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 

EI1-“电子技术创新设计与应用”赛项 

（本科组） 

 

 

 

“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 

（样本） 

 

 

 

 

 

 

 

 

2021 年 4 月 



第六届（2021 年）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 

——“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EI1-电子技术创新设计与应用） 

I 

第六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 
EI1-“电子技术创新设计与应用”赛项（本科组） 

赛项指定平台：THETDA-4 型 电子综合应用技术实验/开发平台 

依据大赛执行方案，决赛分“工程实践操作”和“目标命题实现”两个环节。第一

个环节主要比基本技能操作和工程素质，第二个环节主要比规定目标下的应用创新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1、“工程实践操作”环节 

根据本赛项“工程实践操作”作业书（正本），在限定的赛项平台上，完成作业书

中规定的所有操作步骤和技术要求，时限120分钟。现场裁判从工程能力素养要求的角

度，就工艺、流程、规范、安全等方面，对参赛选手现场操作的结果进行评判，给出百

分制成绩，权重0.40。 

本赛项“工程实践操作”环节的比赛内容： 

（1）实验系统连接 —— 根据要求将所提供的电子模块连接成实验系统，并检查

电子模块的工作状态。 
（2）电子模块参数设置 —— 根据要求设置电子模块的参数，以适应实验系统的

需要。 
（3）系统功能调试与故障排除 —— 根据要求下载实验程序，排除可能的故障，

完成系统功能调试。 
2、“目标命题实现”比赛环节 

根据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在限定的赛项平台上，完成任务书

中规定的目标任务和技术要求，时限120分钟。评审专家从工程应用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角度，就方案设计、方案实现、实施效果和答辩情况等方面，对参赛选手完成目标命题

任务的结果进行评判，给出百分制成绩，权重0.60。 

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环节的比赛内容： 

根据“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的要求，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所设计的

方案，包括也可不仅限于此： 

（1）系统模块选择 —— 根据设计方案选择所需模块和器件。 
（2）系统电路连接 —— 根据设计方案，完成系统电路连接。 
（3）软、硬件配置 —— 根据设计方案配置软、硬件。 
（4）系统调试 —— 根据设计方案进行系统调试。 
（5）运行结果 —— 根据设计系统的运行结果，收集数据、整理运行结果。 
3、成绩评定 

（1）现场裁判依据本赛项“工程实践操作”作业书（正本）规定的操作步骤和技

术要求，通过考察参赛选手的现场表现，按照为本赛项制定的评分规则，给出本环节的

百分制成绩，权重 0.40。 
（2）评审专家依据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规定的任务和技术要

求，通过观看实施成果演示和现场答辩，按照决赛评分规则，各评委独立给出百分制成

绩，平均后为本环节的成绩，权重 0.60。 
（3）决赛两个环节的成绩加权和为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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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样本） 

大赛采用目标命题的竞赛方式，即限定赛项平台，给定实现目标，实施方案不拘一

格，重在考察参赛选手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一、赛项内容 

本赛项以电子模块组合应用为背景，基于指定的赛项平台，利用所提供的电子模块

软硬件资源，包括主机单元、信号处理单元、显示单元、开关驱动单元、应用单元、网

络通信单元及各种扩展单元等电子单元模块，完成下面目标命题要求的任务。通过方案

设计、工程/程序开发和现场实施，考察参赛选手对电子技术创新设计与应用的综合能

力或实践教学能力和水平。 

二、目标命题 

说明：（1）决赛现场提供的任务书（正本）与赛前网上公布的任务书（样本）有所差别，

请按决赛任务书（正本）的要求完成。 
（2）本赛项设置两个目标命题任务，请任意选择其中一个任务完成即可。 

1、目标命题 一（工程应用项目） 

该目标命题要求利用本赛项的软硬件资源（参阅相应赛项平台技术说明），设计一

套对象脉冲响应测试系统。赛前提交该系统的“项目设计书”（设计书模板的下载网址：

http://skills. tianhuang.cn），并在本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 
命题任务： 

基于赛项指定平台的软硬件资源，利用提供的电子模块及电子元器件，自行设计一

套对象脉冲响应特性测试系统，用于测试如图 1 所示的对象脉冲响应特性。图中， ( )u t

和 ( )z t 是被测对象的输入和输出，输入信号采用 M 序列，被测对象的时间常数分别为

1 22.0ms 1.0msT T ， ，静态增益 5.0K  。 

 

图 1 被测对象 

（1）从所提供的电子模块中，选择必需的电子模块，通过配置所选模块的参数，

搭建如图1所示的被测对象。 

（2）从所提供的电子模块及电子元器件中，选择必需的电子模块和电子元件，通

过分析被测对象的特性，估计输入信号M序列所需的频率带宽，以此确定M序列参数，

包括M序列阶次、循环周期长度、幅度、移位节拍周期等，并要求利用硬件电路，设计

生成M序列的发生器电路（建议根据M序列参数，通过确定特征多项式，利用移位寄存

器电路生成）。 

（3）从所提供的电子模块中，选择必需的电子模块，利用被测对象的输入信号 ( )u t

和输出信号 ( )z t ，配合适当的软件编程，构建对象脉冲响应特性测试系统。脉冲响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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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测试点及测试点分布和测试方法（如果涉及采样，包括采样时间）由参赛选手自行

确定。 

（4）从所提供的电子模块中，选择必需的电子模块，配合适当的软件编程，构建

对象脉冲响应特性显示系统，用于观测被测对象脉冲响应特性的测试结果，包括显示对

象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所构建的显示系统可采用上位机或彩色TFT液晶屏等，要求显示

界面清晰美观、易操作。 

2、目标命题 二（教学实验项目） 

该目标命题要求利用本赛项的软硬件资源（参阅相应赛项平台技术说明），自行设

计一套脉冲响应测试教学实验系统，赛前提交该系统的“项目设计书”（设计书模板的

下载网址：http:// skills.tianhuang.cn），并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 

命题任务： 

基于指定的赛项平台，以实现目标命题一（工程应用项目）任务为基本，设计一套

对象脉冲响应特性测试教学实验系统。所设计的系统要求覆盖特定的课程、特定的知识

点，具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使用价值，并且至少能完成如下两个教学实验： 

实验（一）利用移位寄存器生成 M 序列实验（基于硬件电路） 

实验（二）对象脉冲响应特性测试实验（脉冲响应特性显示基于彩色 TFT 液晶屏或

上位机） 

针对以上这两个教学实验，结合课程教学的需要和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项目

设计书”中给出具体的实验指导书（指导书模板的下载网址：http://skills. tianhuang.cn），

并在所设计的教学实验系统上实现。 

三、软硬件配置 

1、硬件配置 
现场赛项平台配置了必要的电子模块，且已实现功能的模块化，具体可参照文件《比

赛要求与赛项平台技术说明：EI1–电子技术创新设计与应用》所提供的硬件资源配置（下

载网址：http://skills.tianhuang.cn）。 

2、软件配置 
参赛选手自行安装所需要的主机编程软件和程序下载软件，用于单片机或FPGA程序编

写及程序下载，包括Keil uVision4、Keil uVision5、AVR Studio 6、MPLAB-X-IDE、Quartus 
II、STC_ISP_V483、AVR_USB_ISP、Flash Loader Demo等软件，其他需要的而现场未

能提供的软件请参赛选手自带。  

四、比赛流程 

1、初赛阶段 
（1）根据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样本）规定的要求，在大赛前期依照

“项目设计书”的格式，独立撰写“项目设计书”，设计书的内容包括项目分析、项目

设计、项目实施和实施效果分析等。注意，选择目标命题一（工程应用项目）时，请按

照“项目设计书（工程应用系统）”模板要求撰写；选择目标命题二（教学实验项目）

时，请按照“项目设计书（教学实验系统）”模板要求撰写。两个模板要求有所不同，

不可混同（设计书模板下载网址：http://skills.tianhuang.cn）。 
（2）根据赛项平台技术培训的安排，选择性地参加培训，通过对赛项平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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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体验，熟悉赛项平台的技术细节和应用功能。 
（3）大赛组织相关专家对参赛选手提交的“项目设计书”进行初审，根据“项目

设计书”的水平和是否能在限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择优入选全国总决赛。 
2、决赛阶段 
（1）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选手参加本赛项的“工程实践操作”和“目标命题实现”

两个比赛环节。第一个环节比赛时间 120 分钟，参赛选手根据“工程实践操作”作业书

（正本），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完成规定的所有操作。第二个环节比赛时间 120 分钟，

参赛选手根据“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利用所提供的

硬件和软件资源，完成规定的所有任务，并整理数据，分析运行结果，提交项目实施报

告。 
（2）第一个比赛环节由现场裁判根据参赛选手的完成情况给出比赛成绩；第二个

比赛环节完成后，评审专家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项目设计书、项目实施效果以及现场答

辩情况给出成绩。 

五、注意事项 

1、编写“项目设计书”（初赛稿）需要注意的事项 
按照“项目设计书”的要求和格式编写设计书（设计书模板下载网址：

http://skills.tianhuang.cn），但不仅限于设计书模板中所指定的内容。“项目设计书”要突

出应用创新以及专业基础知识和技术的综合应用，要符合工程规范，要体现完整性、可

操作性。“项目设计书”必须由参赛选手独立完成，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提交纸质稿和

电子稿。参赛选手必须自觉遵守相关的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严禁抄袭、剽窃

或弄虚作假，否则一票否决，取消比赛资格。 
2、修改“项目设计书”（决赛稿）需要注意的事项 
经过初赛评审，优胜者进入全国总决赛，决赛前参赛选手可以对“项目设计书”（初

赛稿）做适当的修改，以便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现场实施。 
3、决赛现场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 
根据大赛提出的本赛项可能涉及的实践能力点以及赛项平台状况，结合自身的“项

目设计书”，依照工程规范实施，完成包括系统安装、系统连接、部件调整、软硬件配

置、系统调试和故障处理等工作。评审专家可能根据现场系统运行工况，提出与工程应

用或教学实验相关的问题，通过观察实际运行效果，给出现场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