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 

一、课程概述 

1. 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     课程代码：46030607B 

课程类型：理论+实践 

课程总学时：60，（其中：理论课时：40，实践课时：20） 

标准适用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业代码：460306 

2. 课程定位 

《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课程是高职高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

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经典控制的基本原理；

教会学生自动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方法，典型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分析与

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应用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分析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

力。同时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提高

学生思想水平、道德品质、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为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和从

事工程应用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预修课程为《高等数学》、《电路》，后续

课程为《电机调速系统安装与调试》、《过程控制工程实施》等课程。主修完

本门课程后，学生可进行自动化设备与生产线初步设计、安装及调试等方面的

工作。 

3.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①掌握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知识； 

②掌握自动控制系统及元器件数学模型的建立方法； 

③掌握自动控制系统时域和频域分析方法； 

④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校正与设计； 

⑤掌握 Matlab 自动控制系统的仿真*。 

（2）技能目标 

①会建立自动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 

②能运用时域和频域分析方法对自动控制系统性能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③能设计校正装置以初步改善系统控制性能； 

④能运用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分析与解决典型的工程实际问题； 

⑤会运用 Matlab 仿真工具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 

（3）素质目标 

①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工匠精神； 

②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 



③培养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 

④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 

⑤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体系结构 

1. 课程结构 

课程内容包含控制系统的建模、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控制系统的校

正与设计等，所需知识基础多，内容抽象，理论性强，知识理解难度大。因

而，从学生学习与接受的角度出发，教学设计由简入难，循序渐进，形成一般

概念、系统模型、性能指标三大知识模块，构成课程结构，如图 1 所示。 

其中，一般概念以控制系统的认知为基础；系统模型以各类物理系统的数

学描述实现为基础，重点突出数学模型等效变换的思想；性能指标以时域法和

频域法为工具完成控制系统分析与校正，并以简单控制系统为案例，实现控制

理论综合应用。 

 

图 1 课程结构 

2. 思政线索 

在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形成课程教学的思政线索。 

（1）培养目标思政线索 

坚持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的培养责任，完成控制原理、控制系

统模型、控制系统分析与校正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具备对控制问题分析与设计

的能力，建立工程理念，成为应用型和创新思维的自动化人才。课程培养目标

思政线索如图 2 所示。 

 

图 2 培养目标思政线索 



（2）知识点思维导图思政线索 

知识点思维导图思政线围绕具体知识点展开，通过有机融入德育元素，以

润物无声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智育与德育。以 PID 控制举例说明：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几种基本控制规律为比例(P)、积分（I）、微分

(D)。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着自己明显的缺点。P 能实时反映偏差，但不能

消除误差；I 可以消除静差，但动态反应慢；D 能够提前预防控制，但偏差变化

小时其作用较弱。如果简单采用其中某种控制方式，系统的动静态特性将达不到

所期望的特性值。因此，有必要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相互配合，合理选择 PID

调节器的参数，发挥各自的优势，可迅速、准确、平稳的消除偏差，达到良好的

控制效果。其中蕴含了取长补短，团结协作的道理。PID 控制思维导图如图 3 所

示。 

 

图 3 PID 控制思维导图 

（3）项目思政线索 

在课程教学中，通过实际工程应用，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得出结论的思路实施知识点项目化，使专业理论知识和思政元素融为一体。 

根据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根据本专业对《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能力

要求，本课程设计了五个学习项目，将知识点融合到各个项目之中在项目的教学

实施中，在项目的教学实施中，进一步分解成 18 个学习型工作任务，项目教学

设计见表 1。 

 



表 1 教学设计 

学习项目编号 

教学内容 学时进度计划 

学习项目名称 学习型工作任务 
总课时 理论教

学 

实践教

学 

 第一次课 课程引导 1 1 0 

项目一 
自动控制的基本

概念 

1-1 控制方式 2 2 0 

1-2 控制系统分类和要求 3 3 0 

项目二 
自动控制系统的

数学模型 

2-1 标准微分方程 2 2 0 

2-2 拉普拉斯变换及其应用 2 2 0 

2-3 传递函数与系统动态结构图 4 4 0 

2-4 结构图等效变换 4 4 0 

2-5 系统典型传递函数 2 1 1 

项目三 
自动控制系统的

时域分析 

3-1 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 3 1 2 

3-2 控制系统的动态分析 5 2 3 

3-3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6 3 3 

3-4 控制系统的稳态误差分析 4 4 0 

项目四 
自动控制系统的

频域分析 

4-1 频域特性的基本概念 2 2 0 

4-2 典型环节的频率特性 2 1 1 

4-3 系统开环频率特性曲线绘制 4 2 2 

4-4 频域稳定性判据 4 2 2 

4-5 频域法分析与串联校正 2 0 0 

项目五 
控制系统的校正

与设计 

5-1 系统校正的一般方法 6 2 4 

5-2 控制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 2 0 2 

合计 60 40 20 

课时比例（理论性教学比例 67%，以理论学习为主） 100% 67& 33% 

 

3. “工文融通”课程体系 

在三大知识模块和三条思政线索的支撑下，形成 “工文融通”的专业课程思

政体系。 

（1）工程教育课程体系 

在体系下，根据本专业对《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能力要求，为使学生学会

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工作，本课程设计了 5 个学习项目（见表 1），将知

识点融合到各个项目之中。在项目的教学实施中完成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的培养，

并初步达成学生成为“工程师”的素质培养。 

（2）人文素养课程体系 

在“新工科”背景下，高职学生学情为基础，借助学生熟悉的专业知识，以

有机互融的教学方式，基于三条思政线索，使“人文素养”有机融入到课程教学



中，形成“工文融通”课程体系（见图 4）。

 

 图 4 “工文融通”课程体系 

三、课程体系结构 

下面以项目三的任务 3-3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为例进行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 授课对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二年级学生 

授课内容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课时 2 

（一）教学分析 

1. 教学内容 

（1）稳定性的基本概念； 

（2）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3）劳斯表的列写； 

（4）劳斯判据稳定性分析。 

2.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线性系统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2）教学难点：劳斯表列写及劳斯稳定判据。 

3. 教学目标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确定本节课的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素质目



标（见图 5）。 

 

图 5 教学目标 

4. 教学现状与学情 

授课对象为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通过前续课程学习，学生

已掌握高等数学和电路基本理论。通过本课程项目一和项目二的学习，学生认识

和掌握了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和控制方式，熟悉了数学模型建立，具备了控制系

统分析设计的基础；通过本课程项目三任务一的学习，学生对控制系统的性能有

了初步的认识。 

课程涉及知识点较多，包含大量的数学公式及相关定理，学生数学基础薄弱，

对控制理论的数学推导不易理解，计算能力差；课程内容抽象，学生喜欢直观、

贴近生活、有趣的学习内容；学生能熟练使用手机和电脑等学习工具。 

（二）教学策略 

根据课程标准，以学生为主体，帮助学生学会分析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根据

学情分析，采用工程案例、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以课堂授课为主，在线学

习平台为辅，将智能课堂教学平台应用于教学全过程。 

1. 观看国内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视频： 

通过观看抗击新冠肺炎相关视频，了解系统稳定的概念、内容、实质，引导

学生认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识，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 控制系统的应用——观看中药自动生产视频： 

以小组为单位，采用任务驱动法，讨论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要求，理解稳定



的重要性。带领学生了解先进的工程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团结

协作、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 

  

 

（三）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 授课对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大二年级学生 

授课内容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课时 2 

案例主题 
控制系统稳定的重要性，结合“稳定压倒一切”，引导学生认识系统稳定乃至国

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参考教材 《自动控制原理及其应用》（第 4 版），黄坚，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稳定性的概念； 

2.掌握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 

3.掌握劳斯表的列写方法。 

技能目标 

1.能够准确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2.能够用劳斯稳定判据判定线性系统的稳定性。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爱国、爱党情怀 

2.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3.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科学创新精神。 

课程思政  

融入知识点 稳定的基本概念，稳定的重要性 

融入方式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 

思政元素 爱国情怀 迎难而上 责任担当 科学创新 

思政资源 抗击新冠肺炎、中药生产视频 

教学流程安排 



 

教学实施 

课前 

教师在智能课堂发布问题： 

①钟摆摆动的稳定性？ 

②中药生产过程中稳定的必要性。 

 

 

 

 

（一） 

案例导入 

（5min） 

 

①复习回顾上节课的内容，从“研究控制系统稳定性重要性”导入新课； 

②观察钟摆摆动，提出问题：钟摆是否稳定？学生思考，回答问题； 

③引导学生由现象探索事物本质，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 

 



 

 

 

  

课 

堂 

教 

学 

（二） 

讲解稳定

概念 

（15min） 

 

①教师讲述稳定性概念： 

系统受扰动后偏离了平衡状态，当扰动消除后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的平衡

状态，称系统稳定；否则不稳定。 

②播放中药生产视频，提出问题：在药品生产过程中不稳定的系统有什

么影响？  

 

（三） 

分组讨论 

（10min） 

①小组讨论，分析案例，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科学探究精神，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②深化对稳定性的理解，引出稳定的条件。 

（四） 

讲解稳定 

充要条件 

（15min） 

 

①教师推导线性定常系统的稳定的充要条件； 

②复习系统闭环特征根的求解，学生掌握低阶系统稳定性判别。 

（五） 

启发互动 

（5min） 

①观看视频：中国战“疫”制胜之道，视频描述中国口罩生产速度和方舱速

度。与国外抗击新冠比较，我国积极抗击疫情对社会稳定有什么影响？稳定性

的重要性？ 



 

②学生思考，教师分析总结案例。 

分析案例：以人类为被控对象，人体健康为被控量，医疗机构为控制装置，

如果不存在干扰，健康系统将维持正常运转。新冠肺炎突然打破了健康系统的

稳定运行，面对这样的扰动，应该怎么保持系统稳定？系统稳定是由系统自身

结构所决定的，对比国内外疫情防控防治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

疫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社会生活得以稳定运行，降低国民经济的影响。 

③稳定是系统的基本要求，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增强学生民

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大学生要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六） 

讲解劳斯 

稳定判据 

（30min） 

 

①教师提出问题：高阶系统求解特征根； 

②给出劳斯稳定判据的优点，推导劳斯表的列写； 

③讲解例题，用劳斯判据判断系统稳定性。 

 

（七） 

课堂测验 

（10min） 

①发布本堂课测验，验证劳斯稳定判据； 

②教师讲解题目。 

课程小结 

①线性系统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②掌握劳斯稳定判据的应用； 

③在智能课堂发布课后作业。 

课后拓展 

①学习 MATLAB 仿真，求解系统闭环特征根，验证劳斯判据*； 

②完成课后作业，巩固知识； 

③提出问题：结构不稳定系统的改进措施？ 

 



教学反思 

①由于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课程无实验实训设备，理论较为抽象，学生不易理解。通过实

际工程案例完善教学资源，加深学生的理解； 

②课程思政融入应与时俱进，结合时代背景帮助学生完成价值观的塑造，加深对新知识、

新技能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