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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中国制造2025”、“人工智能2.0”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自动化与电气专业以培养具有较强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实践能

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拓展型人才为目标,构建了一套学科交叉融合的本科教学体系,对实验、实践和实习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该类专业工程

训练教学环节中,本文以自动化与电气领域新兴热点——交互系统为主题对象,引导学生开发一类可在人-机间行为互动的智能化装置或设备,

探索一种以主题课堂形式展开的创新型教学形式。 

[关键词] 自动化与电气类；交互系统；主题课堂；本科教学改革 

 

为了主动应对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我国制定了“中国

制造2025”、“人工智能2.0”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高校人才培养要从

源头上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对专业教学实验、实践、实习等提出了更高

要求,也对未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创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1]
。 

主题课堂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强调通过实践让学生

自主建构知识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主题课堂也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设计中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提高,通过实时检查学生的知识掌握与运用情况,及时给予评测和反

馈,使学生了解自身的学习状况,对课堂活动设计做出及时调整,更好地

促进学生学习。 

1 自动化与电气类工程训练——交互系统设计 

交互系统是自动化与电气类专业人才开展创新创业的新兴热点方向

之一
[2-3]

。它是一种能够在人与机之间进行行为互动的智能化装置或设备,

主要由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等三大部分构成, 终满足人的互动意愿

和需求。传感器对人的行为或意识进行自动感知,经信号处理、信息融合

和特征提取转换为送给机器系统的激励信号；控制器通常采用人工智能算

法的控制规则生成指令；执行器则采用电子电气等声、光、热及动作等形

式的响应输出反馈给人。交互系统已经在医疗、办公、家居等诸多领域均

表现出很高的实用价值,例如具有体感及语音交互能力的引导智能机器人

等,无不融入了交互系统的设计理念和专业知识。 

1.1认知训练教学方法 

以交互系统智能装置为具体对象,以多媒体演示教学、实物展示教学

与网络检索资讯相结合,促进学生认知和学习自动化与电气类系统设计的

基本框架、工作原理及其软硬件关键组成部分。以声控/光控灯、感应水

龙头等初级交互系统为例,在仅有一般多媒体网络教室等教学环境下,学

生通过网络检索交互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电路组成,从中分出每一个元器件,

如指令接收器、传感器、信号转换器、信号发射器等,检索下载相关元器

件的指标参数和典型应用范例；而在具备一定的专业实验室内,学生可自

行比对相应的实物元器件,结合多媒体演示教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元器件

在实际应用和运行工作中的典型输入输出信号。 

1.2创新训练教学方法 

创新训练教学环节一般针对大二本科生,为了兼顾通识教育和卓越人

才培养两方面,教学工作分为两部分：①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多媒体教学方

式,让学生了解交互系统设计的基本理念、功能需求、性能要求以及在生

产生活中的创新型应用范例；②以2-3人为单位自主选择分组,由学生自主

提出拟完成的交互系统,给出相应的初步设计方案和可行性分析报告,教

师鼓励大学生提出创新性设计方案,并对其进行深度启发和完善优化。 

1.3设计训练教学方法 

组织学生进入专业实验室,根据所提交互系统设计方案的电路组陈,

分组选择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等各类元器件,运用计算机模拟仿真技

术,计算电路参数并模拟分析预期效果,并根据仿真分析结果反过来进一

步完善和优化设计方案。 

1.4调试训练实验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师进行安全性及规范性要求讲解后,

组织大学生使用EDA工具软件(如Protel、Multism等)进行交互系统电路设

计和印制板制作,实施元器件组装,并由学生独立完成调试,对比预期设计

要求完善其功能和性能,自主发现问题,遇到瓶颈可找教师讨论,充分发挥

自我分析和自我思考的能力。 

2 交互系统主题课堂的创新特色 

自动化与电气类交互系统主题课堂是一种以互动课堂形式展开的、以

交互系统设计为主题内容的创新型教学形式。交互系统主题课堂的探索与

实践属于课堂教学方法及实施手段的研究领域,涉及创新教学方法、丰富

课程内涵、优化教学设计等教学改革,注重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大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自动化与电气类交互系

统主题课堂的创新特色有： 

2.1以大学生自主研发为主的学习过程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以听教师讲课为主,学生的主动思考积极性不

高,对理论知识的实践价值印象不够强烈,而且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不够强,

教学学习的整体效果不好。在新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的

机会,能主动参与到交互系统的设计与搭建的过程中,能切实有效地激发

自动化与电气类大学生对系统设计的积极性,能在教学实践和后续的创新

竞赛中取得良好的成果。 

2.2以系统设计全过程测评代替传统考试 

传统考试方式以试卷笔试为主,以平时考勤和作业评测为辅的方式。

对于自动化与电气类大学生课程,仅仅采用理论考试方式,无法考核出大

学生真正的能力,达不到考核学生素质的 终目的。本文所提方法采用交

互系统设计全过程考核方式,与教师长期积累的案例教学经验相结合,在

学生专注进行交互系统设计组装的同时,将书本上的自动化与电气类理论

知识运用于实践,以设计、调试和测试等综合测评方式呈现出来,兼顾大学

生的表达与沟通能力,无疑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突破。 

2.3从传统课堂到互动课堂的模式转型 

互动课程涉及的教学资源更加丰富,既是利用基本资源实录真实的教

学过程,又是以基本资源+拓展资源展示的课程进化,也是课程设计+教学

团队的分类指导教学过程。互动课堂实践中的授课形式及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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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减少教师讲授时间,留给学生更多学习活动时间,提升学生积极主

动性,激发学生的能动性以及创业创新的冲动；②全面提升课堂的互动性,

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意识,活跃课堂气氛；③通过交互系统设计将

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方面的能力

也得到相应提高；④学生的设计全局观和系统观得以训练和提高,能够更

快地了解真实社会的需求；⑤有效提高课堂效率,改善学生学习情况,提高

学生积极性。 

3 自动化与电气类本科教学实践 

以交互系统主题课堂方式开展,笔者2018/2019两个年度在中南大学

开展了自动化与电气类本科教学实践,贯彻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

宗旨,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3.1准备环节 

①结合主题课堂的培育理念,确定自动化与电气类交互系统主题课堂

的教学目标。②根据主题课堂的培育要求,对自动化与电气类交互系统主

题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编制。③根据主题课堂的教学要求,编写授课计划。

④按交互系统设计要求,选购主题课堂的教材和教仪。⑤按课堂进程,制作

相关的教学课件。⑥按照主题课堂的教学方案,进行实验内容的安排。 

3.2授课环节 

①教师通过在课堂上实际操作一些小型交互系统,激发学生的科研兴

趣,使学生积极提出问题,活跃课堂气氛,通过一问一答,让学生对交互系

统逐步了解,促进科研互动。②通过工程实践案例等真实内容,吸引学生的

回答问题的积极性,经过一步一步的引导, 终和学生一起探讨商榷,引出

学生自己的交互系统设计思想,并将实验指导书的编写任务交给学生自己,

教师再进行 后的修改。 

3.3实践环节 

即装置的设计部分,分组进行,分工协作,有计划地共同完成装置设计。 

3.4考核环节 

对交互系统设计进行全程评估考核,有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在学生

专注进行装置设计组装的同时,将书本上的自动化与电气类理论知识用于

实践,加以总结,以答辩的方式呈现出来。 

3.5总结环节 

对基于项目、问题的探究式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进行记录

和归类。 

3.6延拓环节 

申报创新类项目方面的专业指导,鼓励学生进行申报创新创业项目。 

将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果推广应用到信息学院其他方向的教学改革

中,为学院教学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图1  交互系统主题课堂教学实践步骤示意图 

4 结论 

中南大学自动化与电气类2018/2019两年的教学实践表明,交互系统

设计主题课堂教学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气氛活

跃,使学生从被动接收者转变成为主动参与者,极大提高了学生对知识获

取的主观能动性。目前,交互系统主题课堂已从自动化与电气类工程训练

逐步关联到自控原理、新能源发电技术等专业课程,均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直接受益本科生人数已达400多人。交互系统课堂教学实践效果明显,大学

生的综合表达能力得到了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和意识增强,实践动手能力

和主动创新意识显著提高。以中南大学电气1504班为例,全班28人2018年

申报了5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全部获批并顺利完成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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