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学时数：60  学分：4 

授课对象：自动化专业群相关专业学生 

参考教材：《自动控制原理及其应用》，黄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课程内容简介 

《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课程是高职高专自动化专业群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

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经典控制理论的基本概念，掌握和了

解基本理论、分析与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分析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结合本课程的特点，挖掘控制论背后的哲

学思想，融入爱国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等，培养学生工科

人文情怀、职业素养和职业责任感，养成辩证思维、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培养

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自动化专业复合型技术人才。 

三、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知识； 

2.了解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概念，掌握线性定常系统建模方法； 

3.掌握线性系统时域和频域的分析方法； 

4.熟悉线性定常系统的一般校正方法； 

5.*能用 Matlab 仿真工具对控制系统进行建模、分析和设计。 

（二）技能目标 

1.能建立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 

2.能对控制系统的性能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3.能对简单控制系统进行校正与设计； 

4.能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对工程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设计； 

5.*能利用 Matlab 仿真工具对控制系统进行分析、计算与仿真。 

（三）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培养爱国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培养学生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 

3.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践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4.提高学生思想水平、道德品质、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 

四、课程思政设计 



（一）体系结构 

本课程内容包含控制系统的建模、时域法分析系统、频域法分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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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课程体系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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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政线索 

在课程目标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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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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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对工程中的控制问题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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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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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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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际工程应用案例为核心，每个章节优选一两个核心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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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思政

元素巧妙地引入到项目教学模块，使专业理论知识和思政元素融为一体，实现“三

全育人”成效。 

（三）课程思政设计 

基于三大知识模块和三条思政线索，对核心知识点进行课程思政设计，构建

“专业课+思政课”育人体系，真正突显专业课程的“思政味”。具体思政设计方

案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思政设计 

项目 知识点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载体 德育目标 

绪论 

自动控制

理论发展

历史 

1.爱国精神 

2.创新精神 

发展过程中的标

志性成果和名人

故事，例如：中国

自动化控制之父

钱学森的事迹；

自动控制应用在

航空航天和军事

上的最新成果 

观看视频 

讲述 

树立不断创新、与

时俱进的科学精

神；增强文化自信，

培养学生爱国精

神；增强学生的时

代责任心和历史使

命感；提高学生对

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系统正负

反馈 

1.学习观 

2.自主学习 

负反馈与正反馈

控制的特点，引

申到学生学习的

正反馈和负反

馈，引导学生找

到正确的学习方

法 

讲述 

让学生树立正确的

学习观，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提高

抗干扰能力  

自动

控制

系统

的数

学模

型 

控制系统

建模 

1.辩证思维 

2.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从实际物理系统

的数学抽象，引

导学生透过表面

现象发现本质问

题 

讲述 

培养学生自主分

析、辩证看待、全面

认识事物的能力；

培养分析、综合、抽

象、概括的能力  

数学模型

的等价变

换 

1.职业道德 

2.自由、平等、

诚信、友爱、公

正 

同一系统可以采

用微分方程、传

递函数、动态结

构图等不同数学

模型来描述，在

一定条件下，可

以等价变换，映

射人与人相处之

道 

讲述 

培养学生正确的道

德观念，遵守自由、

平等、诚信、友爱、

公正的原则 



时域

分析 

控制系统

的性能指

标 

1.大局意识 

2.综合素质 

3.大工程观 

讲解控制系统的

基本要求，以实

际工程案例为

例，对系统综合

评价，既要全面

又要有所侧重，

延伸至学生的综

合素质评价 

观看视频 

讲述 

建立学生的大局意

识和协调发展意

识；引导学生全面

思考问题；促进学

生综合发展；培养

大工程观 

控制系统

的稳定性

分析 

1.责任意识 

2.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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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视频 

讲述 

增强学生的责任意

识和使命意识，做

有责任、有担当的

新时代大学生 

频域

分析 

频率特性

法分析系

统稳定性 

1.职业道德 

2.品德修养 

通过幅值裕度、

相位裕度综合衡

量自动控制系统

的相对稳定程

度，延伸到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

废，遇事留有余

地  

讲述 

讨论 

培养学生具有良好

的心理素质和职业

道德素质；引导学

生学习专业知识，

锤炼自己能力  

开环频率

特性与闭

合系统性

能 

1.民族使命感 

2.职业规划 

三频段分别反映

系统不同方面的

性能，映射人生

不同阶段的要求

不同，大学阶段

要对自己的发展

做好规划，实现

对自身价值观的

重塑 

讲述 

讨论 

引导学生正确做好

人生规划；坚定理

想信念，树立远大

的奋斗目标，为中

化民族伟大复兴之

路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频率特性

法分析系

统性能 

1.工匠精神 

2.创新精神 

频域分析的实际

工程案例，例如

我国的相控阵雷

达，通过频域分

析技术创新，在

现代战舰和国产

战机上应用出

色，达世界先进

水平 

观看视频 

讲述 

培养学生勇于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激发学生对自动控

制技术的热爱与创

新精神 



控制

系统

的校

正与

设计 

控制系统

的校正 
与时俱进 

线性系统的校正

的与设计方法，

不同系统、不同

发展阶段，对系

统的要求不同，

引导学生用发展

的眼光看问题，

与时俱进 

讲述 

讨论 

鼓励学生主动思

考,敢于尝试，与时

俱进；将工程思想

与新时代的要求相

结合，努力成为一

个优秀的理工科人

才 

PID 控制

规律 

1.相互配合 

2.团队协作 

比例(P)、积分

（I）、微分(D)。

有各自的优缺

点，需要三者相

互配合，共同协

作 

讲述 

讨论 

引导学生在学习、

生活上学会和别人

相互配合，优势互

补，团结合作 

五、典型教学案例 

案例 1 忠诚担当，科学报国-控制论的发展 

1.知识点：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历史 

2.思政目标： 

①培养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案例描述 

①预习自动控制的起源； 

②简述控制理论的发展历史，导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和离心调速器，引发学

生学习兴趣； 

③讲解我国自动控制的发展过程，引入“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

之父”钱学森的事迹。通过观看短视频，引导学生弘扬其攻坚克难精神和创新精

神以及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激励学生自觉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进程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④让学生查阅资料，讨论我国在自动控制领域取得的标志性科技成果，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4.教学反思： 

自动控制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抽象，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因

此在绪论章节融入思政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对后面专业知识的学习

兴趣，增加专业认同感。通过钱学森的事迹和我国的科技成果，培养学生爱国精

神和创新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终身的信念。案例还需要进一步选取与时俱进的题

材，提升思政教育的时效性。 



案例 2 找准方向，精准发力–正反馈和负反馈 

1.知识点：负反馈控制原理 

2.思政目标： 

①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②科学思辨精神 

3.案例描述 

①提出问题：设计恒温水壶水温控制系统，画出控制系统示意图并分析控制

过程，引出正反馈控制和负反馈控制两种控制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

独立思考能力； 

②分析正反馈控制，当实际水温高于设定水温时，实际温度反馈到输入端与

预期温度进行比较，在正反馈作用下，偏差信号为正值，控制器发出控制信号给

执行机构，使水温升高，在正反馈作用下，偏差进一步增大，水温一直会上升，

和设定水温的差值越来越大。 

③分析负反馈控制，当实际水温高于设定水温时，实际温度反馈到输入端与

预期温度进行比较，在负反馈作用下，偏差信号为负值，控制器发出控制信号给

执行机构，直至实际水温与设定水温相符为止。通过负反馈调节，可以抵御扰动

对水温的影响，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 

④通过正负反馈控制的分析，引导学生思考自身的正负反馈，导入学生学习

过程的负反馈。 

分析过程：把整个教学过程当作控制系统，学生为被控对象，学生的实际学

习水平为被控量，教学大纲要求为给定值，两个闭环控制均为负反馈控制；当学

生有学习问题时，可通过作业反馈或者教师答疑，通过负反馈的纠偏作用，教师

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和教学进度，帮助学生缩小差距，提高学业水平；此外，学生

之间通过自主学习和互相帮助也可以促进学习进步。 

提问：如果采用正反馈控制，效果如何？最后强调负反馈的重要性，引导学

生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向，找到正确学习方法，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自控力。 



4.教学反思： 

通过对课程进行思政融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案

例分析和讨论环节，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分析能力。可以丰富教学资源和

手段，使学生能够更直观地接受思想熏陶。 

案例 3 放眼大局，协调发展-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1.知识点：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 

2.思政目标： 

大局意识  

3.案例描述 

①讲述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②引入实际案例并分析。 

对于不同的被控对象，系统稳、准、快三方面控制要求也不同。 

举例：中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分析中药制药的自动控制

系统，讨论在药品反应炉温度控制中，为了得到合格的药品，需要保持炉内温度

的恒定，这时需要重点考虑反应过程的最大动偏差，即便在短时间内也不允许超

过工艺上限的温度，这时对快速性的要求就没那么高。 

举例：歼 20 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隐形制空战斗机。歼 20专用空空

导弹，可以在 150 公里以外锁定目标，远距离直接击落敌机，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空空导弹既要保持稳定性，又要快速准确地击中目标，稳准快三方面的要求，既

要全面又要有所侧重。 

引导学生要顾全大局，具备大局意识，全面衡量问题，不能因小失大，要协

调发展。 

4.教学反思： 

结合时代背景引入具体案例，通过分析控制系统的稳、准、快三方面要求，

让学生意识到全面思考问题的重要性，引导学生要有大局意识；同时理解大学生

自身的综合评价体系，促进身心全面协调发展。思政设计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继

续丰富知识点的思政内涵。 

案例 4 匠心逐梦，创新领航-频域分析法 

1.知识点：控制系统的频域分析 

2.思政目标： 

①工匠精神 

②创新精神 

3.案例描述 

①回顾系统稳定性概念和时域稳定性分析，引入频域稳定分析-奈氏稳定判



据。 

②以实训室现有设备为被控对象，让学生独立完成对象的建模、控制方案设

计，基于 MATLAB 平台进行仿真，画出奈奎斯特图，引导学生从工程的角度思考

理论问题。 

③ 提问：如何判断系统稳定性？讲解奈氏稳定判据中相位裕量和幅值裕量

的概念；通过例题来说明如何使用奈氏判据，引导学生用 MATLAB 仿真分析系统。 

④讲解频域法和时域法的联系与区别，讨论频域法的应用。 

通过介绍我国的相控阵雷达利用频域分析技术创新，在现代船舰和国产战机

上应用出色，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激发学生崇尚科学的热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鼓励学生在科学技术领域勇于创新。 

4.教学反思： 

频域法基本概念较多，计算较难。通过 MATLAB 仿真软件，简化学生计算过

程，强化工程分析能力。引入我国的先进科技成果，减少课程的枯燥性，帮助学

生提高专业认同，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教学内容可以进一步优化，增

加与实际工程的结合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