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209101 总学时 32学时 学分 2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课程英文名称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CS-51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理工科实验班），电子信息工程（国际班）

先修课程 无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电子信息）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内

容学习和大量针对性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进行单片机应用系统工程设计的基本

能力，掌握单片机应用技术，为毕业设计及毕业后从事有关方面的工作提供必要

的专业技术知识。教学主要内容包括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单

片机应用系统各主要资源的设计、单片机编程和调试方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利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能够独立设计电路、设计应用软件、完成焊接元器件与

动手调试系统等任务，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产品设计开发能力。

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解决复杂的电路与系统、信号与信

息处理工程问题所需的微机、单片机与控制技术基本知识。

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实验设备和仿真软件，掌握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主流的测试、仿真和开发软件使用方法。

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能分析和设计单片机系统、扩展存储

系统及输入输出接口。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理论教学：



第一单元 绪论

（一）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微型计算机发展概况

熟悉：单片机的发展趋势

掌握：微机应用系统的基本概念

（二）教学基本内容

1.1 微型计算机发展概况

1.2 单片机的发展趋势

1.3 微机应用系统

第二单元 MCS-51 单片机结构

（一）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MCS-51的主要特点

熟悉：MCS-51的总体结构

掌握：MCS-51的存储器、专用功能寄存器与输入输出端口

（二）教学基本内容

2.1 MCS-51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引脚

CPU、存储器、I/O端口、总线、复位、外部引脚。

2.2 MCS-51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位地址；工作寄存器区。

2.3 专用功能寄存器

地址；位地址；程序状态字寄存器。

第三单元 MCS-51 指令系统

（一）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MCS-51指令系统的主要特点

熟悉：MCS-51指令系统

掌握：位操作指令、控制转移指令的使用

（二）教学基本内容

3.1 概述

MCS-51指令系统的主要特点（对比 8086指令系统）。

3.2 传送类指令

通用传送、与外部存储器间的传送、堆栈操作。

3.3 运算类指令

算术运算、逻辑运算。

3.4 位操作指令



位修改、位逻辑操作、位变量条件转移。

3.5 控制转移指令

寻址、条件转移、调用与返回。

3.6 伪指令

起始、结束、变量定义。

第四单元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一）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MCS-51程序设计的主要特点

熟悉：MCS-51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掌握：散转程序设计、子程序的参数传递

（二）教学基本内容

4.1 通用程序设计

简单程序、分支程序、循环程序。

4.2 散转程序设计

用转移指令表、转移地址表、RET指令实现散转。

4.3 子程序和参数传递方法

用寄存器、指针、堆栈进行参数传递。

4.4 综合举例

查表程序、数制转换程序。

第五单元 MCS-51 系统扩展

（一）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典型存储器芯片与接口芯片的结构

熟悉：单片机的系统扩展技术

掌握：典型存储器芯片与接口芯片的扩展设计

（二）教学基本内容

5.1 程序存储器扩展设计

CPU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时序、EEPROM接口设计。

5.2 数据存储器扩展设计

CPU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序、6264RAM接口设计。

5.3 通用并行接口

8255工作方式 1、方式 2。
5.4 显示接口

5.5 键盘接口

5.6 串行通信接口



5.7 模拟接口

DAC的工作原理、DAC0832的内部结构及接口。

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ADC0809接口设计。

实验教学：

实验一 程序设计基础

1. 实验内容

(1) Keil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2) 程序调试工具的使用和常用的调试方法；

(3) 编写简单的控制程序，并对其进行调试和功能测试。

基本功能：

采用外部中断，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当中断次数为第 2n次时，8个 LED从

左至右流水显示；反之，当中断次数为第（2n+1）次时，8个 LED从右至左流

水显示。

2. 基本要求

(1) 掌握 Keil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方法；

(2) 掌握程序下载工具和调试工具的使用，以及常用的调试方法；

(3) 掌握 I/O端口与中断请求源的配置和使用方法。

实验二 系统综合设计（1）-电子钟

1. 实验内容

(1) 实现一个可以 24小时制显示的电子钟，并具有闹钟提醒功能。

其中，按键功能设定为 —
◇按键 S5：时钟设置按键。该按键可切换选择待调整的时、分或秒；

◇按键 S4：闹钟设置按键。该按键可进入闹钟时间设置功能；

◇按键 S9：加按键。当处于时钟或闹钟设置状态时，每按一次该按键当前

时间单元增加 1个单位；

◇按键 S8：减按键。时钟或闹钟设置状态下，每按一次该按键当前时间单

元减小 1个单位；

闹钟提示设定 —
当闹钟设定时间到达之后，指示灯 L1以 0.5秒为间隔闪烁，持续 10秒钟。

扩展功能：

其它相关的自定义功能。

2. 基本要求

(1) 掌握系统综合设计、调试和测试的基本方法；



(2) 理解单片机系统的电路原理，通过编程实现较为复杂的工程应用。

实验三 系统综合设计（2）-超声波测距仪

1. 实验内容

(1) 实现一个利用超声波进行距离测量的测距仪，并显示测量结果。

基本功能：

设备保存最近 10次的测量结果，测量超过 10次则循环覆盖；测量结果用 3
位的七段数码管显示，此外使用另外 2位七段数码管作为数据编号，数据编码用

于指示当前数据是第几次测量的结果。

其中，按键功能设定为 —
◇按键 S4：启动测量；

◇按键 S5：切换数据回显界面和测距显示界面；

◇按键 S8：翻页功能，在数据回显界面下，该翻页按键用于查看最近 10次
以内的历史数据；

数据存储：最近 10次的测量结果保存在 EEPROM中。

提示灯设定 —
◇L1-测量完成指示：每次测量完成以后，以 0.5秒亮灭 6次；

◇L7-数据回显指示：进入数据回显界面时，指示灯亮，退出时熄灭。

扩展功能：

其它相关的自定义功能。

2. 基本要求

(1) 进一步熟悉和掌握系统综合设计、仿真调试和测试的方法；

(2) 具备将工程应用问题转化为硬件电路和软件编程的能力。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总学时为 32学时，其中课程讲授 20学时，实验 12学时。

课程各章节学时分配如下：

单

元
教学内容 讲授

实

验

上

机

课 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 绪论 1 1

2 MCS—51单片机结构 5 5

3 MCS—51指令系统 4 4

4 程序设计 2 4 6



5 MCS－51系统扩展 8 8 16

合 计 20 12 32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组织

实验教学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课内实验。通过

实验使学生掌握汇编程序设计和接口编程的实验手段；熟悉单片机系统的设计与

仿真新技术；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和接口电路设计能力。

实验内容与学时安排：

实验一 程序设计基础 4学时

实验二 系统综合设计（1）-电子钟 4学时

实验三 系统综合设计（2）-超声波测距仪 4学时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课程教学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投影，内容采用 PowerPoint与板书相结合。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 教材

蔡美琴，MCS-51系列单片机系统及其应用（第二版），高教出版社，2004
年 6月。

2. 参考资料

何立民，单片机高级教程—应用与设计（第 2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07年 1月。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平时成绩

和期末考试成绩各部分所占比例及主要评分标准如下：

采用百分制，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 30%，

其中实验成绩 20%，作业考勤 1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成绩组成 占比 评 分 标 准

平时成绩 30%

 课堂考勤与课后作业

课堂考勤缺勤一次扣 1分，课后作业缺一次扣 2分。

 实验

每个实验项目的成绩满分 100分，由签到、实验过程

及验收和书面实验报告三部分组成，分别占 10%，50%和

40%。

以上各项成绩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平时成绩，平时

成绩满分 100分，按 30%计入总评成绩。

期末考试

成绩
70%

 期末试卷满分 100分，按 70%计入总评成绩。

 按试卷评分标准判分。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武梦龙

大纲审核人：韩宇龙

开课系主任：鲁远耀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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