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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入发展，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已逐渐无法满足复杂多变的社会需

求，在高校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文以协同育

人模式为基础，探索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通过多方合作、多元育人、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

旨在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本文详细分析了

协同育人模式下自动控制原理教学的改革措施及其实践效果，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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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traditional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mode has gradually become unable to meet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social needs. In the course 

of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s in universities,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a key link i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s. Through a multi-party cooperation, diversified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riented education model, the aim is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form measure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teaching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Keywords: Keyword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Reform in Educ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Innovation Ability



第 3卷第 5期 

2025年 5月  

 Volume 3, Issue5
May, 2025

·74·  https://cn.sgsci.org/ 

1  引言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对于自动化、电子工程以及

相关领域的专业教育至关重要，它不仅构成了专业

学习的核心部分，还是提升学生系统化思考及实践

技能的关键教育环节。[1]然而，传统的教学方法通

常侧重于理论讲授，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较为肤浅，

缺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

生在面对实际工程问题时，难以有效地进行分析与

解决[2]。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日益增

强，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愈发明显，协同育人模式的

提出，旨在通过多方力量的合作，形成一个多元化

的育人环境，推动教学理念的转变。本文将对协同

育人模式下的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及实践

进行探讨，为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人才

提供有益的参考。

2  协同育人模式
2.1  协同育人的内涵

“协同育人”是一种整合多方资源的人才培

养方式，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学校、企业、科研机构

及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推动人才的成长和发展。

这种模式旨在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以创新、协同

和实践为驱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协同育人模式不仅仅局限于学科知识的传

授，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在动手

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

提升。

2.2  协同育人模式的特征

1.多方协作：协同育人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多方合作。多元主体如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和社

会组织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通过这种协

作机制，学校能够获得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资源支

持，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和就业机会，科研

机构则推动前沿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在这种多

方合作中，各方的优势互补，不仅能够提升教育质

量，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适应社会需求。

2.实践导向：协同育人模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实践教学成为核心组成部分。通过项目实

践、企业实习、创新实验等途径，学生不仅能够巩

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还能通过参与实际问题的

解决，提升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这样以实践为导

向的教育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适应能力和

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为未来的就业与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3.个性化教育：在协同育人模式下，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教育不再采用统一

的教学模式，而是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优势和

发展潜力，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发展路径。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

入挖掘，激发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创造性思维；同

时，个性化教育也鼓励学生在多样化的教学资源

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提升。

4.持续反馈与改进： 协同育人模式注重各方合

作中的反馈机制。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

织之间通过定期沟通、反馈和总结，持续优化和完

善教学内容与方式，确保教育与社会需求相匹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与指导，

帮助他们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方向，并不断提高自

身的能力；通过这种持续反馈与改进，教学质量能

够持续优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得到进一步提

升。

3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现状与挑战
3.1  理论与实践脱节

在传统的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教学内容往

往过于侧重于理论知识，忽略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

紧密联系[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遇到理论知

识抽象、公式复杂的情况，难以理解这些知识如何

转化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

节，使得学生缺乏对知识应用的实际理解和操作能

力，进而在面对工程实际问题时，无法有效地运用

所学知识。尤其在自动控制领域，许多技术和方法

与具体工程项目紧密相关，如果学生未能在学习过

程中体验到这些技术的实际应用，往往会缺乏足够

的技能和信心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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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模式单一
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多数仍采用教师主讲、学生

被动听讲的方式，在课堂上，学生主要是知识的接

收者，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忽略了学生的参与感和

主动性，学生仅仅停留在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层面，

缺少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机会。教师的主导地位使

得课堂氛围较为僵化，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探索精神，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很难主动参

与到知识的深入探索中，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教学

模式需要从单向传授转向互动式、探究式学习，注

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使课堂成

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交流和思想碰撞的空间。

3.3  实践环节薄弱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理论部分讲解较为详

细，但实践教学部分在课程中占比过低，且与理

论知识的结合度不高，实验环节在很多情况下只

是形式化的存在，缺乏足够的实践深度和挑战

性，学生在实验中的参与感也较弱，往往仅仅是

按照固定步骤操作，缺乏对实验目的、原理和结

果的深入理解。这种情况导致学生在动手操作中

并未真正掌握实践能力，无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验

教学应紧密结合课程内容，增强实验的针对性和

挑战性，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进行数据分析

并解决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升他们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4  课程内容滞后

自动控制技术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涵

盖了许多新兴技术和方法，如智能控制、机器人控

制、深度学习在控制中的应用等[4]。然而，许多高

校在设计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时，课程内容的更新速

度滞后，未能及时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和行业需求融

入到教学大纲中，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

到的知识和技术往往是过时的，与当前自动控制行

业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学生所学的知识往往

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和行业对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而

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和就业竞争力。因此，课程内

容必须及时跟进技术发展的步伐，更新教学大纲，

加入前沿技术的应用，确保学生掌握最新的知识和

技能，增强其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4  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全面

改革迫在眉睫，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4.1  教学内容优化

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结合企业需求与实际工

程背景，注重理论知识的应用性。具体措施包括：

引入案例教学：选取经典的自动控制工程案

例，如无人驾驶系统、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等，将抽

象的控制理论与实际应用场景紧密结合，通过案例

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控制理论，并培养他们

的问题解决能力[5]。
前沿技术融入：在课程中引入前沿技术与科

研成果，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控制应

用，将前沿知识融入课程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跨学科知识整合：在教学中结合数学、物理、

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帮助学生形成综合

性的知识体系。

4.2  教学方式创新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积极性，本节提出

以下教学方法的创新措施：

混合式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并通

过慕课（MOOC）平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在课

堂上则着重于互动讨论和项目实践；线上学习为学

生提供了灵活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而线下讨论有助

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

翻转课堂：在翻转课堂模式中，学生通过线上

资源在课前自主学习基础知识，课堂上进行小组讨

论，而教师主要起到引导作用[7]。这种模式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效率和促进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项目驱动教学法：结合协同育人理念，设计一

系列基于实际工程需求的项目任务，如PID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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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无人机控制系统仿真等，学生通过团队协作

完成项目，提升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6]。

4.3  实践教学加强

实践教学是控制理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校企合作：通过和企业的合作，建立联合实验

室和实训基地，学生能够在企业环境中参与实际的

工程项目；企业可以提供实际的工程应用，学生在

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深入理解控制理论的

实际应用[8]。
开放式实验教学：打破传统封闭实验模式，

推行开放实验室，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题进行实

验，教师提供引导和技术支持，培养学生的自主

研究能力。

实验与理论结合：将实践教学与理论课程密切

联合，设计一系列与理论内容相契合的实验项目，

帮助学生在实验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4.4  校企合作与科研结合

为了进一步促进实践教学的有效性，课程改革

注重校企合作与科研结合。具体措施包括：

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科研

项目，学生通过参与这些项目，不仅能够积累科研

经验，还能够深入了解产业的最新发展动向[9]。
实习与就业导向：通过实习和就业相关的项

目，能够让学生在企业环境中应用理论知识，提升

个人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企业也可以根据实习

表现，提前选拔优秀学生，为其提供就业机会。

4.5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为了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建

立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该体系应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过程性评价：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则通过

观察、交流、项目参与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习惯进

行评价，着重强调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

结果性评价：通过期末考试、项目展示等方式

对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进行打分评估，确保评

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10]。
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教师及企业的意

见，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使教学改革更加符

合实际需求[11]。

5  未来发展方向

在协同育人模式下，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教学

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未来，课程改革可以朝以下方

向进一步发展：

5.1  深化校企合作

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探索多样化的合作

模式，如共建实验室、设立奖学金、举办专业讲座

等，通过企业的参与，推动课程内容的实时更新和

教学模式的不断优化。

5.2  拓展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勇于探索国际合作与

国际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高效的教学

方式，并展开和国外高校的密切合作，开展联合课

程、交换生项目等，提高国内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核

心竞争力[12]。

5.3  加强教师培训

教师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者，其人品素质和专

业能力对教学效果有重要的影响。应该定期组织

教师培训和考察，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与方法，

提高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以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和课程要求。

5.4 建立反馈机制

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通过学生、企业、校友

等多方反馈，定期评估教学改革的效果，并根据反

馈信息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案，确保课程改革的

持续有效性。

5.5  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

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引

入虚拟仿真、增强现实等技术，创造更加生动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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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环境，例如利用仿真软件进行控制系统的设计与

分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控制原理。

6  结论

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改

革，通过多方合作和创新实践，有效地解决了传统

教学模式中的问题，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

能力；改革的实践表明，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不仅增

强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还为企业和社

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未来将进一步深

化校企合作，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模式，推动自动

控制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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