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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duino技术复合型创新实训室建设探究

陈  梅，刘江越，李自臣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基于Arduino技术复合型创新实训室建设方案，是以Arduino技术为平台，将多种传感器与由易到难的开

发板相组合，建设传感器技术、程序开发、嵌入式硬件等多课程教学，以及创意实现、兴趣小组实训并重的复合型创新

实训室。结合高职院校对创新创意实训室建设的实际需求，探索复合型实训室建设的目标、功能、设备、建设注意事项

及后期维护和管理的内容。此方案将专业课程实训教学场所和创新创意应用空间进行融合，在实训场地有限和建设资金

有限的前提下，解决教学需求，提高实训室利用率，给复合型实训室建设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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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raining Room 
Based on Arduino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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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rduino technology,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complex innovative training room is to combine 
various sensors with development boards from easy to difficult,to construc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courses such as 
sensor technology,program development,embedded hardware,and creative realization,as well as interest group training.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raining 
room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bjectives,functions,equipment,construction attentions and late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training rooms.This scheme integrates the teaching place and innovative creative application 
spac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On the premise of limited training space and limited construction funds,it meets the 
teaching demand,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training room,and provides a feasible schem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xtrain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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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创新战略已成为全球关注热点。《“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把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着力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1,2]。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

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高职

学生作为企业技术人才的主力军，在学校学习期间进行创新

课程的学习，拥有创新素质，训练创新技能，具有重要的实

用意义。同时提供适当的技术平台和训练环境，激发学生创

新意识，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校教学环境的一项重

要工作。

2   实训室建设背景(Background of training room
     construction )

高职院校的创新教育不是要求学生必须达到某种层次的

创新水准，而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观念，通过积极有效的方法

使学生的创新素养得到提高，使其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能够有思想，而不是呆板的、麻木的去做事。拥有创新素

质，训练创新技能，对高职生今后的发展大有益处。因此，

高职学校的创新教育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高职

生的动手动脑能力。目前高职院校的创新教育存在师资力量

薄弱，课程设置、教材配备及教学方法不合理，实践平台建

设不完善等问题[3]。

目前全国各地多所高职院校都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主

要教学定位分为两个方向：(1)以创业为重心；(2)以创新能力

提升为重心[4]。当前很多高职院校都在尝试探索基于创新能力

提升的实训环境建设，但能提供学生动手操作，辅助学生实

现创意的技术平台和实训场所却不多见，或者部分高职高专

院校创新实训室还存在着设备不先进、技术掌握难度大、整

体规划能力不强、各功能分区分布不合理，以及实训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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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高或者建设成本高、耗材损耗大的现象。要想保证高职

高专院校学生能够在实训室中得到更好的培训，激发创新意

识，首先做好实训室技术平台定位，其次确定好实训室的功

能。在遵循创新实验室技术定位和功能服务的基础上，做好

实训室规划布局、软件、硬件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3  实训室的建设目标(The construction target of
     training room)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作为世界银行贷款新疆职业教育发展

项目建设学校之一，在此项目的实训室建设中依据学校发展

需要，以Arduino技术为基础规划建设复合型创新实训室，

即面向全校创新创意课程实训，又面向电子信息类专业进行专

业课程实训，同时满足电子信息类创意设计比赛、兴趣小组、

社团等活动的实训项目，同时实训室还可以作为学校的一个窗

口，承担各类与本技术领域相关的培训、交流等活动。

3.1   Arduino技术简介
Arduino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

平台。它包含硬件(多种型号的Arduino板)和软件(Arduino 

IDE)[5,6]。它由一个欧洲开发团队开发，很好地打破了软件开

发者不熟悉硬件，硬件开发者不熟悉软件的技术壁垒[4]。因其

具有跨平台、简单易学、开放性强、发展迅速等特点，获得

越来越多的专业硬件开发者及企业项目、产品开发者的认可；

同时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者也使用Arduino进入硬件、物联网

等开发领域；目前很多中小学，以及本科院校的自动化、软

件，甚至艺术专业，也纷纷开展了Arduino相关课程[6]。

通过Arduino平台可以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硬相结合控

制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机器人机械部分、传感部分

和控制部分的设计与搭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运用的各

种知识，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7,8]。目前在内地发达城市、网络公众平台、电商平台、智

能化产品等领域都相继出现了arduino技术与创新应用相结合

的课题、学习资源、商业产品等[7,8]。

3.2   实训室需要具备的功能
结合学校场地空间、资金额度，以及从项目建设性价比

角度考虑，本实训室主要满足多个层次的服务功能：第一，

满足电子信息类传感器课程实验和实训、开源技术应用项目

实训等专业课程和项目的实训需求；第二，面向学校工科类

专业学生进行创新创意类选修课程的实训需求；第三，面向

学生兴趣小组及社团需要具有创意DIY实现的操作环境和讨论

区域；第四，实训室需要具备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双覆盖功

能；第五，实训室需要有工具和耗材存放区、作品展示区、

教学区、创意作品加工区、讨论区等区域划分，详细布局参

见图1创新技术实训室布局图。

图1 创新技术实训室布局图

Fig.1 Layout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room 

4  实训室的设备构成(Equipment composition of 
     training room )

以学校常规班级人数规模40人为标准，实训室建设需要

至少满足40-50人的教学需求。因实训室中都是小型的、分散

状态的训练模块，在实训室设备数量参数制定时要考虑实训

设备损耗问题，选购实训设备时需要包括5%—10%设备冗余

数量，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所有基础训练设备一人一

套，部分有难度的、复杂度偏高的实训教学套件设备可以按

照两人一套为标准，共计25—30套基本满足教学要求。

4.1   基础教学设备
基础教学设备包括：

①桌椅(2人一个工位)：本案例中采用180cm*80cm面积的

桌面，这样有利于学生在进行各实训模块探索时，有足够的

尝试空间。

②投影：建议投影幕布与教室大小遵循适当的比例选

择，如果经费有限，可以只选用投影，在保障光线条件许可

下，用白墙作为幕布即可。

③可移动式白板：建议选用防爆玻璃式白板，实训室

开展教学时可以避免因使用粉笔带来的粉尘问题，小组活动

时，也可以移动到讨论区进行使用，增加设备利用率。

④电脑：建议两个人使用一台，实训室中承担课程多数

为小组项目，教学过程中既包含软件开发任务，同时也需要

进行硬件组合搭建。实训室的教学环境可以满足两人一组共

用电脑的需求即可，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成本，同时也节约

桌面场地。

⑤收纳、展示设备：在实训室中有各种套件、工具、

耗材需要进行归类整理，学生的优秀作品可以摆放在实训室

中，增加学习氛围。如果单独设立实训室耗材管理间，增加

了管理空间，同时意味着需要增加实训室管理人员，建议

实训室中为了便于管理，需要考虑实训室中提供相应收纳设

备，在收纳柜上做好标签，或者在同一个空间中，将教学训

练区和收纳区域隔离开。由于此类实训室设备模块品类多而

杂，建议开展实训课程教学的教师同时担任此实训室的设备

管理工作。

4.2   专业实训设备
专业实训设备主要满足教学活动需求：

①Arduino互动电子积木套件，套件包括核心控制板、基

础传感器件等，主要满足学校创意类选修课程基础实训需求。

②38种与Arduino技术兼容的传感器模块，包括温度传感

器、触摸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声音传感器、灰度传感器、

火焰传感器、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主要满足传感

器课程实训。

③ultimate高级机器人：多种组装形态，满足不同应用

场景需求，通过此套设备了解机器人、电子、图形编程、

Arduino编程和Python编程。

④树莓派套件：主控制是开源平台产品内置WiFi和蓝牙

功能，搭载了64位四核1.2GHz处理器，1GB LPDDR2内存，

为计算机编程教育而设计，是易于操作及具有丰富扩展功能

的微型卡片电脑，并包含外壳、无线键盘、散热片等基本配

套使用产品。

上述设备中第③④种设备主要为满足课程后期项目大作

业，以及为兴趣度较高的活动小组成员提供训练和学习探索

用的能力提升设备，套件数量可以依据实训室建设资金投入

和教学使用人数合理制定，建议3—4人使用一套较适合。

4.3   开放探索设备
从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尝试探索的角度出发，实训室除了

满足学校的课程教学活动，还需要给学生提供创新、创意实

现的基础设备及工具。建设时，开放探索设备包括：调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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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铁、直流稳压电源、钻台、信号发生器、万用表、亚克力

切割机、热风枪焊台、3D打印机等，套数不需要太多，以满

足学生使用需求为考虑角度，建议以2—4套为宜。

5  实训室环境建设过程中注意事项(Attentions i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room )

实训室在建设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过程，

一个实训室建设完成需要学校方负责工作人员、开展实训教

学的专业教师与设备提供方项目实施人员不断沟通、探索，

共同面对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每一个问题。实训室建设

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学生。实训室建设的合理

性需要从便于使用、利用率、安全性、是否利于维护等多个

角度进行衡量[9,10]。

5.1   网络环境
创新实训室是一个需要在开放的、网络需求量较大的

环境中运行，实训室中主要上网设备包括：台式电脑、笔记

本电脑、手机等。本实训室建设中，为每一个桌面规划了两

个有线网络点位，一个提供给桌面台式电脑，另一个作为

备用，如果学生自己准备笔记本电脑，也可以通过备用点接

入。因在实训教学训练中，如果训练项目需要进行网络类测

试和训练，有线网络更能保障信号的稳定传输。同时，在实

训室中覆盖无线WiFi，最大限度保障学习环境中的网络环境

支持。

5.2   教学服务环境
在实训室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实施细节都要从使用者角度出

发进行布局和设计，图2中A表示讲台，B1—B5表示学生桌椅。

图2 实训室桌椅布局图

Fig.2 Layout of desks and chairs in the training room 

①重点考虑桌椅摆放的朝向、预留空间，是否满足学生

走动、人体活动习惯。如果实训室空间足够的前提下，建议

将桌椅以讲台一侧为中心，为了便于开展小组活动，将两个

桌椅或者四个桌椅为一组，进行有倾斜角度的组合摆放，具

体布局如图2所示。

②投影安放的位置要保障坐在最远的学生也能看见投影

边界内容为前提。

③在进行实训室现场工程实施前期，建议一个实训室内

先做好桌椅布局摆位后，再确定电源和网络布线点位，然后

进行布线规划和设计。

④电源布线，需要考虑实训设备用电的插头需求和学生

自己带笔记本的用电需求。

⑤桌面电脑摆放，建议遵守多数人右手使用鼠标的习

惯，将电脑放在桌面的右侧为宜，同时考虑小组活动中，面

对面小组成员之间交流讨论时和教师开展集中教学时不要因

电脑屏幕而遮挡视线。

6  实训室后期维护与管理(Late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raining room )

实训室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实训室启用后，维

护和管理同样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11,12]。为更好保障实训

室的循环使用和管理，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①实训室建设时，留存实训室电源布局图和网络布线点

位标识图，便于后期线路维护。

②实训室教学用训练套件及工具进行编号，登记，工位

也进行对应编号，每次进行教学活动时，按照相应工位号，

领取相应训练套件，课程结束时进行归还。

③对于课程训练结束后对课程使用的设备进行及时清点

和归还，个别同学需要借用训练套件时，为保证平行班级的

教学活动有序开展，正在使用的套件留在实训室内，将备用

的训练套件借给学生使用，建议以一周为时限，进行领用登

记。学生归还设备时进行清点整理，保证套件齐全，为下次

借用做好准备。

7   结论(Conclusion)
综上所述，要想保证高职高专院校创新实训室能够满足

学生发展需求，院校领导及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实训室的技术

平台定位、功能、设备选型、环境创建等因素，同时依据建

设资金规划好建设规模。实训室建成后，实训室如何管理、

维护和有效利用，如何有效助推学生的创意作品能发挥更大

作用，都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并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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