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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控制工程基础》是全国各高等院校机械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这门课具有理论性强、内容抽象、

概念繁杂等特点。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许多学生对这门课学习兴趣低，不能深入地理解课程知识，无法

系统地建立知识框架。针对这门课的特点和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混合教学模式《控制工程

基础》下层次化教学，对于基础夯实和选择继续深造的同学，注重理论混合培养模式；对于基础薄弱和

选择就业的同学，向应用型方向发展，结合案例教学和MATLAB软件进行虚拟仿真教学等措施，来激发

不同方向的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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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amental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is a basic course required for all mechanical majo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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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This course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theoreticality, 
abstract content and complicated concept. Und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many students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is course. They can’t understand the course knowledge deeply and estab-
lish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urse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e propose a mixed teaching mode “Fundamental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with hierarchical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solid foundation and those who choose to 
pursue further study,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focuses on theory. For students with weak founda-
tion and those who choose to pursue employment, they should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applica-
tion, and carry out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by combining case and MATLAB software. The pur-
pose of this approach is to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this course. 

 
Keywords 
Mixed Teaching Mode, Fundamental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Hierarchical Teaching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控制工程基础》是全国各高等院校机械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它培养学生运用“经典控制理

论”的理论知识，解决和分析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这门课具有理论性强、内容抽象、概念繁杂等特点。

这对于许多基础薄弱的同学，采用传统的大班上课，注重理论公式的推导，会降低他们学习的兴趣，老

师上课也上得特别辛苦。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就业方向的学生，这门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选择继续

深造的同学，则要注重理论知识的推导和深化，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理论基础；而选择找工作的同学，

应注重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提升，为将来的就业创造条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许多高校学者针对这

门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探索。例如：孙书蕾，赵立慧强调在教学中提高习题讲解所占据的比重，尽

量深入浅出地讲解晦涩的知识点，并且避开难以理解的知识，讲解重点难点时及时分析教学反馈，尽量

使课堂上的时间不虚度[1]。孙玲，李一辰采用了案例式教学 + 启发式教学 + 分组讨论 + 虚拟仿真教学相

结合的混合教学方法[2]。高名旺，刘强等加强学生知识内化过程管理，有效促进学生知识内化吸收[3]。 
分层次教学是指对不同基础、就业方向、兴趣的同学，进行不同的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理解能力和

兴趣的提升，促进不同层次的学生对这门课的理解和掌握。针对以上背景，混合教学模式下《控制工程

基础》层次化教学尤为重要。 

2. 教学目标 

将不同基础和不同兴趣、不同就业方向的学生进行分层次教学，按照学生意愿进行分班，对于基础

夯实和想继续深造的同学继续向理论研究方向发展，对于基础薄弱和想就业的同学向应用型方向发展。

培养不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的积极性。对于理论研究方

向的同学，采用精细化教学 + 案例分析的混合教学模式，而对于应用型方向的学生，采用案例式教学 +
启发式教学 + 虚拟仿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方法。 

3. 教学思路 

在进行《控制工程基础》授课前，先让选择这门课的同学先进行网上选课，将课程设置为两个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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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培养班和应用培养班。学生可根据目前的知识基础、就业方向、兴趣等选择适合自己的班级，实现

层次化教学。 

3.1. 理论培养班的混合教学模式 

针对理论培养班的同学，注重《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理论知识的推导和深入讲解。让学生严格按

照课前预习，上课内化吸收，课后巩固的思路去掌握理论知识和建立知识框架。 

3.1.1. 课前知识点精细划分，借助网络资源进行预习 
在上课前，授课老师需要将下节课所涉及到的知识点发送到班级群里，让同学们预习，这样在上课

推导公式时，学生可以跟上老师的上课思路。一方面需要授课老师对每章的知识点进行精细化划分，另

一方面需要学生对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所学过的知识点进行巩固复习。除此之外，网络和数字化视频资

源的发展，在慕课、超星等学习网站也有大量的学习资源可供学生去预习，通过对知识点的预习，结合

网上资源的学习，学生们在上课时就易于掌握，可供老师分配讲案例时间也会增多。因此授课老师可以

发散和拓展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多一些，学生受益也会更多。老师将知识点精细划分后，依托网络让学生

了解到下节课需要学习哪些内容，在每个知识点后面可以附带一些知识点的具体介绍，或者书籍多少页

至多少页，哪些内容需要重点预习，网络上有哪些不错的相关资源，通过预习后应该掌握哪些基础知识，

能够完成那些基础题目，可以解决那些简单问题，老师最好形成一份讲义。学生根据这份讲义对涉及到

的理论知识进行预习，观看相关视频，阅读专业书籍，练习讲义后面的习题，并对简单问题进行回答。

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双向，只有这样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才会带着问题去思考，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会明

确哪些问题是学生最需要解决的。解决完这些问题，学生思路会变得清晰，也会有更多的成就感。让学

生单纯带着脑袋来听课，随着内容的深入，学生完全会顺着老师的思路或者在听的过程中昏昏欲睡，全

然没有兴趣。 

3.1.2. 注重理论公式推导，结合实验促进知识内化吸收 
上课内化吸收，需要授课老师和学生双方投入，老师应该加大与课程有关的经典案例在课堂中的展

现，注重公式逐步地推导和演练，学生应把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到黑板和老师身上。老师可以在课上对以

前所学过的知识点进行提问，这样学生可以有效地把注意力转移到黑板身上，避免长期思考所带来的注

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课堂知识点的认真掌握，对知识理解尤为重要。《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涉及的数

学运算比较复杂，通过逐步地推导公式，培养学生严谨的求学态度和专业基础。同时这种严谨的治学态

度也会影响学生在面对困难时的信心和态度。对于理论培养班的同学，还可以做一些围绕《控制工程基

础》知识点相关的实验，建立相关的实验平台，结合基础知识，深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验既可

以加深知识印象、提高动手能力，也对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锻炼有所帮助。也可以适当地让学生做一些课

堂测试，先讲解一遍，讲解后给学生做个测试，让他们自己推导一遍，从而了解学生在推导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老师了解到问题后，先向学生提问，问他们在推导的过程中，哪儿感觉还是不明白，需要重

点解决。然后再带着学生讲一遍推导过程，将疑惑和问题在课堂中解决。良好的互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通过让学生参与到问题的发言过程中，学生们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毕竟把自己的观点清晰地

表达出来也是成为科研工作者的非常重要的。实验环节的设立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理论部

分的重要性，使学生留在脑海的印象更加深刻。 

3.1.3. 复习经典例题和课堂内容，建立知识框架体系 
课后巩固，老师要引导学生做一些经典例题，而且要对上课的公式进行自己推导，对课上讲过的案

例认真复习，加深知识的掌握程度，在每章结束后，进行思维导图式的总结并且在所有课程结束后，把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83


朱春霞 等 
 

 

DOI: 10.12677/ae.2022.124183 1175 教育进展 
 

所有知识点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建立这门课的知识体系，进而拓展这门课的知识深度。上课知识点的吸

收即使再有效，也离不开课后对知识的巩固。课后时间的充分利用，是促进学生思维发散和知识内化的

重要途径。大学注重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课后时间的充分利用是实现自学能力和解决

问题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老师给予适当性的方法指导和答疑，有助于解决学生学习时的疑惑和问题。

课后学习是回顾所学内容的关键，只有坚持对所学内容进行认真复习，才有可能形成理论框架，鼓励学

生不要觉得麻烦，尝试抓住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对知识点更加清晰，形成理论框架，

从而能够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老师需要做的是强调这种方法和观念，学生需要做的是把这种方法和

理念贯穿在课后的复习巩固中，只有反复练习，才能够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和缺点。 
面对课时有限的问题，采用知识点精细化划分课前预习的思路，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可以

和相关的企业合作，将知识点的细化工作做充分，这虽然是一份繁杂且耗时的工作，但对于学生理解知

识极为重要。大学注重学生自学的能力，而通过精细化知识点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自学能力的自信心，上

好一门课也会使学生受益良多。除此之外，也将与《控制工程基础》相关的当下案例积极与课堂相结合，

注重这门课的作用和意义，案例帮助学生明白这门课是在讲述哪些知识，学习这门课会对今后学习其他

课程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每章涉及到的知识点在当下社会有哪些重要作用，这会促进学生对这门课的学

习兴趣。 

3.2. 应用培养班的混合教学模式 

针对应用培养班的同学，注重《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向应用方向发展，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

问题的能力。采用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方法。 

3.2.1. 依托控制工程基础，借助 MATLAB 实现虚拟仿真 
MATLAB 可以解决控制系统中复杂的数学运算与处理，控制理论中涉及的系统数学模型、模型之间

的转换、控制系统的分析与校正等教学内容都可在 MATLAB 中实现。在课堂教学中，将 MATLAB 融入

到例题与实验讲解中，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有助于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4]。在学

习这门课时，让学生预先学习 MTLAB 基础操作，老师在上课时再用此软件进行实际操作，就会容易的

多。避免课程难而软件又不熟悉，加深学生的学习压力。如果学生不预习而直接上课，上课的效果会大

打折扣，失去本来追寻的意义和效果。另外一门软件的学习到精通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并且经常练习才

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学习一门软件应该有重点，授课老师强调哪些内容需要着重预习。在学习 
MATLAB 软件时，除掌握基础操作，仅学习与《控制工程基础》有关的内容即可。随着与软件有关的网

络视频资源的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学生在挑选资源方面会花费大量时间，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选择适合学

生的资源和参考依据，这样学生在上课时，通过这一部分老师的讲解，课后自己再去练习，会对预习的

内容产生更深入地理解，上课学习《控制工程基础》也会轻松的多。避免上课软件和知识点交叉在一起

学习更难。如何让学生自主预习，这就需要上课前对每个学生进行检测，检测和鼓励至少能让他们投入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3.2.2. 深化企业合作，借助行业案例激发学生兴趣和热情 
其次，针对向应用型发展的学生，上课应该特别注重案例的作用，这些案例也应该具有新颖性和专

业性。在做这些案例时应该与企业合作，针对行业中与《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相关的案例，促进学生

对行业前沿知识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对于选择就业的学生来讲，行业的发展与课程的

结合，这种教学模式会改善他们的厌学情绪，提高上课的互动效果，进而提高上学质量。也可以采取和

企业共建实验室，通过校企合作促进学生向应用型方向发展。理论和实际相互结合，会让学生明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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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求什么，应该掌握哪些基础知识，有目标的学习会让学生学习的更加认真和积极。老师也可以带领

学生去参观相关的企业，用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增加学生的兴趣。企业也可以向学生们布置一些任务，让

他们用学到的内容来解决问题，以目标为导向，促进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 

3.2.3. 注重启发式学习，拓展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对于向应用型发展的学生，也可以开展启发式教学。现在大学生身边用以学习的网络资源丰

富，可以开展启发式教学。例如，《控制工程基础》内容包括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系统数学模型、时

态瞬态响应模型、频率特性分析、系统稳定性、系统误差分析、控制系统的综合与校正等[5]。结合每一

章的基础知识，老师可以布置一篇小论文，让学生去图书馆搜集文献资料，同时针对不同的课题去提高

学生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让他们针对某个知识点的理解情况和想法进行课堂汇报。这种

教学方式与以往的教学方式相比，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思维培养。而这种教学培养方式需要老师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每个学生的论文作业查阅和评价，这需要一个教学团队来优化和负责这份工作。

学生在进入企业后，最需要提升的一个能力就是如何解决问题，现在让他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他们的

就业很有意义。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对自己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考，不仅适用于这门课，也适用于其他

课程和解决问题。 

4. 结论 

通过混合教学模式下《控制工程基础》层次化教学，对于不同就业方向和基础水平的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兴趣得到提高，授课质量和学生理解程度得到大幅度提升，这门课的授课老师在有限的课时情

况下，可以更好地向学生讲解这门课，提高理论实验班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对学生的继续深造打下坚

实的基础；提高了应用培养班同学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对学生进入工作岗位铺垫了方向和思路。

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培养者以及陪伴者，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既提高了学生学习《控制工程基础》

这门课的热情，也为广大从事本课程的教育者在讲解《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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