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控制与现场总线技术》课程诊改报告

（一）课程定位

1、课程的地位：本课程以网络与数据通信、PLC 知识为基础，

详细介绍了 Profibus、CC-Link、Modbus 以及工业以太网的技术特点、

技术规范、系统设计、硬件组态及其在控制系统中的构建与应用。计

算机控制与现场总线技术是机械专业的主干技术课程，是新型工业控

制技术的基础。

2、课程的作用：它以机电分离多功能精密机械传动实训装置为

主要载体，理论讲解过程中配合实训教学，通过实验训练加深对理论

内容的理解，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意识。

3、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先修课程为电工电子，PLC 控制系

统的构建与维护。现场总线技术、检测技术。后续课程：工业机器人

应用基础、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

诊改：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学校响应国家

号召：“停课不停学，教学两不误”，积极组织开展线上教学。本学

期计划是现代学徒制班学生到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进行生产实

习，一名企业师傅负责指导两名学徒，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学习岗位课

程，参加企业教学活动，训练职业技能，提高专业意识，感受企业文

化。但这一环节无法开展线上教学。将下学期的专业必修课《计算机

控制与现场总线技术》理论部分调整到本学期，开展线上教学。该课

程面向对象专业包括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计算机控

制与现场总线技术》2 学分，36 学时，本着理实一体化的课程理论部

分尽量线上完成，实践部分内容开学后能尽量优化开展实施，理论和

实践学时均已做调整。理论部分 24学时，采用职教云平台、腾讯课

堂、QQ群开展线上教学，实践部分 12学时，挪到下学期开展。

在后期的实践教学中，理论部分要在实践环节中穿插回顾，实训

内容优化精简融于三个典型实用的实训项目，实训室使用的是机电分

离多功能精密机械传动实训装置，用于一体化教学，进行项目化教学

改革，第一步，基础部分，硬件的学习，第二步，再在博图软件的界

面中编写简单的程序，让电机动起来，第三步，硬件配置，用在博图

界面中设置参数，调用通讯指令实现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设备之间的

数据交换，通讯，建立简单的系统集成的概念。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

做一体化，更多的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活跃课堂气氛，将枯燥的理



论知识变得有趣化，实操部分更易被学生接收。

（二）教学模式是否科学

目前开展的是线上教学，教师按照课程标准，结合课程的内容，

授课计划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中的标准化课程（带资源）或MOOC学院

在线开放课程引用到“职教云”的教师教学空间中，再进行个性化重

组，添加和补充。

教师结合现有主流直播工具腾讯课堂、腾讯会议，QQ群直播，钉

钉等APP，进行网上直播授课答疑等，利用“云课堂”APP开展丰富的

教学活动设计，如签到、投票、讨论、小组pk、头脑风暴、问卷调查

等，能够有效掌握课堂节奏、安排学习进度，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

“云课堂”APP为教师提供了每一个学生详实的课前、课中、课

后学习情况，使教师全方位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制定学习进度。

诊改：在后期的实践教学中，理论部分要在实践环节中穿插回顾

和考核，实践部分采用的模块化实训台模拟岗位实际工作过程来开展

的项目化教学和实训。根据班级人数，将学生按照1～2人一组，每一

组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完成相应的实训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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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内容优化精简，将职业标准、

工作规范和工程案例融于三个典型实用的实训项目。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否先进

计算机控制与现场总线技术课程是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利

用“云课堂”APP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设计，如签到、投票、讨论、

小组pk、头脑风暴、问卷调查等。

诊改：通过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提高课堂参与度。后期实践课程以

任务为主导，理实一体化，其过程运用了探究式、学生讲学、答辩参

与式教学。理论部分回顾采用 “云课堂”、“云班课”进行知识点

的投放和课堂测试以及课后答疑。

（四）教学团队是否合理

本课程的固定教师为自动控制技术教研室的中青年老师担任，教

师均有赴企业顶岗实习的经历。

诊改：教师有机会还应持续间断性的在企业顶岗实践，进行专业

培训学习，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了解行业最新技术和动

态，引进更适合企业产业需求的知识技能，能满足准确把握教学改革

方向，指导课程建设和改革，实训室建设的要求。结合暑期的集中培



训，开发更多基于实训设备的教学资源。

（五）实践教学条件是否满足

校内机电传动控制实训室有11套机电分离多功能精密机械传动

实训装置，可以满足3~4人一组的小班教学，实训室归属自动控制技

术教研室管理。

诊改：不能以产品为教学实践主导，后期课程实训设备配置逐步

贴合行业企业使用要求，满足课堂教学和实践需求，进一步加大校企

合作，和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六）教学资源是否丰富

课程教材选用的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结合实训设备和教材进行

模块化分割，经过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教师均收集了许多课程教学

资源，实训项目采用的是根据机电分离多功能精密机械传动实训装置

开发的实训项目。

诊改：实训设备无法完全满足教材中所有知识点所需，后期将增

添部分所需元件，尽可能让实际设备满足教学要求。开发校本教材。

收集、选取和开发更多的课程资源。

（七）教学活动是否有效

线上课程一周2次课，一周8学时，3周完成理论部分的学习，为

现场总线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和性能、各种现场总线的使用场合。

诊改：后期实践部分为一次课程完成一个项目，包括硬件配置，

软件组态，编写程序，使执行元件动起来等实操。实操部分多加强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参与度。

（八）课程考核评价是否科学合理

课程考核采用的是线上课程成绩（50%）+项目实操考核（30%）+

学徒制校企课程教学活动评价（20%）。

诊改：过程性考核，1~2个学生一组，班级存在学生不参与思考

过程，盗用他人成果进行实操答辩现象，项目考核采取分组抽签的实

操考核，单个进行答辩点评，理论部分为线上统考。

探索教学改革，做好课程思政教学。

授课班级： 18工业机器人技术1班

授课教师：卢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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