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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化在工业领域的不断发展，控制技术作为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主要技术，是实现中

国智造和工业4.0的关键技术储备。《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是机械工程专业本科生学习控制相关技术的专

业基础课程，该课程是对控制工程相关的基本概念的基本介绍和讲解，未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对于本

科生来说，掌握基本的控制技术相关的概念，学会建立控制系统的状态方程，对于今后在机械工程领域

中所遇到的简单的控制相关技术问题能够进行解决是课程的教学目标。但是目前来看，机械工程专业的

学生们对《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重视程度不够，原因在于：一方面学生不能直观的感受到该科目所带

来的价值，仅仅以为是一门基础选修课，不重视；另一方面是老师上课枯燥，理论性较强，学生对一些

概念很难理解，不是一门通俗易懂的科目；最后是学生们在课后和课外的练习不够，而且没有一些与课

程相对接的实验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如何去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解决教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

题，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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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control 
technology, as the main technology to realiz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is the key technology 
reserve to realize Chin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y 4.0. Th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 learn control related technologies. This course is a basic introduction and explana-
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related to control engineering without in-depth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For undergraduates, the teaching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related to con-
trol technology, learn to establish the state equation of control system, and solve the simple con-
trol related techn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the future.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o not pay enough atten-
tion to th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the students cannot intuitively feel the value brought by the subject, just think it is a basic 
elective course and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it; on the other hand, teachers are boring and theoreti-
cal in class, and students a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me concepts, which is not an easy to under-
stand subject; finally, the students do not practice enough after class and after class, and there are 
no experi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urse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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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传统制造业的衰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意味着越来越多无专业技能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但制造业是国之根本，国家必将加大在相关方面的投入[1] [2] [3]，这就需要大量的高端制造人才。而高

端制造则是与控制技术密切相关。我国高校开设了一系列关于控制技术相关的专业，如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控制工程、智能控制技术等等，均是与控制相关的工程类学科。近几

十年来计算机技术和数学科学的发展也带动了控制技术的全面飞跃，形成了相互交叉，综合性的学科。 
目前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控制工程基础》课程不够重视，许多高校教师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出了许多的方法：如孙书蕾等[4]提出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避开难理解点，重点讲解基础并且好懂的内容

以提升提高教学阶段与学生的反馈质量，但该方法对优生相对不友好。而朱德馨等[5]将班级进行分层教

学，既提高了优生的能力也兼顾了弱生学习兴趣，相对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吴至境等[6]通过教学实

践相关的数据验证学生课程学习能力的达成度，以数据指标来评价学生，虽然严谨但相对缺乏人情味。

还有刘芳华等[7]以思政资源剖析思政教育在理工科课程开展的方法与意义，其探索为课程思政改革提供

借鉴与经验。侯宁等[8]提出充分利用网络来进行教学通过网上协同工作、跨学校辅导机制等，将传统教

学团队的功能和工作空间通过网络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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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学者在《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程中提出了很多建议，由此可见控制工程基础对机械工程

专业的学生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控制技术在机械行业的全面应用，也体现在通过教授《控制工程基础》

这门课程让学生学到控制技术相关的思想，比如系统的观念、有反馈的思想、动态与稳态的关系等等，

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学业与职业的需要，更是为了让学生有总体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未来人生的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下面将根据高校教学的实际情况，对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控制工程学科的专业能力提出

一些看法建议和改进的方法。 

2. 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目前来看，一般高等院校中《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程在机械工程专业里是一门必须的专业

基础课。而在课程考核方式的设置方面，有的高校该课程设为考试课有的高校则设为考查课，从这一方

面来讲，学生们一般都相对重视考试课，至少也会在考试前集中大量的复习，而对考查课而言，学生的

重视程度则大大下降。一方面是学校的教学要求不同，表现为授课老师也对考察课程不够重视，存在敷

衍现象；另一方面则考查的课程其考核方式一般为开卷考试或者老师划定一些范围等方式，对学生的要

求相对较低，学生则相对就不会太重视，因此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对学习变得敷衍，那对我们教

育工作者来说，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也变成了空谈。 
其次，目前高校老师授课基本都是采用多媒体课件的方式，一些老教师则采用板书的方式教学，而

《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程存在一定量的数学理论推导需要用相关的数学思维逻辑去理解，如传递函数，

及其零点、极点和放大系数的求解；拉普拉斯变换及其逆变换和 Routh、Nyquist、Bode 稳定判据还有

Nyquist 图和 Bode 图的绘制等，上述内容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理解学习的难点，授课教师需要将相

关的理论及结论得出的过程进行详细的讲解和推导，如果仅仅是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给学生，课后让学

生自己去推导理解的话，只会有很少有自觉求知的学生会在课下自己学习推导，而大部分学生可能只是

了解相关内容而已，对于相关内容得来的缘由等需要深层次理论的过程则不明白，这样学生就会对相关

的内容难以去真正学会，那么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的知识点就会难以理解，学生便会认为课程学习难度大，

失去学习兴趣，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 
最后，由于高校普遍性的课程缩减，使得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对高等数学中有关复变函数与积分变

换理解不透彻，而《控制工程基础》课程则需要学生具备基本的数学知识的应用，在课程讲解过程中又

不可能去全面的讲解数学的基础知识，加之数学方面的推导偏多，学生学起来会觉得枯燥乏味，注意力

很难集中。加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课后作业完成程度不够理想，敷衍了事，因此学生很难真正的

掌握相关的理论和知识。 

3. 教师教学的探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学习兴趣不

够，课堂参与度较低，同时传统的教学方法也需要改善。作为教授该课程的专业教师，我认为应该让学

生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某一个机械控制系统，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信息的传递、处理与反馈这三大要

素来分析研究系统的动态性能[9]，掌握相关的控制理论和其中的重要原理，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简单

系统能够简单了解其基本的方法。这样既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专业能力。我将以个人

的上课经历来探讨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首先，要提升任课教师的思想认识，不能因为学生觉得课程难，对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就忽视课程

的教学，要从课程教学本身角度出发，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切入点，将控制

工程的主要知识与思想贯穿其中。同时加强课堂上任课教师与学生直接的互动，作为教师要了解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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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为什么学生低头玩手机，是手机诱惑力大，学生自制力低，还是老师上课没有吸引力？提高课堂的

趣味性，增加和学生的交流是提高课堂质量的关键。如今网络课程发达，从一些人气高的课程可以看出，

除教师自身的教学知识能力外，他们的课程讲解有趣，在课程中穿插一些有趣的实例，或者讲解一些有

趣的历史渊源等等。这启示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势必要与时俱进，向网络教学学习一些他们的长处，来

提高教学的水平及趣味性。同时我们也要广泛利用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及丰富的教学软件，通过实时在线

与学生在多多互动，学生既可以方便在里面询问不明白的问题，同时老师也可以在里面发布一些相关文

献，视频或者会议等供学生浏览，以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及见识。 
其次，针对《控制工程基础》课程理论推导多，抽象难理解的问题，任课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不要孤

立的去学习课程，而是要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数学、理论力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而学习的过程中，学生

们往往是刻板的接收，不能将相关知识从大脑中提取出来应用，这就需要教师去引导，比如，以《控制

工程基础》中以第二章系统的数学模型为例，在讲授控制工程的运动微分方程之前，我们以学生们较为

感兴趣的汽车液压减振器为导入，讲解机械平移系统的控制分析方法、列写微分方程的步骤、系统的设

计及校正等内容，为讲解机械旋转系统、流体系统等微分方程的列写奠定基础[10]。之后则可运用多媒体

课件、视频还有专门定制的汽车液压减振器教学模型为依托，讲解减振器速度特性曲线以及功率特性曲

线。在讲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回顾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同时也要为后面讲授的内容留下一个引子，以

此来提升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最后，《控制工程基础》这门课程一般院校都设置在大学生三年级，这一学年基本上所有的课程都

是专业课，而该课课时相对较少，并且没有相关的实验课程教学互助，帮助学生去形象的理解，所以适

当的增加该课程的课时，并增加实验教学，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相关理论的直观理论。增

加实验课程可以通过向学生询问调查他们感兴趣的系统，选取前几个既方便搭建又经济的系统，给出要

求，让学生亲自搭建模型，也可以直接给出某系统让学生来绘制其 Nyquist 图和 Bode 图，以此来判断系

统的稳定性等；增加的课时用来提升教师的数学水平，让任课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较为清晰的为学生讲解

某些原理的数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相关理论及应用。同时，该课程缺少相关的实践环节，一般

高校会在大三时分专业方向，对机电方向，智能制造方向等的学生，可以在实践环节带领学生去相关生

产企业，了解一些控制技术在当今的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以及控制技术对机械工程行业的作用和好处，

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等，避免学生仅仅是在课堂上盲目的学习知识，产教学结合是学生专业能

力培养的良好的教育方式。如果高校教育的大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行业的需要，而变成了只知道

考试的机器，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4. 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方法 

基于上述探讨，我们通过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此来提高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并且

学到相关的专业知识。大学培养教育学生是为了给社会、给行业输送新鲜的血液，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那么学生的专业能力与思维方法便是我们培养的关键，这也是进入社会工作的前提。对学生专业能力的

培养，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从学习能力、转化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出发，结合各个方面的

特点，将控制工程专业所表达的思想贯穿其中，以此来完成对学生的培养。 
第一，学习能力的培养。首先我们要帮助学生去提升学习的效率，在上课前要求学生按照学号将手

机静音关机上交到教室前方的手机袋中，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要学生学会上课记笔记和建立一个

错题本，上课记笔记的时候不要全程都在记笔记，要学会分清主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老师要主动和学

生去讲哪些知识点是重要的，是应该记笔记的，以此来防止分不清次重点，既浪费时间也不能很好的听

课，加上错题本上的错题，两者都可以为学生的期末复习保驾护航；最后我们可以在每节课上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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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提问学生让其总结这节课的主要知识点，对回答好的学生要鼓励且要在学生的课堂表现成绩中进行

体现，对回答不好的学生则可以委婉的指出其缺点，鼓励其下次好好表现，以此来慢慢提升学生的自信

力，有了自信也便可以提高其学习兴趣。 
第二，转化能力的培养。学生到了大三学《控制工程基础》这门科目的时候，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

学和专业课基础，只是在脑海中不能很好的将其他的知转化为控制工程的相关知识，比如状态方程的建

立，就是利用了牛顿第二定律和一些电路方面的相关知识，加上一些数学计算便可以求出，但学生们却

很难进行知识的转化。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解相关知识前，先通过导入该方面的基本定律，比如牛顿第

二定律，学生们从中学便开始学习，对该定律既熟悉也理解，然后只要将控制系统的相关知识点用其表

示便可。同样，转化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将其他科目的知识转化到另一个科目，更要学会将课本的知识

转化为以后工作实际的应用，该过程将在下面应用能力的培养方面论述。 
第三，应用能力的培养。本科生的教育一般来讲是以应用为主。从课本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中

和未来的工作中。比如我们在讲闭环反馈控制时，我们可以引入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自动调节气温的空调，

当其所在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其制冷系统打开，调节温度到设定值。其工作原理便是闭环控制，通过

反馈调节使该系统的精度提高，响应时间变短等等。通过这些实例的讲解来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同时也要对学生的专业实践提高足够的重视，这些实习的经验是为学生们将来职业发展指明方向的，能

够使他们明白未来到底想干什么，以及通过课堂的学习，如何在工程实际中去应用。 
第四，创新能力的培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整

个社会都在强调创新，作为大学老师也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断能力，善于思考的能力。在大学期间对创新

能力最好的培养便是带领学生去参加一些关于机械方面的比赛，比如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挑战杯和机器

人大赛等等，国家和社会提供给我们如此好的平台，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带领学生参加比赛，让他们组

成小队，知道学生从构想预案、预算估计、亲自设计到现场比赛，整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锻炼创新的能

力，还能增加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将所学的知识加以应用。同时在比赛现场通过与其他高校的作品对

比和观察，还能提高见识，这些过程和见识都不是在课堂上所能教授的。通过这些方面的参与能更加提

升学生对控制工程的学习与理解，可谓一举多得。 

5. 结语 

关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新时代下，如何去培养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我认为仅仅

依靠片面的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实践。无论是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还是《控制工程

基础》这门课程的学习，都离不开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要注意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自身的能力。本文在关于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专业能力培养方面的相关探讨，提出了

关于这两个方面的个人建议和见解，可供大学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借鉴。最后，希望通过作为教师的我们

一点一滴的努力，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能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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