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张波

课程名称 自动控制原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自动化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年级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总学时 70

一、课程简介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是自动化专业核心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路分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课程为基础，着

重培养学生掌握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是一门直接为解决实际控

制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的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

在对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中，始终贯穿着方法论的科学思想，如反馈的方法、

系统的方法和稳定性概念、分层分级控制的思想等，使学习自动控制理论的学生

潜移默化地受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熏陶，对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和辩证思维

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开环控制与闭环控制的“辩证”关系

2.对应章节：第 1 章 自动控制系统的一般概念

3.课程讲次：第 2 节 开环控制系统与闭环控制系统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控制的含义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2）了解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并理解他们的区别，学生学会用简易的方框

图简单的开环、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简单工作过程；

2．能力目标：

（1）能正确判断生产、生活中常见控制实例的类别；



（2）熟练掌握分析闭环控制系统的一般方法，学会使用逆推法分析问题。

3．素质目标：

（1）通过“游戏中的控制”，使学生保持探究控制系统的兴趣与热情；

（2）通过对闭环控制系统的探究，形成勇于探索敢于创造优良品质；

（3）通过学生小组讨论、合作学习中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

（4）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反馈示意图，将思政融入课堂教学，使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四、案例主要内容

借鉴《自动控制原理》的控制系统设计理论，在专业知识的教学环境中，内

嵌入一个思政知识反馈闭环，在讲解闭环负反馈时将人生比作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如果只是勇往直前，而不回头反省，那就如同开环控制一样，无法对行进过程中

的偏差进行修正。不忘奋发图强的初心，牢记科学报国的梦想，为祖国的科研事

业贡献力量，这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与责任，也是该系统的“给定量”，如图

4-1 所示。将扪心自问、反躬自省作为系统的“反馈环节”，当理想信念因为外

界诱惑偏离初心时形成“反馈”通道，做到实时修正，不断减小偏差，这样才能

去除杂质、坚定信念，实现初心不改。古人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工作与学习过程中我

们要善于使用“反馈控制”方式，及时校正思想上的偏差，抵抗诱惑与干扰，提

高个人修养，在反思中砥砺前行，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各种电动机中应用最广、需要量最大。工业生产、农业机

械化、交通运输、国防工业等电力拖动装置中，有 90%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在介绍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应用时引入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动力心

脏”，由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YQ-625 型异步牵引电动机，通过短视频

了解电机技术人员在电机的设计、制造过程中，为提高电机性能反复测试，持续



创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实现了产品质量“零缺陷”，为我国高铁安全运行

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 4-1

五、案例教学设计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

前：

平台

自主

学习 1. 学习通发布预习学习任务单；

2. 跟踪学生课前测验完成情况；

3. 根据课前测验设计课堂教学知

识图谱；

收集学生自学难点问题

领取任务

自主学习

完成作业

自学反馈

引 导 学 生 自 主

学习，让学生成

为 课 堂 教 学 内

容 设 计 的 主 体

输入者，锻炼学

生 的 实 践 能 力

和创新能力。

通 过 学 生 熟 悉

投 掷 飞 镖 的 小

游 戏 ， 引 入 控

制，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情景

导入

【游戏中的控制】

提问：大家玩过投掷飞镖吗？有

没有同学想试一试呢？

刚才那位同学投掷飞镖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我们对飞镖进行了控

制。

通过学习通“抢

答”环节选出一

位同学，并请该

同学上讲台投掷

飞镖。

通过学生熟悉

投掷飞镖的小

游戏，引入控

制，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课堂

探究

一：

控制

的含

义

介绍控制是无处不在的，让同学

们举例身边熟悉的控制实例，然

后老师再结合 PPT 介绍控制在生

活、工业，航空航天方面的应用,

让学生知道学习控制很有必要，

从而进入控制的定义的学习。

听讲并思考回答

选一位同学举例

说明身边熟悉的

控制

通过学生回答

自己熟悉 控制

实例，再结合教

师介绍控制的

应用，加深对控

制的理解。

课堂

探究

二：

人工

控制

与自

动控

通过两张图片引出人工控制与自

动控制

听讲并思考回答

选一位同学说明

图片中的控制属

于什么类型？

让学生自己去

发现人工控制

和自动控制的

区别



制 【控制种类介绍】由以上图片引

出控制的种类，根据人工干预的

情形可以分为人工控制系统和自

动控制系统。

【练习】让学生思考所给系统：

电源开关、机器人拧螺丝、普通

水龙头、空调机，哪些系统属于

人工控制？哪些属于自动控制？

听讲并思考回答

选一位同学说明

图片回答所给系

统属于什么类

型？

让学生通过练

习自己掌握如

何区分人工控

制系统和自动

控制系统

【思考与讨论】

有人说全自动洗衣机在洗衣服的

时候，也需要人工打开开关，选

择程序，所以也应该属于人工控

制。

让学生分析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并说出原因。

【教师总结】

自动控制系统判断原则---根据控

制的过程是否需要人的干预

思考问题，小组

展开讨论。

选一位代表阐述

他们组讨论的结

果

使学生通过分

组讨论进一步

加深对自动控

制系统的辨别



课堂

探究

三：

开环

控制

与闭

环控

制

【举例】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让学生思考：被控对象？

控制器？

被控量？

给定量？

【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方框图】

由以上分析绘制出系统的原理方

框图

【研究结论】

开环控制系统的定义及原理方框

图

由以上实例让学生总结开环控制

的特点是什么？

听讲并思考问题

选一位同学回答

问题

听讲并思考问题

通过学生回答

问题，引导学生

绘制系统的原

理方框图

【举例】恒温箱控制系统

让学生思考：

1．与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的区

别？

2．系统的方框图怎么绘制？

【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与恒温箱

控制方框图的比较】

分析两个系统原理方框图之间的

不同之处，引出闭环控制的定义。

【研究结论】

闭环控制系统的定义及原理方框

图

由以上实例让学生总结闭环控制

的特点是什么？

听讲并思考问题

选一位同学回答

问题

让学生自己去

发现开环控制

和自动控制的

区别。



【思政融入】价值引领

将人生比作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引导学生在工作于学习过程中要

善于使用“反馈控制”方式，及

时校正思想上的偏差，抵抗诱惑

与干扰，提高个人修养，在反思

中砥砺前行。

听讲并思考问题

通过“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反馈示意图，将

思政融入课堂

教学，使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达

到立德树人的

目标。

【分组讨论】恒温箱控制系统的

动态过程

让学生思考恒温箱自动控制系统

的动态过程；

通过学生分组讨论总结闭环控制

系统的特点。

讨论恒温箱自动

控制系统的动态

过程

通过分组讨论，

使学生学会对

闭环自动控制

系统进行分析，

引导学生总结

闭环控制系统

的特点。

【研讨】下面哪些是开环控制系

统？哪些是闭环控制系统？

【结论】判断一个控制系统是否

为闭环系统的原则：

1.看有没有“反馈”环节

2.看反馈回来的信息能否进

一步影响控制的结果

听讲并思考问题

使学生通过研

讨总结出如何

辨识开环控制

系统和闭环控

制系统。



【思考与讨论】

有人说，在前面进行的投掷飞镖

游戏中，飞镖飞出后，运动员的

眼睛可以将飞镖的飞行路线反馈

给大脑，存在反馈环节，所以投

掷飞镖过程是一个闭环控制系

统。

让学生分析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并说出原因。

【教师总结】

这种说法不对，虽然眼睛可以将

飞镖的飞行路线反馈给大脑但反

馈回来的结果不能再影响飞镖的

飞行路线，飞镖的飞行路线只取

决于投掷的角度和初速度。所以

投掷飞镖属于开环控制。

思考问题，小组

展开讨论。

选一位代表阐述

他们组讨论的结

果

使学生通过分

组讨论进一步

加深对开环控

制系统与闭环

控制系统的辨

识。

课后

练习

找一个身边熟悉的控制系统进行

分析，并绘制出它的原理方框图。
完成课后练习

锻炼学生分析

控制系统的能

力，使学生掌握

系统原理方框

图的绘制。

课堂

练习

通过学习通发布与本小节所学知

识相关的题目

在学习通完成课

堂练习

通过课堂练习

检测学生对本

节内容的掌握

情况。



课堂

小结

总结本小节所学内容，让学生课

后把没有掌握的知识反馈给老

师。

听讲，课后完成

教学反馈。

通过课后反馈

及时掌握学生

的实际学习状

况，以便及时调

整教学计划。

六、教学反思

通过本次线下翻转课堂教学，学生课前完成了逆变的基本概念及有源逆变产

生所需的条件两个基本知识目标的学习，课中通过分组任务、知识点讲解、课堂

练习、交流讨论等课堂活动学会辨识有源逆变电路，掌握了有源逆变电路设计中

参数的计算，实现了能力目标。与此同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让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科学思维和创新习惯，形成大工

程观，参与教学活动产生责任感、交流沟通、终身学习、创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