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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软件开发》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嵌入式软件开发 

（英文）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ment 

课程代码 205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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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工程（国教）大

三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选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ARM Cortex-M3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ISBN 978-7-302-54715-0 

冯新宇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01 出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A-2050170  4学分 

数字逻辑电路    A-2050213        3 学分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强、应用性广的技术

性课程。该课程是基于 STM32F103 教学开发平台，以 ARM Cortex-M3

体系处理器为研究学习的主要对象，从编程模型、固态库、程序设计基

础和嵌入式开发应用等多方面做了介绍，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处理器

的指令系统、I/O 端口、中断、定时器、AD、串行通信等关键技术，让

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嵌入式系统的框架结构和技术细节。在掌握理论的基

础上，训练学生的应用设计能力，使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软件方面：具有 C 语言编程能力， 

硬件方面：了解硬件电路中的元器件。 

大纲编写人 丁菊（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8 

专业负责人 戴智明         （签名） 
审定

时间 
2024-9 

学院负责人 矫桂娥（签名） 
批准

时间 
2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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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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理论及各模块功能，包含 I/O

口、中断、串口、定时器等。 

2 

使学生完成库函数工程模板的创建，掌握库函数编程方法，利用

STM32 开发板完成 I/O 口、中断、串口、定时器等功能模块的应

用。 

技能目标 
3 

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具体对嵌入式系统进行分析与

设计的能力。 

4 具有嵌入式控制系统的调试和故障分析能力。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培养学生具有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创新精神。 

6 培养学生责任感、抗挫能力和工匠精神。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

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①具备对系统设计、软硬件开发等涉及到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与判断，并结合专业

知识进行有效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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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对软硬件系统设计遇到的问题能进行调研并明确相关约束条件，针对系统设计完成需

求分析。 

LO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①能熟练运用绘图工具，表达和解决计算机系统工程的设计问题。 

②能根据具体项目的特点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工具进行设计开发。 

LO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

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②具备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懂法守法；注重职业道德修养。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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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

的贡献度 

LO2 ① H 
1 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理论及各模

块功能，包含 I/O 口、中断、串口、定时器等。 
100% 

LO3 ① H 
3 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具体对嵌入

式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100% 

 

 

 

LO5 

 

① 
M 4 具有嵌入式控制系统的调试和故障分析能力。 20% 

② H 

2 使学生完成库函数工程模板的创建，掌握库函数

编程方法，利用 STM32 开发板完成 I/O 口、中

断、串口、定时器等功能模块的应用。 

80% 

 

LO8 ② M 
5 培养学生具有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创新精神。 40% 

6 培养学生责任感、抗挫能力和工匠精神。 60% 

 

三、实验内容与要求 

（一）各实验项目的基本信息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1  创建项目工程 ② 4 4 8 

2 I/O 口应用 ③ 2 4 6 

3 中断应用 ③ 2 4 6 

4 串口应用 ③ 2 4 6 

5 ADC 应用 ③ 2 4 6 

6 综合实践 ④ 4 12 16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二）各实验项目教学目标、内容与要求 

实验 1：（ 创建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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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了解嵌入式系统及发展趋势 ；了解嵌入式开发板和 cortex-M3 芯片的软硬件

结构；掌握 MDK 的安装、掌握 MDK 新建工程。 

教学内容：嵌入式系统及发展趋势 ；开发板和cortex-M3芯片的软硬件结构；MDK的安

装、MDK新建工程。 

教学要求：能利用开发软件创建项目工程并调试。 

实验 2：（I/O口应用） 

教学目标：掌握 STM32 的 I/O 应用。 

教学内容：寄存器概念及其映射、典型 STM32F103I/O 端口配置、I/O 端口位基本结

构、4 种输入模式原理、4 种输出模式原理。重难点在于：掌握 4 种输入模式原理、掌

握 4 种输出模式原理。通过数码管的例子，进一步说明 I/O 口的使用方法。 

教学要求：掌握数码管基础原理及 I/0 配置方法及能实现数码管显示。 

实验 3：（中断应用） 

教学目标：能掌握 STM32 中断的结构及应用。 

教学内容：STM32 中断相关的基本概念、外部中断基本情况及其使用、以及按键中断操

作实例软硬件设计。 

教学要求：掌握 NVIC 优先级的配置和外部中断的配置过程，实现对按键中断的识别。 

实验 4：（串口应用） 

教学目标：能掌握 STM32 串口的配置及应用。 

教学内容：串口通信基础、STM32 串口操作、串口通信操作实例设计。 

教学要求：掌握串口的配置及应用，实现串口通讯。 

实验 5：（ADC 应用） 

教学目标：能掌握 STM32ADC 的配置及应用。 

教学内容：ADC 基础知识、STM32 ADC 操作、ADC 操作实例。 

教学要求：掌握 ADC 的配置及应用，实现通过 ADC 采样电压值并显示。 

实验 6：（综合实践） 

教学目标：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方法，能对嵌入式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并进行

调试。 

教学内容：课题采用分组方式完成，每组成员 3-4 人左右，要求进行分工协作完成课题

任务。在仿真环境或实物板上进行作品功能演示，每位成员都要对参与的工作进行汇报

答辩。 

教学要求：在实物开发板或仿真环节中实现题目提出的基本要求，并能正常演示；能理

解分析实现课题功能的硬件电路结构和组成部件；能理解分析与课题的硬件结构相对应

的软件实现方法；整个程序的硬件和软件设计结构框架要清晰。递交资料：（1）实践

报告；（2）所有程序文件（源文件，存于一个文件夹），（3）作品演示。 

 

 

 

（三）各实验项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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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实验项目名称 

1 2 3 4 5 6 

创建项目工程 √ √    √ 

I/O 口应用 √ √ √ √  √ 

中断实验 √ √ √ √  √ 

串口通讯 √ √ √ √  √ 

ADC 实验 √ √ √ √  √ 

综合实践 √ √ √ √ √ √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本课程以嵌入式系统中央处理器为切入点，让学生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必要性；以

嵌入式系统发展史为切入点，唤起学生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使命感和艰苦奋斗精神；以

嵌入式系统中断概述为切入点，进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以嵌入式系统结构体系为

切入点，帮助学生理解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嵌入式分组实践为切入点，培养学

生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以嵌入式系统在线仿真调试及开发板为切入点，培养学生

抗挫能力和工匠精神。 

嵌入式软件开发授课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该课程内在思想政治资源和元素，将知识

传授与育人进行了深入的融和，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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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X1 20% 课堂表现、作业情况 50 20    30 100 

X2 20% 实验成绩  50  30  20 100 

X3 20% 阶段测验 100      100 

X4 40% 综合实践   50 20 3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