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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ntrol,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mpet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ory and engineering series of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the study of control cours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basic theories and practical bases that modern engineering high-level talents 

should hav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ourse should be to return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guide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the past,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mode is simple,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limit the students' learn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interes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on teaching method and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mainly elaborates the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practice, adopts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and new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rovides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learning 
experience close to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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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控制领域中，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工程专业的控制理论与工程系列课程影响力的提高，控制类课程的学习已

经成为现代工程高层次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一，课程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回归工程实践，为工程实践作指导。

以往的教学和实践模式单一，教学方法和实验条件限制了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因此优化课程体系、

创新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主要阐述对课程体系结构及实践环节的优化，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创新的教学

模式和新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接近工程实际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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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新成果，在世界各地多所大学进行了实施并取得很好

的成效。CDIO，即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作(operate)，是以现代工业产

品从构思、研发到运行乃至终结废弃的全生命周期为蓝本的、旨在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的一种方法。CDIO

在中国的普及和实践，也为高质量实现“电气信息类息专业控制理论平台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

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我校建设电气信息类专业控制理论平台中，如何适应 CDIO 工程教育模式目标，

使学生在实际动手能力、独立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方面有所提高，具有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控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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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工程类学生的重要基础课，也是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并重的专业基础课。在控制领域中，只有将课

程理论与实践并重，才能培养出工程教育所要求的具有工程意识、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的综合素质人才。 

1 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 

针对目前课程体系结构在教学中所体现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不平衡、教学方法

的落后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不足等问题，我们对课程体系结构进行优化，真正形成“教—学—练—研—

用”五点一线的知识体系势在必行，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创新的教学模式和新的学习环境的引入也会为学

生提供接近工程实际的学习经验。 

1.1 优化教学内容，精炼教学核心知识点 

教学内容优化是教学改革的核心点，同时也决定着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否衔接成功。传统的理论教学存

在很多弊端，如：运用数学的力度大，抽象性强，学生只是机械地记住公式，面对具体工程问题却不知如

何下手，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主要精炼知识结构，贴合工程实际。 

教学内容优化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三基”要强化： 

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要扎实，牢固，才能为实践服好务； 

②“工程实例”要引入： 

分析自动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过时，根据不同专业的侧重点，选择不同的被控对象进行数学模型的建

立； 

③“三态”要不忘： 

整个理论体系中始终贯穿“稳定、稳态、动态”思想。 

1.2 利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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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启发式

教学

讨论式

教学

 

图 1 多种教学方法的汇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会提高教学效果。教师设定一个与学生平时生活中相关

的工程情景，学生在教师的协助下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小组交流和讨论的形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引

起学生的思考和探索兴趣，联系生活实际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教师与学生采取商讨式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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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积极参与讨论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政策，鼓励大家多发言，

多思考，图 1 所示为该优化方案中引入的多种教学方法。 

1.3 多种教学手段充分结合，各显奇效 

除采用常规的 PPT 以外，MATLAB 仿真软件的应用也可以使得抽象的理论概念变得生动、通俗易懂。针

对某一具体系统，利用 MATLAB 软件中的 SIMULINK 建模，通过改变参数，直观的观察对控制系统的影响，

加深对知识的印象。网络课程建设也为理论课程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2 实践教学方面 

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习兴趣，只有建立系统的实践教学体

系，才能真正地顺应培养工程教育人才的宗旨。以项目来带动知识点的学习，删减基础性和验证性实验，

提高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开出量，增加设计研究性实验。 

研究性实验可以设计为有一定难度的创新性实验，基础好的学生可以跟随教师做一些自动控制相关的

工程项目，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不同层次难度的实验，满足各类学生的需要。图 2 所示的是控制理论平台

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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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气信息类控制理论教学平台的结构 

精简优化后的理论教学内容紧贴工程实际，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把书本理论嫁接到工程实

践当中去，以点带面，面面关联做系统。综合网络平台和先进教学手段，融进先进前沿领域知识，改进实

践教学环境，突出培养学生的动手、创新力，加强管理和考核方式，注重考查学生的应用和创新力。 

3 结论 

本电气信息类教学实践平台自建成后，在我校及各大兄弟院校进行了推广，从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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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试等多方面来看，均好于过去的教学效果。实践出真知，我们还应该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和优

化目前的教学体系，为培养适应 CDIO 模式的工程类人才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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