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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ociety urgently needs high-quality composite tal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form 
of embedd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 course teaching,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lagging course content, singl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Through the teaching 
mode of “three body linkage, three element integration, and four-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tegrating classroom teaching, project 
practice, and enterprise practice,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building on campus and off 
campus practice bases,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awareness are comprehensively enhanc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help of the “four-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provides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embedded system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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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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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社会急需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产教融合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本文针对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课程教学改革，解决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内容滞后、教学方法单一和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通过“三体联
动、三元融合、四维评价”教学模式，整合课堂教学、项目实践和企业实践，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并搭建校内
外实践基地，全面提升学生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意识。同时，借助“四维多元”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学生学习成
效。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为培养高素质嵌入式系统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持，也为产
教融合背景下的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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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技与产业快速变革的当下，社会急需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产教融合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1]。它通

过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优化高校课程设置，使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同时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动

产业升级 [2-4]。嵌入式系统作为多学科集成的专用计算机系

统，应用广泛，其相关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跨学科知识与技能，

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 [5-7]。随着技术融合，嵌入式产业迅速

增长，高端人才需求激增，高质量教学至关重要。

在产教融合与嵌入式产业迅猛发展的情境下，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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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显现局限，亟需改革。改革策略包括采用多元教学法

强化实践，激发学生潜能，优化人才培养路径。通过校企合

作，共建课程、制定标准、资源共享，使学生获取企业实践

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此外，教学改革能促进产业升级，

培育高端、智能、绿色化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因此，针对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是高

等教育顺应时代、培育人才、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举措。

2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现存问题剖析

传统的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模式面临多重挑战

（如图 1 所示）：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在深入理解系

统原理和应用方面存在障碍；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需求，尤

其是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技术革新，导致学生竞

争力不足；同时，教学方法单一，缺乏互动与创新，评价体

系不完善，难以全面评估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图 1 现存问题

2.1 理论与实践脱节
传统嵌入式系统教学重理论轻实践，书本与 PPT 讲解

难以直接展示复杂应用，实践教学局限于简单实验，设备陈

旧且缺乏前沿技术接触，导致学生应用技能不足。企业反馈

表明，入职新员工需 3~6 个月适应独立开发，凸显理论与

实践结合不足。  

2.2 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脱节
教学内容滞后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学生

缺乏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实验设备更新滞后，加剧人

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差距。企业反馈新员工需较长时间独立

承担任务，反映课程与产业需求不匹配。  

2.3 教学方法单一与评价体系不完善
传统教学以讲授为主，缺乏互动，学生被动学习，创

新思维受限，仅约 30% 能独立完成项目开发。评价体系偏

重理论知识记忆，忽视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及团队协作，缺

乏系统性与科学性，制约学生综合素质与教学质量的提升。

3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课程教学改革总体思路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旨在培养

具备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与创新思维的嵌入式工程师。课程

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嵌入式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

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三体联动、三元融合、四维评价”

的新模式总体思路，如图 2 所示。

图 2 新模式的总体思路

①课堂教学通过讲授、案例分析和讨论，夯实学生理

论基础；项目实践以实验设计深化理论，提升实践和创新能

力；企业实践通过校企合作，提供真实行业环境，培养职业

素养和团队合作能力。

②提出“三元融合”教学法：项目驱动教学法让学生

参与企业项目，掌握知识技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结合自

主学习与实践指导；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培养创

新思维和知识迁移能力。

③校企合作构建校内实践平台和校外实习基地。校内

平台模拟企业研发场景，配备设备并由工程师指导；校外基

地让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无缝对接。

④构建“四维多元”评价体系，涵盖课堂、线上、校

内实践、企业实践，融合过程性与终结性、客观与主观评价，

跟踪学习全程，总结学习成果，为课程改进提供依据。

4 校企共建课程体系

在产教融合框架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旨在整合

课堂教学、项目实践与企业实践，以培养具备理论知识、实

践技能和创新意识的嵌入式工程师，满足行业高要求。课

程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据此提出

“三体联动”课程设计框架：课堂教学为核心，项目实践为

拓展，企业实践为深化。

课堂教学强化嵌入式系统核心知识体系，包括系统架

构、处理器与外设接口、操作系统及应用开发等，通过理论

讲授、案例分析与讨论奠定理论基础。项目实践通过实验项

目深化理论，涵盖需求分析至系统测试全流程，鼓励创意设

计与算法改进，锻炼实践技能与创新思维。企业实践则通过

深度合作提供真实行业环境，包括企业参观、专家讲座及实

习实训，深化行业认知，培养职业素养、团队合作与实际问

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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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元融合”的教学方法

由于嵌入式系统课程学时有限，需要完成全部课程内

容，实现课程目标，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问题，仅靠课堂

讲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本文提出“三元融合”的教学方法，

该方法融合了项目驱动教学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与案例

教学法，旨在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教学活动，全面提升学

生在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中的理论素养、实践技能与创新

能力。

5.1 项目驱动教学法
在教学中，学生分组（4~6 人）围绕企业实际项目（如

智能家居控制）实践。从需求分析开始，进行系统设计（硬

件选型、软件架构），运用嵌入式知识编写、调试代码，并

在模拟环境中测试系统稳定性。此过程覆盖嵌入式系统开发

全流程，助力学生深入掌握知识与技能，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同时，开发工业自动化、智能医疗等领域案例，拓宽学生视

野，培养多领域综合素养。

5.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线

上依托智慧树平台提供微视频、在线编程测试及虚拟仿真实

验，如 STM32F103ZET6 开发板配置与调试，便于学生自主

学习与实践。线下，教师组织课堂讨论、实践指导及共性问

题讲解，展示线上学习成果，促进互评互鉴，激发学生竞争

意识与创新活力。

5.3 案例教学法
选取嵌入式系统典型案例（如智能交通信号灯、工业

机器人控制）融入教学。以智能交通信号灯为例，介绍其背

景需求、硬件架构（如 STM32F103ZET6 连接传感器与显示

屏）及软件逻辑（动态调整时长算法），引导学生批判性思

考并提出改进建议。案例分析帮助学生具象化理论，理解设

计理念与挑战，培养创新思维与应用能力，为解决实际问题

奠定基础。

6 实践基地搭建

学校与企业共建校内实践平台，配备 STM32F103ZET6

开发板等设备，模拟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环境，实验室布

局仿企业研发场景，结合管理确保有序教学。企业工程师定

期驻校指导，分享前沿技术与实战技巧。同时，拓展校外实

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如智能工业控制、硬件

测试），体验企业文化与研发流程，企业导师全程指导并反

馈学校，实现校园到职场的无缝对接，提升学生职业素养与

就业竞争力。

7 “四维多元”课程评价体系

为全面而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与课程目标的达

成度，本文提出“四维多元”的课程评价体系，如图 3 所示。

该体系不仅涵盖了课堂学习、线上学习、校内实践及企业实

践等多个维度，还融合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客观评

价与主观评价两大方面，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图 3 “四维多元”课程评价体系

在过程性评价中，持续跟踪评估学生学习全过程，包

括课堂参与度、互动、问题解决能力（课堂），学习进度、

测评成绩、在线讨论活跃度（在线学习），算法编程作业、

项目报告、实验操作技能（校内实践），以及企业导师对学

生实习表现、项目贡献、职业素养的评价（企业实践）。终

结性评价在课程结束时总结学习成果，通过审阅课程报告和

匿名问卷调查学生贡献度、目标达成度及满意度。评价体系

结合客观（量化数据）与主观（问卷调查、访谈）评价，确

保评价的客观准确性，并为课程改进提供参考。

8 结论

产教融合背景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旨

在适应产业需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与青岛英谷教育

科技公司合作，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创新教学模式，共建

实践平台，开发优质课程资源，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全面

提升教学质量，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

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未来将继续深化产教融合，加

强校企合作，探索创新教学改革路径，培养更多优秀嵌入式

系统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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