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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工程项目在数控技术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梁宏斌 

（辽宁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摘要：社会对本科人才的需求从研究生人才转变为综合应用型人才，针
对数控技术传统教学方法上所存在的不足，利用工程项目的方式对课程
教学方法手段进行改革。主要从改革教学内容，制定详细的项目方案，
组织学生协作完成项目内容，改进考核方法这四个方面进行实施。通过
此次工程项目改革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与学生的动手能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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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控技术在本科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数控技术课程专业性

强，理论知识抽象，对如何应用所学的数控技术解决实际生产、
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学生学习积极性亟待提高。所以如
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并带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数控技术课程
教学改革的重点，把课程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
来，将工程项目应用于数控技术课程的教学当中，充分发掘学生
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提高教学
质量，提高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与综合能力，满足社会对综合型本科人才的需求。 

二、工程项目的分类及特点 
工程项目与传统课堂教学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传统教学

以专业教师单向授课为主，而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分为两种大
的方式。第一种是完全项目教学，这种实施方式也称大项目实践
教学。以校企合作为基础，按照企业对产品的需求把课堂内容进
行重组与调整，教学内容划分成一个又一个项目进行，完全项目
教学的特点是，这种实施方式涉及知识面较广，学生在完成项目
的过程中，需全面掌握课程内容与构建相关的专业知识，实践周
期较长，实施难度较大。第二种是部分工程项目，这种实施方式
也称为小项目实践教学，基于某一单门课程对原有的教学内容进
行部分重组与设计，对部分课程内容作为项目进行设计，改变传
统教学方法，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专业教师只是作为引导，部
分内容仍以专业教师授课的形式，以两种学习方式互相结合，注
重实践与理论结合，共同完成本门课程内容的学习。这种实施方
式的特点为实施周期相对较短，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部分工
程项目更加注重团队协作能力与实践性。数控技术课程采用部分
工程项目改革，对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与选择，对重点
知识模块进行项目设计，本次教学改革的目标有以下四个： 

1.充分将实践操作应用于课程教学当中，在实践中更加透彻
地理解理论知识。2.提高学生的课程参与度，提升学生的课堂兴
趣与创造能力。3.注重培养学生对电路的设计能力、调试能力。
4.有明确的评价考核标准，在考核因素里注重过程评价。 

三、工程项目在数控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一）优化教学内容 
在传统的数控技术的课程教学当中，教学体系包括教学大

纲、教学内容、实验等方面。进行数控技术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是
为满足社会对综合型本科人才的需求以及实现电气类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的需要，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求与以前所学过的课
程以及后续课程做好合理的衔接。在教学内容上做到不重复不脱
节。在改革过程中，教学内容分为器件、变流方式、控制、应用
四大块。在教学重点的选取上，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1）加大对半控器件二极管与全控器件的讲解，重点分析
其工作原理与基本特性，为后续变流电路的讲解奠定理论基础，
并且为在电路设计中如何进行正确的器件选型奠定基础。 

（2）对四大变流方式部分的学时进行压缩，加长对控制与
应用部分的讲解学时，详细介绍脉宽调制技术，使学生了解该技
术对电力电子电路性能如何进行改善，以及其对数控技术的发展
产生哪些影响，且重点介绍变频器、交流调速系统以及功率因素
校正技术等在当前电网运行中如何应用，确保能紧密围绕新工科
“技术型”的培养目标完成教学任务，且与目前智能电网的发展
进行联系。 

（二）协作完成项目内容 
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 
（1）学生组建团队 
将整个班级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划分，小组具体人数根据班级

总人数进行调整，组建 7-10 人的小组团队，在小组中，选出小

组长并给各成员分配任务，根据各自任务的不同，分别完成对应
的项目内容，成员之间任务可以互换，对于项目中出现的问题，
自行查阅资料，以小组形式进行研讨，研讨过程做好相关记录，
在讨论中解决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2）设计与完成项目内容 
在每个项目对应的课程内容模块学习结束之后，下发项目任

务，在学生了解项目的开发流程和设计过程以后，列出所需的电
力电子电路元器件并确定型号，绘制出所需搭建的具体电路，作
出详细的项目方案。利用 MATLAB 等仿真软件对所设计的电路
进行调试仿真，修改各器件参数以获得最佳的输出效果，在仿真
中优化电力电子器件的选型，然后根据最终优化设计好的电路在
实验室平台制作实物调试电路，对设计和优化后的最终电路的每
个模块进行焊接，最后，对实际电路的性能进行测试，观测实验
数据与输出波形，检测所设计的电路是否满足项目要求与目标。
对于数控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这一项目，按照需要收集整理
资料，以小组为单位，随机抽取小组中任意成员以 PPT 的形式
展示所收集的资料，并详细讲解数控技术在当前电网中的应用，
以及对电力系统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 

（3）结题验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实时记录，每一个项目设计的电路所

选择的电力电子器件型号、选型的依据、主电路的电路结构、工
作原理、数量关系、所能实现的功能做好总结，提交阶段性报告，
在电路性能调试完毕之后，整理项目资料，完成结题报告准备项
目验收。在数控技术工程项目改革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放弃单
一的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单向教学的方式，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对重点知识进行详细讲授，并对知识模块进行划分，确定项目
内容，引导学生自行完成项目。在完成过程中，教师只是起到引
导作用，学生需亲自动手设计电路、焊接电路并测试电路的性能，
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更透彻地理解课堂知识，以及书本知识在实
际工程中的应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以
及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三）考核与成绩评定 
在数控技术工程项目改革过程中，考核方式也有相应的改

变。在数控技术工程项目改革中，更加注重过程考核，学生的总
体成绩，由课程成绩、项目评定成绩、实验成绩三部分组成，其
中课程成绩为考勤、作业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项目成绩的评定
方法为：每一个项目完成之后，进行项目答辩，以小组为单位，
随意抽取小组中的任意成员自行讲解各个电路的结构组成、各元
器件的选型依据、工作原理、输出波形与数量关系，根据每位同
学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完成质量，以及成员之间自评与互评来
进行评定打分，以这三个方面为依据给出相应分数作为该项目最
终得分。实验成绩评定方式与传统方式一致，由实验考勤、实验
表现、实验报告成绩三部分构成。 

四、总结 
数控技术作为电气专业一门承上启下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对

此课程进行工程项目改革有非常大的意义。 
（1）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行在

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实践动手操作能力与理
解能力，逐步加强学生电力电子电路的设计与调试能力，增强对
理论知识的掌握度，提升教学质量。 

（2）改变教学手段与方式，以现代化教学的新理念、新方
式运用于本科教学当中，在教学过程当中，改变传统的教师单向
讲授知识的方式，以项目设计为主线，优化调整教学内容，划分
知识模块制定项目任务，学生协作完成项目内容，改变传统的考
核方式，注重过程评价，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综合
能力的学生为指导思想，满足社会对综合性本科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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