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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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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驱动学生进行有效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进行探索性学习的兴趣。本文针对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优化改进课程教学内容，探索并实践了自主学习模式下教学方法的组织与实施过

程，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教学效果与质量有了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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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mode	of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effectively	and	autonomously，can	not	on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but	

also	stimulat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exploratory	learning.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Electromechanical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Course,	by	means	of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utonomous	learning	mode	have	been	explored	and	practiced	in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Under	the	new	teaching	

mod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Electromechanical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Course	have	been	improved.

一、引言

“机电传动控制”是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

专业必修课程，主要研究解决与生产机械的电气传动控制有关的问

题，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传统《机电传动与控制》

课程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学习能力与听课专注度参差不齐，课程

前期授课内容理论性较强，一旦前面章节内容重要知识点没有消化

掌握，则对后续课程内容的学习就会出现严重脱节情况，导致学生

学习兴趣下降，以义务或敷衍了事之态度进行学习，无法将所得之

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最后形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况，影响

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

因此，急需对传统教学模式与方法进行改革，以激发学生学

习课程的兴趣，提升教学质量。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远程教育多种教学模式相融合形

成的新型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学习能动性，又能发挥教

师对课程体系的引导性，对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升专业知识学

习的积极性，锻炼其专业学习能力与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

用。本文探讨了基于互联网资源的自主学习模式在《机械传动与控

制》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二、优化充实课程内容，改革课程内容设置

基于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

专业知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和训练创新性思维能

力，激发自主学习兴趣，前提是学生必须对学习内容感兴趣，才能

进行自主学习。

《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内容主要以概念原理为主，课程内容

较多，且重难点知识较多，学生对工作原理及过程的理解和掌握存

在一定难度。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否能够吸引学生，使学生带着兴趣

和对知识的渴望去学习，是驱动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首要关键。新

教学模式下教学改革首先须对常规课堂的教学内容和侧重点进行必

要调整，有所取舍。教学内容的组成除了课本知识与网络资源，以

下教学内容也可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内容 ：（1）工程实际生产

案例，例如工业机器人执行末端机电传动系统的方案，机床主轴机

电传动系统的原理等，作为课程章节内容的问题引入 ；（2）近年来

我校大学生参加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以及工科实验技能大赛的优秀作

品经过优选后也可作为教学案例，利用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生

动直观展示技术原理以及工作过程，分析其中用到的机电传动原理

与知识 ；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研究、讨论和深入分析的积极性，让学

生在实际课堂中就是“有备而来”，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三、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过程

基于优化后的课程教学内容及优质的教学素材与案例，如何

将其有效利用，并组织自主学习课堂教学过程，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是课程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1）问题引导 - 小组主题汇报形式的教学模式

将讨论式、启发式、问题引导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应用与

自主学习课堂的陈述性内容讲授环节，教学内容中的概念以及原理

性等陈述性为主的教学内容转变为疑问式、探讨式、研究式的问题

和主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课前课后主动寻找答案、获得知识，

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性与探究性的学习能力。

为此，针对每次授课内容，将授课内容以及授课形式进行合

理布置，在 2019 级机制班主要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提出问题 - 自

主学习 - 分组讨论 - 主题汇报 - 反馈评价，任课教师在每章内容

开始前，针对本章难点、重点知识点设置问题案例，为便于课后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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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课堂讨论的组织，以宿舍为单位，6 名同学作为一学习小组，

小组组长由各小组推荐。任课教师提出问题列表后，由各小组选择

自主学习的主题问题，课后经过查阅资料、搜集网络资源素材并进

行整理，以 PPT 主题汇报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任课教师根据主

题汇报的效果进行评判，作为期末平时成绩的重要参考标准与依据。

例如直流电动机的能耗制动、反馈制动以及反接制动的工作过程与

原理，在以往授课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此部分知识点难于理解和

掌握，且容易混淆，期末考试此部分知识点的考查，学生普遍得分

较低。本次针对 2019 级机制 1、2 班教学过程中，对此部分知识点

按照自主学习问题进行设置，由学生学习小组自主讨论学习，并进

行了课堂小组汇报，从反馈效果来看，各小组同学对此知识点有了

很熟悉的掌握，针对反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老师在课堂上及时进

行解答 , 并进行讲解补充。期末考试对此部分知识点的考查，平均

得分明显高于往届同学。自主学习课堂教学以体现学生为主体，学

生的自主学习与教师的讲解相互补充、相互结合，教师起到指导、

辅导与辅助的作用。

（2）以工程实际案例与师生科技创新项目案例内容作为课程

导入环节

以搜集到的优质工程实际案例作为课程内容的导入部分，将

课堂内容和实际生产中应用到机电传动工程案例相结合，利用仿真

动画以及视频资源，直观展示机电传动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工作过程，

例如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继电器以及接触器等电器、伺服电机等

的结构特点与工作原理，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掌握。

从案例中引出工程案例中应用到的课程知识，提出问题，组

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老师针对学生存在的疑问与不解之处，进行

有针对性讲解，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例如，利用仿真动

画演示卷扬机提升与下放重物过程中电动机的运动状态，介绍电动

机的的制动特性，启发学生思维，使学生能够在思考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维过程中掌握知识点。另外结合本学院老师在科研项目以及

指导学生课外科技创新作品中用到的工程实际问题，经过整理后，

更能吸引学生的目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参加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的参赛作品 - 仿生机械蜘蛛案例中包含的课程知识

点 ：包括电动机的选型与驱动系统的设计，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等

内容，邀请作品主要完成同学以报告的形式为学生们进行介绍，分

享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经验，从而激发大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项目

以及实践动手能力的热情，结合课程内容，整理作品所应用到的知

识点，进行分析，理论知识结合实践，学生对专业知识会有更加深

入的学习和掌握。

同时，鼓励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

以及课外科技创新训练与比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提升实践动手能力，积累科技创新经验。通过自主学习课堂

教学可为学生提供思考的源泉，使学生主动识别自己的学习目标，

实现从被动听课到主动学习这种转变，甚至延伸到课堂之外的创新

兴趣拓展，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积极参与到各级各类课外科技创新

训练中，使学生具有更广阔的自主学习发挥空间。

四、期末成绩考核评价方式优化与改革

以往课程考核评价机制比较单一，采用平时成绩占比 40% 和

期末成绩占比 60 构成，其中平时成绩的占比构成为考勤 40%+ 平

时作业 30%+ 实验 30%，缺乏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知识应用能力的考

核，更多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记忆与理解程度，并不能客观反映

学生真实学习水平，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部

分学生以考试及格为主要目的，在考前进行突击复习，而忽视了平

时的学习过程，此种考核方式同时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与锻

炼。新的课程评价体系引入动态过程评价机制，注重学生平时课

前、课中与课后的学习过程与效果评价，重点考察课堂讨论、自主

学习小组汇报、课堂互动、回答问题、小组讨论等多个环节。贯彻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考核成绩由课堂表现	

20%、小组汇报 10%、项目设计 10%、实验教学 10%、期末考试	

50% 等 5 个部分组成。多方面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考核评价

不仅有来自教师的评价，学生的互评和自评也加入其中，让学生多

面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教师课后以及学期末也需要对本学期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分析，

主要包括线上教学学生与督导反馈、教学质量、教学内容深度和广

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满意度等指标，以此促进课程教学

的不断完善。

五、结语

“机电传动与控制”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

业课程，是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具备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能力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设置的课程，对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与实

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课程传统教学模

式存在的问题，对课程现有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与实践，以提高学

生学习课程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与能力。通过学生评价反馈与期末评价结果分析，学生进行主

动学习的兴趣有了一定提升，对课程重要的知识点与难点问题有了

比较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一定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进一步增强，参与相关科技训练的兴趣与积极

性有了明显提升。

参考文献 ：

[1] 王灿，秦展田 . 新工科背景下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混合式

教学研究 [J]. 课程教学，2021，35 ：126-128。

[2] 魏宏静，周知进，黄彪 .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机电传动与

控制课程教学改革 [J]. 校园攻关。2022,(14) ：114-115。

[3] 廖高华，廖钱生，万盛斌 . 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方向“机

电传动控制”课程教学改革 [J].《装备制造技术》，2022.01 ：186-

188。

[4] 胡石 , 王旭升 . 应用于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三段式任

务驱动教学法研究 [J]. 河北农机，2020(09):89。

[5] 李俊敏 . 基于 OBE 理念的《机电传动控制》信息化教学研

究与实践 [J]. 装备制造技术 ,2020(07):204-206。

作者简介：李华（1981 －），男，宁夏平罗人，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机械工程控制方面的教学工作。Email:	shzdxlh@126.com

基金项目 ：岭南师范学院 2020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

目，岭南师范学院 2021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