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登记表 

表 1. 机电液系统分析与测控实验技术课程思政 

课程名称 
机电液系统分析与测控

实验技术 
任课教师 

蒙艳玫,陈远玲,冯喆，付

兵，陆冠成,董振 

课程类别 实践类课程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课程学时 48 授课对象 本科生 

授课章节 实验一：MATLAB 编程学习与控制系统建模实验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家国情怀，激励学生投

身科技创新。 

2.知识目标 

学习 MATLAB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理解控制系统参数对动态响

应特性的影响，掌握控制系统瞬态响应的基本分析方法。 

3.能力目标 

掌握 MATLAB软件的基本编程方法；掌握 MATLAB 软件环境下控

制系统的基本建模方法及模型之间的变换方法。掌握控制系统在典

型输入信号作用下动态响应特性的基本分析方法；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I.思政元素 1：家国情怀和科技报国 

融合思路：讲授控制论发展史,提及控制论学科领域创始人时引出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事迹。 

实施过程：通过问题导引,让学生参与讨论,通过教师讲故事的方式

介绍“中国航天之父”"两弹一星”专家钱学森的事迹,讲其五年艰

难从美回国,在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

献,借助榜样的力量将科技报国的爱国情怀根植于学生内心。工程

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钱学

森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

人物之一，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

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



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

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

大的人民科学家。 

教学成效：培养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爱国爱党的家国情怀以及

立志科技报国的理想。 

 

II.思政元素 2：“吾日三省吾身”哲学思想与装备系统控制反馈

的逻辑统一 

融合思路：在讲解利用反馈控制原理提高系统控制精度案例时,结

合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故事，解读“吾日三省吾身”的哲学思

想与装备系统控制反馈机制之间的逻辑一致性，理解体会“反馈”

（自省）的概念与作用，并以每个学生自身的学习系统为例,结合

学生自身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剖析个人如何保证学习产出效果，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方法的以及养成时常反思自省的良好学习

习惯。 

实施过程：借助“学习通”课堂随机选人，请学生分享自己想要的

学习系统模型,用切身案例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采用科

学有效的测量反馈手段，实时监测学习效果及偏差,通过不断调节

学习方法和学习节奏等形式,持续改善学习效果,最终实现自身学习

系统反馈控制。教师由此强调“反馈”（自省）对机械装备系统控

制以及个人学习的现实价值和重要作用。 

教学成效：引导学生理解“反馈”（自省）的概念和作用，并提高

学习过程中的诚信积累与有效测偏,不断总结学习经验，在提高学

习质量的过程中增强学习项目管理能力和自信心。 

 

 

  



表 2. 机电传动控制课程思政 

课程名称 机电传动控制 任课教师 盖倞尧、梁科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课程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课程学时 32 授课对象 本科生 

授课章节 第三、四章直流、交流电机工作原理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把家国情怀、社会责任、职业素养、工匠精神、节能环保等作

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激发学生学习志趣、增强四个

自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知识目标 

理解直流、交流异步电机原理与结构；掌握传动和控制电机核

心技术参数的意义；了解不同直流电机在工程中的应用场合与限

制；掌握不同工作制、生产机械负载性质、运动要求等因素对系统

选型设计的影响。  

3.能力目标 

具备机电传动控制系统主要技术参数、性能指标的计算能力；

具备直流电机的固有机械特性和人为机械特性的分析能力；具备直

流电机的静态和动态性能的建模与分析能力；具备根据外界条件对

直流电机、异步电动机进行选型的能力；具备根据运动及负载要求

选择合适的起动、制动与调速方法，以及根据性能指标设计参数的

能力。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思政元素：自主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的现实意义 

 

融合思路：以直流电机的电能来源为切入点，引出特高压电力传输、

高性能电池等建党百年我国在电机、电力方面的发展成就。号召大

家做具有家国情怀、职业素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实施过程：通过“电机的电能从哪里来？”的问题导引,让学生参与

讨论。对于从电网中获取的直流电，引出特高压电力传输技术。2009

年，我国第一条，也是世界首个特高压工程——晋东南—南阳—荆

门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投入商业运行，成功将山西



煤电送到千里之外的湖北，让“电从远方来”成为现实。经过十余

年发展，目前我国建成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已有数十条。理论、技术、

装备等取得全面突破；自主创新让中国标准成世界标准。对于从电

池中获得的直流电，引出在中国固态锂电池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84

岁陈立泉院士。近 1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宁德时代等

锂电池生产企业与科技界通力合作，发扬“三千越甲可吞吴”的精

神，使我国锂电池实力迅速上升，产品竞争性极大增强。2014年，

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近些年，全球排

名前十的锂电企业中，中国企业有 6 家。号召大家成为具有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职业素养、工匠精神的人。 

 

教学成效：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家国情怀，让学

生了解自主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的现实意义，激励学生主动投身科技

创新，报效家国。 

 

 

 

 

 

 

 

 

 

 

 

 

 

 

 

 

 

 

 

 



表 3.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课程思政 

课程名称 机械电气自动控制 任课教师 李欣欣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课程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 

课程学时 32 授课对象 21级 

授课章节 第四章第一节 

教学目标 

1. 思政目标 

   树立机械工程师的职业素养-设计流程与规矩意识 

2. 知识目标 

   理解设计开发流程 

3. 能力目标 

   能对系统需求进行初步分析，掌握将系统需要分解为子系统需

求的基本方法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思政元素：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融合思路： 

结合伏羲女娲画像中女娲手握“规”与“矩”的故事，强调在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早期就强调对“规矩”（流程）的高度重视。

继而由 PLC系统设计内容，引入软件开发的流程、方法与步骤。由

软件开发需要遵循一定的流程，以保证软件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引

出机械工程师的职业素养，按设计流程与规矩做人做事。 

实施过程： 

在讲解本节知识内容前，先让同学们明确 PLC 系统的运行必须

硬件与软件相结合。接着介绍软件设计的内容，并向同学们提问之

前在学习 C 语言编程时是如何做软件设计的？是否知道模块化设计

的概念？如何验证程序的功能？如果要修改程序，如何操作？（同

学们基本上都是拿到题目就开始编写，没有模块化的概念，修改程

序时也比较随意）。向同学们说明如果软件开发不规范，可能造成

的问题：软件结构混乱、可读性差、功能或性能验证不足、软件版

本混乱等。结合自身企业经历，向学生介绍软件 V 开发流程（如图



1 所示）。在企业中，通用的软件开发流程是 V开发流程（Validation 

& Verification），包括软件需求分析、软件架构分析、子功能设

计、模块设计、子模块设计、生成代码、子模块测试、模块测试、

子功能测试、软件集成测试、软件功能测试等，这也是企业内部通

用的软件开发流程。并向同学们提问，什么是流程？（根据上课经

验，同学们基本都没有流程的概念）。解释流程的概念后，告诉同

学们在做软件设计的时候要遵循流程，自上而下分解，自下而上验

证。介绍企业中软件开发、测试、验证、更改等流程，并指出流程

的重要性。流程就是做事的规则，让大家按规则办事，要有规矩意

识，遵党纪，守国法，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图 1 软件 V 开发流程 

教学成效： 

提升学生对规矩（流程）重要性的认识，树立“规矩做人，流

程办事”的意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提升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 

 

 

 



表 4. 机械电子控制课程思政 

课程名称 机械电子控制 任课教师 魏伟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课程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课程学时 32 授课对象 本科生 

授课章节 第三章 电动机转速转矩控制 1-旋转电机的工作原理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通过介绍电动机的类型、结构、特性出发，弘扬爱国和创新精

神。 

2.知识目标 

掌握电机的基本原理，利用能量转换分析电机的输入输出，掌

握电磁转矩和感应电动势的推导和分析。 

3.能力目标 

掌握能量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结合工程实际的分析、研究、解决问

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思政元素：打造“中国制造”品牌的民族自信 

 

融合思路：由永磁同步电机的结构、特性出发，比较目前电动汽车

驱动电机的几种主流方案，引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当前的引领趋势和

地位，引出打造“中国制造”民族品牌的民族自信以及立志科技报

国的理想信念等思政元素。 

 

实施过程：由电动机结构、特性、数学模型知识出发，比较目前电

动汽车驱动电机的几种主流方案。欧美厂商的电动汽车最初主要是

做电动跑车，其需要较大的扭矩以实现高加速度，并且随着技术的

进步，虽然永磁同步电机已经出现并且效率更高，欧美厂商并未放

弃已经成熟的感应电机技术。国内大多数电动汽车采用功耗较低但

是制造成本较高的永磁同步电机。特斯拉中国化后从异步感应电机

转向了永磁同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的稀土材料在海外分布也

相对稀少，同时中国拥有全球 70%左右的稀土资源。从国产新能源

汽车的崛起和国外畅销，体现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引领趋势和地位，

打响中国制造的名牌。 

 



教学成效：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建立对打

造民族品牌的信心，激发学生立志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担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