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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一、基本信息（必填项） 

课程代码：【2050029】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机制】、【电科】等专业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新概念 51 单片机 C 语言教程，郭天祥，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年 1 月】 

辅助教材【单片机原理、接口及应用（第 2 版），肖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 月出版】 

参考教材【单片机原理与 C51 程序设计基础，张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 月出版】 

先修课程：【数字电路技术  B0121103（4）】、【C 语言程序设计 B0121104（4）】 

 

二、课程简介（必填项） 

本课程为机制、微电子与电科专业的专业基础特色课程，在专业教学中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 MCS-51 为代表的单片微处理器的系统基本组成、工作原理、C51 语

言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以及单片机接口技术。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可以使学生掌握单片

机应用系统开发和设计的基本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以适应今后在计算机应用、

工业控制，机电一体化，智能仪表、通信、家用电器等诸多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学生之后在相关领域实

习和就业打下良好的软硬件基础。 

三、选课建议（必填项） 

本课程是适用于机械设计与制造等专业的专业基础特色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 C 语言学习基础，

以及数电模电相关基础知识。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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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学习目标（必填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MCS-51 系列单片机的特点、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编程方法。

掌握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定时/计数器、串口通信、A/D 和 D/A 技术、系统扩展,以及数码管显示、键盘检

测、液晶显示等接口技术的原理及应用技能。 

本课程以提高学生实践应用水平为最终目的。在学习单片机系统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技能和

动手能力的训练，从而使学生具备开发智能化电子产品和计算机智能控制的实践能力。 

通过在硬件开发实验板上对单片机系统各个模块的实验设计、调试及现象的观察，增加学生对该课程

直观的认识，激发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 

六、课程内容（必填项） 

第 1 章  基础知识必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知道单片机的发展过程和单片机的应用领域。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及引脚功

能。理解 C51 相关的基本知识。知道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后能掌握的主要知识。 

本章重点是使学生明确本门课程学习后能做什么和怎样学好该门课程。 

 

第 2章  KILL 软件使用及流水灯设计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 Kill 软件的使用；理解单片机接口的原理；初步学会运用 C51 编程，理

解头文件 reg52.h、intrins.h 的内容和使用方法；掌握子函数、库函数的调用方法，可以综合运用 C 语

言编程来实现控制流水灯的控制。 

通过本章的实验使学生学会运用 Kill 软件，并学会运用 C51 编程的基本方法，学会应用 P1 口实现控

制的方法。 

本章的重点是使学生学会使用 Kill 软件利用 C51 编程实现控制方法。 

 

第 3章 数码管显示原理及应用实现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了解数码显示的方法；理解中断原理、理解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并能熟练运

用其方法，会运用中断的概念编写简单的中断控制程序，并学会定时/计数器控制程序的编写。 

本章的重点是熟悉中断编程、定时器编程的方法。 

 

第 4章  键盘检测原理及应用实现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理解 MCS-51 键盘的分类方法、会运用单个键盘实现的灯或数码管的显示控制。

学会键盘去抖动的处理方法。会运用矩阵键盘实现控制。 

本章的重点是键盘结构、去抖动的处理方法、控制程序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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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A/D和 D/A工作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知道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的实现方法，学会基本控件的查找、分析和使用方法。 

本章的重点是熟悉 A/D 和 D/A 转换的编程方法。 

 

第 6 章  串行口通信原理及操作流程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理解计算机串口通信的基础，理解 80C51 的串行口，会借助串口调试助手进行

串口数据的传送。 

本章的重点是串口通信的基本原理和串口编程的方法。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必填项）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 次，无论是“1”、还是“X”，

都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少采用纸笔测试，较

多采用表现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小组项

目报告、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卷考、工作现场

评估、自我评估、同辈评估等等。 

本大纲只对“1”的考核方式以及比例进行规定，对“X”不予规定，由任课教师自行决定 X 的内容、

次数及比例，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 的内容、次数及比例。 

 

 

撰写：                                          系主任审核： 

总评构成（1+X） （1） （X1、X2、X3……） 

评价方式 期终闭卷考 X1：课堂小测验 1（20%） 

X2：课堂小测验 2（20%） 

X3：工作现场评估（10%） 

1 与 X两项所占比例% 5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