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设备控制系统的构建与维护》

课程诊断与改进工作汇报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的地位：

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

课，来源于机电设备及自动生产线系统的安装调试与运行维护这一典

型工作任务。属于专业主干课程，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核心技术课程，

课程总学时54时，其中理论学时27，实践学时27。

2、课程的作用：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常用低压电器和各类电

机的结构、图形、符合及使用维护方法，掌握变压器、直流电机、三

相异步电机、控制类电机的原理与应用，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控

制线路的安装与调试。

2、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本课程先修课程《电工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PLC系统的构建与维护》、《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

诊改：课程内容对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结合维修电

工等岗位职责来设置，以机电传动控制实训室为载体，实施理实一体

化教学。

（二）教学模式是否科学

本课程从实际工程应用和高职教学需要，掌握低压电器、变压器、

各类电机及电气控制设备的分析、调试、维护方法，通过项目式教学，

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掌握相关项目的实际开发和实施过程，培

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根据行为向导型教学法的“质量控制”要求，注重平时学习的考

核，全面提高了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诊改：随着社会行业企业技术的发展，课程和岗位实际工作过程

存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职业标准和行业标准都在与时俱进的更新。

专业教师赴企业顶岗实践，进行专业调研，了解和掌握行业企业

职业岗位技能等的发展和变化，改革课程教学模式，更多的以企业实

际工作任务为载体，融入职业标准、工作规范和工程案例，强化学生

技能训练更好的适应社会行业企业岗位需求。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程是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其过程运用了启发

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引入蓝墨云班课进行资源共享、

课堂测试、课前签到、项目任务布置。

诊改：课程信息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可进一步完善。可引入微课、

小视频等介绍知识点。

（四）教学团队

该课程教学团队成员有三人：余愿（讲师，专任，课程负责人）、

陈实善（高工，兼任）、卢胜初（高工，兼任），专任老师有赴企业

顶岗实习的经历，兼任教师有企业工作经验，教学效果和评价良好。

诊改： 2019年寒假，团队教师赴武汉华远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企业顶岗实践，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

（五）实践教学条件

本课程教学场所安排在机电传动控制实训室6506，有12套多功能



电机控制模块实训台，结合虚拟仿真软件及动画，进行基本电机控制

回路的搭建和仿真。授课过程采用项目化教学和过程性考核。

诊改： 本学期承担18工业机器人3班和18机电一体化1班，每个

班最多36人，最多3人共用一台设备，能满足小班教学需要。

（六）教学资源

教材选用专任教师参编的全国高职高专机电及机器人专业工学

结合“十三五”规划教材，结合实训设备和仿真软件进行实训教学。

诊改：进一步以学校设备和企业案例开发实践教学项目，让理论

知识、实践教学项目和实训设备紧密结合。

（七）教学活动

课程一周4学时，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授课方式，在讲授理论知识

时采用PPT展示，视频播放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基本原理和应用，同时

安排学生在仿真软件和实训设备中完成系统元件认识、元件布置图、

系统接线、系统运行和系统排故等工作任务。

诊改：在理论讲授的同时根据知识点布置任务，让学生在仿真或

实操中实现做学结合。通过项目式教学，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掌握相关项目的实际开发和实施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

（八）课程考核评价

该课程成绩评定由考勤+作业（20%）、过程性考核（50%）、期

末考试（30%）等内容组成。

诊改：继续采取过程性考核方式，过程性考核由个人单独考核，



每个实操项目单独打分，提高了学生参与度；期末考试采用的是理论

笔试考试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