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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课堂派对应用型本科《电气控
制及 PLC》教学改革探索

戴瑞  康莉莎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电气控制及 PLC》是机械电子、自动化等专业的必修科目，具有专业性、实践性较强等特点。为此，
本文首先分析了《电气控制及PLC》教学内容及需求，其次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电气控制及PLC》教学改革策略，
旨在为《电气控制及 PLC》教学改革工作的进行提供参考思路，以此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率，同时提高学
生对相关电气知识的掌握和应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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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涉及“电气控制”及“PLC

技术”两部分知识，课程教学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

知识的同时，具备一定的操作实践能力。传统教学方式

在《电气控制及 PLC》教学中的应用，具有偏向理论教

学的特点，实践教学占比较低，学生的实践练习机会和

时间较少，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

作中，由此可见，对这门课程进行改革的重要性。

1 《电气控制及 PLC》教学内容及需求
1.1 教学内容

《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教学内容较为丰富，主要

涉及生活及生产中的电气控制方式及 PLC 核心技术，

是电气、电子相关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专业课知识，

能够为学生就业奠定基础 [1]。具体来讲，《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有电气控制原理、电气控制环

节、常用电器控制、典型工业机械控制、PLC 基础设置、

PLC 实际应用、PLC 编程、PLC 指令编辑等、PLC 安装等。

1.2 教学需求

电气控制及 PLC 技术属于现代科学技术，涉及较

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方式，并且部分知识较为抽象，如

控制原理、路线知识、PLC 编程等，这些知识需要学生

反复理解和思考才能有效掌握。为此，在《电气控制及

PLC》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通过高效的教学方式，将

知识内容教授给学生，同时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

2 “互联网 +”背景下《电气控制及 PLC》教学
改革策略
2.1 应用互动式教学方式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

式，从本科教育教学角度来讲，尽管互联网资源能够丰

富学习内容，提高学习便捷程度，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问

题，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便直接通过互联网查找解答

方式，长期以往会丧失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为了避

免上述问题，教师可以应用互动式教学方式，来增强与

学生的沟通，重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对课

堂教学的参与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2]。

例如，教师可以提前一周布置向学生布置教学内容，

让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共同学习、一起探讨，并组织

学生在聊天软件内与教师共同沟通学习难点，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到课前自主学习中，提高学生对《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的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向每

个学习小组提出问题，小组选择一名学生解答问题，并

由其他学生补充回答，以此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2 应用工程案例教学方式

为了提高教学内容的实践性，教师在《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教学中，可以选择工程案例教学方式，通过

互联网来搜索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电气工程，同时确保

案例资料的全面程度。具体来讲，电气工程都会涉及电

磁阀和电动机这两种电器，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时，需

要选择包含上述两种电器的基础工程，选择工程需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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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实际生活与所学专业特点 [3]。基于实际工程案例进行

的《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教学，能够更好地展示相关

知识及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让学生意识到电气控

制及 PLC 技术的应用广泛性和重要性，这样能够提高

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同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

例如，教师在讲解“电机正反转控制”时，能够选

择的教学案例较多，此时教师需要选择生活中比较常见

的电气工程作为教学案例。具体来讲，教师可以选择自

动门设计工程，自动门是生活中常见的工具，但是很少

有学生能够将自动门和电气控制联系到一起。此时，选

择电动门作为教学案例，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将电机、

自动控制、位置传感器等一系列电气控制知识串联在一

起，同时还能够对电气控制线路及原理进行进一步分析。

随后，教师还能够将自动门案例与 PLC 技术相联系，

做到对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的共同讲解，提高所学内

容的关联性。在实际工程案例分析和学习中，学生的分

析能力和探索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

2.3 应用移动实验教学方式

实验教学同样是一种有效的《电气控制及 PLC》课

程教学方式，但是学校现有的实验室规模、实验室设备、

实验室人员并不能满足学生对于实践学习的需求。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教师需要合理应用互联网资源，同时合

理划分实验教学工作，具体划分为实验前准备、实验中

调试及参与、实验后总结 3 部分，以此来结合教学内容

和学生学习需求进行移动式实验教学，确保学生能够在

课堂上完成实践操作，在课后进行实践总结。同时为了

节约课堂教学时间，程序输入等简单实验操作步骤需要

学生在实验教学开始前独自完成 [4]。

第一，学生在参与实践教学前，需要独立完成电气

控制程序编写。教师在此阶段内，则需要通过布置课前

作业和问题等方式，来引导和监督学生，帮助学生积极

有效参与到实践教学活动中，同时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和学习意识。

第二，在实验中调试与参与阶段中，考虑到学校的

实验设施和材料是有限的，教师可以在进行实验的同时，

为学生播放网络上的相关实验视频，来帮助学生进一步

扩展实验思维和方式。如果教学实验涉及到的内容较多，

教师可以通过调课等方式将两节课连到一起，避免出现

课堂时间不够完成一次实验的情况，以此来确保实验教

学的连贯性。为了提高实验教学效果，教师可以选择分

组实验模式，但是每个小组成员以 2 名学生最佳，避免

小组成员过多、学生不能系统参与到实验学习中。

第三，在实验后总结阶段，教师需要组织每个学习

小组汇报学习成果和实验结果，来提高学生的分析总结

能力，就学生的实验成果提出指导意见，分析实验的不

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方式，同时进一步总结本课时的重点

知识点和难点知识点，帮助学生掌握学习重点。总体来

讲，在实验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操作能力

能够得到极大程度提高 [5]。

2.4 应用慕课教学模式

2.4.1 规划教学课程

慕课教学模式的应用需要教师自行制作教学视频，

在制作视频前，教师需要规划好教学课程。按照《电

气控制及 PLC》课程内容，将此次慕课教学课程规划为

如下 6 个阶段：常用低压电器运行原理（1 周教学）；

S7-200 系列 PLC 结构（1 周教学）；三相异步电动机

继电器、接触器基本控制原理，及其 PLC 设计（10 周

教学）；CA6140 型普通车床电气控制原理，及其 PLC

设计（1 周教学）；S7-200 系列 PLC 的生活应用（2 周

教学）；S7-200 系列 PLC 的工业应用（2 周教学）。

2.4.2 制作拍摄视频

本次慕课制作时长为 17 周，每周拍摄时长 30 分钟

的教学视频，《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共拍摄了 8.5 小

时的教学视频，具体涉及到了每节课时的教学内容。在

每一节教学视频中，教师都需要在教学开始前、中、后

分别提出 3 个问题，分别引导学生思考、分析、总结，

学生在回答完问题后才能继续播放视频 [6]。

本次慕课 17 周教学内容如下。第 1 周：常用低压

电器中接触器、刀开关、按钮、熔断器、中间继电器

等元件的动作原理及电气符号。第 2 周：S7-200 系列

PLC 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构成，常用寄存器的地址分配

及功能。第 3 周：三相异步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点动、

长动控制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4 周：三相异步电动

机继电器、接触器多点控制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5 周：

三相异步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逆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6 周：

三相异步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行程限位控制原理，及

其 PLC 设计。第 7 周：三相异步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

正反转控制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8 周：三相异步

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降压启动原理，及其 PLC 设计。

第 9 周：三相异步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定子串电阻降

压启动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10 周：三相异步电动

机继电器、接触器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11 周：三相异步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反接

制动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12 周：三相异步电动机

继电器、接触器能耗制动原理，及其 PLC 设计。第 13 周：

CA6140 型普通车床电气路线及运行原理，及其 PLC 设

计。第 14 周：S7-200 系列 PLC 在交通信号灯控制中的

应用。第 15 周：S7-200 系列 PLC 在水塔水位控制中的

应用。第 16 周：S7-200 系列 PLC 在物料卸载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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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周：S7-200 系列 PLC 在液体混合控制的应用。

3 结束语
应用型本科院校设立目的便是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人

才，基于此教育教学目标，各大高校需要就专业课教学

进行改革，合理应用互联网体系和信息技术，为学生创

造课堂派对学习氛围。为此，学校和教师需要对《电气

控制及 PLC》进行教学改革，改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让学生在掌握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方式的同时，不断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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