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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思政建设，提出了实践引导、多维协同理念下的《自动控制原理》课

程思政建设。通过实践引导，强化学生对自动控制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通过多维协同，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思政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

水平。实践证明，该理念有助于提高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和效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自动化

专业人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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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guid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is proposed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of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Through practice guid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principles of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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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re strengthened, and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are cultivated.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various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ang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quality and moral level.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concep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
ity and eff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utomation professional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beauty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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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业革命的到来、新经济形态的变化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新挑战，也将促使高等教育的教

学理念、方式、学习模式发生重要变革。2020 年 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第 8 条指出“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技伦理的教育，

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1] [2]。《自动控制原理》等自动化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应用导向型，因此实践教学在培养学

生工程性思维和专业应用认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生产方式从机械化向数字化迈

进，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这个时代，近年来国家也在高等教育

部门大力推进面向“中国制造 2025”的“新工科计划”。如何培养具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专业背景的，“厚基础、强实践”且能面向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创新型、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当

前自动化类本科教育改革发展方向[3]。 
《自动控制原理》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基础学科，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动控制技术的应

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新工科计划”的核心课程，从根本上要求课程知识体系能够反映新技术、学

科的新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同时，通过融合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大学生具

有科学探索和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4]。在高校思政工作的价值引领下，作为培养本科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重要教学手段，实践学习及其内容体系是两者的结合点。通过融合实践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为培养具有高素质、高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提供有力

支持[5]。因此，本文旨在探索一种借助于开放性实验室平台，教师科研课题、学生学科竞赛、工程实践

等实际应用结合，控制领域科学发展历程和前沿应用协同引导的多维度、创新型的课程思政模式。实现

学生课程思政在时间、空间、能力和心理上的“零距离”，开阔视野，提高其解决科学问题和工程实际

问题的能力。 

2. 现状分析及存在问题 

课程思政教学平台建设是《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思政培养的核心工作，很多高校对《自动控制原理

课程》及相关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研究，如兰州理工大学针对从课程特点与定位、课程思政内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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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提炼等几个方面，开展课程思政的探讨，并进行了实施路径探索与实践研究[5]。浙江大学挖掘

了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思政元素，通过典型的教学案例分析，并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现了

“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的思政教学改革[6]。山东大学设计了四个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匹配的“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从控制理论发展、反馈控制原理、频率特性理论的形成、离散控制系统中研究课程思

政元素，最后通过课堂教学的检验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华北电力大学通过研究《自动控制原

理》中的思政育人元素，把思政教育内容融入专业知识教授，引导大学生深入思考，在专业学习中提高

思政素养[8]。上海理工大学研究将新型电动轮椅的速度控制系统作为分析对象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强化

课堂教学的思想引领，探讨了面向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生的思政教学改革与课程设计，激发学生们对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9]。 
上述研究在将思政元素融入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过程中，提高了教师对思政元素和自动控制原理课

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有效改进课程的教学效果，提升了学生的科学素养。但是上述的研究在主要

是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理论教学的过程中，《自动控制原理》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针对

本课程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缺乏深度的融合，导致学生难以将思政元素思想真正应用到实际中。制约

了“面向新兴产业”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无法满足课程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要求。因此，进一步研究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思政平台及内容体系建设，进行思政有效融合教学设计，对于提高教学效果，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课程思政改革内容 

3.1. 实践应用引导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以工程问题为导向，围绕教师目前的研究课题和方向，进行深入科研活动，对本学科内自己感兴趣

的专题或问题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复思考，从而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了实质性的锻炼。以教师

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为背景，从中抽取出关键问题作为研究目标，不仅培养了学生独立研究

问题的能力，还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通过这一过程，学生学会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深刻体会到了参与国家级项目的重要性，以及攻克重大课题的艰辛与成功后的喜悦。 
依托学科竞赛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挑战与解决困难的能力。竞赛题目具有一定的

难度和先进性，通过竞赛的引导，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也让他们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性，体

验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让他们对“学什么、为什么学、怎样学、怎样用”有了更为直观的理解。 
在专业课的讲授过程中，开放工程实验或实训室，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实践。在完成课程实验后，

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的实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这种“科

研训练 + 工程训练”的模式，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有利于将他们培养成为既有宽厚基础，

又有个性、有特色、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充分利用大学生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的特点，鼓励他们将实践成果用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撰写

高水平论文。这既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性，又激发了他们探索新知识的欲望。 

3.2. 前沿科技和科学家奋斗引导的课程思政建设 

在前沿科技和科学家奋斗引导的课程思政建设方面，通过讲述控制领域的科学家，如钱学森、谢绪

恺等投身科学的故事，增强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奋斗精神、勇攀科学高峰责任感和使

命感。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比如稳定性，系统观、动态性等，我们

可以将其适度引入专业学习中，使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和工作紧密相连。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26


苗爱敏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4226 377 创新教育研究 
 

课程相关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制造业、交通等众多行业，本课程相关的前沿科技、专业热点

问题较多，对学生吸引性较强。关注并讲授课程相关的前沿科技和热点问题，使得学生了解当前科技发

展，建立专业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中国制造 2025”是国家对于我国制造业的目标和期许，更易于培养学生从

专业发展和国家需求的高度思考专业问题，有助于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

性和应用价值，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使命感，为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

才奠定坚实基础。 

4. 实施方案和解决方法 

科研平台实践推广：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无人机和越障小车系统实物，深入进行实际控制系统的

分析和设计，从而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此过程中，巧妙地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相融合。例如，

通过讲解稳定裕度的概念，引导学生理解做任何事都应做好充分准备、留有余地，以达到游刃有余的境

界。同时，借助物料加热系统外扰及稳定问题的实例，让学生从工程实践中深刻体会“稳定性”的内涵。

此外，我们还利用三维动画仿真技术，直观展示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多因素综合作用，使学生深刻领会顾

全大局、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从而树立整体观、大局观和集体荣誉感。 
实验室平台思政深化：在自动化学院控制工程实验中，我们充分利用实验结果展示，深入分析系统

稳定性、动态性能、稳态误差之间的制约关系和矛盾关联。通过引导学生理解系统稳定与动态性能之间

的平衡，我们进一步启发他们在人生选择中应兼顾事业发展、国家需求以及家庭需求，深入思考幸福与

成功之间的关联。此外，我们还通过展示水箱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引导学生将基础知识与工程问题应

用相结合，培养他们的“具体–抽象–归纳–演绎”科学素养。 
前沿技术讲座：我们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将近年来航天发展、轨道交通、航空遥感等领域的先进科

技融入思政教育中。通过三维动画展示 DOF 姿态控制、轨道交通等控制系统过程，引导学生深刻体会“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认识到在工作中必须爱岗敬业、一丝不苟，才能高质量、创造性地完成工

作，减少错误产生。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政治素养，还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科学家奉献案例引导：将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精神相融合，通过逐步引导学生认识、领悟相关思政

要素的内涵。通过分享科学家的研究经历，启发他们学习成功的经验和优良品质，培养探索真知的能力。

在实践活动中，注重将基础知识与工作生活相联系，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集体观、大局观和正确的

选择观，深刻体会精益求精等优秀品格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讲述科学家的科学探索故

事，如谢绪恺教授在控制系统稳定性判据方面的贡献，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和对科学的崇尚，提升他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综上，本文主要是将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故事等运用技术讲座、专题嵌入式、启发式、案例穿插式

等方式有机融入理论教学中，具体实施如下图 1。 
通过上述实践运用，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谢绪恺教授为例，我们分享

了他的科研奋斗历程，强调了他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和对科学高峰的勇攀精神，从而激发了学生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同时，我们引导学生不惧权威，勇于思维创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和未知领域的探索。 
实践措施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明白了

只有爱岗敬业、一丝不苟，才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同时，这些活动也提升了学生将工程问题抽象为数

学表达、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这实践措施还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自信心。学生们对《自动控制原理》课程

中的专业知识关注度显著提高，对融入专业的思政育人要素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课程思政的引入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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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帮助他们建立了民族自豪感和专业自信心。同时，学

生们对专业课程中引入思政教育的方式表示赞赏，认为这种非说教式的教育方式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总

结让他们在关注专业发展的同时，自觉地进行个人价值观念的再塑造。 
 

 
Figure 1. Integration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图 1.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思政教育融合设计 

 
最后，实践措施还提升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课堂氛围效果。在专业知识讲授的同时，融入课程思

政，使得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学生反馈积极，课堂效果好。学生们表示，在思想政治课上学习的是宏观

的、系统的知识，而在专业课程中引入的思政教育则是从专业的角度引导他们正确看待身边发生的事情，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有效补充。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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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观。 

5.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开放式创新科研平台、工程训练和学科竞赛等协同引导的《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思政

建设，建立时空多维度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模式。通过案例穿插，将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精神巧妙

融合，通过科学家成功过程，启发学生意识到优秀品格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探索真知的

能力；通过讲解先进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科技发展历程，著名控制学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历程，我国相关现

代化成果，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工程问题抽象为数学表达，

理论上分析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准则，从而指导工程问题的解决这一过程，培养“具体–抽象–归纳

–演绎”的科学素养，做到“理论、工程”融会贯通，培养较强的工程问题理论分析能力。通过综合教

师科研平台、学生学科竞赛、工程实训共同协同引导的多维度、创新型实践教学模式，改变教师为中心

的实践教学模式，解决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的问题。最终，通过科普国家

前沿科技、著名科学家奋斗故事、国家政策引导宣传以及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合，开发服务实际应用的课

程思政平台，提升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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