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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RM 处理器及嵌入式系统设计课程是我校面向工科专业开设的一门核心专业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综合性。为了提

升教学效果，融入思政元素并基于 PBL教学模式对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采用线上辅助+线下授课+课内基础实验+课后拓展实

践的混合式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主角”实现翻转课堂。新的教学模式获得了学生的认同及更好的教学成效，为进一步的

新工科教育改革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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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M Processor and Embedded System Design course is a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 offered by our university for 

engineering majors, with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ve been integrated and the course has been reformed based on the PBL teaching mode. A blended teaching method 

of online assistance, offline teaching, in class basic experiments, and post class extended practice has been adopted, allowing students 

to become the "protagonists" and achieve a flipped classroom. The new teaching mode has gained students' recognition and bette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for further reform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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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智能电子产品的迅猛发展，ARM 处理器

在各个行业已得到广泛应用，我校面向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等工科专业开设了“ARM 处理器及嵌入式

系统设计”课程。作为核心专业课，课程以高端 ARMv8

核微控制器为学习对象，学习 ARMv8 体系结构和软硬件设

计的基本方法，掌握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开

发流程，为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将来从事嵌入式方向

的工作奠定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

综合性。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单

片机原理”“操作系统”“C 语言”“数据结构”等，所涉

及的知识面广，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我校的学生

普遍存在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热情、对知识点的理解掌

握不够的情况，时常反馈本课程是最难学的课程之一。主

要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1）前期学习的汇编指令很多，

其功能、格式繁杂很难记忆，导致学生很快对课程失去兴

趣；（2）采用传统的先授课后练习的教学模式，学生被动

地接收教师灌输的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学习目标不明确；

（3）大部分学时安排在理论学习部分，由于硬件开发板

的短缺，无法结合实践操作让同学们更直观地掌握嵌入式

系统的开发技能；（4）授课内容只包含专业技术知识，未

能体现当代立德树人的思政教育。针对上述问题，课程组

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进行了持续

的全方位教学改革，不仅采购了硬件开发板加入更多的实

践环节，并且引入翻转课堂理念，融入思政元素并基于

PBL 教学方法对课程教学单元进行了重新设计，采用线上

辅助+线下授课+课内基础实验+课后拓展实践的混合式教

学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灵活、自由、主动的学习环境。 

1 课程思政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

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要保障
[1]
；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

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
[2]
。在如今信息与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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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每天面对各种海量信息的冲击，思想活跃容易盲目跟从。

因此，对于大学教育而言，不仅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需

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

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

仅局限于政治类课程，各学科的专业课程同样需要扮演思

政育人的角色，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的教学中，达

到“如盐入味”、润物无声的效果。 

ARM 处理器及嵌入式系统设计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

课程，开设在大三秋季学期，是面向嵌入式就业方向的核

心课程，因此在本课程具体的思政设计思路上，注重思想

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和融合，主要围绕时政融

入、爱国情怀、时代责任、工匠精神、科学精神、职业素

养这些方面展开，部分思政融入案例如表 1 所示。例如，

在介绍国产 ARM 处理器芯片时，引出“中兴”“华为”事

件、针对中国半导体技术的《瓦森纳协议》、美国对中国

进行 AI 芯片封锁等时政事件，让同学们认识到核心技术

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问题，还涉及民族科技振兴和

科技自主创新等，意识到在芯片行业中我国的差距和不足，

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努力学习的决心和科技强

国的信念。 

表 1  ARM处理器课程的部分思政案例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实施措施 

嵌入式技术的

应用与发展 

家国情怀、

民族自豪感 

以军工应用、新能源应用的具体案例，

介绍我国嵌入式行业的成果、最新进展

以及面临的瓶颈和机遇。 

ARM处理器简介 
科学精神、

创新精神 

介绍 ARM公司的成长史及盈利模式，引

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精神

与创新精神。 

国产 ARM处理

器简介 

科技强国、

使命担当 

讲述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遭遇“卡脖

子”问题，引出科技强国的重要性，激

励学生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 

ARMv8架构体系 
大局意识、

协作精神 

讲述 ARMv8 架构体系中的组成与各部分

的功能，突出设计者的大局意识，体会

各组件并行工作的协作精神与效率提

升。 

汇编语言程序

设计 

规范意识、

职业素养 

介绍 ARMv8 架构的程序设计规范，强调

指令系统与混合编程的规范意识，培养

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信息安全意

识、专业使

命感 

以“棱镜门”事件、鸿蒙操作系统的诞

生为例，强调“国产替代、自主可控”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加强学生的专业使

命感。 

杂项设备驱动

设计 

钻研精神、

工匠精神 

鼓励同学在编写程序时不要畏难，在遇

到问题时要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去改

错，强调钻研精神和工匠精神。 

2 基于 PBL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思路 

2.1 网络课堂建设 

线上的网络课堂是线下教学的补充与延伸，课程组充

分利用网络课堂的灵活多样性，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建

设了课程知识点课件、SPOC 在线资源链接、思政视频、

微课视频、思政及知识点试题库等线上资源，学生加入班

级后可以按照任课教师安排的学习计划完成相应任务节

点和自测题。线下授课时也可以利用网络课堂的多种工具

穿插进行教学活动，如考勤签到、随机选人、课堂练习、

主题讨论等，不仅提高了授课效率，也丰富了课堂活动，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积极性。 

在课前环节，学生需要完成预习与自测部分。首先，

本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广且需要一定的先修课程基础，为平

衡不同基础的学生，让他们都能在课程中有更多的收获，

引入网上已有的慕课、SPOC 等在线资源，补充作为课前

查漏补缺的先修课程知识点讲解，帮助基础薄弱的同学跟

上教学进度。其次，针对课程第一阶段的 ARM 理论基础章

节，根据课程体系结构对知识点进行模块化分解，将每次

课程中易于理解的基础理论录制成微课，同样作为任务节

点放置在网络课堂中，让同学们在课前进行预习，并完成

线上自测题，检测自身的先修知识点是否掌握，以及预习

的效果。 

在课程学习的第二阶段，主要是 Linux 应用开发的程

序设计。这部分的知识点不多侧重于实践操作，因此课程

组将核心知识点、实验操作部分录制成微课视频，学生不

仅可以提前预习，针对操作较慢或没有听懂的内容也便于

课下复习巩固、跟着视频操作，保证整体的教学进度和教

学效果。 

2.2 以学生为中心的 PBL教学设计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是 20 世纪 50 年代

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最初应用于医学领域，之后逐渐推

广向各个学科，尤其适用于实践性较强的工科课程。在工

科教学实践中，PBL 又细分为项目式（Project-Based）

PBL 和问题式（Problem Based）PBL
[4]
，其教学主旨是以

问题/项目为导向，将学习设置到有意义的问题/项目情形

中，让学生掌握隐含于问题/项目背后的科学知识，并形

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培养自学能力和创新思维
[5]
。 

 
图 1  基于 PBL的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 

利用上述建设好的网络课堂，课程组对传统的授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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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了全面改革，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与 PBL

教学设计，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我规划、

自我实施、自我总结的元认知能力。整个教学过程包含课

前、课中和课后不同的教学阶段，如图 1 所示。另一方面，

为避免教学与实践的分离，在理论课中同步进行实践教学，

使学生更高效地理解授课内容。以开发板为实验平台，结

合例程分解、项目驱动等手段，解剖实际工程项目，帮助

学生掌握嵌入式系统应用与开发的基本技能，培养其自主

创新能力。 

3 设立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在“ARM 处理器及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教学改革过程

中，基于课程思政+线上线下+PBL 的多元混合式教学模式

大大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学习积极性，传统的“平

时成绩+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已无法体现学生的学习全过

程。因此，对于学习效果和成绩的评定应更加多元化，课

程组重新制定了考核评价体系，包含了线上学习考核、PBL

考核、课内实验考核、期末考试 4个部分，如表 2所示。 

表 2  课程考核评价内容与比例 

考核方式 主要考核内容 比例/% 

线上学习考核 
线上视频的完成度、思政与专业知

识点自测题的完成情况与准确度。 
15 

PBL考核 

平时学习表现（包括学习态度 、

参与互动与课堂活动的情况等），

PBL学生手册的完成情况。 

20 

课内实验考核 任务节点的完成情况 15 

期末考试 
围绕课程培养的知识、技能、综合

能力、素质目标设置笔试题型 
50 

线上学习考核是对学生课前预习情况、课后巩固自测

进行评价，课程组依托超星学习通的网络课程平台，建设

了微课视频、客观题试题库等资源，能够在学生线上观看

学习视频时自动统计观看时长、自动统计客观题型的回答

正确率。PBL考核主要是对学生参与 PBL教学活动的评价。

课程组为每个授课知识点单元设计了 PBL 学生手册，在上

课前学生自主线上预习时一起发送，学生可以提前思考上

面需要回答的问题与总结内容，然后在线下授课结束时填

写完学生手册并提交，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活

动参与积极性以及学生手册的完成情况，对 PBL 学生手册

进行评分统计。课内实验考核主要是对授课内容的后半阶

段——Linux 应用开发中的实验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每个

实验都有多项分层级的任务节点要求，教师根据学生每个

阶段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分。期末考试是对学生专业基础知

识、接口设计以及综合应用编程能力进行传统的笔试测试。 

4 结束语 

ARM 处理器及嵌入式系统设计是一门具有较强理论

性、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随着当前信息技术及嵌入式

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更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尝试

探索更佳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完善知识体系和实践内容、

改善成绩考核方式。本文基于 PBL 教学模式对课程进行了

教学改革，寓价值观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采

用线上线下配合授课+思政融合+课内基础实验+课后拓展

实践的混合式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了学习过程的“主角”，

并采用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与

学习效果。实践证明，新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和科技报国的信念，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工程应用

能力，获得了学生的认同及良好的教学效果，为进一步的

新工科教育改革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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