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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研究针对《控制工程基础》教学创新设计的现状，对 2022年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

价公示材料进行了调查研究，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控制工程基础》教学中实验设计有弱化的趋势。本文从理

实一体化学教学的角度对实验设计弱化趋势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刨析，并提出基于 CDIO模式的《控制工程基础》

教学创新设计。所谓 CDIO模式，即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

基于 CDIO模式，研究《控制工程基础》的实验教学设计，探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掌握本课程的教学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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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是工业生产的主流模式，控制工程基

础在工业自动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机械生产领域，

控制工程基础得到愈发广泛的应用，控制工程主要采

用传感器、执行机构通过电路设计、程序设计对机器

人的制动、方向、速度等参数进行精确的控制，从而

使机器人更加智能化、精细化。

1　材料与方法

《控制工程基础》是机械电子工程等机械类、电子

类、控制类的必修课程。学生完成本课程学习后能够

全面系统地获得自动控制系统的理论知识，掌握用分

析方法建立物理系统数学模型的过程，掌握 Matlab的

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和运用 Matlab软件完成控制问题

的分析和计算，为今后从事控制系统相关职业提供专

业基础理论知识的支撑 [1]。

为此，研究针对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

合评价公示材料进行了调查、取材及分析，对江西省

16所普通高等学校的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2个本科专业的《控制工程基础》教学大纲

进行分析调研，以不记高校名称的形式进行汇总，共

统计了 20份教学大纲。本次调研了江西省本科高校的

《控制工程基础》的课程数据，数据真实可靠。从调

研材料分析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结果

2.2.1　理论学时、实验学时分配，实验类型占比

《控制工程基础》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实验

比例小，学生不容易理解，通过文献调研和教学探索，

《控制工程基础》可以通过实践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专

业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教学大纲中实验学时占

总学时的比例如表 1所示。实验学时占总学时比例是

＞ 20%的只有 25%，教学大纲中实验学时占比偏少。

表 1　实验学时占总学时的比例

调查内容 选项 大纲个数 统计结果

实验学时占

总学时的

比例

A.＞ 50% 0 0%

B.≥ 20%且≤ 50% 5 25%

C.＞ 20%且≤ 10% 11 55%

D.＜ 10% 4 20%



107

科 教 文 化总第 568期 2024年 5月第 15期

如表 1的情况很不乐观，缩小实验学时的比例，

明显不利于学生掌握《控制工程基础》这一学科 [2]。

20份教学大纲中，有 3份教学大纲实验学时占比为 0，

从其余 17份教学大纲中各实验类型占比可以看出，教

学大纲 7份样本，实验类型单一，只有验证型实验、综

合型实验、创新型实验这 3种实验中的 1种。实验类型

的单一化，既不利于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的机械专业实

验教学的探索，也不利于实验教学改革路径的研究 [3-4]。

实验类型不单一的教学大纲一共有 10份，实验类

型占比实验类型不单一的教学大纲实验类型占比所示，

含 2种实验类型比例较高，详细分析这 10份教学大纲，

如表 2教学大纲中实验类型的统计所示，含实验类型 2

种占比 70%，含 3种实验类型的教学大纲占比 30%，实

验类型多对实验室硬件和师资水平有比较高的要求。实

验类型的多样化，有利于实验教学资源体系建设的实践，

也有利于“混合式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发展 [5-6]。

表 2　教学大纲中实验类型的统计

调查内容 选项 大纲个数 统计结果

实验类型

A. 含验证型实验 8 80%

B. 含设计型实验 4 40%

C. 含综合型实验 9 90%

D. 含创新型实验 2 20%

含实验类型

个数

A. 含 2种 7 70%

B. 含 3种 3 30%

C. 含 4种 0 0%

2.1.2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方法、手段的创新

《控制工程基础》的教学大纲中实验教学方法、手

段总结有以下 3种，如表 3实验教学方法、手段统计。 

如表 3中方法 C只有一所高校采用。只在计算机

上面做实验或者只在控制设备上面做实验，不利于课

程闭环教学，而将现实的控制系统转换成计算机上的虚

拟仿真的实验方式，显然更加符合《控制工程基础》课

程教学改革理念。《控制工程基础》教学过程中要兼顾

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兼顾虚实结合教学方法 [7-8]。

2.2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弱化的

原因

2.2.1　教师对《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的理念有待

更新 

学生学习《控制工程基础》理论及应用靠教师在

课堂上讲解是不行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例，特别是

通过《控制工程基础》实验创新设计在课堂教学实践

逐步形成的。实验教学要达到实验教学的目的，要符

合新课程理念，首先教师要剖析新课程的教学理念，

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

实验教学理念要不断更新，没有突出实验教学在《控

制工程基础》中的重要特征。《控制工程基础》此类

偏理论的课程，实验意义尤其重大 [9]。

控制系统数学模型这个章节是分水岭，如果学生

理解掌握了数学模型这个章节，后续章节将迎刃而解，

如果学生没有理解掌握数学模型如何 Simulink仿真，

后续章节的学习就困难了 [10]，因此，教师首先应从实

践教学入手。

2.2.2　以理论知识点为主，导致实验偏少

教学大纲内容的编排应该是根据学生的学情认知

规律，内容以阶梯式的学习方式提供，不必要求学生

对知识掌握一步到位。理论讲解过程中穿插实验教学。

根据表 1数据显示，实验学时占总学时的比例≥ 20%

只占所有样本的 25%，比例偏小，这就导致学生对知识

点的吸收和理解不到位。实验呈现的方式有多种形式，

例如上述表 2和表 3。可以增加实验的种类和数量，多

样的教学方法、手段，提供更多的学习方式让学生自

主选择。

2.3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的 CDIO

评价模式

部分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苦恼如何让学生消化理

解，同时，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苦恼如何运用，

表 3　实验教学方法、手段统计

方法 教学方法、手段 详细说明

A 计算机模拟仿真 只在计算机上面做实验

B 设备上实验 只在控制设备上面做实验

C 现实的控制系统转换成计算机上的虚拟仿真 同一个实验：先在设备上实验，然后在计算机模拟仿真



108

科 教 文 化 2024年 5月第 15期 总第 568期

而将CDIO评价模式运用到《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中，

可以达到知识转移的效果。从构思（Conceive）到设计

（Design）再到实现（Implement），最后到运作（Operate），

完成知识的转移。

2.3.1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的构思

（Conceive）

《控制工程基础》课程目标从了解到熟悉，再到掌

握，哪个目标没有达成，前一个目标理解不到位，可

以找到其源头 [11-12]。

《控制工程基础》课程内容基于 CDIO模式的知识

的转移，课程内容的呈进阶性，让学生一目了然，第

一章和第二章是基石，打牢基石，才能循序渐进。所

以第一章和第二章很重要，特别是第二章的理解，以

往教学忽略第二章，开头成功，第三章以及以后就迎

刃而解了。

由此可见，将CDIO评价模式运用到《控制工程基础》

教学创新设计中，可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可以更加全面地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

2.3.2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Design）

针对第三章典型输入信号、时间响应概述、瞬态

性能指标、一阶系统数学模型、一阶系统时间响应、

一阶系统瞬态性能指标的内容设计实验，实验类型从

传统的验证型实验转为设计型实验或者创新型实验，

提高本文表 2中设计型实验或者创新型实验的比例，

设计型实验不需要加深知识点的难度，而是增加知识

点的广度，增加知识的应用价值，让学生感受到知识

用得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阶系统、二阶系统，

自己尝试使用软件虚拟仿真建立相关模型。

2.3.3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的实现

（Implement）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的实现，选用

现有的设备搭建简单的控制系统，设计实验设备，让

学生感觉控制系统就在身边，而不是遥不可及。例如

自己制造一个简单的倒立摆，倒立摆数学模型可以使

用计算机 Matlab虚拟仿真，学生自己选择最简单的数

学模型，然后使用计算机 Matlab虚拟仿真，目的在于

增加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完成自己搭建实验平台，

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拍摄视频用作教学。

2.3.4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创新设计的运作

（Operate）

期末考试评价是展示这门课程学习的结果，对于

老师来说，想倾囊相授，对于学生来说，想学有所用。

期末考试评价不仅是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对老师的评

价。最后，从出题类型入手，出题类型是由知识点的

要求来决定的。知识点的要求中掌握的部分是最难的，

这部分可以通过让学生设计实验来考试，学生可选择

自己擅长的实验进行分组考试，也可以自己设计实验

进行分组考试，自己出题进行分组考试。

3　结论

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控制工程基础》

课程还存在以下问题：教材内容相对陈旧，教学方法

较为传统，缺乏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实验环节薄弱，

缺乏足够的实验设备和实验项目，影响了学生实践能

力的提高。以学生为中心增加实验设备，对《控制工

程基础》进行教学创新设计，有助于提高该课程的教

学质量，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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