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生管理系统课程设计心得体会(汇
总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学生管理系统课程设计心得体会篇一

在前两周中我们进行的vb课程设计中，我获得了一些心得体
会。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与完整的接触软件设计。我们组的题目是
关于“俄罗斯方块游戏”的设计。我在组内主要负责（1）游
戏界面的设计（2）俄罗斯方块的造型（3）游戏级别的自由
选择（4）游戏速度的自由选择（5）游戏的背景音乐。在这
次课程设计中，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自己也有许多体会。
这次的课程设计是自己第一次全面接触软件的制作过程。以
前仅仅是对软件的开发有一个大体的印象，通过这次的课程
设计，我对软件的开发有了切身的体会。软件并不像我原来
所想的那样十分神秘，而是有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流程。
我们只要按照这个模式和流程，就能够比较规范的完成一个
软件的制作。软件的制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掌握
多方面的知识。在这次课程设计中，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依
然有所欠缺。因此我需要在以后的学习中加以注意，要不断
的提高自己的知识面与知识层次。

我在这次课程设计中主要负责（1）游戏界面的设计（2）俄
罗斯方块的造型（3）游戏级别的自由选择（4）游戏速度的
自由选择（5）游戏的背景音乐。在这次课程设计之前，我
对vb的编程不是特别的熟悉，这次的课程设计，我是一边学
习，一边总结，一边进步。在编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其实



各种计算机语言是有相通之处的。在以前的 学习中，我只接
触过c语言，这次在vb课程设计中，我发现c语言中的许多知
识可以应用到vb中，两者具有相通的数据结构。所以我认为
现在对计算机语言的学习，不要贪多，而应耐心的学好一门
主要的计算机语言，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习其他的语言，这
样会使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在编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编程是十分辛苦的。在课程设计
这一段时间里，我每天的生活基本是在不断的调试程序和修
改代码中完成的。有时，这种生活令人感到乏味和疲倦，但
是在这种近似枯燥的生活中，我的编程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这是课程设计中我最大的收获。以前学习计算机语言，
总是静不下心来，不能认真的看书。这次课程设计，为了顺
利的完成编程工作，我认真的学习了vb语言，并有了一定的
心得体会。所以在以后的学习中，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这样
学习才会有效率，才会有效果。

这次的课程设计是按小组进行的，我们的小组由两名同学组
成。软件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团体的智慧结晶。这次课程设
计也给了我们一次体验团体合作的机会。在课程设计中，我
深深的体会到集体的智慧于力量是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在课
程设计中，我们的小组成员互相帮助，有问题两个人一起讨
论解决，大大节省了时间。互相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我
们的课程设计得以较好的完成。

课程设计已经结束了，但在课程设计的这些体会要应用到今
后的日常学习中去。在新的学期，我觉得自己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注意：

首先，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将课
本上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的操作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只有
这样，才能做到目的明确，才能有足够的学习动力。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要经常与同学进行交流，讨论所遇到的



问题，并一起解决。在讨论中解决问题，会节约很多时间，
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课程设计已经已经完美解暑，这次课程设计给我打来了很多
新的体会，在以后的学习中要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使自己
的成绩有新的提高。只有不断努力，才会使自己变得更加优
秀。

学生管理系统课程设计心得体会篇二

混凝土结构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很多土木院校
将该课程设置在第五、六学期进行。第五学期主要学习混凝
土基本构件的设计理论，第六学期重点为混凝土结构设计。
一般在第五学期末，在学生完成混凝土基本构件的设计理论
的学习后，安排一个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
让他们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设计方法运用到具体的工程设
计实践中，以提高他们的结构设计能力，使所学知识能够融
会贯通。

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是学生遇到的第一个专
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其中涉及到受弯构件正截面、斜
截面承载力的计算理论，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和按弹性理论
方法分析内力的计算理论，以及梁的内力组合、内力包络图、
抵抗弯矩图和配筋方法等知识。经过这一教学环节的实践后，
学生增强了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的能力，特别是学会了如何将计算配筋、构造钢筋在图纸上
的表达，获得了初步的施工图绘图技能，增强了混凝土结构
理论教学的效果。

一、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的要求

一般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都是要求学生设计



一个工业厂房楼盖或民用建筑楼盖（如商场、图书馆书库
等），给学生的建筑平面图一般都是内部为混凝土框架，四
周为370 mm厚砖墙的内框架结构形式，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
设计要求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了解单向板肋梁楼盖的荷载传递关系及其计算简图的
确定；

第二，掌握板厚和梁系截面尺寸的确定方法；

第三，通过板和次梁的计算掌握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
内力的计算方法；

第五，掌握板、梁的配筋计算；

第六，了解并熟悉现浇梁板结构的有关构造要求；

第七，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图的表达方法、制图规定，
进一步提高制图的基本技能；

第八，学会编制钢筋材料表。

为了促进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完成课程设计规定内容，多数
高校都通过改变跨度、进身和荷载大小的形式，做到一人一
题。

（二）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存在的不足

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主要存在3点不足。

1、楼盖依存的结构体系不合理

内框架结构形式是中国20世纪经济困难时期的发明，该结构
缓解了人口增长、建筑需求和经济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结构



形式在历年各种地质灾害中，特别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
和2009年xx玉树地震，由于整体性较差、刚度变化不均匀、
抵抗地震能力较差，该结构形式的建筑物破坏比较严重。随
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增长，目前国内大多数地区内框架结
构已经鲜见，现行《建筑结构抗震规范》（简称为抗震规范）
中也已经删去内框架房屋的内容，说明该结构形式不能满足
抗震设防区的要求，内框架结构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此，
肋梁楼盖课程设计采用内框架结构的楼盖与现行规范和建筑
业的发展明显不符，必须对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
设计内容进行调整，选择更符合目前规范和工程实际的结构
形式。

2、楼盖的结构布置不当

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的楼盖结构，一般都是
一个方向布置主梁，另外一个方向布置次梁（包括与柱相连
的梁），这种结构布置形成楼盖两个方向的刚度差别较大，
结构整体性差，不利于学生建立整体的结构概念，会使他们
形成结构设计只要注意一个方向的错误观点。

3、不能满足“强柱弱梁”设计原则

在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的主梁设计中，要求
按照弹性理论计算，并考虑内力的最不利组合。设计时假定
主梁与柱线刚度之比大于4，柱子对主梁的约束作用简化为铰
支，主梁简化为多跨连续梁，这个设计的假定和主梁计算简
图与实际工程结构的情况明显不符，严重违背了现行抗震规
范中要求的“强柱弱梁”设计原则，不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
结构概念。同时课程设计的主梁设计方法与后续课程“混凝
土结构设计”中讲授的框架结构设计方法也不相同，课程前
后内容不一致。

以上3点是目前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任务书中与现行规范
不相符的原则性硬伤，必须对其进行整体的改革，否则就是



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4、楼盖配筋方式落后

在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的配筋计算时，要求学生在根据
计算钢筋面积选择钢筋时，尽量做到梁上下钢筋直径一致；
在绘制配筋图时考虑梁中钢筋的弯起和截断，抵抗弯矩图尽
可能贴近内力包络图，以达到节约钢材的目的。随着中国混
凝土结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中国的钢产量增长和经济
发展，建筑结构设计理念以从“节约用钢”过渡到“合理用
钢”。笔者对在设计院和施工现场调研发现，设计院的结构
设计已不采用弯起钢筋的配筋形式，且目前新规范也已不考
虑弯起钢筋的作用。因此，课程设计中的配筋要求也必须适
应形势，做必要的修改。

二、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的改革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针对目前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教学内容结合实际工程并与现
行规范相一致，以便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一）结构体系的选择

鉴于内框架结构形式已从抗震规范中删去的现实，单向板肋
梁楼盖依存的结构体系不能再用内框架结构，而应选择新的
结构体系。考虑到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在中国量大面广，是
目前最常用的结构形式之一。现浇框架结构具有整体性好、
平面布置灵活的特点，当结构布置规则、对称时，框架结构
纵横向刚度分布均匀，整个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鉴于
此，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宜选择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作
为依存的结构体系。学生在混凝土基本结构学习过程中就知
道框架结构，学会肋梁楼盖的结构布置和设计方法，这对后
续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以及将来的工作都大有裨益。



（二）板和次梁的设计

板和次梁的设计，仍然按照教材中的内容进行，对于板，选
取1 m作为计算单元，计算简图仍为多跨连续梁，按考虑塑性
内力重分布查表计算板的内力；次梁计算单元的宽度取次梁
左、右（或上、下）各半个次梁间距，计算简图也为多跨连
续梁，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查表计算次梁承受的弯矩和剪
力。在板和次梁内力计算时，要考虑其端部支座（主梁）对
板和次梁的转动约束，查表时要按端部为梁的情况考虑。

板和次梁的配筋设计，应根据计算结果，选择板和次梁的上、
下部钢筋。在画板和次梁配筋图时，可按教材规定进行。教
材中给出分离式配筋和弯起式两种构造简图，分离式配筋因
施工方便，已成为工程中的主要配筋方式。建议板和次梁的
上、下部钢筋不要采用弯起钢筋的配筋形式，以便和今后的
工作实践更好地吻合。对板还要考虑板中的构造钢筋，特别
是当长短边长度比在2～3之间时，沿长边方向按分布钢筋配
筋尚不足以承担该方向弯矩，应适度增大配筋量。

在建筑结构中，因混凝土楼盖的造价占土建造价的20%～30%，
在高层建筑中这一比例高达50%～60%。尽量降低楼盖自重，
楼板厚度宜小这一观点是正确且必要的。但在确定楼板厚度
时还应考虑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要求，以及其余工种配套管线
对结构的影响，特别是过小的板厚对在板中常见的预埋电管
并不合适。而在课程设计例题中一般按80 mm考虑，建议适
当加大。

（三）主梁的设计

主梁计算单元的宽度取主梁左、右（或上、下）各半个主梁
间距，计算简图原则上为框架结构，不能将主梁简化为多跨
连续梁。主梁的内力计算按照弹性理论进行，当计算简图为
框架结构时，主梁的内力设计方法与多跨连续梁就有了本质
的不同，建议按照简化计算方法——分层法计算主梁的内力。



计算时要考虑主梁的活荷载最不利布置，分别计算恒载、多
种活载单独作用下的内力。最后根据计算结果，画出主梁的
弯矩、剪力包络图，作为配筋计算的依据。

在主梁配筋计算时，建议不要考虑主梁上、下部钢筋的联系，
不使用弯起钢筋，主梁斜截面抗剪由箍筋承担。根据规范的
规定：主梁不再单独配置架立筋，而应沿梁全长顶面布置二
根通长筋，跨中受压区上部钢筋还应满足实际计算结果；下
部钢筋同样设置通长筋，在靠近支座处视具体计算结果考虑
是否伸入支座。这样的配筋方式既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也
便于施工。在课程设计中，要求按照主梁的抵抗弯矩图来完
成主梁的配筋图。这种配筋形式，主梁的抵抗弯矩图现状为：
主梁下部一般为通长筋，其各个截面抵抗的弯矩不变，主梁
下部的抵抗弯矩图为矩形；主梁上部钢筋部分通长，部分钢
筋根据主梁的弯矩包络图在距离柱一定位置处截断，主梁上
部的抵抗弯矩图现状为阶梯形。

（四）材料的选用

一般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课程设计都是选用混凝土的
强度等级c20，箍筋选用hrb235级的热轧钢筋，纵向受力钢筋
选用hrb335级热轧钢筋。这与现行规范和建筑业的发展明显
不符，建议选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低于c25，纵向受力钢筋
宜选用不低于hrb400级的热轧钢筋，也可采用hrb335级热轧
钢筋，箍筋宜选用不低于hrb335级的热轧钢筋。

学生管理系统课程设计心得体会篇三

做了两周的单片机课程设计，我有了很多的体会和感想。

我们的课程设计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出租车计费器系
统(还包括255计数和50000计数);另一个就是温度报警系统。
实习可以在实验室里做，也可以在寝室里自己做，我大部分



时间还是在寝室里做的。

出租车计费器的设计是第一周的内容，由于有了老师的设计
图和程序，只需要改一下自己所要求的变量就好。单片机的
编程用的主要是汇编语言，说实话，我对汇编语言谈不上掌
握，充其量只是了解。学校安排的课程真的太少了，关于语
言部分的学习只学了几节课的内容，整本单片机书的内容也
是学了三分之一多一点。

第二周的内容就是温度报警系统的设计。这个内容没有现成
的程序和设计图，需要我们真正亲手去编，最郁闷的莫过于
画设计图。按照实验要求上的图画了出来，加载程序以后却
不能正常运行，改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同学们电脑上软件
的版本差异也影响了交流。有些元件的型号不同，但在选用
时图形确很相似，致使选错了元件，影响了结果。

这两周的实习真的有点郁闷，程序里面的好多内容不懂，自
我感觉是单片机我们所学的内容还不足以编出这两个程序，
但是只好硬着头皮去看去理解。但在学习过程中也充满了乐
趣，当看懂了程序的一些语句，画出了要求的设计图，那我
喜悦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次实习让我受益匪浅，无论从知识上还是其他的各个方面。
上课的时候的学习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单片机，只是从理论
的角度去理解枯燥乏味。但在实习中见过甚至使用了单片机
及其系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
单片机知识的理解和水平。在这次课程设计中又让我体会到
了合作与团结的力量，当遇到不会或是设计不出来的地方，
我们就会在qq群里讨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帮助。团结就是
力量，无论在现在的学习中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团结都是
至关重要的，有了团结会有更多的理念、更多的思维、更多
的情感。

单片机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老师和一些工作的朋友都曾说



过，如果学好一门单片机，就凭这个技术这门手艺找一个好
工作也不成问题。尽管我们在课堂学到的内容很有限，但在
以后的学习中单片机还需要好好的深入研究和学习，学好了
单片机也就多了一项生存的本钱。最后感谢老师对我们的精
心指导和帮助，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单片机课设心得体会

时光飞逝，一转眼，一个学期又进尾声了，本学期的单片机
综合课程设计也在一周内完成了。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说起课程设计，我认为最
重要的就是做好设计的预习，认真的研究老师给的题目，选
一个自己有兴趣的题目。其次，老师对实验的讲解要一丝不
苟的去听去想，因为只有都明白了，做起设计就会事半功倍，
如果没弄明白，就迷迷糊糊的去选题目做设计，到头来一点
收获也没有。最后，要重视程序的模块化，修改的方便，也
要注重程序的调试，掌握其方法。

虽然这次的课程设计算起来在实验室的时间只有三天，不过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实验板，所以在宿舍里做实验的时间一
定不止三天。

硬件的设计跟焊接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去焊，软件的编程也要
我们不断的调试，最终一个能完成课程设计的劳动成果出来
了，很高兴它能按着设计的思想与要求运动起来。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不够细心比如由于粗心
大意焊错了线，由于对课本理论的不熟悉导致编程出现错误。
第二，是在学习态度上，这次课设是对我的学习态度的一次
检验。对于这次单片机综合课程实习，我的第一大心得体会
就是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要求具备的首要素质绝对应该
是严谨。我们这次实习所遇到的多半问题多数都是由于我们
不够严谨。第三，在做人上，我认识到，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足够坚强，有足够的毅力与决心，有足够的挑战困难
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在这次难得的课程设计过程中我锻炼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动
手能力。通过题目选择和设计电路的过程中，加强了我思考
问题的完整性和实际生活联系的可行性。在方案设计选择和
芯片的选择上，培养了我们综合应用单片机的能力,对单片机
的各个管脚的功能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还锻炼我们个人的
查阅技术资料的能力，动手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且我们熟练掌握了有关器件的性能及测试方法。

再次感 谢老师的辅导以及同学的帮助，是他们让我有了一个
更好的认识，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生活是实在的，要踏实
走路。课程设计时间虽然很短，但我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使
我眼界打开，感受颇深。

经过本次微机课题的设计与研究，我们深入的学习了除课本
以外的很多微机附件的内容，掌握了很多实验室操作技能。
我们在实际设计中遇到很多问题，但结合所学知识以及参考
资料的帮助，不断地尝试，设计了一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
系统。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嵌入式操
作系统的原理的理解。

单片机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结合这学期在学的嵌入式系
统原理，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单片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以及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其实80c51只是我们所接触的一
种简单的单片机，在实际应用中，有各个公司生产的不同型
号的、针对不同功能设计的、以及根据用户的需要和发展自
主研发设计的单片机还有很多，由此设计出来的嵌入式系统
更是数不胜数。能够亲身的进行自我实践，并进行实际的应
用，其实使我们对现行单片机的一次深入的了解，并能够提
升我们将来在学习工作遇到的单片机设计问题。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诸多设计的问题。例如接口



不够，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设计的功能诸多，刚开始
对于这一接口的规划不是非常的合理，后来通过使用中断，
两个中断合理的设计便解决了所有的按键和现实问题。考虑
到目前空调系统也并不是使用我们所用到的80c51单片机，
中断也有可能通过扩展有所增加，考虑到硬件设计的难度，
使用两中断解决这一问题则是最佳的选择。

在程序设计中，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了中断的使用与本质，合
理利用这些，会使程序简化而不会出错。比如开始我们把主
程序写在中断里面，导致程序运行混乱，而后来发现，只在
中断中做少量工作，比如改一下某一个标志，这样比较好。
对于传感器芯片的使用，我们查找了它的datasheet，并查阅
了各种关于其硬件连接和软件设计的资料，同时发现了理论
资料与实践上的区别，通过多次尝试，成功完成了硬件和软
件的设计。在这次课题设计过程中，我们合理的分工，适宜
的规划进度的进展，不仅仅暗示完成了预先设计的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想象创造
性，攻克了很多之前都没有想过的难关，真的受益匪浅。这
次设计不仅仅耗时耗力，而且自己也亲自跑了电子市场去进
行实际考察，对我们理论和实验都有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些
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将是我们在
程序设计以及大学学习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学生管理系统课程设计心得体会篇四

这次这个单片机的课程设计我们完成的不太理想，我们小组
两个人都是交流生，并且不是在物理学院学习，同时选课时
没有认真全面的了解这门课程的安排导致没有选上和课程配
套的实验课，一个学期也就没有做过一次实验，在后来的制
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所以这次这个课程设计的作品完
全是在没有任何单片机制作经验甚至是没有做过任何相关电
路的基础上开始的。



选题的时候其实只上了几个星期的课，对单片机能做什么或
者说以我们的水平能让单片机做什么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很担心自己的选题最后做不出来，所以当时选题时的原
则是尽量的简单可行，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实验课，一学期下
来必定会比物理系的同学在具体的实验方面落后不少，同时
平时我们都在南新校区，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都很困难，在
后来的具体制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几乎不可能跑到实验室
去向老师请教，同时现在社会上都在大力提倡节能，于是我
们打算从这点出发在我们的身边发现问题，当时我们听周围
的同学说起济南的夏天白天相当的炎热，可是晚上退凉很快
特别是深夜的时候温度其实已经不高了，但是同学们一般晚
上睡觉都比较早，都会叫风扇一直开着最大档，可是到了深
夜后已经没有必要这么强的风速了，这样一夜下来将会浪费
很多电能，同时还容易把同学们吹感冒。

于是我们想能不能做一个单片机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基于
以上原因我们确定了这个方案，在最初的计划中我们还准备
加入对风扇转向的控制，使之能实现人体追踪功能，不过在
后来的具体设计中发现现在风扇的风扇转向控制基本都是纯
机械装置，要用单片机控制比较的困难，而电子控制装置一
般都出现在高端的风扇之中且价格比较昂贵，而且机械部分
方面我们也无法解决。所以最后决定放弃对转向的控制，等
以后对机械方面的只是有所学习之后再做。

通过这次的课程设计作品的制作让我对单片机的理论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同时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现在书本
上的知识与实际的应用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书本上的知识很
多都是理想化后的结论，忽略了很多实际的因素，或者涉及
的不全面，可在实际的应用时这些是不能被忽略的，我们不
得不考虑这方的问题，这让我们无法根据书上的理论就轻易
得到预想中的结果，有时结果甚至很差别很大。通过这次实
践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我们在今
后的学习工作中会更加的注重实际，避免称为只会纸上谈兵
的赵括。



课程设计贡献排序：这次课程设计从最初的规划到后来的理
论设计到最后的具体制作都是我们两共同完成的，实在无法
区分贡献排序。各取50%吧。

课程改革建议：我们强烈建议将这门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实验
部分合并成一门，以避免想我们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学生管理系统课程设计心得体会篇五

做了两周的单片机课程设计，我有了很多的体会和感想。

我们的课程设计有两个主要资料：一个是出租车计费器系统
（还包括255计数和50000计数）；另一个就是温度报警系统。
实习能够在实验室里做，也能够在寝室里自己做，我大部分
时间还是在寝室里做的。

出租车计费器的设计是第一周的资料，由于有了老师的设计
图和程序，只需要改一下自己所要求的变量就好。单片机的
编程用的主要是汇编语言，说实话，我对汇编语言谈不上掌
握，充其量只是了解。学校安排的课程真的太少了，关于语
言部分的学习只学了几节课的资料，整本单片机书的资料也
是学了三分之一多一点。

第二周的资料就是温度报警系统的设计。这个资料没有现成
的程序和设计图，需要我们真正亲手去编，最郁闷的莫过于
画设计图。按照实验要求上的图画了出来，加载程序以后却
不能正常运行，改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同学们电脑上软件
的版本差异也影响了交流。有些元件的型号不同，但在选用
时图形确很相似，致使选错了元件，影响了结果。

这两周的实习真的有点郁闷，程序里面的好多资料不懂，自
我感觉是单片机我们所学的资料还不足以编出这两个程序，
但是只好硬着头皮去看去理解。但在学习过程中也充满了乐
趣，当看懂了程序的一些语句，画出了要求的设计图，那我



喜悦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次实习让我受益匪浅，无论从知识上还是其他的各个方面。
上课的时候的学习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单片机，只是从理论
的角度去理解枯燥乏味。但在实习中见过甚至使用了单片机
及其系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
单片机知识的理解和水平。在这次课程设计中又让我体会到
了合作与团结的力量，当遇到不会或是设计不出来的地方，
我们就会在qq群里讨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帮忙。团结就是
力量，无论在此刻的学习中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团结都是
至关重要的，有了团结会有更多的理念、更多的思维、更多
的情感。

单片机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老师和一些工作的朋友都曾说
过，如果学好一门单片机，就凭这个技术这门手艺找一个好
工作也不成问题。尽管我们在课堂学到的资料很有限，但在
以后的学习中单片机还需要好好的深入研究和学习，学好了
单片机也就多了一项生存的本钱。最后感谢老师对【】我们
的精心指导和帮忙，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