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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这一专业，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的工业发展，满足我国工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我

国在进行教育培养时，更要重视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学生的培养，增强学生的专业素质。各个本科院校需要及时的对

教学进行优化，创新完善课程体系，对机电控制技术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满足

工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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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of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nd meet the talent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en educating and training students in this 
major,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nhancing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need to optimize 
teaching,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reform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electromechanical control 
technolog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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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工业快速发展，也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地基，这也带来了更大

的挑战。各个本科院校需要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这样

才能满足工业的人才缺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工业与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就

要求学生不但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拥有实践

能力，因此，各个本科院校需要对机电控制技术课程体

系进行改革，机电控制技术课程是专业人才必备的知识，

这涉及到了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与自动控制技术等，

对这一课程体系进行完善，才能够适用人才培养目标的

要求，能够适应目前的市场需求。

一、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机电控制课程

体系改革的现状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一个比较传统化的

专业，由于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课程体系，已经

不能够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另外，自动化方面的课程

设置不够全面，在进行课程体系的设立时存在很多问题。

会对教学任务的进行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机电控

制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势在必得的。

（一）设置课程时仍然“重理论，轻工程应用”

设置机电控制课程体系时，所设置的控制工程基础

与测试技术课程都属于理论性相对较强的课程，这就出

现了过于看重理论知识的现象，会对学生将理论知识与

现场实际的结合带来消极影响。这就会导致在学习的过

程中无法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轻视了工程应用的重要

意义，不符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无法满足课程目

标的需求。

（二）设置课程时不够系统

机电控制新技术就没有在设置的课程体系中体现出

来，新技术在许多工程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

计算机控制技术、PLC 控制技术等。这就会导致本科院

校所培养的专业人才无法适应现代技术的发展，不能够

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不能够满足现代化建设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这就会对我国工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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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应用实践时缺乏对学生机电控制工程应用

能力的锻炼

在进行课程实训时，教师往往会给学生安排课内实

验以及课程设计，这就会出现学生理论知识无法与工程

应用能力相结合的现象，也就是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

的现象。这对于学生创新意识与探索精神的培养，会造

成很严重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无法适

应，会对学生以及国家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机电控制课程体系的这些问题，会导致学生无法将

机电控制的理论知识，熟练的在机械设计与制造过程中

进行运用，无法对机械行业设备或系统的控制问题进行

解决，无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会对学生未来的个人

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机电控制课程体系进行

改革是必然的趋势 [1]。

二、机电控制课程体系改革的具体实践

（一）采用系统化的观念 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

对于机械设备或系统进行控制时，都是由信息采集

与处理、控制规律以及控制信息输出这三个部分构成的。

利用信息采集与处理，能够利用光电等方式，对机械设

备或系统所产生的机械信息进行采集、测量、转换处理。

控制规律，能够对机械信息进行分析，对信息进行判断，

从而确定信息所遵循的控制规律。控制信息输出能够将

控制规律以及控制方式对执行元件进行传送。因此，我

们可以在机电控制课程体系中将控制课程基础、气压与

液压传动检测技术这三门课程进行保留，将机床电气控

制课程删除，加入计算机控制技术、数控技术等课程，

由这十门课程形成新的机电控制理论课程体系，能够有

效的将课程系统化，对课程体系合理重构，有效的增强

课程的实效性，让学生能够将实际与理论有效的融合 [2]。

（二）面对工程应用 根据先进适用技术原则确定教

学内容

根据本科院校的教育目标以及办学定位，在选择课

程内容时，需要根据实际院校的情况，不能够盲目选择

先进的技术，尤其在工程应用时，使用先进适用技术作

为机电控制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例如，通过控制工程

基础这一课程，能够让学生了解到控制领域所需要利用

的数学理论知识，有效的掌握控制工程的基本知识以及

应用内容。通过液压与气动技术这一课程，能够让学生

对基本元件熟练掌握，帮助学生突破学习的瓶颈，让学

生能够重视代表性元件的研究，了解运行的原理，从而

提高学生对于元件的分析水平。利用检测技术这一课程，

能够让学生了解到速度位移等与传感器相关的工作原

理，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应用，能够熟练地掌握机械

设备信号处理技术。利用计算机控制技术这一课程，能

够让学生对计算机控制系统过程中数据管理以及各种控

制算法进行学习，增强学生的计算机控制技术能力。利

用机电产品设计这一课程，能够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机电

产品的整体构成，以及传动机构相关的元件设计和典型

的产品总体设计实例分析等，能够让学生系统地对机电

产品产生总体的认知，对于各个方面的元件与机构原理

产生了解，对经典案例熟练的掌握。利用机电控制技术

这一课程，能够向学生讲解机电控制系统的整体构成以

及控制系统的分析，提高学生的机电控制系统设计能力。

利用数控技术这一课程，能够让学生了解到机床数控的

原理以及相关的硬件结构等。合理的利用这些课程，系

统的确定课程的教学内容，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工

程应用能力，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 [3]。

（三）设计综合实践训练的教学环节 提高学生工程

应用的能力

本科院校在进行机电控制课程体系优化的过程中，

也要重视对于学生工程应用能力的锻炼，因此，这就需

要增设工程的实训课程。当学生对于电工技术，电子技

术，提电控制技术等课程熟练的掌握后，要求学生能够

完成一个经典机械设备控制程序的编制，并书写相关的

总结报告，对技术进行说明，编写相关的工程技术文件。

在实训过程中，能够帮助学生对以往所学知识进行回顾

并灵活的运用，学生也能够利用自己的创新想法对控制

程序进行设计，这样不但能够锻炼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

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与探索精神，对于学生未来

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另外，本科院校也要让学生参与

到企业生产一线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中，学生在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也能够积极的发动脑筋，对学

校所学得的知识进行灵活运用，这样能够让学生积极的

对问题原因进行探索，并自主思考解决问题，能够将教

学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增强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落实对于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目标。利用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活跃学生的个人思维，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为学生个人的发展能够带来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满足课程改革的需求 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进行优化

在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学方法对于教学质量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对于教学质量的好坏、能否顺

利完成教学任务和培养目标，带来很大的影响。在传统

教学的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往往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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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不符合学生的认

识规律，会对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也

会对学生创新意识以及个人潜力的激发，带来很大的影

响。传统的教学方式会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与人想象力，

对于课程的实践运用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无法将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因此，本科院校的教师可以采用启发式

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方法以及案例式教学法等，在实

践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对这些教学方法进行优化，能

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课堂中教师也可以使用多媒

体教学的教学手段，能够丰富课堂，调动学生的兴趣。

例如，在以往，液压传动这一课程往往是学生最不好学

的课程之一，这一课程的结构比较复杂，对于学生来讲

比较困难。与此同时，这一课程的学时相对较少，教师

就可以采用多媒体软件建设与应用实践的教学方法，让

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对内部结构直观的进行观看，这样能

够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有效的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这也会推动学生掌握机械控制技术课程。另外，在进行

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多多利用计算机实

验室，让学生在实验室中进行上课，在上课的过程中教

师一边讲解，学生也能够进行实践，这对于学生的理论

知识掌握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也会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实

践应用能力，能够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 [4]。

三、机电控制课程体系改革的预期效果

利用机电控制课程体系的改革实践，能够有效的提

高学生探索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本科院校学

习的过程中，到企业生产进行实践，这就会让学生在实

践的过程中激发个人的潜力与创新意识，利用课程所学

的理论知识，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有效的增强

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在机电控制课程体系改革时，将

实践应用这一环节作为了教学的重点，让学生参与到课

程实践中，帮助学生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掌握各种科学

方法，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另外，根据应用工程

以及课程的需求设立相应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实践的

过程中能够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这样才能够更好

的进行运用，激发学生的创新、进取精神。在实践的过

程中，可以发挥出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能

够全都参与到科研中，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满足工业发展的人才

缺口。在对机电控制课程体系改革时，能够将教学与科

研紧密的进行衔接，能够推广机电控制技术的应用，这

样也能够有效推动各个企业技术的进步，对于我国工业

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机电控制课程体系中的教

学内容，不仅能够在校内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企业也能

够得到采用，这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也会产生有利的影

响，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工程，

促进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 [5]。

四、结束语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因

此，对机械控制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本科院校需要将课程的教学重点放在实践教学中，及时

对教学观念进行改善，根据机械设备控制的需求，系统

化的对课程进行重构，针对工程应用的技术原则确定教

学内容，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联系，让学生参与

到企业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与学习潜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从而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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