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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建设电气类“自动控制原理”一流课程的要求，以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能力为目标，阐述了“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考核方式、实践教学内容

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过程。极大地改善原有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法呆板、实验教学内容

少、教学实验平台创新不足、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单一等诸多问题。不仅改善了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

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更提升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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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bin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inciple of Automatic Control” first-class curriculum, aiming at improving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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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actice of the cur-
riculum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test me-
thods, practice teaching content in the “Principle of Automatic Control” curriculum. This reform 
improved many problems in the original teaching process, such as in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less experimental content, lack of innovation in experiment platform, and single course assess-
ment method. This reform greatly improved the teaching effect, promoted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hanced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Keywords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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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随着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社会对新能源领域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培养具有能够解决各

类电能存储、运输、变换等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高水平人才，是国家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的高等教育从业者提出的时代需求。而电力电子技术在整个电能生产、输送和变换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这就促使着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科在诸如“自动控制原理”和“电力电子技术”等相关核心课

程的建设中，更加重视人才实际工程能力的培养[1] [2]。同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专业的建设要求

中，也着重强调解决本专业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由此看来，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为目标的电气类

专业核心课程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3]。 
“自动控制原理”是电气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它面向控制对象，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主要研究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基本理论及分析和设计方法[4]。这门课程涉及知识面广且内容抽象、理论性

强，课本中含有大量的数学公式推导及图表曲线，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和教学难度[5]。从这门课的教学

现状来看，学生普遍感到难学、乏味。在工程教育认证的背景下，如何在有限学时条件下把教学工作的

重点落实到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上，使学生既能掌握自动控制原理的基本内容，又能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本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成为授课教师普遍面对的问题[6]。因此，对“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教

学内容、课堂教学方法、考核评价方式及实践教学环节进行全面改革，是建设一流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

必由之路，也是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一环[7]。 

2. 目前课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主要问题 

自动控制原理作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科乃至电气类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在工程人才

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目前很多院校也在制定新版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时，都明确要求符合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通用标准和补充标准规范。但是对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规范不难发现，课程在

教学设计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不能适应建设“一流课程”、培养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人才的要求。 
在传统自动控制原理课程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包括：教学方法上基本上依旧是教师指定、学生跟从

的“被动参与学习”模式，学生学习兴趣的主观能动性难以调动和激发，授课效果一般；仍采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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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随堂测验”、“课后作业”、“课内实验”的传统模式，课程教学的内容大都是重复或罗列

以往的教学内容和理论知识，没有系统地把相关科研成果、应用实践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存在工程背景

不强、综合训练程度不够等问题；成绩考核主要采用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的单一计分方式，这种方式过于

强调学业的最终结果，即过于强调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和多少，忽视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考核和对学生

学习过程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素质的考查。 

2.2. 主要弊端 

按照传统的课程授课方式和课程设计进行教学，会为课程的授课效果及人才的培养带来诸多弊端，

包括使得学生实践能力无法得到提高，不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缺乏对学生灵活应用知识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对专业知识理解不透彻，只会死记硬背，缺乏综合学习能力(包括发现知识、

理解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试题答案唯一，只有对、错区分，缺乏创造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和考核；使得学生只注重“考试结果”，不注重“学习过程”，表现为考前突击备考，难

以消化吸收所学知识。 
一流的课堂教学要有具体、可行的教学目标以及实现其目标的方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明确要

求，学生在工程知识方面，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运用于工程实践中，通过研

究与分析建立物理、数学模型，用于解决相关领域的复杂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为目标基点，研究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加强其实践动手能力，实现进探究式学

习和接受式学习相互渗透，最终探索出强化一流电气类专业核心课程工程应用能力的实践之路。 

3. 课程改革设计与建设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涵盖的知识内容多、难度大、理论性强，随着新问题、新技术的不断出现，

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本节将讨论从课程课堂教学内容改革、课堂教学手段的

改革两方面进行讨论。 

3.1. 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自动控制原理的授课应当紧跟本专业及学科前沿的发展方向。自动控制原理是电气类专业应用型较

强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授课老师应结合电气类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结合自动控制原理课程

的知识点，进行有效关联，即教学内容应主动吸收学科技术前沿知识，将这些新内容及时增加到教学中，

引导学生了解自动控制原理及其应用的发展动态，扩大知识面，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可以使学

生对实际复杂工程问题有更为直观的理解，为电气专业达成毕业要求奠定基础。 
教学内容应动态进行优化。教学内容的优化涉及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补

充标准以及学校电气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对知识、能力、工程和素质的要求，制定教学内容。开展以时域

模型和频域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电路、力学等物理模型重点讲述控制系统的数理分析方法。 
为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应着重增加实践训练内容。“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具有较强

的应用性，可以将学生理论能力与实践能力相结合作为教学培养的重点。通过针对性的训练，将理论教

学内容进一步延伸，使学生完成从理论指导实践、再从实践验证理论的飞跃，使之具有适应行业、社会

发展的能力以及对终身学习的正确认识。 

3.2. 课堂教学手段改革 

实施教学过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学习。“学”是学习过程的内因，“教”是促进学生学习

过程的外因，因此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为增强教学效果，教师在授课时要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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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动学习。目前，大部分工科院校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很难实现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的互动，极大地妨

碍了学生的主动学习性，教学效果不好。 
充分利用各种课堂辅助教学手段。针对“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内容中图解方法比较多的特点，

采用计算机动画演示和计算机仿真演示等辅助教学手段，这样既可以节省绘图时间，使学生在有限的课

堂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量，又可以更多关注图解法内涵，让整个图解过程更加直观。学生还可充分利

用“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网络教学平台，课程组的教师会及时补充、更新教学资源，供学生在课余时

间上网查阅，学生还可以借助平台与教师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手段，保障了学生可以有效利用课下时间，

也便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近况。 
充分利用“自学 + 讨论”式教学方法。教师在保证教学内容完整性的基础上，精选一部分难度适中

的内容留给学生自学，然后开展课堂讨论，教师做现场答疑，答疑过程可力求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例

如在讲授串联校正内容时，可以将滞后-超前校正留给学生去思考，然后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讨论。实践证

明，“自学 + 讨论”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学生的依赖性，培养自学能力，增加学习信心，提高学

习兴趣。 
增加案例式教学环节，使学生增加对复杂工程问题的接触，进而深入理解复杂工程问题的内涵。例

如：用典型二阶振荡系统数学模型，深入分析阻尼系统的运动规律，充分分析书序模型中各参量在系统

控制的暂态过程中所起作用，以指导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理解自动控制原理的精髓。 

4. 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 

实践教学环节不同于普通的课堂教学，是学生接触复杂工程问题的最好渠道，精心设计的实践教学

内容的加血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地接触复杂工程问题的概念，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复杂工程问题的内

涵，从而能够在遇到复杂工程问题时，有能力提出解决的方案和方法。同时在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时

间教学环节又是必不可少的，是课堂教学环节的重要补充和试炼机会，对理解和巩固理论知识有重要作

用，能强化学生工程技能训练，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在作业、大作业中增加综合应用类题目。综合应用类课题包括校正环节设计的大作业、小论文(报告)

的写作与答辩等考核方式。要求每名学生从这几个方面任选其一，也可以以 3~5 人自由组成小组完成。

所完成的内容需使用自动控制原理知识解决电气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电气工程实际问题，并阐述原理、发

表见解、提出设想。利用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分享彼此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和经验，可以加强学生

灵活应用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可以提高学生组织、协调、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自我学习能力，还能扩展学生知识面、弥补课堂实践教学不足。 
开展仿真实验教学。计算机仿真是使用计算机对模型进行研究，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等特点。自

动控制原理课程主要使用 Matlab 仿真软件，具有方便、简单、调节容易、可视性好的优点。在学习完相

关课程内容后，可布置相应的仿真习题，学生通过在计算机上自行完成仿真实验练习，将加深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 

5. 考核方式改革 

“自动控制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核心课，课堂教学中一直面临如何解决理论与

电气专业复杂工程问题相联系的问题，课程考核中也一直没有很好地方法解决此问题：如何既能考查基

本理论的掌握，又兼顾理论与工程实际应用的结合，同时考查学生逻辑思维的准确性和创造性思维以及

创新意识。本项研究对考核方式拟进行如下改革：1) 考核成绩的构成：总成绩为 100%，包括试卷成绩(满
分 100 分)占 60%，课堂学习表现成绩占 10%，实验成绩占 10%，平时作业成绩占 10%，大作业成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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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平时成绩由课堂回答问题情况、随堂测验情况、课堂讨论中表现情况等综合给出。3) 大作业成

绩采用现场答辩方式确定。4) 期末考试为闭卷笔试方式。 

6. 结语 

本文阐述了“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在课程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手段、考试考核方式以及实践教学环

节方面的改革与实践，课程改革达到了改善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对自动控制原理及其相关课程学习

兴趣的效果，在提升学生解决电气工程尤其是电力电子领域内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成效，

同时，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提高了年轻教师和实验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丰富了课堂和实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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