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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件开发技术实现单片机教学的改革

施智雄 吴成茂
四川西昌

宋敦波
(西昌学院 6 150 3 1 )

摘 要
:

本 文主要以软件 开发技术指 导单片机教学的改革
,

用例驱动
、

以 架构 为中心
、

迭代和增量的 方法
,

构建一 个

健壮的
、

有弹性 的和可扩 充的 学习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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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统一软件开发技术思想概况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经历了多年 的发展 和实际

运用
,

并从众多的来源中获得灵感
、

取长补短
,

其定

义和规范不断改进
、

完善
,

包括引人 U M L建模语言

和方法 ;其 目标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

开发 出

健壮的
、

有弹性的和可扩充的软件系统
。

目前
,

统一

开发过程已 经发展成熟
,

被广泛采用
,

最经典产品

是 R a t io n al 公司的aR it o n al u in if e

dP
r o e e ss

。

统一过程是一个通用的过程框架
,

可用于各种

软件系统
、

各种应用领域
、

各种组织机构
、

各种功能

级别以及各种项 目规模
。

统一过程使用 U M L来制定

软件系统的蓝图
。

统一过程基于面 1句对象技术和基于 co m p o
en nt

(构件
、

组件或部件 )
。

统一过程的突出特点为
:

用例驱动
、

以架构为

中心
、

迭代和增量的
。

用例也就是要获取用户需求
。

简单讲
,

一个用

例就是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一次典型交互 活动
,

或

者说是一组动作序列
,

并且要有结果
。

统一过程是

以架构为中心的 ar c hi t e e ut r e 一 e e n t e r e d架构刻画了软

件系统 的整体设计
,

子系统或构件的集成与相互关

联
,

突出了系统的重要特征
。

架构的设计依赖于设计者的知识和经验
,

依赖

于设计者对全局 /细节
、

重点 /非重点的判断当然
,

架

构的设计也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
,

如
:
软件应用平

台
、

项 目实施条件
、

系统运行环境
、

是否要与遗 留系

统集成
、

是否有可重用构件或模块和非功能需求等
。

对 于一个大型
、

复杂的软件项 目
,

我们不太可

能一次把它全部完成
。

这就需要从一个可行的局部

开始
,

逐次增加 (当然也可能是替代 )和完善
,

这就

是迭代和增量的开发过程
。

当然
,

这种迭代和增量

的过程必须是按照计划好的步骤实施的
,

也就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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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
。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

统一过程实际上是二玉

列鱼遁还
,

每个循环结束时都应该 向用户提交一个

产品版本
。

二
、

实现单片机教学的改革
( 一 ) 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单片机是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及 自动化控制专

业的必修课
,

然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非常难学
。

为

此我作了一些调查
,

询问了我周围的一些大学毕业

生
,

通过在 国内几个专业的电子技术B B S进行 了解
,

结果发现
,

不仅专科学生
,

就是本科生 (工科类 的很

多专业要学单片机 )也感到这门课很困难
,

而许多有

非富实践经验的硬件工程师也视单片机为一个难以

逾越的
“

坎
” 。

难学的主要原因有
:
能够把实验与理论学习分

开
,

实验应该是整个教学过程中与理论教学不可分

隔的一部份
,

必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之中
。

(二 ) 对策

针对以上的问题
,

我认为在大学开展单片机教

学
,

要解决好如下的几个问题
:

1
、

捕获用例
,

明确学习的 目标

我尝试着将单片机的应用
、

开发分成 4个层次
,

简述如下
:

①初级应达到的 目标
:
掌握单片机系统的常用

界面操作技术
,

掌握单片机系统的常见故障检测方

法
,

掌握简单故障的排除方法
。

了解单片机常用功能

模块的用途
,

可以看懂单片机系统的方框图及电路

原理图
。

利用模拟开发系统具有初步程序设计能力

(利用 K卫11可以进行模仿性编程 )
。

②中级应达到的目标
:
掌握单片机常用模块的

工作原理
,

可以做硬件设计
,

具有一定的编程及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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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能力 (可 以编制一个较大程序的一部份 模

块 )
,

能协助工程师进行现场调试
。

③高级应达到的 目标
: 熟悉各种常用的单片

机
,

精通一到二种单片机
,

具有快速掌握新型号单

片机的能力
,

能独立编制各种应用程序
。

具有一定

的硬件设计能力
,

可以根据功能框 图设计硬件 电

路
。

具有一定的系统分析能力
,

可以根据需方描述

而完成一个中等复杂项 目的设计
。

④专家级应达到的 目标
:

这不是读书可以读出

来的
。

我认为大学的学习能够达到第二
、

三层次
,

就

可以认为是合格了
。

其一
,

来 自于单片机课程本身
。

单片机是一门

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

单片机的开发者除去关于单片

机的专业知识外
,

还必须要有扎实的硬件电路功

底
,

很强的动手能力
,

能熟练地操作计算机
,

掌握编

程的一般方法
。

大学的学 生刚刚开始学到数字电

路
,

很少有实践机会
,

很 多人连 电阻
、

电容都没 见

过 ; 只学了一点计算机基础
,

没有学过任何编程 语

言
,

没有编程的概念
。

其二
,

大学单片机教学 目的不明确
。

目前市场

上流通的单片机教材有好多种
,

有一些教材提出要

求学生能够达到
“

开发
”

的能力
,

而大部份教材虽没

有提出
,

但却是 以此为 目标来组织教材的
。

我 以为

这种要求对学生来说是不恰当和不可能达到的
。

其三
,

单 片机教材的模式单一一单片机的技

术
:

书籍的编写通常是

背景知识介绍
,

硬件 知识
,

指令
,

编程
,

外部 扩

展
·

一
,

总之是按照单片机本身的逻辑规律来编排

教材的
,

如果是技术参考书
,

这样的编排当然无 可

非议
,

但是教学书尤其是针对学生的教学书这样 的

内容编排就很值得商榷了
。

打个比方
,

这就像是要

求我们先把汉字全学全 了
,

然后才可以造句
、

写作

文
,

我们的语言学习是这样的吗 ? 恐怕不是
,

小学生

学了若干个汉字后
,

就开始造句
、

写作文 了
,

然后交

替学汉字
,

造句
、

写作文
。

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
,

我

想不必我多言了吧
。

其四
,

单片机实验的安排不合理
,

照抄了物理
、

化学之类的实验安排模式
,

通常是独立成书或是将

实验放在书的最后
,

把实验处 于验证性实验的地

位
,

而我认 为实验是单片机学习中非 常重要的手

段
,

不而且绝大部份同学也只可能达到第二层次
。

可能有一些同学原先就对电子技术感兴趣
,

并有相

当的动手能力
,

则可能可以在学习期间达到第三层

次
,

但这不是培养 目标
,

可 以通过兴趣小组 的形式

来培养这些学生
。

2
、

建立架构
,

把框架建立

单片机课程其实本身是一 门很有趣 的课程
,

有

很多东西都是实际生活相关
,

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

而传统的教材却没有利用
,

实在可惜
。

我的

教学方法称之为
“

建立架构
,

迭代教学法
” 。

具体的实

施如下
:

首先确立单片机学习的架构体系为硬件部

分
、

软件部分
、

趣味开发
、

工程实践
。

架构的设计依赖于设计者的知识和经验
,

依赖

于设计者对全局 / 细节
、

重点 / 非重点的判断当然
,

架

构的设计也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
,

如 :
软件应用平

台
、

学习实验条件
、

学生学习方向
、

是否要与学生就

业方向集成
、

是否有可重用构件或模块 (即已学习的

课程知识 )
、

非功能需求等

3
、

迭代和增量的的过程

将各阶段的知 识分成若干 相对独 立 的知识
`

组
’ ,

如硬件知识组
,

指令知识组
,

编程知识组
,

每一

个
`

知识组
’

都由一些知识点组成
。

为了完成一项任务
,

必须学习相关的知识
,

达到

相应的能力
。

此时已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知识结构编

排
,

从每个组中抽取若干知识点
,

构成完成此项任务

所需的知识
。

任务完成后
,

有相应的题 目
,

与任务相

似
,

但要求略高
,

要求学生完成
。

举例来说
:

一个要完成 的任务是接在 1P 口的 8

只LE D呈流水灯状闪光
,

为完成此任务
,

所需的知识

有
:
单片机的并行 口 的结构

,

几条指令
,

指令写人单

片机内部的方法
。

在第一
、

二两周学习了这些相关知

识
,

在第三周时做这个实验
,

学生反映 良好
,

感到可

以接受
,

帮助学生理解 了很多基本概念
。

而以往这样

的实验至少在第十五周之后才会做
,

甚至在学完整

个课程之后再做
,

只起到一个验证实验的作用
,

对于

教学没有帮助
。

在建立构架的基础上
,

进行每周的新知识迭代
,

完成用例
,

在一个阶段作
`

个小节 (里程碑 )
,

让学生

不断的有小的成就感
,

经过多次的迭代过程
,

学生将

掌握单片机的知识
,

既使今后毕业若有新的单片机

应用
,

也会利用迭代
,

很快掌握
,

开发出产品
。

三
、

结论
利用统一软件开发技术思想

,

把用户 (学生 )需

要的用例 (知识点 )捕获
,

教师作为一个架构工程师
,

利用捕获用例 (学生就业必需的知识点 )
,

利用迭代

和增量的
,

逐步让学生学习完成一门课程的全部知

识 < 一个学习后 的产品 )
,

在学习过程 中鼓励与遗留

系统集成
、

重用构件或模块 (前面学习的各门可重用

的知识 )
,

提高学习进度
。

既使今后毕业若有新的单

片机应用
,

也会利用迭代
,

很快掌握
,

开发出产品
,

健

壮的
、

有弹性的和可扩充的知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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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

如 台 湾 陈盈 豪研 制 的 CIH 病毒
,

能 感 染

W IN I ) O W S下 的
.

ex
e 、 .

e o
m

、
.

d o c
等 可执行文件

,

多

在 4月 26 日发作
,

发作时向硬盘写人垃圾数据
,

破坏

硬盘分区
,

有的主板能向 BI O S写数据
,

造成计算机

黑屏
。

又如
,

当打开带有S即 .ln d oc 病毒的电子邮件附

件时
,

计算机立即黑屏
。

对病毒引起的黑屏
,

则必须

用正版的杀毒软件处理才行
。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杀

毒软件很多
,

如犯LL
、

A V 95
、

瑞星
、

行天
、

K V 3 00 等系

列
,

选择其一或交差使用都可
。

黑屏是计算机的一种常见故障
,

也是一个较复

杂的问题
。

它与电源
、

显示器
,

显示卡
、

扩展槽
、

内存

条
、

C P U 和主板及软件配置等都有直接关系
。

但只

要我们认真分析
,

望
、

闻
、

问
、

切
,

对症下药
,

细心呵

护
,

黑脸也会变笑脸
,

蓝天白云又重现
,

而且
,

它又会

是那样的孜孜不倦
、

任劳任怨
。

参考文献
:

( 1 )杨振山
,

龚沛曾
.

计算机文件基抽 〔M 〕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2 X() 0
.

〔2 )刘 东海
.

高校学术论坛 第四分册〔A 〕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2 00 1
.

〔3 〕刘绍 中
.

徽型计算机组 装与 维护 〔M〕
.

机械工 业 出版社
,

2 00 .3

〔4 〕 韩中领
.

电脑硬件故障与维护 (M 〕
.

中国铁道 出版社
,

2 00 .3 1
.

C a us e s o f C o m P u et r B l a c k S c r e e n a n d S o l u it o n s

Q 1 Fe n g 一 {ia n
,

Z h a n g W e i
,

Z h a n g N a

即
e抽 n g C oll

e g e
,

Xi
c ha n g

,

Si e h uan 6 15 0 13)

: T hi s PaP e r

ids
e u ss e s

ht
e c o r n 力 l o n P r o b l e

m
o f e o m P u t e r b h e k s e r e e n , s u gg e s st t h a t b acl k cser

e n

h as s o m e d云n g t o d o
州ht h ar d w ar e an d 5 0丘w a r e ,

K e y W o r ds : D i s e u s si o n : C o

mP
u t e r ; B al e k S e er e n

ht e n Pu st fo ,
a r d s o

me
s ol u it o sn

(责任编辉
:
吴建萍 )

(上接 103 页 )

A c h i e v i n g M o n o 一 t e a c h i n g eR of mr ht r o u g h

S o ft w a r e D e v e lo P i n g T e c h n o l o g y

S h i Z h i一 x i o n g
,

W u C h e n g m a o
,

S o n g D e n g b o

丙比却 9 C oll
e g e

,

Xi
c hi 川 g

,

Si e h uan 6 150 13)

A b s t r a c t : T h e PaP e r

脚
e s a

gu i d an c e

D ir v e n 场 尽x

am P l e s , e e n t e er d o n s

utr
e

an d e
冲 an da b l e le a n 五n g m

e ht o d e o u l d

K即 W o r ds : S o ft w ar e D e

vel
o P m e n t ;

E冲an ds b le

t O

ut r C

m o n o 一 te a e h in g er fo 二 公止。 u
hg

5 0 丘w a r e d e ve fo Pme
n t et e

hn
o fo gy

.

b ase d o n a r e p e a it n g an d icn er as in g me ht o d
, a p

owe
d七1

,

且e劝b le

b e e o n s t r t l e t e d
.

D ivr
e by E x a n 1 P l e s : C e n et r o n s湘

e ut r e : R e P e a t an d In e er as e :

(责任编择
:
吴建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