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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 “电机学课设” 的特点, 结合学校实际教学情况, 按照培养综合性人才的要求, 分析了电机学

课设现有教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考核方法等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改革措

施和具体做法, 丰富教学内容、 创新教学模式、 量化考核标准, 加深了学生对电机学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的

理解, 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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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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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to
 

the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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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ltivating
 

comprehensive
 

talent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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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ctual
 

school
 

teaching
 

situ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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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以下简称:我校)
作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高校,很重视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 “电机学”是电气类专业的一门重

要技术基础课,内容涉及多学科知识,理论性强、概
念抽象、与工程实际联系密切[1] 。 而“电机学课设”
是我校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开

设的教学实践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在学习

完电机学理论课和电机学实验课的基础上开设的课

程,也为后续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服务,因而加强

“电机学课设”的建设,特别是加强“电机学课设”的

教学改革,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起着

重要的作用。

1　 教学现状

1. 1　
  

教学内容滞后

随着电机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先进制造技术的快

速提高,使得围绕电机学的相关内容发生了变化。
从当前的科技发展及电机的应用领域、相关工作岗

位、以及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已经进入了信息融

合,学科交叉的时代,电机研究不再仅仅是以电机本

体研究为主,而更多是与控制技术相结合,尤其在工

业控制、交通工具、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2] 。
以往的“电机学课设”中,用到的是 DDSX-1 型

电机实验系统,该系统由主控制屏和各种挂箱形式

的测量仪表构成,其他还包括三相芯式变压器、三相

鼠笼式异步电机、三相绕线型异步电机、并励直流电

动机、测功机等。 实验系统投资大,占地面积大,更
新速度慢,电机维护也复杂,耗时耗力。 而原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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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是设计一个 200V 的直流电源,通过并励直

流电动机和他励直流发电机机组获得,教学内容是

引导学生比较多种励磁方式,选择合适原动机和发

电机的励磁方式,通过实验获得稳定的转速特性和

良好的电源性能。 教学内容单一且滞后,实验设备

的选择有限,线路连接也比较固定,不能满足学生对

课设的要求,影响了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质量。
1. 2　 教学资源不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近几年的热门专

业,每年的学生人数呈现增长趋势,这就给教学带来

了挑战,也体现出教学资源的不足。
1. 2. 1　 首先是实验室设备资源不足

受到教学计划的限制,“电机学课设”分配的学

时为 15 学时,开设的时间为一周,一般在学期末进

行,每学期要承担 6 ~ 8 个班级的教学,受时间和地

点限制,就出现了多个班级被排在同一周参加电机

学课设的情况。 这就使得学生与教学资源之间的矛

盾尤为突出[3] 。 实验室是学生完成课设的主要场

所,实验室的实验系统平台为 20 台套,无法在同一

时间供所有学生使用。
1. 2. 2　 其次是教师资源不足

受排课影响一个教师一周会带 2 个班级,教师

要对 2 个班级分别进行讲解和答疑,多数是重复劳

动,且因学生人数多,教学质量受到影响,教学效果

也会大打折扣。
1. 2. 3　 最后是经费不足

课设中涉及到的电阻、开关板等都是易耗品,不
能循环利用,设备的使用年限也比较长久,维修比较

复杂,更换不太现实。

2　 教学改革方案

针对“电机学课设” 的教学现状、课程特点、学
生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现对“电机学课设”进行教学

改革,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
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果。
2. 1　 教学内容丰富化

针对现在“电机学课设” 内容滞后于实际应用

的情况,重新调整课设的教学内容,添加教学实用内

容,适应技术进步和实际需求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需要。 改革后,课设题目不仅限于一个,除了直流电

机系统外,还有步进电机系统、异步电机系统、永磁

同步伺服电机系统等题目,涉及到的内容有发电系

统、调速控制、启动过程等。 学生每 3 人一组,每组

选一个题目来做,教师主要是进行题目的解析和答

疑指导,并列给学生推荐的参考书或论文,学生每组

选一名组长,分派各个学生的任务,这样既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也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能力[4] 。 学生自

行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设计电路方案,通过仿真后再

到实验室利用实验系统以及相关的实验设备进行接

线、调试、测试分析数据,最后形成课设报告。 丰富

的课设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
2. 2　 教学模式多样化

2. 2. 1　 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

多媒体教学软件可以利用文字、声音、图片、3D
模型图、视频等多种形态将电机结构、零部件、内部

运行动态等直观形象的呈现出来,把陌生的专业名

词或概念(磁场、电场、电枢绕组、励磁绕组等)以生

动形象的动画更为清晰直观地展示给学生[5 ] ,让学

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加深对电机的了解与认识。
2. 2. 2　 引入计算机仿真技术

考虑到学生安全意识淡薄,高压实验的危险性

以及设备的局限性,现引入计算机仿真软件作为教

学新工具。 在电机学课设中引入 MATLAB
 

仿真软

件不仅能弥补实物实验的限制,还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掌握电机学理论知识,有利于开展设计性和综合

性的实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6] 。
Simulink

 

是其中一个工具箱,自动将用户搭建的系

统转化为程序和数学函数,用以对电机系统进行建

模、仿真和图形分析,并处理反馈及响应的问题[ 7 ] 。
除了课上时间,学生还可以利用课后时间使用计算

机继续进行仿真实验[ 8 ] ,对电机结构深入了解。 硬

件实验让学生对电机的组成、测量仪表、接线等有直

观认识,而通过计算机仿真,使学生掌握较为复杂、
抽象的实验。 对于改革后的教学内容,学生普遍反

应良好,不仅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学会使用
 

MATLAB
 

软件来分析电机学中的现实问题。
2. 2. 3　 学习翻转课堂模式

由于教学任务繁重,“电机学课设”不仅教学班

级多,还涉及到实验室的安全问题。 所以采用分组模

式进行管理,每个项目由 3 名学生组成,组长分配任

务,现在的学生普遍配有电脑,仿真实验的电路搭建

和参数设置都是在电脑上完成,学生可以在图书馆查

阅相关学习资料并自行完成仿真。 课堂上学生可以

将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教师,或者不同项目

组的学生进行探讨,教师根据反馈的问题开展具有针

对性的教学内容讲授,起到答疑解惑和监督的作

用[ 9 ] ,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和实验室的利用率。
2. 3　 考核合理化

改革前的实验报告成绩在总评成绩中占的比例

大,显得考核方法不够全面、合理。 同时为加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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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合理建立考核体系,准确客

观地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10 ] 。 “电

机学课设”成绩评定主要由课设期间出勤情况、设
计方案、回答问题情况、课设报告四部分构成,分别

占总成绩的 10%、25%、15%、50%。 学生在课设中

的出勤率、方案设计的合理性、方案演示的结果、回
答问题的情况、课设报告的撰写质量,都可以全面反

映学生在课设实践环节的努力和成绩。 由于考核评

价指标量化细化,学生在每一环节都有得分点,充分

调动了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按照存档要求,教研组统一制订了课设报告的

撰写标准,要求学生用 A4 纸手写完成,分为:封面、
课设题目、原理分析、方案说明、电路图、调试过程

(或实验步骤)、实验数据、数据整理分析、心得体

会、参考文献等。 对于往年的课设报告,建立统一的

档案管理,除了按照班级收取纸质报告外,还按小组

收取仿真实验电子档,用以后面的学生借鉴学习。

3　 结语

实践证明,改革后的“电机学课设”,可以让学

生了解掌握电机学最新发展动态和新技术,同时激

发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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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采用新考核办法后,学生知道每个人最终都要

接受严格的考核,前面不认真后面要补考,反倒在实

践过程中非常认真、投入。 学生从课堂上学到的理

论知识往往不是掌握得很牢固,只有从实践中带着

问题学到的东西才记忆深刻、真地掌握。 更重要的

是,一些问题解决后,学生自己也很有成就感,也焕

发了学习本门课程的浓厚兴趣,领悟到了基础理论

的重要性,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很难操作。
总之,在教学实践中应用这些教学措施,学生通

过实践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路,激发了学习兴趣和

热情,促进了他们对所学的“机电传动控制基础”课

程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提高。 锻炼了分

析排除故障,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的综合应用能

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切实提高了学生的工

程设计能力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其进入社会

打下牢固的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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