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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教学模式创新：以 5E+ 项目化教学为例

袁雅迪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0

摘　要：本文聚焦单片机教学模式创新，深入剖析传统单片机教学模式的现状与问题，详细阐述 5E+ 项目化教学模式的理

论基础、特点及设计思路，并探讨其在单片机教学中的应用，包括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和创新意识培养，

旨在为提高单片机教学质量，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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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单片机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电子

信息、自动化等专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然而，传统的单

片机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难以满足

现代教育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5E+ 项目

化教学模式融合了 5E 教学理论和项目化教学的优势，为单

片机教学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1. 单片机教学现状与问题

1.1 传统单片机教学模式分析

在传统的单片机教学模式中，教学过程通常以教师为

中心。教师首先在课堂上讲解单片机的基本原理、硬件结

构和指令系统等理论知识，这些内容往往较为抽象和复杂。

例如，在讲解单片机的内部寄存器结构时，教师通过板书或

PPT 向学生展示寄存器的功能和地址分配，但学生缺乏直观

的感受，理解起来较为困难。理论讲解之后，教师会安排实

验课程。实验内容大多是按照教材上的实验指导步骤进行，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主要是机械地模仿教师的操作，完成既定

的实验任务。比如，在进行简单的 LED 灯控制实验时，学

生只需按照给定的程序和接线图进行操作，就能实现 LED

灯的亮灭。这种实验方式虽然能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技

能，但缺乏对学生自主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1.2 传统单片机教学模式的不足

传统单片机教学模式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与实践脱节。在传统教学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时，往往无法将

其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导致在实践过程中不能灵活运用所

学知识。例如，学生在学习了单片机的中断系统理论后，在

实际的中断应用实验中，却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配置中断寄存

器，无法实现预期的中断功能。其次，教学方法单一。传统

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

缺乏主动参与和探索的机会。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难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再者，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性和实用性。传统教学内

容往往侧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对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案

例和新技术的介绍较少。这使得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工程需

求存在差距，毕业后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例如，

在当前的物联网时代，单片机在智能家居、智能农业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传统教学内容中对这些应用场景的涉及

较少。

2.	 5E+ 项目化教学模式概述

2.1 5E 教学理论

5E 教学理论由美国生物学课程研究所（BSCS）开发，

其核心包括吸引（Engage）、探究（Explore）、解释（Explain）、

迁移（Elaborate）和评价（Evaluate）五个环节。

吸引环节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通过创

设生动有趣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关注即将学习的内容。例

如，在单片机教学中，可以展示一些基于单片机的创新应用

作品，如智能小车、电子时钟等，让学生对单片机的应用产

生浓厚的兴趣。

探究环节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实验，通过小组合作的

方式，尝试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动手搭建电

路、编写程序，亲身体验单片机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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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环节是学生在探究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发现进行

解释和说明，教师则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将感

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迁移环节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解

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思维。例如，

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的单片机控制技术后，让他们设计一个具

有特定功能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评价环节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如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等，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

成果进行全面评估，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促进学生的

学习和发展。

2.2 项目化教学的特点

项目化教学是以项目为载体，将教学内容融入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以学生为中心，项目化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学

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自主规划、自主学习、自主解决问题。

教师则扮演引导者和辅助者的角色，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指导。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项目化教学中的项目通常来

源于实际工程或生活中的问题，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

能够接触到真实的工作场景和任务，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例如，让学生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的环境监测系统，

监测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环境参数，并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将

数据传输到上位机，这与实际的环境监测项目紧密相关。

注重团队协作，项目化教学通常以小组形式进行，学

生在小组中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可以学会与他人沟通协作，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

往能力。

2.3 5E+ 项目化教学模式的设计

5E+ 项目化教学模式将 5E 教学理论与项目化教学有机

结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设计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项目。例如，设计一个基于单片

机的智能灌溉系统项目，该项目涵盖了单片机的硬件设计、

软件编程、传感器应用和通信技术等多个知识点。

在吸引环节，通过展示一些实际的智能灌溉系统案例，

介绍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项目的积极性。

在探究环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项目进行需求分析、

方案设计和硬件搭建、软件编程等工作。教师在这个过程中，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和解

决问题。在解释环节，各小组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解

决方案进行汇报和交流，教师对学生的汇报进行点评和总

结，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迁移环节，引导学生对项目进行拓展和创新，如增

加远程控制功能、数据分析功能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知识迁移能力。在评价环节，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

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项目成果等进行全面评价，包

括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

基于上述分析，项目化教学为 5E 教学法的具体实施提

供了方法和思路，使得将两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变成了可

能。具体融合教学模式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5E+ 项目化融合教学模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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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E+ 项目化教学在单片机教学中的应用

3.1 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

在教学内容方面，5E+ 项目化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

内容的局限性，以项目为导向，将单片机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有机融合。例如，在智能灌溉系统项目中，学生需要学

习单片机的 I/O 口控制、定时器 / 计数器应用、中断系统、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无线通信技术等知识，这些知识不再是

孤立的，而是围绕项目需求进行整合和学习。在教学方法上，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

学环节和教学目标，灵活运用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实

践法等教学方法。例如，在讲解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

理时，采用讲授法和演示法，让学生对单片机有一个初步的

认识；在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采用讨论法和实践法，组织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实践能力。

3.2 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通过项目实施，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单片机从硬件设计

到软件编程的整个开发过程，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例

如，在智能灌溉系统项目中，学生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原理图、

制作 PCB 板、焊接电子元件、编写控制程序等，这些实践

操作能够让学生熟练掌握单片机的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技

能。同时，项目化教学中的项目通常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挑

战性，学生在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和技能，不断尝试和探索，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问题解

决能力和实践能力。例如，在智能灌溉系统中，当出现传感

器数据不准确或通信不稳定等问题时，学生需要通过分析问

题、查找资料、调试程序等方法来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

3.3 创新意识的培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对项目进行优化和拓展。例如，在智能灌溉系统项目

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如智能

语音控制、自动报警功能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同时，在迁移环节，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项

目中，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和开发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如基于

单片机的智能安防系统、智能健康监测系统等。通过这些创

新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

结束语

单片机教学模式的创新是工科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探

索。5E+ 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引入，不仅为单片机教学注入了

新的活力，也为培养具备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工科人才提

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理念的持续

深化，单片机教学模式有望在未来实现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和高效化的发展，为工科教育贡献更多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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