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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蒙开发基础》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鸿蒙开发基础 

（英文）The Basics of HarmonyOS Development 

课程代码 2050402 课程学分 3 

课程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开课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计科 大三 

课程类别与性质 必修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自编教材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数字逻辑电路 2050213 (3)、程序设计基础（C 语言）2050170（4）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计算机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软硬件结

合的课程。以数字逻辑电路为基础，讲解鸿蒙南向设备的电路分析方法，

以 C 语言为基础讲解程序设计方法，并为后续毕业设计打下重要基础，

在课程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

生掌握鸿蒙南向设备的系统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以及接口技术。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可以使学生掌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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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是适用于计算机专业必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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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纲编写人 戴志晃（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5-2-20 

专业负责人 戴智明（签名） 审定时间 2025-2-21 

学院负责人 （签名） 批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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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掌握鸿蒙开发环境、GPIO、多线程、传感器、WIFI和物联网等相

关知识。 

2 具备硬件电路原理图分析能力和代码编程能力。 

技能目标 
3 具备小型项目设计能力。 

4 能够分析和解决软硬件联合调试时遇到的问题。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能够阅读和整理相关的资料，对鸿蒙设备开发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技

术应用现状有基本的了解。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①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通过有效的需求调查与研究、技术分析与设计、设备与产品

选型，规划与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物联网工程解决方案，并具有对解决方案进行部署与

实施、测试与验证的能力。 

LO4 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能够基于工程科学与网络系统工作原理，结合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与方法，就复杂工程

系统中涉及的局部性功能或性能问题进行研究，设计相关的实验方案，并对实施结果或

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合理解释。 

LO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

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③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对计算机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状况有基本的了解，能够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的

贡献度 

LO3  H 
1. 掌握鸿蒙开发环境、GPIO、多线程、传感

器、WIFI和物联网等相关知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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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硬件电路原理图分析能力和代码编程能

力。 
40% 

3.具备小型项目设计能力。 10% 

LO4 ① H 
4.能够分析和解决软硬件联合调试时遇到的问

题。 
100% 

LO10 
③ L 

5.能够阅读和整理相关的资料，对嵌入式相关领

域的国内外技术应用现状有基本的了解。 
100%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 1单元  鸿蒙生态介绍、开发板介绍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知道鸿蒙生态的发展过程和应用领域；理解开发板的内部结构及

引脚功能；了解开发板的外设接口；掌握开发板的开发环境的安装；掌握开发板下载软件的方

法并能熟练运用。 

教学重点：开发板的开发环境的安装、软件的下载 

教学难点：开发板的开发环境的安装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6 

第 2单元  GPIO和多线程原理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了解微控制器的基本操作，涉及到的 I/O 端口控制、编程逻辑的

实现等基础知识点。能够掌握硬件消抖、按键持续按下处理等方法。了解和掌握不同任务调度

策略的应用场景和效果，提高多任务编程和系统优化的能力。 

教学重点：I/O 端口控制、硬件消抖和多任务调度 

教学难点：多任务调度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4 

 

第 3单元  传感器原理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掌握温湿度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的使用，掌握 I2C 协议原理，掌

握 ADC 控制原理。 

教学重点：掌握温湿度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的控制电路工作原理及程序设计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温湿度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程序设计方法 

理论课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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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时：6 

第 4单元 液晶屏原理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熟悉如何在 RK2206 开发板上驱动 320*240 分辨率的 LCD 屏幕，

并实现基本的显示功能。掌握进行 LCD 屏幕驱动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为后续的物联网应

用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重点：LCD 屏幕驱动开发的程序设计 

教学难点：LCD 屏幕驱动开发的程序设计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0 

第 5单元 智慧语音原理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掌握语音模块程序设计，包括构建主任务和子函数等。熟悉语音

的编译环境和指令编写。 

教学重点：语音模块程序设计  

教学难点：构建主任务和子函数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4 

第 6单元  WIFI原理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理解 WiFi 协议的概念,掌握 WIFI 的两种工作方式（AP 和 STA）。

AP 模式的概念及原理掌握 AP 模式的操作方式。STA 模式的概念及原理掌握 STA 模式的操作方

式。 

教学重点：两种模式的概念及原理 

教学难点：掌握 AP 模式的操作方式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4 

第 7单元  物联网原理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了解华为云物联网平台，掌握华为云物联网平台创建设备及模

型的方法，了解 mqtt 协议，掌握 mqtt 工具的使用。 

教学重点：华为云物联网平台创建设备及模型的方法 

教学难点：华为云物联网平台创建设备及模型的方法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8 

 

注： 

1.由于课时紧, 内容多, 教学进程和内容的深广度将视学生接受程度作适当的调整. 

2.教学建议：抓住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教法上多举例，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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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① ② ③ ④ ⑤ 

第 1 单元  鸿蒙生态介

绍、开发板介绍 
√     

第 2 单元  GPIO 和多线

程原理 
√ √ √ √ √ 

第 3 单元 传感器原理 √ √ √ √ √ 

第 4 单元 液晶屏原理 √ √ √ √ √ 

第 5 单元 智慧语音原理 √ √ √ √ √ 

第 6 单元 WIFI 原理 √ √ √ √ √ 

第 7 单元 物联网原理 √ √ √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 1 单元 鸿蒙生态介绍、开

发板介绍 讲授法 实验成绩、工作

现场评估 
2 6 8 

第 2单元 GPIO和多线程原理 讲授法、演示

法 
实验成绩、工作

现场评估 
2 4 6 

第 3单元 传感器原理 讲授法、演示

法、实验法 
实验成绩、工作

现场评估 
2 6 8 

第 4单元 液晶屏原理 讲授法、演示

法 
工作现场评估 2  2 

第 5单元 智慧语音原理 讲授法、演示

法、实验法 
实验成绩、工作

现场评估 
2 4 6 

第 6单元 WIFI原理 讲授法、演示

法 
实验成绩、工作

现场评估 
2 4 6 

第 7单元 物联网原理 讲授法、演示

法 
实验成绩、工作

现场评估 
2 8 10 

总复习 讲授法 工作现场评估 2  2 

合计 16 32 48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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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鸿蒙开发环境安

装实验 
完成开发环境的安装、并编写和下载

“hello world”至开发板显示。 
6 ③ 

2 
GPIO 和多线程实

验 

使用两个任务线程 

一个线程中：以 1Hz的频率闪烁报警灯； 

一个线程中：报警灯不亮； 

两个任务线程均 10 秒执行一次 

4 ③ 

3 传感器实验 
在一个代码中集成温湿度和气体采集，并

在 LCD 屏幕上实时显示温湿度和气体数

据。 
6 ③ 

4 智慧语音实验 
能够通过语言控制温湿度采集并输出、灯

的开和关 
4 ③ 

5 WIFI 实验 
编写 WIFI相关代码，并下载到开发板

后，开发板可以连接手机的热点。 
4 ③ 

6 物联网试验 
将温湿度值以固定频率上传到华为物联网

Lot平台 
8 ③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通过小组任务汇报、头脑风暴、师生研讨等方式，让学生主动了解和分享行

业最新动态，有助于培养团队精神、表达沟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可

以让学生了解我国自动控制领域的新技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更好

的融入课程思政。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① ② ③ ④ ⑤ 

X1 40% 课程大作业   60 40  100 

X2 30% 实验成绩 50 50    100 

X3 30% 工作现场评估 6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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