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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roteus 和 Keil 的高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的项

目化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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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Proteus 和 Keil 进行单片机项目化课程教学设计，探究了单片机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以“让数字显示出来”

为例，在教学设计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完成任务与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动力，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和团队协作能力。

关键词：Proteus；Keil；项目化教学；单片机课程

1. 引言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课程是高职电气自动化等

控制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为目

标，涉及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程序设

计、电气 CAD 等知识，要求学生具有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广博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知识，

将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我校学生存在着自主学

习能力不足、知识储备不足、知识整合困难等问题。笔者对

单片机课程进行了项目化的梳理，基于 Proteus 和 Keil 进行

单片机项目化课程教学设计，研究探索项目化教学模式在课

程中的应用。[1]

2. 基于项目化的单片机课程设计

2.1 项目化教学设计原则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项目化教学设计的原则是能

够满足教学目标，同时兼顾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以实际应用为导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涵盖

单片机的主要知识点和技能点。同时项目难度需逐步递增，

从简单的单个功能模块设计到复杂的综合系统设计，满足不

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并且注重项目的可扩展性和开放

性，鼓励学生在完成基本项目任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

2.2 教学内容项目化整合

通过分析，将该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分为九个项目。项

目的难度和复杂性是随着学习进程的推进而逐渐增加，同时

也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支持来完成项目的各个阶段。具

体项目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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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项目化的单片机课程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基础任务 强化任务

项目一 初识单片机 - 构建单
片机开发环境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构
成以及软件的应用

知识点：单片机基础知识以及 Keil、Proteus
软件的使用 单片机最小系统

实验板的制作与
调试

知识点：理解单片机最小系统三个
构成部分的原理

技能点：在 keil 软件中进行程序调试与仿真
在 Proteus 软件中进行系统仿真

技能点：单片机最小系统实验板的
制作与调试

项目二 花样彩灯设计 点亮 led（一位、八位、
交替）闪烁

知识点：熟悉 51 单片机 I/O 口资源及使用
方法。 单向流水、双向

流水、花样流水

知识点：掌握左右移函数的使用

技能点：掌握 51 单片机 I/O 口的操作方法
及程序编写基础

技能点：实现流水灯的编程、调试
及仿真实现

项目三 让数字显示出来

一位数码管循环显示
0-9

二位数码管显示
0-99

知识点：LED 数码管显示器的静态显示原理
六位数码管显示

0-5

知识点：LED 数码管显示器的动态
显示原理

技能点：单片机驱动 LED 数码管的静态显
示编程、调试与仿真

技能点：单片机驱动 LED 数码管的
动态显示编程、调试与仿真

项目四 最常见的输入方式 -
按键及键盘 4*4 矩阵键盘设计

知识点：独立式、矩阵式键盘原理
简易计算器的设

计

知识点：lCD1602 液晶显示功能

技能点：键盘的编程、调试与仿真 技能点：实现基本的加、减、乘、
除运算，具有输入和显示功能

项目五 “重要的”实时处理 -
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中断实现脉冲计数

知识点：掌握 51 单片机中断系统设置以及
使用方法 两级中断嵌套功

能实现

知识点：掌握 51 单片机中断嵌套的
系统设置

技能点：中断函数的编写
脉冲计数的功能实现与仿真调试

技能点：两级中断嵌套的功能设计、
以及仿真调试

项目六 “如何做到”时间管
理 - 定时计数器

简易交通信号灯定时
控制

知识点：理解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的功能 数码管倒计时显
示的交通信号灯

控制系统

知识点：定时计数器的 4 种工作模
式及其设计应用

技能点：熟悉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工作
模式和计数器初值的设置

技能点：定时计数器与数码管的结
合使用、仿真与调试

项目七
“打电话”和别人交
流 - 单片机的串行通

信

双机通信，实现数码
显示

知识点：串行通信相关知识
彩灯的远程控制

知识点：单片机串行接口的结构和
工作方式的设定

技能点：串行通信的编程、调试与仿真 技能点：实现彩灯远程控制的调试
与仿真

项目八 综合项目：基于时钟
芯片的万年历设计

知识点：硬件部分包括单片机、时钟芯片、显示设备、按键和电源的选择及连接方式。软件部分包括主程序流程、时钟
芯片驱动程序、显示程序和按键处理程序的设计思路。

技能点：实现一个基于时钟芯片的万年历，具有准确的时间显示和简单的设置功能。编写出程序，仿真实现。并能焊接
完成电路板。

项目九 综合项目：秒表 知识点：理解定时器、LED 数码管静态显示以及按键的相关知识。
技能点：通过软件编程、仿真、调试、焊接完成秒表电路板，最终能够实现启动、暂停、复位等功能，精确显示秒、毫秒。

3. 基于 Proteus 和 Keil 的项目化教学实施

3.1 Proteus 和 Keil 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

在进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的项目化教学设计时，

选择 Proteus 和 Keil 软件作为教学工具是基于其强大的仿真

和开发功能，以及其在单片机教学中的广泛应用。Proteus

软件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解决方案，支

持从电路设计、PCB 布局到仿真、测试和开发的全过程。

Keil 软件则是一个为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开发提供的集成开

发环境 (IDE), 它提供了代码编辑、编译、调试以及性能分析

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这种结合了 Proteus 和 Keil 软件的项目

化教学设计，不仅提高了教学的效率和效果，而且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直观、动手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创新思维。[2]

3.2 项目设计与实施案例

3.2.1 计数器的制作项目设计

在九个项目中，我们以项目三为例，探讨如何使用数

码管实现计数器的制作，该项目是高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课程的一部分，旨在通过项目化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工程应用能力。项目的设计和实践将紧密结合 Proteus 和

Keil 两个软件的使用，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和教学目的。

项目设计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项目的实施，使学生能够

掌握单片机的基本应用，包括但不限于数码管原理、程序编

写、电路设计、仿真与调试等。项目的设计与实践步骤包括 :

项目准备阶段、设计任务与目标、编程与调试、实践操作、

项目评估与反馈。

通过本项目的设计与实践，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和掌握单

片机的应用知识和技能，还能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项目化教学的

实施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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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码管案例展示

图 1    一位数码管静态显示

图 2     二位数码管静态显示

图 3    六位数码管动态显示

4. 教学效果的分析与评价

在“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的项目化教学中，学生

的学习成效评估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例如，通过项

目的设计、开发、测试和文档报告的撰写等多个环节来全面

评估学生的综合能力。此外，可以结合学生的自我评价、同

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

性和全面性。

为了保证评估的有效性，应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对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进行测试，对学生完

成的项目作品进行功能性和创新性评估，以及对学生团队合

作、问题解决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评估标准应当具体、明

确，并且与课程目标紧密相连，以确保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

教学改进的针对性。[3]

5. 结语

基于 Proteus 和 Keil 的项目化教学设计为“单片机原理

与应用”课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效果。学生在这一教学模式下不仅掌握了单片机的核心

知识和技能，还提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其未来的

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在单片机课程教学中，

Proteus 和 Keil 软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不断拓展软

件功能、创新教学方法、加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可以更好

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电

子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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