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嵌入式技术及应用

1、 课程介绍

《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以嵌入式系统项目研发所需知识点为

讲解内容，实验设计以项目驱动方式进行，课堂形式为：理论讲解课、

方案探讨课、实验设计课、现场答疑课、成果验收答辩课等。教学实

施以最大限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工程师为辅，让学生能够自主参

与到课程学习中，并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工程素养等。本课程

的课程目标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课程目标示意图

2、 课程亮点、特色、创新

（1） 借用“鱼骨头法”和工程项目驱动法进行知识、能力和素养的

重构，有效解决了课程涉及的知识广而散、抽象而乏味、工程性强而

难入行的难题。



图 2 鱼骨头法示意图

（2） 采用“卷筒知识叠进法”，选用大学生创新型竞赛项目和企业

研发子项目，从简单到复杂，层层深入，培养出一支支能完成各种综

合创新项目的嵌入式创新项目团队，破解了课赛和校企有效融合的难

题。

图 3 课程实践活动“卷筒知识叠进法”

（3） 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的过程评价方法，以评促学，以评促

能，以评促综合素养，培养大学生解决复杂工程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图 4 课程评价方式

3、 课程教学团队

《嵌入式技术及应用》教学团队现有教师 5 人。团队以学校教师和



企业资深嵌入式系统工程师为主体，团队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

形成“老中青”的师资梯队，以“传帮带”的方式提升教师的综合素

质。

图 5 课程团队简介

4、 课程建设情况

本课程起源于教育部为了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

强国而制定的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南华大学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为了执行“卓越计划”，与企业共同探讨和制定了“卓越

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嵌入式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是电子信息

工程“卓越计划”培养的重点培养方向。2015 年，该课程纳入创新

竞赛必修课程，2018 年被评为校级研讨课公开示范课，2019 年被评

为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同年被评为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2022 年被

评为国家线下一流课程。



图 6 课程建设发展图

近 10 年的课程建设，本课程能根据毕业 5 年以后的学生所需要

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养为目标，采用校企合作培养，熟练使用

翻转课堂，以研讨式、项目驱动式为主线，层层逼近培养目标。课程

具体安排如下图 7所示。学银在线课程建设情况如下图 8 所示。

图 7 课程安排示意图



图 8 学银在线课程建设情况

5、 课程评价（教学效果）

（1） 以赛育人，能力与素养并举培养取得了丰硕的竞赛成果。

我校在2021年“TI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斩获全国一

等奖 5 项、全国二等奖 2项，湖南省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

奖 3项，国家奖获奖总数并列全国高校第九，位列全省高校第一，南

华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创历史最佳战绩。在湖南日报社“新湖南”

客户端等多家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2） 培养的“德技双馨”的大学生已成为各大高校和用人单位的

优秀科研创新主力军。

学生参加的各类创新型竞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既有理论创新设

计，又有实践产品制作，还需要科研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竞赛获奖者历年在升学和就业中获得各大高校和用人单位的高度认

可。参加各类创新竞赛的学生已分别被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

学院大学、山东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重点大学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国内知名“智能制造”类相关企业纷纷来校争抢毕业

生，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可。

（3） 组织学生进行各类科技推广活动，促使项目落地孵化，推动创

造经济和社会价值，形成了校园培育、社会检验育人闭环体系。

除了在日常创新项目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在设计与制作中紧跟

社会实际需求，能有效服务社会，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科技推广

活动，把对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从实验室延伸到到祖国需要的

地方，有效提高学生的社会化能力，加深学生对创新创业内涵的直观

感受，体验社会规则、责任和市场，提高受挫能力、市场竞争力等。



2019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总共申请并公布了发明专利 7 项，实

用新型专利 16项，软件著作权 23 项，参加各类科技推广活动 20 余

人次，参加科技服务社会活动 40余人次，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6、 课程链接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763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