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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科院系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程与科研和实践有着非常紧密地联系。在电

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基于课程的主干内容,实施了研究性教学。从课程

实施的层面，以科研渗透到教学，使得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

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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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得到了长足

的进步。新时期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同时也为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 

反观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需求“错位”，大学生在人才市场投出简历一摞又一摞，找

不到满意的工作。企业应聘人员爆满，但难招到机电工程人员和设备管理员，更难招到技术

主管。人才需求的缺口主要集中在应用型人才，而大学生大多为知识型，缺乏技术和实践经

验。从深层次看，暴露出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模式与社

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求已经完全脱节；高校在教学内容上重视科学教育而轻视技术教

育；在教学方式上强调全面的理论教育而忽视实践操作能力。 
改变传统教学格局,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需要，培养创造型人才、

应用型人才，以“教学与科学研究互动”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新型

教学模式，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迫在眉睫。工科专业课教学与科研和实践结合非常

紧密，我们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为目的，尝试了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实施教学与

科研互动。基于工科专业课程实施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对如何促进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实现二者真正融合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方面我们主要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其主要包括：①教材的选择和教学内容的规划与

设计，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做准备；②研究和实践将科研渗透到教学全过程，逐步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③加强实践环节教学，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1 优化选择教材和参考书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课程的设置，培养方向要和劳动力市场接轨，要和工、

农业生产需求接轨，与科研项目接轨，为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为此，首先在教

材的选择和教学规划设计上，做到教材和参考书优化选择，突出创新性、研究性教学的教学

材料。教学材料应该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先进性和创新性，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够反应

学科发展前沿，教学内容不局限于一本教材，而是教材、参考书、学术专著、研究论文、工

程案例等的结合。将探索和实践“理论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科研、生

产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融入教学内容。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1]
课程涵盖了“单片机的硬件结构、指令系统和工作原理”、

“硬件接口设计”和“汇编语言接口驱动程序和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三大部分内容，实用

性非常强，与科研和实践关系尤其密切，非常适合于进行教学与科研互动的研究和实践。在



单片机绪论的教学中，引入了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高性能变频控制技术。清洁电能变频器

可使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为1，电网侧和负载侧的谐波分量很少。且实现功率双向流动，起到

节能环保的作用
[2]
。同时提高配电设备的利用率，降低设备的装机容量。交流变频技术是强、

弱电混合，机电一体的综合技术，既要处理巨大电能的转换，又要处理信息的收集变换和传

输，可分为功率和控制两大部分。前者要解决与高压大电流有关的技术问题和新型电力电子

器件的应用技术问题，由相应课程讨论。输出3路高速脉宽调制（PWM）脉冲，单片机组成的

控制电路对逆变电路的如何管理，辅设电路如何由LCD显示和负载电流如何反馈，当负载电

流超出设定的安全范围时又如何由单片机发出指令截断交流电源以保证设备安全。同时单片

机又如何向外围电路发出指令，实现调频操作，又如何接收外围电路的反馈，使整个系统更

有效的工作。还有单片机如何采用电流传感器对过流及缺相的信号采集，对整个电路系统进

行保护
[3]
。这样让学生在学的开始就深知知识在实际应用，所学知识的重要性，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2 精心设计教学环节 

 

在教学环节上，做到精心进行教学设计，做到师生互动。对专业课教学，大多数存在教

学内容多、繁、杂与教学时数偏少的矛盾。根据大纲要求明确教学内容，对课程的结构和内

容进行合理化改革和精要化的设计，进行同类合并和优化重组，删除过时的内容，增加学科

和专业当前发展最新技术和研究热点等内容，逐步将学生引导至学科发展的前沿和重大攻关

课题；让学生带着需求、带着欲望去学习。并且在教学中将科研、生产实践贯穿整个教学过

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把科研工作中所取得的新成果、科研论文中的主

要论点充实到课程中，以实例进行讲解，并通过教学使其转化和升级，启发他们进行独立思

维与专业思维；同时将科研中的难题也引入教学，努力形成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灵感，

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例如,在讲解单片机并行I/ O 口结构时,应用我们自己设计并制作的单片机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箱）演示应用P1口输入数据(用拨码开关),用P0口输出数据(用发光二极管显示)

的过程,使学生对并行数据和并行I/O口有一直观的感性认识；然后,断开P0口的8个上拉电阻

支路,8个发光二极管全部不亮,学生们立即回答:“输出数据出错,P0口作为一般I/O口使用时

必须外接上拉电阻”；通过这种直观的演示法教学使学生感受到“所学即所得”,也增强了

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 

又如，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部分,首先用自制单片机应用、开发、实验平台（箱）演

示交通灯控制,通过选择I/0口外接开关的闭合状态,选择交通灯的延时控制时间，让学生对

交通灯控制器有一强烈的感性认识,这样就导入了工程项目———交通灯控制器；然后对交

通灯控制器进行分析，并提出软件延时与硬件延时的不同点，可编程定时器与硬件定时器的

区别，这样就非常自然地导出了将要学习的定时/计数器的概念和功能，以及定时/计数器在

工程中的应用。采用这种项目导入法不仅让学生对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有较深刻的感性认识,

而且对被导入项目也有了概貌性的了解,甚至有的学生惊呼“原来交通灯控制器就这么简

单”。由此可见,项目导入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信心,同

时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工程素质。 

 

3 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加强实践环节教学，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将科研中的问题和难题提出

来，供学生思考并设法解决。给学生寻找科研课题，让部分学生参与自己的科研，并到实验



室进行实验。为了使学生得到锻炼，还可以将科研课题分成几个子项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

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参与，并且各小组之间还可以进行交叉互换、融会贯通。我们同时开放了

实验室、研究室，让学生有机会、有时间、有地点，动脑、动手，进行小发明、小制作，在

创造中锻炼学生的创造力。为加强动手能力培养，我们在教学中师生结合，制作了 AVR 单

片机应用、开发、实验平台，其中参加制作的两名学生袁华凯、王晓波获在 2007 年河南省

电子科技大赛中一举获得一等奖，并双双在毕业设计中获校级优秀。毕业后也都找到了各自

满意的工作，并且很快成为了企业的技术、开发主管。 
在课外时间鼓励学生应用单片机从事电子设计实践活动；例如,智能抢答器的设计与制

作等有趣的电子产品开发。我们还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电子产品开发

类)；例如,省教育厅科技攻关项目---具有高性能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电源的设计与制作研

究等。参加教师科研活动的同学，得到了创新锻炼的机会，大都在所参加的省、国家级比赛

中获得了省和国家级竞赛的奖励。例如：在2008年全国“飞思卡尔智能车设计大赛”中张晋

宇、张先德获得西部赛区二等奖；在2009年，全国“飞思卡尔智能车设计大赛”中李兵、高

文龙、董云龙获得西部赛区二等奖；在2009年河南省“挑战者杯”科技设计大赛中王晓波获

得二等奖；在20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张晋宇、赵海、李兵获得河南赛区一等奖，

并获得国家级二等奖。在毕业生毕业设计时,我们还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

进行智能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设计并制作了智能循迹小车、AVR多功能实验开发板、数字

式超声测距仪、多功能红外计数器等等。 

 

4 校企结合，在生产、科研中学习 

 

从另一个方面讲，科技创新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企业也需要高校直接的技术支持。企业

要想利益最大化，没有创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企业应该是科技创新真正的主题，科技

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源均在企业。企业的技术核心是提高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是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是企业实施产、学、研结合

的主要载体。高校人才最集中，人才类型最齐全，在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技术开发能力、

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过程中迫切需求高校直接的技术支持。在支持企业的技术开发、体制

创新、科技创新中，纳入人才的培养，让学生参与到技术开发、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中来，

使他们学到知识的同时，掌握技术开发、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技能，从而培养知识丰富、

技术全面的全能型应用人才。进行校企结合，在生产、科研中学习，或者通过实习，既实现

了理论联系实际，又使学生明确了就业方向和目标，将企业中的技术难题拿到学校来进行研

究。我们与郑州开发区内多个企业进行了技术合作，并与郑州金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绿色节能 LED 路灯若干关键技术研究合作项目。学生不但可以到相应企业实习，还可以加

入到生产、科研项目中，从而实现了将技术开发、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纳入人才的培养，让

学生参与到技术开发、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中来，使他们学到知识的同时，掌握技术开发、

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技能，从而培养知识丰富、技术全面的全能型应用人才。 

 

5 小结 

在教学实践中,根据单片机技术课程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为指导思想,进行教

学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已初见成效,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

生中,有许多同学带着自己设计制作的、特色鲜明、实用性强的智能电子产品或优秀的智能

电子产品设计论文离开学校,多数同学因熟练掌握单片机技术知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科学

技术在不断地发展,教学改革也要不断地创新,以学生为中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学改革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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