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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

1、课程的地位：本课程是机电类各专业（如机电一体化、工业

机器人技术）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核心课程。总

学时54，其中理论学时18，实践学时36。

2、课程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掌握可编程序

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功能、应用、程序设计方法和编程技巧，使学生

掌握一种基本机型，掌握PLC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为今后从

事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工作打下基础。

3、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先修课程为电工电子、机电设备控

制系统的构建与维护。后续课程：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专项技能

实训。

诊改：先修课程为电工电子、机电设备控制系统的构建与维护。

后续课程：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传感器技术、专业技能实训等。

（二）教学模式是否科学

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需要，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驱

动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采用理论教学与过程性实验考核相结

合，先学习基本指令学习完毕，再学习基本应用，基本学习完毕再进

行基本操作的学习。

诊改：以工程项目为教学主线，通过设计不同的工程项目，巧妙

地将知识点和技能训练融于各个项目之中，各个项目按照知识点与技



能要求循序渐进编排，采用“项目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法”完成PLC

课程的教学。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针对学生特点，教学采用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主要完

成PLC基本指令相关内容讲解，并能以实际连线为主。

诊改：采用“项目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法”，结合实际项目，

本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理论与实践并重，以工程实例的仿真及实战

的教学等交叉并用，逐步讲解PLC技术的基本指令和顺序控制指令，

以实际操作为主，锻炼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完成每个项目。

（四）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以多年从事PLC控制系统的构建与维护教学的教师构

成，以传帮带形式带好年轻教师。

诊改：针对学生实践能力，除了本学校从事PLC控制系统的构建

与维护教学的教师，需要从企业聘用一些高级工程师讲解企业项目，

让学生在学校了解企业现阶段如何使用PLC，如何加强基本指令融汇

贯通。

（五）实践教学条件

实训考核安排在6602PLC实训室进行，该实训室PLC综合实训台设

备12套，每套设备配置有西门子s7-200 PLC1台，配备各种模块。

诊改：除了学校提供的6602PLC教学实训室以外，针对本校学生

特点，需要同相关企业联系，在相关企业集中完成3周左右的生产实

训，以相关企业项目为依托，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企业项目实训内容。



（六）教学资源

PLC应用技术特点之一是逻辑性、抽象性强。在教学中应尽量使

用多媒体设备教学，同时结合实践教学指导书内容完成实训教学。

诊改：利用校园网络资源自主学习。这种方法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通过校园网络教学将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将PLC的理论教学课件、

实训教学课件、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上传到校园网与慕课网等相关教

学平台，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和校园网络优势。

（七）教学活动

本课程主要以理论与实践教学完成，理论教学包括课堂讲授、课

外自学、作业练习、答疑辅导；以实践教学方法为主，实践教学主要

包括实验教学与设计训练活动，设计训练主要是以课程设计形式完

成。

诊改：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一般不应直接给出实例中的PLC程序，

而是提示程序的大框架，引导学生自己完成该程序的编写、上机验证，

最后才给出参考程序供学生作对比、修正。整个教学过程充分发挥了

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引导作用。在教学过

程中实行单元过关制度来增强学生学习的适度紧迫感。每个课题教学

的最后环节是课题小测验，测试内容与课题大至雷同。一单元结束时

进行一次单元综合测验。

（八）课程考核评价

1、实训项目考核分两种形式：

（1）平时实训项目采取单独考核方式



将课程内容中的操作基础内容分项目进行单独打分或给等级，每

人轮流1台电脑和一套设备，按照课程要求，完成实训内容，并回答

老师问题，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或等级，作为平时实

训成绩。

（2）期末实操考试采取分组考核

根据班级人数，按照实训项目的要求，对每位学生进行抽题完成

项目的编程、连线及调试的要求，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

综合表现进行成绩评定。

2、期末理论考核采取笔试的形式进行

老师依据教学大纲要求，将支撑实训项目的理论知识以出试卷的

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

诊改：建立多元化的成绩评价体系，学生成绩评价按教学计划的

要求，对学生的最低能力目标是：熟悉基本的程序的设计、PLC接线、

上机编程、操作的能力。为了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对学生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评价：

1、阶段目标的完成情况：在开学初，教师制定学生小组学业评

价表，并交小组长，方便在每个阶段目标完成后进行记录和评价，同

时负责本组同学课外作业完成情况的记录。

2、一个学期共组织四次小测验：测验的内容包括应知和应会两

部分，以检测学生每一段的学习情况，培养学生独立设计电路、应用

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3、期末考试(实操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各占50%)：综合检验学生对



知识的了解，以加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4、课题设计：在教师辅导下让学生根据所学的PLC知识搞一个专

业项目开发和课题设计，利用课外时间完成，学期末上交。

5、其它。如考勤:因学校的实验楼与教学楼有一定的距离,学生

常有迟到现象,所以将考勤作为对学生评价的一部分；安全规范操作：

培养学生良好的操作习惯，如工具的规范使用，工作场地清洁的维护，

安全用电常识等；课堂表现：对突出的违纪行为进行记录，如学生上

课睡觉、越位、打游戏、聊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