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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 校级（校级/省级）精品课程 

申报表 

 

 

 

 

 

推 荐 单 位             机电工程学院 

所 属 学 校               海南大学 

课 程 名 称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课程类型 □ 理论课（不含实践）√ 理论课（含实践）□实验(践)课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电气工程                 

      所属二级学科名称        自动化控制 

      课 程 负 责 人       袁  琦 

      申 报 日 期        2011年 4月 

      联 系 电 话       13976801648/0898-233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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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1、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4、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名主讲

教师的详细信息。 

5、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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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袁琦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年 1月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0898-23300297 

学  位 硕士 职  务 实验室主任 传 真 0898-23300392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 E-mail hainuyq@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海南省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机电工程学院（571737） 

1-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检测与控制技术；微特电机驱动与仿真技术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作为第一

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

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专业课        4学时/周      5届    598人 

2、《电机学》                    专业基础课    4-6学时/周    5届    388人 

3、《自动控制原理》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3届    237人 

4、《数字信号处理》              专业课        4学时/周      2届    107人 

5、《电工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2届    161人 

二、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实验            5届                  598人 

2、《电机学》实验                              5届                  388人 

3、《自动控制原理》实验                        3届                  237人 

4、《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2届                  107人 

5、《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2届                  161人 

6、课程论文                                   4届                   35人 

7、毕业实习                                   4届                   32人 

8、课程综合设计                               4届                   32人 

9、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4届                   32人 

10、专业技能训练                              1届                   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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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7年海南省首届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1届                  18人 

三、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综合性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hdjy0818）                        海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2008.7-2011.7 

2、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应用 

技术教材的创新研究（Hj2008-49）    海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8.1-2010.12 

四、近五年来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基于 VB的电机旋转磁场模拟实现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05，27（6） 

2、工程化综合性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电力教育            2011（4） 

五、近五年来主编的规划教材 

1、《现代电气控制与 PLC应用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8） 

2、《交流电机设计》译著（副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6） 

3、《电机学实验指导书》                校文印中心              2006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基于 DSP的直线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 

系统的试验研究（Rnd0417）          校科技基金      2005.01-2007.12   主持 

2、Development of a Linear Actuator with  

Magnetic Powder Core（19560281）     日本科学研究费   2008.12-2010.12    参与 

3、基于神经网络的海南水产养殖环境因 

子智能监控的研究（610218）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1.01-2013.12   主持 

4、废水处理排放的动态智能化监控研究 

（qnjj1014）                         海大青年基金     2010.10-2012.10   参与 
5、橡胶树电信号的变化规律及其用于根 

病诊断的研究（807028）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08.01-2010.12   参与 

二、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1、基于 DSP的直线电机数字控制系统设计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      2007（4） 第 1作者 

2、基于 VB与 EXCEL数据类型动态筛选的实现                              

热带农业工程      2008（2） 第 1作者 

3、Design of Control System of DC Linear Motor Based on LF2407                

海峡两岸现代电机科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2    第 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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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teady State Analysis of a New Linear Actuator with Soft Magnetic Composite Mater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lectromagnetics and mechanics  2010，Vol.33  第 1作者 

5、基于软磁复合材料的新型直线电动机研究   微特电机         2010（12） 第 1作者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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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⑴ 

姓 名 翁绍捷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1年 9月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教授 电 话 0898-23300466 

学  位 硕士 职  务 院长 传 真 0898-23300648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 E-mail wsj818@sohu.com 

通信地址（邮编） 海南省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机电工程学院（571737）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自动检测与控制技术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超过十

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专业课        4学时/周      2届    184人 

2、《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5届    382人 

3、《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5届    627人 

4、《电子电路 CAD》             专业课        4学时/周      5届    527人 

二、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实验                    2届                  184人 

2、《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实验                    5届                  382人 

3、《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实验                    5届                  627人 

4、《电子电路 CAD》实验                       5届                  527人 

5、《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                2届                  154人 

6、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4届                  315人 

7、课程论文                                   4届                   39人 

8、毕业实习                                   2届                   17人 

9、毕业设计（论文）                           5届                   36人 

10、2007年海南省首届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1届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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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1届                    18人 

三、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基于电子设计竞赛的大学生课外科 

技创新活动培训体系的研究           海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8.1-2009.12 

2、《电子技术基础》试题库管理和试 

   卷生成系统的研究                   校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2007.1-2009.12 

3、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建设的研究   校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2005.1-2007.12 

四、近五年来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加工中心主轴热误差的建模分析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   2008（4） 

2、一种六足寻迹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机床与液压                 2008（7） 

3、基于虚拟仪器的植物电位信号测量 

   系统的设计                         机电工程技术               2009（1） 

4、基于 PMD-1208LS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海南省第五届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论文集   2008（12） 

5、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2008年海峡两岸现代电机科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2） 

五、近五年来主编教材 

1、《汽车电气设备结构与检修（副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8） 

2、《机械工程专业英语》（副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4） 

3、《汽车车身电控技术》（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6） 

六、近五年来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CAI课件”获校“课件评比二等奖”             2005年 

2、主讲课程“电子技术基础”获“校级精品课程”                    2007年 

3、“基于 PMD-1208LS数据采集系统设计”获海南省第五届 

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论文评选“一等奖”                        2009年 

4、第五届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2009年 

5、主讲课程“电子技术基础”获“省级精品课程”                    2009年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热带牧草干燥工艺参数的试验研究 

（Rnd0316）                          校科技基金      2004.1-2006.12    主持 

2、橡胶树电信号的变化规律及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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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病诊断的研究（807028）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05.1-2007.12    主持 

3、“热带县域农业资源管理与特色农产品标识关键技术研究应用”之子课题“热带特色农产

品电子标签技术研究与应用”（2009BADA1B0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08.1-2010.12    子课题负责人 

4、基于介电特性的芒果无损检测关键 

技术研究（50888）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09.1-2010.12    第二 

5、混合动力汽车电动力系统的研究 

  （Hjkj2009-18）                      省教育厅课题    2009.1-2010.12    第二 

二、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1、Semiconductor protec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vehicle circuits 

                                      2010SAE International   2010.5     第 2作者 

2、基于 RFID技术的植物电信号数据采集系统的探讨  

安微农业科学   2010（3）  通信作者 

3、Aplica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breaker/relay on vehicle circuits 

   2009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electronics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ion system 

proceedings                                               2009.12    第 2作者 

4、基于形态学算子的睫毛干扰抑制算法         光电工程       2009（12） 第 2作者 

5、橡胶苗叶片介电参数的研究                 机电工程技术   2009（12） 通信作者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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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⑵ 

姓 名 李有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年 9月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089823300297 

学  位 硕士 职  务 系主任 传 真 089823300392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 E-mail liyyyjun@sohu.com 

通信地址（邮编） 海南省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机电工程学院（571737） 

2⑵-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检测及控制技术 

2⑵-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超过十项）；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专业课        4学时/周      4届    198人 

2、《电工技术》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2届    117人 

3、《自动控制理论》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2届     92人 

4、《电力电子技术》              专业课        4学时/周      1届     69人 

5、《控制工程基础》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1届     78人 

二、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实验              4届                  198人 

2、《电工技术》实验                            2届                  117人 

3、《自动控制理论》实验                        2届                   92人 

4、《电力电子技术》实验                        1届                   69人 

5、《控制工程基础》实验                        1届                   78人 

6、课程论文                                   4届                   15人 

7、毕业实习                                   5届                   21人 

8、课程综合设计                               5届                   21人 

9、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5届                   21人 

10、专业技能训练                              1届                   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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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虚拟仪器技术在电路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海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9.1-2010.12 

四、近五年来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非电类专业电工学实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海南大学学报             2010，28（4） 

2⑵-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虚拟仪器技术在电机参数测量中的应用  校科技基金      2007.9-2009.9     主持 

2、基于电子设计竞赛的大学生课外科技创 

新活动培训体系的研究      海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8.1-2009.12    参与 

3、基于神经网络的海南水产养殖环境因 

子智能监控的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1.1-2013.12    参与 

4、废水处理排放的动态智能化监控研究  海大青年基金      2010.10-2012.10   参与 

二、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1、基于 TMS320LF2407的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方法的实现 

                                            电气技术    2007（3）   第 1作者 

2、异步电机分析模型综述                     电气技术    2007（11）  第 1作者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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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⑶ 

姓 名 储春华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年 11月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089823300297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0898-23300392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 E-mail cchxmw@126.com 

通信地址（邮编） 海南省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机电工程学院（571737） 

2⑶-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控制理论与工程 

2⑶-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超过十

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专业课        4学时/周      2届    150人 

2、《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5届    350人 

3、《自动控制原理》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2届    150人 

4、《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3届    190人 

5、《电工技术》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2届    120人 

二、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实验              2届                  150人 

2、《机械控制工程基础》实验                    5届                  350人 

3、《自动控制原理》实验                        2届                  150人 

4、《电子技术》实验                            3届                  190人 

5、《电工技术》实验                            2届                  120人 

6、课程论文                                   5届                   20人 

7、毕业实习                                   5届                   20人 

8、课程综合设计                               5届                   20人 

9、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5届                   20人 

10、电气技能训练                              2届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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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非电类专业电工电子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模式探索 

                                      海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9.1-2010.12 

2、电工电子技术精品课程建设           海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2009.1-2010.12 

四、近五年来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非电类专业电工学实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海南大学学报             2010，28（4） 

2⑶-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基于神经网络的海南水产养殖环境因 

子智能监控的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1.1-2013.12    参与 

2、虚拟仪器技术在电机参数测量中的应用  校科技基金      2007.9-2009.9     参与 

3、废水处理排放的动态智能化监控研究  海大青年基金      2010.10-2012.10   参与 

二、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1、基于维弗法和 SystemView软件的单边带系统仿真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8（3）    第 1作者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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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⑷ 

姓 名 唐荣年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年 12月 

最终学历 博士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089823300297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0898-23300392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 E-mail Rongnian.tang@gmail.com 

通信地址（邮编） 海南省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机电工程学院（571737） 

2⑷-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2⑷-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超过十项）；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模拟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1届     89人 

2、《数字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1届     89人 

3、《自动控制原理》              专业基础课    4学时/周      1届     76人 

4、《智能控制理论》              专业课        4学时/周      1届     89人 

5、《嵌入式系统》                专业课        4学时/周      1届     64人 

二、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1届                   89人 

2、《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1届                   89人 

3、《嵌入式系统》实验                          1届                   64人 

4、课程论文                                   1届                    7人 

7、毕业实习                                   2届                    9人 

8、课程综合设计                               2届                    9人 

9、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2届                    9人 

三、近五年来主编教材 
1、Web 3.0与 Semantic Web编程（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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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⑷-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虹膜纹理模式分 

类算法研究                海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      2010.1-2011.12    主持 

2、基于机器视觉的热带水果无损检测技 

术的研究（hd09xm82）         海南大学科研基金      2007.9-2009.9     主持 

3、基于视觉特性的多模生物特征融合识 

别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0.1-2012.12    参与 

二、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1、Efficient Iris Segmentation Method with Support Vector Domain Description. 

                                    Optica Applicata   2009，39(2)   第 1作者 

2、基于形态学算子的睫毛抑制算法        光电工程        2009，36(12)  第 1作者 
3、An effective iris location method with high robustness. 

                                      Optica Applicata   2007，37(3)   第 1作者 

4、一种抑制睫毛干扰的虹膜定位算法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7，41(10) 第 1作者 

5、基于边缘识别的虹膜定位算法          光电工程        2008，35(10) 第 1作者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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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队伍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袁 琦 男 1966.1 副教授 
电气化与自

动化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课程建设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翁绍捷 男 1961.9 教授 检测技术 
课程教学各环节指导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李有军 男 1968.9 副教授 电力电子 
教学研究改革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储春华 女 1981.11 讲师 
控制理论与

工程 
网络课程建设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唐荣年 男 1978.12 副教授 
检测技术与

自动化装置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易细龙 男 1960.7 副教授 微电机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网络课程建设、题库建设 

张宝珍 女 1969.6 副教授 电气工程 
题库建设、考试改革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王顺基 男 1964.9 副教授 电气工程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题库建设、考试改革 

胡文锋 男 1973.9 讲师 自动化 
网络课程建设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王海英 女 1975.7 讲师 工业自动化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实验室建设 

马志英 女 1977.11 讲师 电子技术 
网络课程建设 
题库建设、考试改革 

刘 虹 女 1983.5 助教 电子技术 
实验室建设 

主讲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王 忠 男 1970.10 实验师 电气工程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实验室建设 

3-1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

师） 

黄广坤 男 1983.8 
助理实

验师 
电气工程 

实验实践教学改革、实验室建设 

网络课程建设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构 

教学队伍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实验教师与学生

的比例） 

1、课程师资人数：14人 

2、学位结构：硕士及以上 10人，占 71.43%；学士 4人，占 28.57%。 

3、年龄结构：40岁以下 8人，占 57.14%；41~50岁 4人，占 42.86%。教学团队教师的年龄

结构合理，平均年龄 39岁。 

4、学缘结构：教学队伍中具有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达到了本课程教师的 100％。教师

来自高校主要有中国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昌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江苏大学等，来源广泛，知识结构互补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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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师资配置情况： 

    本课程组承担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

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课程的理论教学任务和实践教学任务。

为保证实践教学质量，培养青年教师成长，促进课程建设与改革，主讲教师除承担理论教学

外，也和 2名专职实验教师一起承担实验实践教学。课程组每年承担约 380学生的可编程序

控制器应用技术课程的授课任务，师生比约 1：55。 

 
 
 
 
 
 
 
 
 
 
 
 
 
 
 
 

3-3 
教学改 
革与教 
学研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一、承担的主要教学改革项目 

1、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教材的创新研究。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

2008.01-2010.12； 

2、综合性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海南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08.7-2011.7； 

3、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电工电子实验室的构建。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2009.01 

-2010.12； 

    4、基于电子设计竞赛的大学生课外科研创新活动培训体系。海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

究课题，2009.01-2010.12； 

    5、《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案例+项目”教学模式研究。海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

课题，2009.01-2010.12； 

    6、虚拟仪器技术在电路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2009.01 

-2010.12； 

    7、EDA 引入电工电子教学环节的研究，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2009.01-2010.12； 

    8、非电类专业电工电子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模式探索。海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课

题，2009.01-2010.12； 

    9、Matlab 在《电力工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海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课题，2009.01 

-2010.12； 

    10、电子技术系列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校教育教学研究课题，2006.03-2008.03。 

二、教学研究成果 

1、教学研究论文 

（1）袁琦. 基于VB的电机旋转磁场模拟实现.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5，27(6) 

（2）袁琦. 工程化综合性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电力教育，2011(4) 

（3）翁绍捷(2). 加工中心主轴热误差的建模分析.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2008(4) 

（4）马志英. 单片机控制乐曲播放的软硬件设计.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2007(4) 

（5）储春华. 非电类专业电工学实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海南大学学报，2010，28(4) 

（6）马志英. 单片机控制交通灯的硬件设计. 科学教育家，2007(9) 

（7）王忠. 加强管理提高实验设备的使用效益. 海南省高校实践教学论文集，2006.12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17 — 

 
 
 
 
 
 
 
 
 
 
 
 
 
 
 
 

3-3 
教学改 
革与教 
学研究

（续） 

（8）翁绍捷(2). 加工中心主轴热误差的建模分析.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2008(4) 

（9）李有军. 基于 TMS320LF2407 的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方法的实现. 电气技术，2007(3) 

（10）张宝珍. 浅谈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成功》教育版，2007(8) 

2、教学课件和教学辅助材料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 CAI课件（PPT） 袁  琦 储春华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CAI 课件（PPT） 翁绍捷 袁  琦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CAI 课件（PPT） 翁绍捷 唐荣年 

4 电机学 CAI 课件（PPT） 袁  琦 李有军 

5 电子电路 CAD CAI 课件（PPT） 翁绍捷 胡文锋 

6 数字信号处理 CAI课件（PPT） 袁  琦 黄广坤 

7 电工电子学 CAI 课件（PPT） 李有军 刘虹等 

8 MAXPLUSH II 的数字电路 EDA 课件（PPT） 翁绍捷 胡文锋 

9 电路原理 CAI 课件（PPT） 易细龙 胡文锋 

10 自动控制原理 CAI 课件（PPT） 储春华 李有军 

  3、出版教材 

（1）袁琦(主编). 现代电气控制与 PLC应用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2）袁琦(副主编). 交流电机设计(译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3）胡文锋(参编). 变压器原理与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4）翁绍捷(副主编). 汽车电气设备结构与检修.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 

（5）翁绍捷(副主编). 机械工程专业英语.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 

（6）翁绍捷(主编). 汽车车身电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4、自编实验指导书 

（1）袁琦.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实验指导书. 2006 年（电气、机械电子、机械设计制

造、农业机械化等专业使用）。 

（2）袁琦. 电机学实验指导书. 2005年（电气、电子等专业使用） 

（3）翁绍捷. 电子电路仿真实验指导书. 2005 年（电气、电子等专业使用） 

（4）翁绍捷.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 2007 年（电气、电子等专业使用） 

（5）李有军等. 电气控制技术实验指导书. 2007 年（电气、电子及机械类专业使用）。 

（6）袁琦.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指导书. 2006年（电气、电子等专业使用） 

（7）李有军. 控制工程基础实验指导书. 2007年（机械、农机、机械电子等专业使用） 

（8）唐荣年. 嵌入式系统实验指导书. 2010年（电气等专业使用） 

（9）储春华. 自动控制原理实验指导书. 2009年（电气、车辆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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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的问题 

1、开发了“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多媒体课件，对教材中较难理解的部分，通过

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学生对难点部分有一个更直观、更形象的理解。通过多媒体课件，补

充了较多的应用实例，使学生在有限的教学学时内获得更多的实际应用知识，以对课程的应

用得到更全面的、更透彻的理解。 

2、可编程控制器是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础上

产生的一种新型工业自动控制装置，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践环节至关重要，只有通

过进行实际操作，才能学通学透PLC技术。所以，近几年的实践教学改革中，在基本实验的

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工程化综合性的实验项目，以增强学生的工程意识、培养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能力。实验教学改革的效果，在毕业设计涉及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方面内容的学生

和毕业生从事相关工作的学生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3-4 
师资 
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一、措施 

（1）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攻读学位计划、承担课程计划、科研方向计划)； 

（2）青年教师参加理论教学各环节工作，同时承担实验教学，以增强青年教师的动手能力、

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和实际创新能力； 

（3）严格执行新教师、新开课试讲制，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是否开课； 

（4）外派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课程进修、短期培训。 

二、成效 

（1）通过脱产在职攻读硕博士学位、课程进修以及人才引进，课程组师资队伍的学历、学

位层次得到较大的提高。2005～2008 年期间，有4 名教师获得硕士学位，同时引进了3 名

硕士学位、1 名博士学位的教师，目前还有2 名教师分别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2）可编程序控制应用技术课程重视队伍建设，目前已形成一支教学水平较高、业务能力

较强、结构合理、凝聚力强、团结进取、富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教学队伍。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学历（或学位）

的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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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种新型工业自动控制装置，PLC技术是现代工业控制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工科院校电类、机械类专

业重要的学习内容。我校于 1996年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开设《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这

门课程。当时这门课程是作为《电气控制技术》课程的一部分，前半部分介绍电气控制方面的内容，

后半部分介绍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应用方面的内容，总的学时相对较少。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

发展，PLC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PLC技术在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电力、建筑、交通运输等领

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适应高等工科院校对人才的需求，自 2000年开始，进行了教学计划的全面修

改，把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单独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并加大了教学理论学时和实验学时。开设

该课程的专业也由最初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扩展到我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等专业。同时，随着实验设备的增加，实验条件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实

验项目在不断地更新和增加。根据 PLC 原理与应用这门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近几年，课程组的教

师根据现有的实验条件，在完成基本实验的基础上，结合工业企业的实际应用，还增加了一些工程化

综合性的实验项目，以增强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总之，课程组教师

经过十几年对 PLC 应用技术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积极探索，并通过引入先进的仪器设备，增大实践

教学力度，加强实验室建设，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地提高。《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已逐步成为

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先进、教学队伍合理、充分采用现代教育手段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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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论课和理论（含实践）课教学内容 

4-2-1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与课程

目标 

一、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 

    机电工程学院拥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等 6个工科专业，是电气、机械、信息多学科协调发展，以教学为主的工科学院，其培养

目标是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

的定位是：可编程控制器是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种新型工业自动控制装置，PLC技术是现代工业控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

本课程与生产实际联系紧密、运用知识覆盖面较宽，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起作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及指令系统，掌握 PLC的常用功能

指令及应用、PLC程序设计方法及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掌握常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及应用和常用

PLC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熟悉 PLC联网通信及计算机监控，了解 PLC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发展动

态和趋势。总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培养学生能够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对工业生产设备

进行控制，具备 PLC控制系统硬件设计、软件编程和调试、故障排除等方面的基本能力，为今后从事

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2-2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训教学两部分，其中理论教学 40

学时，实验实训教学 16学时，教学安排如下： 

序号 教学内容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合计 

1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基础 4  4 

2 
三菱 FX2N系列 PLC的技术参数、编程元件、基本指

令、步进指令及应用 
6 4 10 

3 FX2N系列 PLC的功能指令及应用 8 4 12 

4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程序设计及应用 8 4 12 

5 PLC特殊功能模块及应用 8 4 12 

6 三菱 PLC通信与网络技术 4  4 

7 三菱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的使用 2  2 

合计  40 1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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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一、课程的重点 

    1、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PLC控制系统与继电器控制系统之间的差别。 

    2、三菱 FX2N系列 PLC的基本指令及应用、步进指令及编程注意事项。 

    3、功能指令的类型、功能指令的应用。 

    4、PLC程序设计方法及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5、常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及应用。 

二、课程的难点 

PLC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软件编程和故障排除。 

三、解决办法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是一门与生产实际联系非常紧密、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在系统讲

述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的基础上，在理论教学中不断引入工程实例，从小工程到大工程，从单一性到

综合性，让学生逐步建立工程的观点。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学生边学边做，使所学的

理论知识及时地在实践中得到应用，这样，学生在 PLC控制系统硬件设计、软件编程和调试、故障排

除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将可逐步得到提高。 

4-2-4 实践教学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实践教学设计思想： 

从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这门课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出发，把它的实践实验环节分成两大块，

第一大块是基本实验，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PLC 应用技术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例如编程软件

的使用方法、写入和编辑程序的方法、基本电路的编程以及用编程软件对 PLC 的运行进行监视的方法

等。第二大块是工程化综合性实验，这部分是重点，主要是考虑实际应用和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

程化综合性实验项目的设计基本上遵循以下原则进行：（1）实验内容尽可能考虑到具有实际应用的意

义和价值，以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2）实验规模适中，规模太小，达不到锻炼的目的；规模太大，

实验学时数满足不了，会流于形式。必须保证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验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效果： 

通过近几年的实验，本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学生的工程意识得到

了提高；(2)学生的硬件设计和实际动手能力得到了锻炼；(3)程序设计、编辑和系统调试能力得到

了训练；(4)同学之间相互协作的能力得到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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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验）课教学内容 

4-2-1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是一门与生产实际联系非常紧密、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在实践教

学环节中，课程设计思想和目标是：在保证学生握基本实验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实验项目的实际应用

和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在实验项目设计时，尽量使实验规模适中。规模太小，达不到锻炼的目的；

规模太大，实验学时数满足不了，会流于形式。通过一个具体工程的设计实践，让学生了解 PLC控制

系统设计的主要内容、系统设计与调试的主要步骤。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的作用主

要是引导学生掌握完成整个控制系统设计内容的方法。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独立

完成一个具体工程的设计任务，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得到一个全面的复习，同时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一

个较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通过课程设计，大多数学生熟悉了 PLC控制系统设计的过程，并能够独立完成系统的硬件设计和

软件编程，以及接线和调试等工作，初步掌握了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故障排除的技术

和方法。 

4-2-2课程内容（详细列出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1、基本逻辑指令的编程实验    4学时 

① 点动、连续运行的 PLC控制 

② 三相异步电动机 Y/Δ降压起动的 PLC控制 

2、常用功能指令的编程实验    4学时 

    ① 用功能指令实现数码管循环点亮 

    ② 公园花样喷泉控制 

3、步进顺序控制指令的编程实验    4学时 

    ① 自动运料小车运行控制 

    ② 机械手的 PLC控制 

4、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编程实验    4学时 

① 温度 A/D输入模块的应用 

② FX2N-2DA模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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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基本实验： 

    任课教师在课堂上布置，要求学生做好预习报告。进入实验室后，指导教师对所做实验进行十五

分钟左右的讲解，然后分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进行组织分析，写出实验报告，提交给实验教

师。实验准备由实验教师负责，在整个实验过程，由任课教师和实验教师共同参与指导。 

综合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是一种复合性、开放性实验，着重培养学生文献查阅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数据处理

能力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任课教师在实验前只给学生提出系统的具体控制要求，不作

过细的讲解，给学生提供充分的独立设计空间，如要完成好这个实验项目所需的电路主接线图、PLC的

输入/输出接线图、梯形图等，全部要求学生自已独立设计。考虑到实验学时限制，这部分工作主要安

排在课外完成。这些内容完成后，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联机实验，如程序下载、在线调试、运行监控

等，最后实现完整的控制过程。进行组织分析，写出总结报告，提交给实验教师。进入实验室后的联

机通电实验，应在指导教师的现场监护下进行，若出现故障，应由学生独立检查。同时指导教师可人

为设置故障。修改完毕后重新调试，直至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4-2-4考核内容与方法 

本课程的实验分成两大块来进行考核，即基本实验和工程化综合实验。其中，第一大块占 30%，主

要由出勤率、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基本方法和技能、实验报告等内容组成。第二大块占 70%，主要包

括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技能（动手操作能力、实验观察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实验报告等内容。 

4-2-5创新与特点 

    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创新与特点体现在实验内容、考核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实验内容分成两大块：

基本实验和工程化综合性实验，并以后者为重点实验内容。在传统教学中，其实验教学内容主要是验

证性实验，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规定的实验内容，实验目的、任务、实验线路、操作步骤、使

用仪器等均在实验指导书中已给出，学生只需按照实验指导书规定的实验内容及步骤，按部就班地在

实验装置上进行一些连线等操作。而且在操作过程中，完全听从教师安排，学生很少思考，也基本上

不需要思考就能把实验完成，学生做实验是被动地完成任务。这样的教学活动，大大地扼杀了学生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本课在开展实验教学时，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情况，设置了合适的工程性实验，并增

加实验的综合性。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所学的知识实用性强，且各学科的知识是相互联系而不是

孤立的，同时要解决实际工程问题，需要将许多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样将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反

过来，理论知识在实验过程中也得到验证。因此，教学过程形成良性循环，学生的综合能力、综合素

质和工程意识得到稳步提高。 

    对应实验内容，考核方式体现了新的特点，打破了传统的实验考核方式，即只依据学生的出勤率

和每次实验后提交的实验报告来评定实验成绩。本课程的实验成绩基本实验成绩仅占 30%，70%是依据

工程化综合性实验的内容，如学生在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技能（动手操作能力、实验观察能力和综合

分析能力）、实验报告等方面完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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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条件（含教材使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

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一、教材使用与建设 

    理论教学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主，同时，对不同专业，结合近几年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在本学科知

识点的要求情况，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目前，通过省教育厅的教育改革立项，已组织部分经验丰富

的教师正在编写适合二十一世纪新形势下的创新教材。本教材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预计在下一届的

学生中将可使用。本课程的实验教学采用自编的实验讲义，经过多年的试用，不断改进，已形成硬件实

验、仿真分析、实训课程等实践指导书，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的实

验教学中使用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另外，自主开发了“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CAI课件”，投入使

用多年，经过不断地改进，在教学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本课程教学效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图书馆、学院及系资料室与课程相关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2、课程组教师提供的 PLC教学仿真平台。 

    3、任课教师推荐的 PLC的相关学习网站。 

上述扩充性资料为学生课后学习、练习、复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起到了很好的辅助教学作用。 

三、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 

本课程的实验教材采用课程组教师自编的实验指导书，针对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这门课实践

性很强这一特点，实验指导书除提供基本实验内容外，还增加了较多的工程化综合性实验项目，通过近

几年的教学实施，本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较好的体现：(1)学生的工程意识得到

了提高；(2)学生的硬件设计和实际动手能力得到了锻炼；(3)程序设计、编辑和系统调试能力得到了

训练；(4)同学之间相互协作的能力得到了培养。 

四、实践性教学环境 

    近几年来，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学校配套等经费，电气工程实验室得到了全面更新和完善，

具有良好的实践性教学环境。目前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课程配有专门的较完善的“PLC技术实验

室”，该实验室除提供给学生作课程实验室外，每年还为毕业论文与PLC应用技术相关的毕业生提供实

验条件。正在实施的日贷款项目，又将为本课程实验室提供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将为学生提供更好实

践实验教学环境。 

五、网络教学环境 

    学校有完善的校园局域网和多媒体教学环境，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及多媒体教学环

境。课题组制作作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CAI课件，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手段。学生可以通过校园网

查找校图书馆的各种资料、图书和期刊，从中获得最新技术和知识。随着本课程网络资源的上传，学生

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课程知识，使各种教学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25 — 

4-4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实施

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教学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一、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法 

    为加强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理解，本课程特别重视启发式教学，在教学过

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提示解决问题的思路，着重讲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对重点、难点反复强调。总

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融会贯通地掌握课程知识。 

2、项目教学法 

本课程是属于技术应用型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项目教学法，可以使学生通过完成项目任务，

达到应用原有知识、学习新知识、提高技能、培养能力的目的。项目教学法通常包括以下几过程：首先，

对项目的控制要求进行仔细地分析；然后针对要求进行控制方案设计；接下来对项目按方案进行实施；

最结进行验收总结。 

3、综合教学法 

    综合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把讲课、讨论、自学三者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对概念、原理、基本

分析方法等内容，采取讲授为主，以便学生入门；对课程的难点采取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以便于

学生更容易理解；对一些较简单的应用，尽可能让学生自学，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近几年，通过综合运用这些教学方法，得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手段 

    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 

    传统的板书教学方式虽然具有循序渐进、学生易于跟上教师的思维、师生交流方便等优点，但在目

前教学学时普遍紧缩的情形下，教师很难在有限的学时内讲解完教材内容。采用多媒体这一现代教育技

术，教师可以把板书文字、图表和波形的时间节省下来，加大课堂信息量来保证完成教学内容，同时，

多媒体还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的特点，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手段。但多媒教学给学生进行课堂记录笔记

将带来不便，对课后的复习造成困难。因此，我们是提倡教师针对不同的教学环节、不同的教学内容选

择不同的媒体授课，有时用多媒体课件，有时用粉笔加黑板。总之，以能够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为目的。 

    在课程网站建成后，可以把本课程的教学大纲、电子教案、例题习题、单元测试等教学资源上传到

网上，供学生课外预习、复习和自我检测等，使学生对本课程的内容得到更全面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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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学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内学生评教指标和校内管

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课堂教学录像资料要点）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是普通高等工科院校电气信息类、机电类专业中一门很重要的的专业

课。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在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电力、建筑、交通

运输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LC源于电气控制，是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

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型工业自动控制装置，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易于

扩展、调试维护方便等一系列优点，不仅可以用于开关量控制、运动控制、过程控制和数字控制，而且

还可以用于数字通信和联网控制。目前，在工业生产中 PLC技术和机器人（Rob）技术、计算机辅助设

计/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技术和数控（NC）技术已成为实现工业生产自动化的四大支柱技术。

因此，学习和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对于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工业自动化技术人员而言，

无疑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近几年来，随着人才的引进，教学设备的增加，以及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本课程的教学效果有了

较大幅度的提高，受到了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同时学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该课程的教学团队，教师师德好，教师责任感强，学术气氛较高，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团

结协作精神好，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是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开展教研

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教研成果，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改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有效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良好。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是一门与生产实际联系非常紧密、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在实践教学

环节中，课程组教师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实验内容的改革，在保证学生掌握基本实验的基础上，重点考

虑实验项目的实际应用和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通过几年的实践，在学生中反映良好，提高了教学质量，

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在学校开展的学生对教师的测评中，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课程的教师均获得较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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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我评价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限 200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立足素质教育，采用优秀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教学质量的保证。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在培养学生素质和基本能力方面取得成效。本课程采用的项目教学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灵活、恰当的多媒体教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对提高

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课程组优秀教师队伍是教学质量的灵魂。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课程组是一支基础扎实、

知识面广、治学严谨、热爱科学工作、并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的教学团队，是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课

程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证。重视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3、实验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本课程

的实验内容以工程化综合性实验为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2 本课程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本课程组目前有高级职称 7人，中级职称 5人，初级职称 2人，是一支结构合理、队伍稳定、教学

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学梯队。大部分教师具有一定的生产与科研实践的经历与体会，对本课程的知

识在工矿企业中的应用有较充分的了解，每一位教师在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都能胜任实践教学。 

本课程历经多年的建设，通过学术研讨和交流，以及对国内高校的访问和调研，吸取了大量教学经

验。目前构建立的教学、教材体系，实践实验教学平台，使得本课程在省内普通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5-3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课时不断压缩教学内容不能减少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进行远程

交互式教学和实验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本课程的网络教学工作刚刚起步，需加大建设力度。 

2、目前，开设本课程班级的人数偏多，实验室太小、实验设备台套数不够； 

3、实验装置功能不完备，一些 PLC控制高级应用实验无法开设，如 PLC通信实验、PLC网络控制实

验等，需增加实验装置的相应模块。 

4、实验室开放程度不够也是当前工作中的一个不足，今后工作中还需要加强实验指导教师的培训，

增加开放时间，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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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建设规划 

6-1-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一、课程建设目标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精品课程建设主要包括：课程内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考核方

法与手段建设、教材与教参建设、实践手段与内容建设、管理与评价体系建设等内容。结合实际情况，

力争在几年内达到如下目标： 

1、加大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整合优秀教改成果，将能够反

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及时纳入教学之中，组织或参与适宜地方高校精品教材的编写。 

2、注重使用先进的教学考核方法与手段。以提高素质和能力为中心优化课程体系，通过改革传统

的教学思想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管理，加大采用多媒体与网络进行PLC应用技术课程教学

与考核，完善PLC应用技术课程网络课件，同时将相关电子教案、试题库、在线测试、虚拟实验室等上

网并免费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带动其他课程的建设。 

3、强化实践环节教学。高度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利用好现有资源的情况下，争

取多方资金改善实验室的硬件环境，大力改革实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开设创新性实验，以培养和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上网计划 

1、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与应用CAI课件等各种网络教学资源； 

2、建立建设网上在线自测和在线交流系统。 

五年内对有关网络资源，完成一件，上网一件。 

 

 

6-1-2 三年内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时间表 

    完成一部分，上网一部分，逐渐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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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网上资源名称列表 

已建立了以下教学资料，拟上网。 

    1、课程简介，包括课程内容简介、特色等 

    2、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情况 

    3、教学大纲 

    4、实践实验大纲 

    5、实验指导书 

    6、参考教材 

    7、习题 

    8、教学 CAI课件 

    9、教学改革、科研 

    10、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 

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链接（仅供专家评审期间参阅） 

 

7、学校的政策措施 

所在高校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情况 

    1、学校对教学非常重视，特别注意精品课程建设和鼓励申报精品课程。 

    2、重视人才引进，为精品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给予大力支持。 

    3、在教学内容建设方面，要求把教研成果或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及时引入教学；在教学内容的安排

上，要求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在实践教学中，要求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鼓励教师灵活运用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特别是注意使用现代教育技

术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5、在教材建设上，鼓励通过学校教材立项，编写出版与课程相关的高水平教材。 

    6、重视网络资源、网络环境和运行机制建设，开辟网络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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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说明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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