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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程能力培养的《机电控制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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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面向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中的学科教学开展需要做到有的放矢，即面向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来展开

课程教学过程，做好学生人才培养定位工作。所以在本文中，就主要面向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中的学生工程能力培养

展开讨论，从课程内容调整、教学方法改进、考核方式改革三大方面来研究《机电控制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进程，

明确教学改革要点，培养未来具有工程能力的专业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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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engineering skill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with a focus on targeted teaching that aligns with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goals. To achieve th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process of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course from three aspects: adjusting 
course content,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reforming assessment methods. By clarifying the key points of teaching 
reform, the paper aims to cultivat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engineering abil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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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群体中，针

对专业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是必要的，这也是当前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专业学生而言，工程能

力代表一种综合能力，它不但涉猎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也包括了心智因素等等。在培养学生工

程能力过程中，首先应该从课程本身作为切入点，展开

改革过程，确保学生能够迅速适应到课程中，形成智能

制造工程能力，顺应教学改革发展。在本文中就主要探

讨了《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中的教学改革要点，为学生

工程能力核心素养提升提出建议。

一、《机电控制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调整改革要

点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中课程内容、知识类型相对丰富，

专业学生需要学习掌握的知识点比较多。而在新课改背

景下，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就成为关键。本文中举例了

专业中的《机电控制技术》课程，分析其课程教学的改

革要点。

《机电控制技术》属于专业平台基础课程，课程中

对于机电控制技术内容的介绍非常详细，它主要以自动

控制理论作为基础主体，其中更增加了典型机电控制系

统知识内容。就课程的自动控制理论方面，主要为专业

学生夯实文化理论基础，配合“控制工程基础”这一知

识基础点展开教学，适当降低了该课程的整体理论知识

难度水平。总体来讲，课程中对于控制理论相关概念、

工作原理、分析方法、校正方法的讲解还是相当深入到

位的。举个例子，在该课程终孔的典型机电控制系统中

就包括了机电控制系统设备，其中包括了PLC控制系统、

单片机、机床数控技术等等，可以满足机电一体化专业

课程体系建设要求，呈现各种课程知识内容。结合智能

制造工程专业中的《机电控制技术》课程而言，需要分

析其课程体系构建基本要求，在课程中适当增加典型过

程技术控制案例，例如变频调速机电一体化技术案例，

如此对于授课理论内容的补充也是相当到位的。就这一

点来谈，目前国内各个高校中针对《机电控制技术》课

程的体系构建殊途同归，但在知识整合方面存在思路不

统一问题，例如课程中的教材内容与实验环节内容存在

差异点。具体谈实验内容，其中对于电力电子内容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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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比较深刻，在具体实验过程中也对上述电机、电路的

系统理论、调节以及校正内容进行了全盘分析，所穿插

的实验机制恰到好处，但是在概念与结论讲解方面则相

对抽象，理性认知水平较高，但无法保证学生感性认识

某些知识内容。如此看来，《机电控制技术》课程虽然

知识点内容丰富，但依然具有改革空间余地，所以针对

课程内容的优化调整改革工作必须有序展开，下文简单

谈两点 [1]：

（一）理论知识与实验内容的优化调整

《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中理论知识内容丰富，实验

内容也 4 次提及，其中实验内容主要围绕电力电子内容

展开，主要包含了单相电路、变压变频调速以及 PLC 技

术指令内容。但是，教材内容中未能涉及机电控制系统

理论，在系统调节以及校正内容方面也相对较少，整体

看来实验实践操作内容更少，理论知识内容则占据了整

个教材内容比例的 80% 以上，理论与实践严重失衡。在

如此情况下，学生长时间学习理论知识可能会产生厌烦

心理，且对于专业学生的理实一体化培养也非常不利，

完全违背了当前的新课改课程改革要求。

如此一来，需要在教材改革中追求理论教学内容

与实验教学内容相互融合，例如在课程中纳入经典的

Matlab 软件，将课程理论中某些抽象且枯燥的公式定理

转化为对象分析模型，通过教师形象的讲解形成工程系

统图像，帮助学生轻松理解知识内容，直接提高教学效

率。实际上，《机电控制技术》课程内容复杂且难度较高，

如果不能将课程理论与实践内容重新分配（分配为2:1），

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有所降低。在课程内容优化调整以

后，教师就能利用 Matlab 软件配合 Simulink 软件建立系

统模型，为学生讲解课程中的传递函数内容，形成框架

结构图。比如说，教师可以尝试指导学生运用 Matlab 软

件配合计算机展开计算机仿真实验，确保原本课程的教

学理论不再孤立，而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更好

开设实验教学操作内容。另外，也要为学生在课程中单

独开设围绕机电控制所展开的综合实训教学环节，有效

提高学生在课程中的实操能力，自主学习并解决实验问

题 [2]。

（二）理论知识与实验编排的优化调整

就《机电控制技术》课程的编排内容而言，也需要

围绕课程理论知识与实验编排内容展开，做好优化调整，

为学生清晰展示机电控制理论知识。在具体教学过程

中，教师会围绕经典控制理论展开课程内容筛选，专门

选择某些实用价值更高的知识点，例如在课程中增加了

Matlab 应用基础知识内容、典型机电控制系统知识内容、

单片机以及 PLC 工作原理、指令操作以及典型应用案例

知识内容等等。就以《机电控制技术》课程“典型机电

控制系统”这一知识点为例，其课程内容的调整与优化

关键点就参考表 1[3]。

典型机电控制系统 指导学生正确认识机电控制系

统中单片机的基本控制要点以及

结构组成。2. 正确认识目前工业

生产中比较常见的机电控制系

统，了解系统中的 PLC 控制组成

构件内容。
3.学会编写简单的控制程序内容，

确保学生具备机电控制系统的单

片机、PLC 控制能力与技术认知

能力。

1. 单片机控制系统
2. 基本指令

3. 单片机控制系统
4. 单片机组成与工作原

理
5.PLC 控制系统

6. 单片机应用举例
7. 基本指令

8.PLC 应用举例

表1《机电控制技术》中的教学内容调整优化改革要点

参考表 1，在《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中应该追求教

学内容调整优化，提出具体改革要点，确保教学内容重

新组织编排到位，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知识内容结合起

来。当然，教学内容优化调整的关键点还在于教师加入

了 Matlab 仿真试验操作内容，它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某些

抽象、枯燥的公式定理内容，将具有一定难度的知识化

繁为简。在教学中，教师会为学生建立 Matlab 对象分析

模型，转化机电工程系统，分析工程系统中的某些形象

直观的知识内容与图像内容，为学生解决学习难题 [4]。

《机电控制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要点

在《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中，其教学方法也必须改

革，如上文所述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结合起来，为影

响教学方法改革创造前提条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会采用多媒体或者新媒体平台展开，其授课形式也

包括了多媒体教室线下授课以及新媒体平台线上授课两

种方式，而教学方法中的操作方法包括了 Matlab 以及

simulink 两大软件操作，争取为学生增加感性认知，由

教师为学生正确演示单片机以及 PLC 的操作方法，使用

各种编程软件内容，确保学生最终掌握简单的编程以及

软件调试方法 [5]。

在教学中，教师也为学生改变了单一的验证性实验

内容，结合实验内容安排顺序由简入繁展开教学过程，

验证实验设计性内容，保证教学过程循序渐进，不断强

化学生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

教师应当授之以渔，尝试为学生讲解操作方法，并鼓励

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内容，同时带领学生共同分析实验结

果，获得最终结论。当然，教师也可以采用网络教学方

式来突破传统教学，帮助学生丰富知识学习过程，通过

网络平台提高学生的课程学习效率，有效解决课时较少

但教学内容的矛盾问题 [6]。

《机电控制技术》课程的考核方式改革要点

最后谈《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中的考核方式改革，

教学改革应该突破传统考核方式，更多纳入实验操作知

识内容，指导学生投入到实践操作过程中。为此，课程

本身应该做出进一步改革，即考核方式改革。在该课程

中，理论知识与课内作业同样重要，同时也需要配合实

验组成考核体系。其改革重点就在于将实验考核比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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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30%，理论知识比重设定为 50%，课内作业比重设

定为 20%。再者就是采用多形式考核方式机制，其中比

较常用且效果较好的考核方式就包括了课堂提问，主要

记录学生的课上学习成果，通过课堂提问来考查学生的

学习成果，同时通过提问来推进教学进程。在提问中，

也要结合课程内容保证提问具有针对性，同时由教师记

录提问结果，并将其列入理论知识考核成绩中 [7]。

在对《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中的实践性内容进行考

核方式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结合灵活考核方式展开。这

里举例课内作业教学环节，教师要关注不同能力学生对

于该课程不同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来展开，鼓励学生发

挥各自专长能力，通过查阅图书馆、网络相关资料来展

开学习过程，而由教师建立评分标准，发挥学生学习特

点 [8]。在课程评价内容中，也需要为学生增加课前预习

考核方式，同时为学生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当然，也要

配合网络教学形式指导学生学习，结合习题完成情况来

计入考核，客观真实评估学生的考试成绩，更好督促学

生学习，提高学生听课效率。在《机电控制技术》课程

的成绩考核评定过程中，需要改变传统中的终身考核机

制，为学生更新改革考核方式，鼓励学生更积极深入投

入到学习过程中，最大限度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 [9]。

四、总结

在本文中就深入探讨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中的《机

电控制技术》课程教学改革要点，主要结合课程内容调

整优化、教学方法改进、考核方式革新三大方面来讨

论教学改革，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在具体操作

方面，教师需要为学生优化教学实验内容，例如采用

Matlab 软件、Simulink 软件建立仿真模型，配合网络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帮助学生完成理论与实践学习

内容，形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良好工程能力。在优化教学

效果的同时，也培养专业学生良好的学科核心素养，为

未来社会发展培养输送高质量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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