

液晶显示器、A/D 和 D/A 接口、开关量输入输出的硬件接口设计与软件驱动程序的设计。

这部分内容是进行单片机应用系统硬件设计的基础，要求学生重点掌握。 



第九章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与调试 以教学实验板为例，系统介绍单片机应用系统设

计开发的全过程。包括可行性分析、方案设计、硬件制作、程序设计和系统调试等环节。要

求学生掌握各环节的主要工作内容。 

第十章 智能侧滑仪设计实例 以智能侧滑仪为典型案例，介绍单片机应用系统软硬件

的设计方法。 

第十一章 μ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介绍 μ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方法与技

巧。本章学生可以自学，适于上机练习操作，要求学生通过反复实验熟练掌握。 

第十二章 单片机实验指导 本章提供经过精心选择的实验项目，供实验参考。 

 

五、课程教学学时分配表 

课程内容  
学时数（ 50 学时） 推荐课

外学时  总学时 讲授 实验 上机 

第 0 章   模电数电基本知识 8 4 4  2 

第 1 章   单片机概述 2 2 0  2 

第 2 章   51 系列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6 4 2  6 

第 3 章   指令系统与汇编程序设计 16 6 10  6 

第 4 章   C51 语言程序设计 8 6 2  8 

第 5 章   单片机的中断与定时系统 18 6 12  8 

第 6 章   单片机的串行接口及串行通信 10 4 6  6 

第 7 章   单片机的系统扩展 6 6 0  6 

第 8 章   单片机典型外围接口技术 10 6 4  6 

第 9 章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与调试 10 4 6  10 

第 10 章 智能侧滑仪设计实例 0 0 0  0 

第 11 章 μ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6 2 4  4 

第 12 章 单片机实验指导 0 0 0  10 

第 13 章  项目设计 60 0 60  26 

总 计 160 50 110  100 

 

六、课程教学大纲使用说明 

1．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只有两门：自动化专业实践初步，C 语言程序设计。相关的专业基础

课程如电路、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还未开始学习，给学生学习硬件电路带来一定困

难。为此，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简要介绍与本课程相关的模电和

数电应用知识，并在实验和调试过程中具体加以指导。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从应用角度

向学生介绍相关模、数电实用技术知识和技能是其重点和难点之一。 

学习过单片机的高年级同学普遍反映能看懂别人编写的程序，但自己编很难，尤其是较



大的程序。对于实际应用来说，这也是一大问题。这就要求主讲教师要精选例题并且要让学

生了解编程思路。并要按照章节的顺序，逐步加大例题的难度，直至接近应用。在基本教学

内容完成后，老师应举一单片机应用系统作为典型案例详细介绍其设计开发过程。 

本课程教学的第三个重点和难点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同学们是在学习

本课程时才开始接触单片机，而单片机应用实质上是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综合体，绝大多数

同学往往因为不知道硬件如何检查和调试，出现故障束手无策，导致学习单片机不能入门。

这就要求老师能根据同学们在实验、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同学们思考排除故障的办

法，如果出现故障超出同学们现有水平，则老师应能及时解决此问题。因此对老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2． 教材选用说明 

国内主要出版社出版有关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教材颇多，所选教材(1)是本校老师自己

编写，并已申报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其内容新颖和丰富，反映了单片机的最新技术。教学

时最好再影印一本国外著名半导体公司生产的 51 系列单片机的英文版使用手册。 

所选教材(2)具有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等优点，但其编程语言依然以汇编语言为主，其

教学内容和实际应用还有一定差距。 

3． 教学方法提示 

理论教学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切实提高学生的自

学能力。实践教学采用边讲边练，学中做和做中学的教学方式，老师对典型实验案例进行示

范，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本实训与综合实验在教学开展 1 周时，老师应及时将同学们按 2~3 人一组进行分组，可

根据情况由学生自由组合或老师直接指定。在后 2 周的项目设计过程中，老师要及时到各小

组参与交流讨论，商讨设计方案，及时检查项目进度。 

4． 课外作业 

每 1 章都应布置一定数量的课外作业，使学生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和实验内容的理解。

对于能够上机直接编程调试的例题和习题，推荐在实验室完成。 

5． 实验课 

安排了 15 个必做实验，这些实验是单片机应用的基本实验，要求同学们熟练掌握。此

外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可将教材上的习题和例题上机直接编程调试。熟能生巧，同学们应

多用多练。 

6． 项目 

本实训与综合实验安排有十多个设计项目，项目题目及要求按照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的竞赛的格式给出。当然，同学们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报选题到指导老师获批。 

同学们按 2~3 人一组进行选题，在规定的时间内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要求同学们从方案

论证开始直至调试成功为止，全面参与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的全过程。 

7． 考核方式 



教学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理论教学、课程实验、上机练习、项目设计。考核采用综合考

评方式，主要由考勤（10%）+作业（20%）+实验（20%）+项目设计（50%）。实验、制作

和项目在实验室进行实际运行考核，项目设计要求有各阶段设计资料，并用 PPT 汇报进行

答辩和交流。 

 

七、课程实践环节 

实验 1：常用运算放大器实验                                        （2 学时） 

实验 2：常用数字集成电路实验                                      （2 学时） 

实验 3： 使用 μVision 集成开发工具设计、调试汇编语言程序             （6 学时） 

实验 4： 使用 μVision 集成开发工具设计、调试 C51 语言程序             （6 学时） 

实验 5：跑马灯实验                                                （2 学时） 

实验 6：单片机外部中断实验                                        （2 学时） 

实验 7：定时器实验                                                （2 学时） 

实验 8：电子钟实验                                                （4 学时） 

实验 9：中断及定时系统综合应用实验                                （6 学时） 

实验 10： 计数器实验                                                （4 学时） 

实验 11： A/D 转换实验                                              （2 学时） 

实验 12：开关量输入实验                                           （2 学时） 

实验 13：矩阵键盘实验                                             （2 学时） 

实验 14：串行通信实验                                             （4 学时） 

实验 15： LED 显示数字计算器                                       （8 学时） 

各个实验所需设备和要求请参照“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书”。本课程所采用电子积

木要求同学生自行制作和调试，其内容参照“电子积木”调试大纲。其中实验 15：LED 显示

数字计算器是一个典型案例的综合性设计实验，老师先介绍其设计方案，演示实验程序的结

果。在此基础上，老师给出其部分主程序和子程序，要求同学们根据设计方案，进一步完善

方案，重新编写程序，按自己所写调试大纲调试好程序并运行。 

 

八、设计项目 

1． 对所选设计项目的基本要求 

设计项目应包含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的主要内容，项目不能过难，尤其是对硬件电路而

言，其重点应着重于典型应用电路的运用。本大纲所提供的设计项目绝大多数只需在电子积

木的基础上，完成部分典型电路的选用即可完成。 

项目着重于学生系统完成一个典型产品原理性实验样机的设计调试过程，要求学生基本

掌握从项目论证、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



果的分析的全过程。着重培养学生系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

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要求学生能够用 C 语言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程序的设计、编程和调试，具备较强的软件

编程能力。 

2． 设计项目汇总 

本课程精选了 10 多个设计项目供同学们选择。同学们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从实际应

用出发，参阅电子设计竞赛题目和各种参考资料自己选择设计题目。 

 

项目 1：LED 显示数字计算器 

1.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 LED 显示数字计算器，LED 显示器采用 8 位 8 段数码显示管，键盘采

用 4×4 矩阵键盘。 

2. 要求 

1）基本要求 

(1) 利用矩阵键盘设计一个按键面板，使其包括以下按键： 

十个数字键，从 0~9； 

四个运算符，“+、-、×、÷”； 

等号键“=”； 

清除键“AC”，用于清除操作。 

(2) 用 8 位数码管实时显示数据。 

(3) 实现最多 6 位整型数据（范围从 0~999999）的输入和显示。 

(4) 实现简单四则运算并显示结果，数据显示范围从 0.00001 到 999999。 

(5) 当数据溢出或输入非法如除数为 0 等时，数码管显示错误提示“error”。 

2) 发挥部分 

(1) 采用键盘复用的方法，实现小数点或负数输入功能。 

(2) 添加退格键“Backspace”功能，实现删除一位输入数据的功能。 

(3) 实现乘方、开方、倒数等运算功能。 

(4) 将数据输入及运算范围扩大到 8 位。 

3. 评分意见 

 

 

 

 

 



 项   目 得 分 

基本要求 

 市场同类实际产品及应用情况介绍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

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 

 团队分工：分工情况，组员完成情况，自评分数 

 项目实训总结 

15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15 

发挥部分 
 实现小数或负数输入及运算功能 

 实现其它运算功能 
10 

答辩交流

与沟通 

 PPT 介绍 

 答辩交流情况 
10 

 

项目 2：LCD 显示数字计算器 

1.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 LCD 显示数字计算器，LCD 显示器采用 128X64 图形显示器。 

2. 要求 

2) 发挥部分 

(1) 键盘采用 4X4 矩阵键盘，设计一个按键面板，使其包括以下按键： 

十个数字键，从 0~9； 

四个运算符，“+、-、×、÷”； 

等号键“=”； 

清除键“AC”，用于清除操作。 

(2) 用 LCD 实时显示数据键盘输入数据和结果。 

(3) 实现最多 8 位整型数据的输入和显示。 

(4) 实现简单四则运算并显示结果。 

(5) 当数据溢出或输入非法如除数为 0 等时，数码管显示错误提示“error”。 

2) 发挥部分 

(1) 键盘采用 2 个 4X4 矩阵键盘，参照 PC 计算机中附件所使用软科学计算器，定义各

按键的功能。 

(2) 添加退格键“Backspace”功能，实现删除一位输入数据的功能，实现乘方、开方、倒

数等运算功能。 

(3) 实现负数、小数输入的功能 ，将数据输入及运算范围扩大到 10 位。 

(4) 实现数学表达式的输入功能。 

 



3. 评分意见 

 项   目 得 分 

基本要求 

 市场同类实际产品及应用情况介绍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

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 

 团队分工：分工情况，组员完成情况，自评分数 

 项目实训总结 

15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15 

发挥部分 
 实现小数或负数输入及运算功能，实现其它函数运算功能 

 特色与创新 
10 

答辩交流

与沟通 

 PPT 介绍 

 答辩交流情况 
10 

 

项目 3：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1.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温度自动控制系统，控制对象为一白色透明玻璃箱，加温装置采用

100W 节能灯泡。温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由人工设定，并能在环境温度降低时实现自动控制，

以保持设定的温度基本不变。 

2. 要求 

1) 基本要求 

(1) 温度设定范围为 20～50℃，最小区分度为 1℃，标定温度≤1℃。 

(2) 环境温度降低时（例如用电风扇降温）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1℃。 

(3) 用十进制数码管显示玻璃箱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 

2) 发挥部分 

(1) 采用适当的控制方法，当设定温度突变（由 35℃提高到 40℃）时，减小系统的调

节时间和超调量。 

(2) 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0.2℃。 

(3) 在设定温度发生突变（由 35℃提高到 45℃）时，采用 LCD 显示器自动记录温度随

时间变化的曲线。 

 

 

 

 

 



3. 评分意见 

 项   目 得 分 

基本要求 

 市场同类实际产品及应用情况介绍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

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 

 团队分工：分工情况，组员完成情况，自评分数 

 项目实训总结 

15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15 

发挥部分 

 减小调节时间和超调量，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0.2℃ 

 实现在 LCD 显示器上显示曲线功能， 

 特色与创新 

10 

答辩交流

与沟通 

 PPT 介绍 

 答辩交流情况 
10 

 

项目 4：多功能电子钟 

1. 任务 

设计一个多功能电子数字钟。 

2. 要求 

1）基本要求 

(1) 具有交替显示年、月、日（有闰年和平年之分）和显示时、分、秒的功能。 

(2) 具备时钟校正功能。 

(3) 具备设定闹钟和定时闹钟的功能。 

2) 发挥部分 

(1) 准点报时功能。 

(2) 生日提醒功能。 

(3) 可设置显示世界上 5 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时间。 

3. 评分意见 

 项   目 得 分 

基本要求 

 市场同类实际产品及应用情况介绍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

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 

 团队分工：分工情况，组员完成情况，自评分数 

 项目实训总结 

15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15 



发挥部分 

 准点报时功能， 

 生日提醒功能 

 可设置显示世界上 5 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时间 

 特色与创新 

10 

答辩交流

与沟通 

 PPT 介绍 

 答辩交流情况 
10 

 

项目 5： 数字电压表 

项目 6： 温度控制器 

项目 7： 抢答器 

项目 8：车速表 

项目 9：智能小车 

项目 10：电子秤 

项目 11：交通信号灯控制器 

项目 12：多相位交通信号灯控制器 

项目 13：自动流水生产线 

项目 14：镗床控制器 

项目 15：其它项目 

 

九、课程知识单元与知识点 

PTIEM1: 单片机的基本知识 

 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微控制器，微控制器，单片机，JTAG，集成开发环境，

编程器，仿真器 ICE，在系统编程 ISP 

 单片机的历史，单片机的主要技术指标、分类和主要特点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构成，开发调试模式 

PTIEM 2: 单片机的硬件资源 

 总体结构；引脚定义与功能；存储器配置：程序存储器、外部数据存储器、内

部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输入/输出接口的结构与功能；时序单

位：时钟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复位；工作方式； 

 功能部件：中断系统：中断，中断源，中断结构，中断处理，相关 SFR 的应

用。定时/计数系统：结构，工作方式，SFR 控制寄存器。串行通信接口：结

构，工作原理，SFR 控制寄存器，RS232/RS485 通信协议  

 系统扩展：并行扩展、串行扩展（包括存储器、I/O）；人机接口技术，开关量

输入/输出接口技术，A/D 与 D/A 转换技术  

PTIEM 3: 单片机的软件编程 



 指令，指令系统，寻址方式，伪指令，汇编，C51 程序结构，汇编和 C51 程

序设计，各功能部件程序设计。 

PTIEM 4: 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 

 可行性分析；系统方案设计；硬件设计；软件设计；系统调试；样机制作 

 静态调试：断电检查，通电检查，联机检查；动态调试；软件调试；模拟调试；

现场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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