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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双一流”创建的趋势和要求，考虑到控制类基础课程作为解决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传统工科以及

人工智能等新工科前沿学术问题的理论基础，对其进行课程改革与实践对进一步完善研究生课程体系结

构、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支撑学校“一流学科”创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安徽理工大学控制

类基础课程改革与实践建设为例，浅析控制类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实践的具体方向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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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rend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rea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the curricu-
lum reform and practice of basic control cours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the frontier 
academic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such as contro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new 
engineering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training, perfecting the graduate curriculum system and creating “first-class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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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take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ol basic course in Anhui Univer-
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direction and measures of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control basi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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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

了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自从 2016 年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

导意见》以来，全国各个高校全面积极务实推进，呈现出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的

良好态势 [1]。安徽理工大学作为具有地矿特色的区域高水平大学，也提出了建设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和

创建“双一流”高校的宏伟目标。 
控制类基础课程不仅是从事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学术问题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也是

处理很多传统工科以及新工科等多学科交叉学术问题的专业核心基础课程，对学习新老工科专业、从事

工程技术及前沿学术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其传统优势二级学科(如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导

航制导与控制、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等)以及新兴热门交叉学科(如人工智能、智

能科学与技术、机器人科学与工程等)的基础或核心理论课程 [2]  [3]  [4]。对控制类基础课程进行课程改革

与实践对进一步完善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培养体系、改善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支撑安徽

理工大学创建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控制类基础课程急需进行改革的背景与原因 

2.1. 新时代下控制类基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应当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以培养面

向新时代的未来专业人才为目标导向，注重提升研究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综合设计创新能力。控

制类基础课程应适应新时代的具体要求，适当巧妙地融入思政方面的教学内容，不仅要实现理论知识传

授和科研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而且要充分发挥立德树人和思政育人的教育本质。践行“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的研究生培养方针，培养研究生爱国、敬业、奉献、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专

业及职业角度培养研究生遵纪守法、不偷工减料、对工作负责的职业道德，专业、严谨、虚心认真的职

业态度，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职业精神；从思想上激发研究生学习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内在动力，培养

研究生解决实际工程或理论问题和自主终生学习的素养及能力。 

2.2. “互联网 + 教学”给控制类基础课程改革带来机遇 

最近几年，“互联网+”模式迅猛发展，切切实实有效地改善了信息时代的日常社会生活，尤其是“移

动互联网+”模式的跨越式发展。“慕课”、“微课”、“线上教学”等“互联网 + 教学”模式是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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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影响下成为了比较流行且实用的新型教学模式，虽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网络拥

挤卡顿或掉线、网络资源建设工作烦琐等问题，但一经推出就受到很多学生或学习者的欢迎，非常值得

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工作者们深思和借鉴。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学习方式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研究生学

习的自主选择性，并且可以回看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作为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教学/科研一线教育工作

者，应该与时俱进，吸取这些教学模式的优点，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手机，利用网上和自身 MOOC 资源，

讲授好控制类基础课程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3. 新时代研究生的特点需要控制类基础课程进行改革 

新时代研究生基本上全部都是“00 后”，他们被打趣地称作为“网生代”、“手机族”等，他们追

求民主、自由、公平、个性、时尚，这些都给新时代的控制类基础教学带来了严峻挑战。对于新时代的

控制类基础教学来说，应根据新时代研究生的特点，开发和利用现有的符合新时代研究生身心需求的自

主移动学习 APP，为提升或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素养提供可靠有效的自学、自练、自测学习平

台。 

2.4. 新兴产业对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人工智能、集成芯片、新能源、机器人等作为新兴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势必会催生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带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其中，智能基

础设施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计算能力支撑，其范围包括仿生优化计算控制系统、智能传感器、智能芯片、

智能控制算法框架等，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与

集成芯片等发展浪潮下的控制类基础教学来说，应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与集成芯片等产业发

展的理论及技术需求，适当改革控制类基础的教学内容、模式、手段及体系等，进而适应和助推人工智

能、机器人、新能源与集成芯片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3. 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方向和措施 

3.1. 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控制类基础课程应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其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思政方面的教学

元素 [5]，不仅要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而且要充分发挥思想育人、立德树人的

教育本质。深入挖掘符合或适配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的思政元素，比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发

展新能源汽车是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

方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国承诺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等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强调新能源(风能、太阳能与聚变能等清洁能源发电)的重要意义，通过

列举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大国工程中的先驱钱学森老前辈撰写的《工程控制论》，让同学们对祖国

的强大和科学家的智慧感到无比自豪和敬佩，促使研究生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树立成为一名科学家

或工程师的远大理想；从科学、专业的知识体系中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大国工程和大国工匠

中让研究生认识到控制系统设计的重要性，从而培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担当的职业素颜或道德，

开拓创新与求真务实的职业态度。 

3.2. 构建符合研究生心理特点的控制类基础课程网络学习资源 

心理学家指出：学生的注意力一般只能维持 5~7 分钟的高度集中，在这较短期间内投入学习，学生

的感觉往往是最快乐的，学习力、创造力也处于最佳状态。控制理论课程很多公式的推导对研究生后期

的正确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将以往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制作成微视频，便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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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对着视频反复观看并思考领会。同时，控制理论课程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也是要通过一定数量的习

题来完成的。因此，精选一些典型习题，利用一些成熟的录屏软件，将题目详细的讲解和归纳总结的内

容制作成微视频，在互联网上分享或在线学习平台上分享，很有必要。这种立体而生动的视频，再加上

互联网查阅资料的方便快捷性，可以充分利用研究生的碎片化时间，让研究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极大

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 

3.3. 利用“学习通”等在线学习平台提高研究生学习积极性 

教育专家认为，网络游戏的吸引力原则值得学习。游戏参与者之所以被游戏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他们享受在游戏中克服一个又一个关卡时及时获得反馈的乐趣。利用年轻研究生的这种及时反馈的

获得感和愉悦感，根据控制类基础理论课程特点，在线上学习资源中合理安排抢答、众答、练习、测验

和互评等小环节，能让研究生获得对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及时反馈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进而可以激发研究

生的课堂参与感和互动感。同时，软件 APP 可以方便地实现手势或扫码签到、点人答题等，还可以自动

生成研究生知识掌握情况的统计结果，便于教师分析研究生学习情况和动态调整教学方案。当然，研究

生课堂上的这些反馈信息，也为教师给出研究生平时成绩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3.4. 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搭建控制类基础课程交流学习互动平台 

QQ、微信等现代通讯工具集文字、语音、视频等数据存储及传输等众多功能，使用便捷、传播高效，

为师生之间的课后交流、答疑互动、控制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资料(如教学课件、习题及其参考答案等)
传递等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现代化的控制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应该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现代通讯工具，

搭建有效的师生沟通互动平台，使教师不仅可以及时有效地与研究生分享相关教学资料，还可以及时有

效地了解研究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解答疑问和疑惑，从而改变“老师在课堂上独角戏，课中课后

师生缺乏互动”的传统教学模式。 

3.5. 利用现代模拟仿真软件辅助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 

MATLAB 中 SIMULINK 工具箱作为目前广泛使用功能强大的控制系统模拟仿真设计工具，其能让

学生们或学习者们形象生动地了解控制系统系统建模、设计及分析的过程和内在原理，深刻地理解控制

系统建模、设计及分析中的一些参数对被控系统整体或单个性能影响的内在机理，形象而生动地感受控

制系统参数或电源参数变化对控制系统中性能变化的作用，加深学生对控制系统建模、设计及分析整个

过程的理解。将控制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与 MULTISIM、MATLAB 等现代模拟仿真软件应用相结合，不

仅有助于学生对控制类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还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学生们进一步求知的欲望。 

4. 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效果 

本文所提教学改革措施在安徽理工大学控制工程专业 2022 级研究生教学中首次实践。通过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学生将自主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打破了学习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充分调动了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参与线上线下课程学习的主动性显著增强，课堂参与度明显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和

专业素养得到提升，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课程教学适当合理引入思政元素，学生对学科的认同度显

著增加，培养了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和各种志愿者活动，社会责任感有所提升，实现了

教学与育人的同向同行，有机统一。控制工程专业 2021 级研究生《系统辨识与建模》课程采用常规的教

学模式进行授课，而 2022 级研究生《系统辨识与建模》课程采用新的教学模式进行授课。2022 级研究

生《系统辨识与建模》课程的综合成绩明显得到了提高。通过对比，本文所提教学改革模式的效果明显

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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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针对在新时代、新工科及“双一流”创建背景下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突出控制类基础课程教学

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力求提供一些科学且有效的教学改革方案或措施，旨在改善或提高控制科学与工

程及其相关学科专业型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控制类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永远在路上，仍

然需要我们一线教师、教学辅助管理者与学生们献言献策、戮力前行，持续不断凝练与建设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的内容、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探索与实践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与专

业化人才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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