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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满足应用型高等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本文针对当前高等院校《现代控制理

论基础》课程教学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改革探讨。研究内容涵盖了教学内

容更新、教学模式的创新、课程思政的融入以及评价方式的优化等多个维度。通过系统的教学

改革实践，不仅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通过引入实际案例和工程

项目，有效锻炼了学生面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能力，并显著促进了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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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and reform discussions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Fundamentals of Modern Control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covers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he update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evalua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it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imulates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but also effectively exercises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practical cases and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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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课程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我校”）自动化专业的一门关键核心课程。该

课程在航天领域、水面船舶控制系统以及电气工程等多个行

业领域均展现出其广泛的应用价值，并与生产实践紧密关联。

我校是在原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的基础上，通过与内蒙

古工业大学矿业学院、内蒙古医科大学鄂尔多斯学院等院校

整合办学资源而成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作为地方高校

转型发展的先锋，我校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首批以“应用技

术”为名的本科院校之一。我校自动化类专业毕业生大批量

奔赴生产一线，结合地方特色需求发展，我校对自动化专业

课程设置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课程上承经典控制理论，下接人

工智能控制，主要以状态空间模型为核心，深入研究线性控

制系统的状态能观性、能控性和稳定性，并进行系统的综合

设计与分析。课程中有大量的数学证明和计算，这要求学生

具有较好的工程数学基础知识。

在当前《现代控制理论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存在以

下几方面问题：首先，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课程“枯燥乏

味”。传统教学过于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实际应

用场景的衔接，导致学生感到课程内容抽象、难以理解，从

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其次，评价方式单一，导致评

价导向力“打折扣”。传统的评价方式的单一性导致评价导

向力较弱，过程性评价的缺少，导致授课教师无法全面、准

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最后，碎片化的资源，导致教育

遭遇“瓶颈”。在互联网时代，学生所接触的知识往往是零

碎不成体系的，这使得他们难以构建一个系统而连贯的知识

框架。同时，学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获取的学习资源缺乏有

效整合，这种学习体验的不连贯性可能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

率并削弱他们的学习兴趣。鉴于此，本文提出了结合“数字

化技术手段”和“课堂教学”对《现代控制理论基础》课程

进行教学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学习《现代控制理论基础》课程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充分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

性，我们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案例，将抽象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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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工程应用紧密结合，将这种融合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中。通过典型案例分析、Matlab模拟仿真等实践手段，我们

鼓励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构建知识体系，提升他们的操作技能

和问题解决能力。为了进一步加强《现代控制理论基础》课

程的工程应用性，作者依托自身在高超声速飞行器研究领域

的基础，将飞行器航迹跟踪问题的控制策略引入课堂教学。

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其快速飞行、强大的突防能力而在军事和

民用领域均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这一案例的引入极大地

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构建状态空间模型的过程中,以高超声速飞行器纵向

动力学模型为例，推导其状态空间模型，并将航迹跟踪问题

拆分为飞行高度子系统和速度两个子系统的控制问题，建立

飞行器航迹跟踪状态空间表达式；为方便控制器和观测器设

计，以高超声速飞行器纵向输入输出反馈线性化模型为研究

对象，对其进行能控和能观性证明；设计扩张状态观测器

（ESO）对速度子系统和高度子系统各状态变量进行估计；

在控制器设计环节，通过讲解经典控制方法，如预测控制，

并利用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分析方法来分析航迹跟踪控制器

的稳定性，确保跟踪误差的收敛。

这种将实际工程案例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

仅丰富了课程的实践应用，还使学生获得了更加直观的感性

认识。此外，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设置了“倒立摆”控制系统作为课程大作业，要求学生

独立完成系统的分析设计过程。学生需利用 Simulink工具从

系统建模、分析、设计到仿真等多个环节进行综合设计，这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还让他们在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实际应用的效果。

2.改革教学模式

课程在继承传统教学优势的同时，致力于实现从“教师

主导”向“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转变。积极引入现代教育

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创新采用“线上导学-线下研学-线

上促学”三阶段混合式教学模式，这一模式涵盖从课前布置

任务、激活旧知、拓展阅读到课中认识新知、应用新知，以

及最后的在线测试和知识强化，形成完整的教学设计闭环。

目前，我校已成功搭建现代控制理论课程的雨课堂平台，实

现班级创建、学生添加、教学资源上传、教学任务发布、在

线课程及链接网址等功能。在线上导学环节，我们鼓励学生

进行自主式学习，教师将预习资料提前上传至雨课堂等在线

学习平台，方便学生预习新知识、巩固旧知识。线下研学部

分则侧重于问题驱动，通过提问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同时锻炼问题解决能力和

创新思维。在线上促学环节，教师利用雨课堂的互动功能进

行签到、随堂测试和拓展阅读等，有效激发师生互动。通过

后台数据实时跟踪，教师能够发挥引导、启发、监控导作用，

并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难度。例如，在系统稳定性分析知识

模块中，课前发布课前预习内容，如“什么是系统内部稳定、

外部稳定？学习稳定性的物理意义？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因

素？”学生需要查阅相关文献寻找答案，完成预习。课上，

教师以线下讲授的方式深入讲解李雅普诺夫第一法和第二

法判稳内容，并通过随堂练习加深学生印象。教师还可以根

据学生提交的答案，及时了解掌握情况。此外，通过引入“移

动机器人轨迹跟踪问题的稳定性分析”案例，学生切实感受

到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

3.融入课程思政

为了深化高校课程思政教育，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在确立教学目标和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从《现代控

制理论基础》的课程发展、建模、性能分析等多个维度探索

课程思政的融入路径。精心设计“入脑、入心、入情”的思

政内容，旨在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三位一体，

实现相互促进与渗透。在教学实践中，巧妙地将课程内容与

思政要点相结合，多维推进思政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民族精神、创新意识和个人价值的“控制”工程师。

具体而言，在讲述控制理论发展历程时，我们通过介绍

中国古代的“指南针”、“木牛流马”和“水运仪象台”等

伟大发明，让学生深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正确

的文化自信，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展示现代控制

技术的杰出成就，如“洲际导弹”、“两弹一星”、“盾构

机”等，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培育科技报国和

爱国奉献的工匠精神。通过讲述我国“控制之父”钱学森先

生的事迹，利用线上拓展阅读和线下视频教学，向学生展现

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精神，

激发爱国情怀。在系统建模环节，引导学生从不同状态变量

选择出发，构建多种状态空间表达式，以此拓展学生思维，

培养他们从多角度审视问题的能力。在讲解能控能观性时，

以新冠防疫系统为例，将其视作一个庞大的控制系统，引导

学生理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防疫成功经验在系统中的作

用，培养他们成为能控能观的合格大学生。在稳定性分析的

教学中，进一步将稳定性概念延伸至民族团结的层面，让学

生深刻理解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而肩负起维护社会

稳定的重任。

4.丰富评价方式

为彰显我校应用型高校特色，构建一套以产出为导向的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体系，旨在提升混合式教学的效果，并强

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过程性考核评价融入最

终成绩评定中，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在评价学生的学习和能力时，采取多维度的综合考量方

式，包括在线学习、课堂表现、课后测试等不同时空维度的

表现。具体细化到线上资源学习、在线测试、讨论、头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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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课程作业、Matlab仿真作业以及期末考试等方面。将线

上资源学习、签到和课堂表现统一归入课堂表现类别，而课

前测试、课堂测试、课后作业则划归为课程作业类别。Matlab

仿真作业和期末考试则通常依据标准答案进行定量评价。在

最终成绩的构成中，课前测试占 10%，课堂表现占 10%，课

后作业占 20%，而期末考试则占 60%的权重。通过这些环节

的成绩和相应的权重，计算出学生的最终成绩。同时，教师

利用数据分析来评估课程目标的实现情况，这有助于教师进

一步完善教学策略。这种做法不仅是准确诊断教学、推动教

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教学改革的坚实保障。

5.结语

立足于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本文对《现代控制理论

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探讨。在授课案例

的选择上，实现了从基础性、理论性案例向实际工程案例的

跃升，同时巧妙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之中，采用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实施了多元化的考核评

价体系。这一改革举措有效提升了学生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方面的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并成功实现了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目标。本课程的教学改革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全

面发展，也为我校“一流专业”课程建设的推进注入了动力，

加快了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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