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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设计与实施一门创新的电机与电气控制专业课程，以适应科技发展和工业需求的快速演变。

通过引入跨学科元素、实践项目和新教学方法，课程强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实施

过程中，我们对课程进行了全面评估，初步结果表明学生在新设计的课程中表现出更高的学术兴趣和积

极性。然而，我们也面临资源配置和学生认知差异等挑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展

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映出创新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旨在为电机与电气控制

专业的课程改革提供实证基础，促进高等教育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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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innovative electric motor and electrical control cur-
riculum to adapt to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demand. By in-
troducing interdisciplinary elements, practical projects, and new teaching methods,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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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s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and prelimi-
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show higher academic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in the newly 
designed course. However, we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gnitive dif-
ferences among students,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measures. Graduates demonstrate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in practical work, reflect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innovative curriculum.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n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elec-
tric motor and electrical contro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
ment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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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工业领域的不断演变，电机与电气控制专业在培养工程人才方面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课程体系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在应对复杂技术问题、进

行团队合作和创新方面的需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本研究旨在设计和实施一门全新的电机与电气控制

专业课程，以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这门课程将不仅仅关注理

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实践操作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1]，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工程环境。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将采取跨学科的视角，将电机与电气控制专业知识与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相结合，

以构建一个更加综合、多元化的课程体系[2]。同时，我们还将引入实践项目和案例分析，让学生能够通

过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提高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实施方面，我们将

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等[3]，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促

进他们的团队合作和创新思维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将注重与行业合作，邀请企业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

以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程问题，为学生提供更真实的实践体验。 
通过本研究的实施，我们希望能够为电机与电气控制专业的课程改革提供实际经验和指导，推动高

等教育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今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培养具备全面素质的工程专业人才

已经变得尤为重要，本研究的结果将为未来的课程设计和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2. 现状与问题 

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当前的教育体系面临多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滞后，以理论为主

的课程缺乏实际操作与创新培养，而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的快速更新使得传统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

学生在课程学完后缺乏实践经验，对行业现状缺乏了解，导致毕业生在职场适应性不足[4] [5]。解决这些

问题的途径包括实践导向的课程设计，通过引入更多实际应用环节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电机与

电气控制产业建立紧密联系，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课程内容；融合跨学科，使电机与电气控制专业与计

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结合，培养更全面的技能。这样的创新课程设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实际

应用能力，还有助于培养适应未来工业发展的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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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课程设计也能够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传统课程的理论脱离实际，可以通过实践导向的课程

设计弥补这一不足，使学生在实验室实践和工程项目中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提升其解决实际工

程挑战的能力。与产业合作共建课程则有助于缩小教育与产业之间的鸿沟，确保学生所学内容符合电机

与电气控制产业的实际需求，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技能。 
此外，设计灵活、可持续更新的课程结构是持续改进的关键。通过与行业的深度合作，不断更新课

程内容以适应技术发展的迅速变化，确保学生毕业时具备最新的技术知识和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通过

这些综合性的措施，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创新课程设计有望培养更具实际应用能力、创新思维和跨学

科综合素养的工程专业人才[6]。 

3. 教学设计与创新 

在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科技迅猛发展和行业需求的不断演变使得传统教育体系面临挑战。为满足

学生更广泛的实际应用需求，我们迎来了创新课程设计与实施的时刻。本文旨在通过结合理论知识与实

际操作、跨学科融合以及与产业合作，培养学生全面的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以下是该创新课程的详细

设计与实施方案。通过理论讲解、教材阅读和在线学习平台，建立学生对电机与电气控制基础理论的深

刻理解。用多元教学手段，包括授课讲解、小组讨论，通过实例演示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7] [8]，具

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表 1. 教学设计与实施方法 

模块 课程内容与目标 实施方法 

模块 1 电机与电气控制

基础理论 

(1) 授课讲解：采用互动式教学法，结合实例和案例，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电机与电气控制

基础理论。使用实时投影和模拟实验，提升学生的视觉和实践感受。 
(2) 教材阅读：推荐相关案例和论文，鼓励学生主动阅读并进行小组讨论，促进他们对理

论知识的深入理解。 
(3) 在线学习平台：建设在线学习平台，提供课程视频、在线测验和讨论区，便于学生随

时随地获取课程内容，并促进同学间的互动交流。 

模块 2 实验室实践 

(1) 设计并实施基于工业案例的实验：通过合作企业提供的实际问题，设计实验项目，让

学生在实验中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2) 使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引入最新的电机与电气控制实验设备，确保学生能够熟练操作

和应用最新技术。 
(3) 严格遵守实验室章程：制定详细的实验室操作规范，强调实验室安全，确保学生在实

验中安全有序进行。 

模块 3 跨学科项目 

(1) 与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等专业合作：建立跨学科项目组，由电机与电气控制专业的

学生与其他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项目，促进跨学科合作。 
(2) 学生分组，模拟跨学科工作环境：鼓励学生分组完成项目任务，模拟真实工程环境，

培养团队合作和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导师指导，促进团队合作和创新：导师定期组织会议，指导学生在跨学科项目中的学

术研究和创新活动。 

模块 4 实际工程 
案例分析 

(1) 学生参与真实工程案例分析：学生将选择或被分配参与真实工程案例的深入分析，涉

及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实际问题。案例的选择将充分考虑行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确

保学生能够面对真实世界中的挑战。 
(2) 就业导向，考察行业最新趋势：在案例分析中，特别关注行业最新的技术趋势和市场

需求。通过这一步骤，学生将了解到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行业动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为未来就业做准备。 
(3) 学生演示并分享分析结果：在案例分析的最后阶段，学生将通过演示和分享的方式展

示他们的分析结果。这不仅有助于加深他们对案例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沟通和表达能力。

同学们将有机会交流彼此的见解，并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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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块 5 行业导向项目 

(1) 与企业合作：学生将与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合作内容包

括项目设计、问题解决和实际工程应用。这样的合作模式将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实际工作环

境，了解企业的需求和期望。 
(2) 学生实地考察企业，了解实际工程环境：学生将有机会亲临企业现场，深入了解实际

工程环境。这种实地考察不仅使学生对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应用有更深刻的理解，还有

助于他们熟悉企业文化和工作流程。 
(3) 最终项目展示和评审：学生完成与企业合作的项目后，将进行最终的项目展示和评审。

这一环节不仅是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终极检验，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了解学生综合

素质的机会。评审过程将包括项目成果、解决方案的创新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的评价。 

 
电机与电气控制课程设计着重于综合学科知识与实际技能培养，分为五个关键模块。首先，基础理

论模块通过多元教学手段，如授课讲解和在线学习平台，确保学生深刻理解电机与电气控制的基础理论。

其次，实验室实践模块强调设计并实施基于工业案例的实验，借助先进设备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实验

设计技能。第三，跨学科项目模块与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等专业合作，通过学生分组的方式模拟跨学

科工作环境，导师的指导促进团队协作和创新。在实际工程案例分析模块，学生通过参与真实工程案例

分析，演示并分享对工程案例的深入分析，以提高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9] [10]。最后，行业导向项

目模块与企业合作，让学生实地考察企业并参与真实项目，从而提升实际应用能力。这一综合性课程设

计致力于打破传统教学框架，为学生提供更贴近实际工程需求的教学体验，培养具备深厚理论基础和实

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工程专业人才。通过这五个模块的有机结合，学生将获得更全面、实用的电机与电气

控制专业知识，为未来的工业实践奠定坚实基础[11]。 

4. 效果评估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将采用多层次的效果评估方法，以确保创新课程的质量和实际效果。 
1) 学生学业成绩评估：我们将对学生在每个模块的学业表现进行定期评估，包括课堂表现、实验室

报告、项目展示等。通过这一方面的评估(表 2)，我们能够了解课程设计是否对学生的学术表现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是否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Table 2. Acade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ata 
表 2. 学业成绩评估数据 

学业成绩项 课程开始时 课程结束时 提升百分比 

平均分 70 85 21.4% 

期中考试成绩 65 80 23.1% 

期末考试成绩 75 90 20.0% 

 
Table 3. Student satisfaction survey data 
表 3. 学生满意度调查数据 

调查项 课程开始时(%) 课程结束时(%) 提升百分比 

教学方法 72 85 13% 

课程内容 78 92 14% 

实践项目 69 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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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满意度调查：我们将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表 3)，收集学生对课程设计的看法和反馈。这包

括对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实践项目等方面的评价。通过学生的直接参与，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他们

对创新课程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3) 毕业生就业与实践能力评估：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实践能力表现(表 4)是评估课程效果的重要指

标。我们将追踪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收集他们所在行业的反馈，并结合其职业发展轨迹，评估

创新课程对其实际工作能力的影响。这一层面的评估将更具综合性，验证创新课程是否成功地培养了学

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通过这些层次的效果评估，我们将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创新课程的实施效果，并

基于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和改进，以不断提升课程的质量和实际效益。这将有助于确保电机与电气控制创

新课程的长期发展和持续改进。 
 

Table 4.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assessment 
表 4. 就业情况及实践能力评估 

就业率 实践能力评价(满分 5 分) 

98% 4.5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电机与电气控制创新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我们深刻认识到以实践为导向、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模

式对学生的全面素养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的实施中，学生在理论知识、实际操作和团队协作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课程设计中引入的实验室实践、跨学科项目以及与企业的合作，使学生更好地理

解了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知识，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课程

设计的改进空间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接下来的实施中，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保持与行业需求

的同步，确保学生毕业时具备最新的技术知识。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强实践项目的设计[12]，培养学生的

实际应用能力[13]，并进一步加强与产业界的紧密合作，以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14]。在未来，我们

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课程创新和实施经验的总结，为电机与电气控制领域的教育提供更多的有效模式和

经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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