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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ented to training need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 in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actice methods of linear system theory including the 
teaching system, teaching mode, practice teaching, and test methods. The course teaching system of 
combining Basic Knowledge, Optional Modules and Simulation Design was presented. The heuristic 
and research based teaching mode of adopting Cases,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was proposed.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practice teaching was strengthened to develop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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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新形势下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需求，介绍了《线性系统理论》课程改革

与实践方法，阐述了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实践教学、考核方式等关键内容。提出了“核心

模块+选修模块+仿真设计”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采用“案例+讨论”的研究性教学模式，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加强学习过程的动态管理和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与创新意识。 

1．引言 

自2010年开始国家大幅度提高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招生比例，使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逐

渐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以期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一

大批硕士层面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然而，尽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实施一段时间，

目前专业型硕士研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研究尚不够系统深入，致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脱节。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环节之一。《线性系统理论》课程目

前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大学系统与控制科学方向的一门最为基础的专业理论课程，其原理、方

法和结论对于系统与控制理论的许多学科分支，如最优控制、非线性控制、鲁棒控制、随机

系统、智能控制、系统辨识与参数估计、过程控制、数字滤波等，都具有重要和基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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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习和研究这些学科方向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1-2]。因此，该课程目前也是国内大多数高

校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课。 

目前《线性系统理论》课程改革研究大多面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而控制工程专业型研

究生的《线性系统理论》课程基本是直接沿用学术硕士的教学大纲，其课程体系偏重理论教

学，实践环节偏少。课程内容多以专业知识为主，难以保证专业硕士培养质量，不能彰显全

日制专业硕士的特色。在教学方式上，大多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为主，学生实践环节难

以保证[3-4]。同时成绩考核方式也多采用堂上闭卷考核方式，评价方式单一。本文介绍了面向

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线性系统理论》课程改革与实践方法，既考虑到《线性系统理论》

课程在培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方面的重要性，又能兼顾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所强调的实践性，有利于培养新形势下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创

新意识。 

2. 紧跟学科发展，更新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本世纪以来控制学科所处的环境与以往大为不同，（被控）物理系统与信息网络的规模

和复杂程度已大大超出了传统自动化的应用范围。为满足新形势下控制学科人才培养社需求，

本课程采用“核心模块+选修模块+仿真设计”的模式，不断优化、完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核心模块”采用课程讲授方式，强调线性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重点突

出线性时不变系统的分析与综合这一主线，即线性系统的状态空间描述（数学模型）---能控

性、能观性和稳定性（系统分析）---状态反馈与状态观测器（系统综合与设计），力求让学

生由浅入深地抓住重点，对线性系统理论有较全面的深入理解，为进一学习、研究打下坚实

基础。“选修模块”着重于线性时变系统、非线性系统、最优控制、等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介

绍，以紧跟学科发展前沿，突出现代控制理论的综合性与先进性，教学中根据课时及学生情

况对该模块内容进行选择，力求带给学生最新的知识与强化的技能，以满足其后续科学研究

与实际工作的需要。“仿真设计”着重于在每章内容中结合具体案例，通过仿真实验，特别

是结合Matlab/Simulink仿真工具，演示、验证线性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以帮助学生

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使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更符合当前普通本科院校的硕士研究生，

特别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能力培养。 

3. 实施“案例+问题+讨论”的研究性教学，培养自主创新意识 

本课程将创新能力培养的理念贯穿于课程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研究性学习、探究性

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采用了面向领域问题的启发式教学、课堂

讨论与交互式教学、个性化学习与因材施教等先进教学方法。一方面在课程第一次课上详细

介绍课程目标，明确课程考核方式，详细介绍课程教学中的综合案例，引入课程体系与教学

内容，并将一些典型案例的参考文献与学习资源公布给学生，要求学生课下进一步查阅资料，

熟悉该课程工程应用背景。另一方面，课程每章以教学案例阐述为起点，引导出具体问题，

引发学生积极思考与讨论，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第三，结合课程实践教学与考核方式，

要求学生课后结合课程教学内容，自由组队，自由选题，完成一份设计报告并在课堂汇报。

这样促进学生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学习方法[6]，引导学生通

过文献阅读、课程专题论文写作、学术报告、仿真与实验等方式来培养和激发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与创新意识，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让学生学会运用线性系统理

论与方法，解决社会实践及实际科研问题的能力。 

4.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综合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面向控制工程专业硕士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完整性、工程实用性和实践

性的有机结合，在不破坏理论的严谨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不刻意追求定理证明中数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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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性，而是结合大量实践案例，突出物理概念，理论阐述力求严谨、实用、简练，内容叙

述力求深入浅出，层次分明，重点强调实践教学。一方面课程教学过程中每章布置

Matlab/Simulink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利用仿真工具，对课后作业进行仿真计算，培养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和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另一方面，学期一开始就向学生介绍课程体系及考核，

明确课程目标，使同学们从整体上把握课程知识结构，并搜集近几年公开发表的线性系统理

论相关学术论文，将资料上传到QQ交流群，引导学生阅读、学习科技论文，了解课程涉及的

内容。然后要求学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自由组队，自选题目，一般每组3-4人，以线性系

统理论工程应用为对象，结合自己研究方向，完成课程设计大作业，充分发挥同学们自主学

习能力和创造性。课程后半学期，根据学生大作业完成进度，要求所有组学生都必须在课堂

上汇报设计内容与成果，并由同学相互评分，得出各小组成绩。 

5.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加强学习过程管理 

本课程加大了考核方式的改革，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管理。学生总评成绩由平时

成绩、阶段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根据教学过程中的考勤、课后作业、课堂交流与

提问等综合考评，占总评成绩20%。阶段成绩主要由课程设计大作业组成，学生自由分组，一

般3-4人一组，结合线性系统理论，自由选题，完成一份设计报告并在课堂汇报，占总评成绩

40%。设计大作业由学生根据各小组同学课堂汇报情况和评分标准进行相互评分，得出各小组

成绩，再根据各小组每位同学的成绩系数，计算每位同学应得分数。小组成绩系数是各小组

根据设计过程中每位同学承担工作量及任务情况，确定每位同学的成绩比例，基本能体现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期末成绩采用闭卷考核方式，占总评成绩40%。试卷内容重点考查学生

对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并充分体现课程教学对学生能力培养要求，考查学生应

用线性系统理论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 

6. 结束语 

通过对《线性系统理论》课程的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教学、考核方式等环节进行

改革与探索，形成新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有利于培养新形势下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性

学习能力及创新意识。本课程采用先进的教学思想与方法，重视学生智力的开发，采取探索

式、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掌握课程基础知识，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后续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本文内容为重庆市优质研究

生课程《线性系统理论》研究成果，通过近两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学生普遍反应教学过程所

使用的问题讨论、文献阅读、专题论文写作、学术报告、仿真与实验等多种方式从多个方面

培养学生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技能，对随后的课题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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