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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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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的

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何文广 李 伟 齐建家 孙玉芳 窦建华

( 黑龙江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

黑龙江 哈尔滨 1 5 0 0 5 0)

摘 要 农教育部提 出的
“

卓越计划
”

的指导下
,

针对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实践教学进行改革探索研究
,

结合我校成 为首批试点专

业的 实际情况
,

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为教学改革为试点
,

遵循
“

卓越计划
”

的培养目标
。

将学生的知识
、

技能
、

能力
、

素质的培训

整合成为一体的改革思路
,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

灵活运用多样教学手段
,

整合实践教学内容
,

探索一条
“

卓越计划
”

培养学生 实践教学的

新途径
。

关键词 淖越计划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 实践教学 :教学改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和科技进步 要求教育适应社会和科技的发 讲得太多会增加部分学生的学习压力
。

例如在分析系统的时间响应时 只

展需求 教育部在 2 009 年启动的
`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

,(简称
“

卓越 要求学生了解采用拉氏变换能够求解系统时间响应 具体的时间响应结
计划

,

,)
井

旨在培养创新能力强
、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 果采用 N叭下 LA B软件求解 通过图形绘制命令给出响应曲线
。

采用专业

人才 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 软件仿真应用的优势是提高理论授课效率 提高学生实践劝手能力 通过
务

。

正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
。

我校 自己实践 掌握基本理论的能力
。

的
“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 ’

专业是教育部指定的第一批
`

卓越计划
, ’

的试 22 2 工程案例应用

点专业
。 “

卓越计划
, ’

的核心目标是培养一刘比具有较高工程实践能力和 工程案例应用是指对于涉及的控制系统
,

尽可能以真实的控制系统

创新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实践教学正是培养学生具有这些能力的主要 为例 通过实际系统的真实照片的播放 直观了解系统的组戎部分与相互
教学环节之一

。

设计一个适合
“

卓越计浅业
, ,

培养目标的实践教学内容和方 间的联系
。

例如在学习闭环控制系统的组戎与工作原理时 从值温箱控制

法 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

工作态度
、

动手能力
、

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 系统为案例 介绍系统的组戎(被控对象
、

执行器
、

传感器与控制器 ) 各组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实现培养学生的知识

、

能力
、

素质起着关键的 成部分的功能与特性以及整个系统的工作原理
。

通过工程案例的观摩 加

作用
。

在
“

卓越计浅业
, ,

的指导下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的实践教学改革是迫切 深学兰多寸实践知识的理扁靳口应用
。

需要解决的问题
。

根据对这门课多年的教学实践 总结出实践教学中存在 22 3 理论知识系绷七实践应用
的若干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教学改革的方案 并分析教学改革的成 理论知识系绷七实践应用是指在学习理论知识时考虑全局

,

如以控

效
。

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

稳
、

快
、

准
”

为主线 将整个课程系统性很强的完整理
1 原有实践教学的不足 论体系应用于实践

。

并且在实践中
,

通过对典型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
、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是机械类专业都必须要学习的专业基础课程
。

我 MA下LA B仿真响应特性的实际动手练习
,

来综合分析控制系统的稳定

校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是面向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

机械电子工 性
、

快速陛与准确性
。

程
、

材料成型及自动化
、

能源工程等多个专业班级开设的课程
。

采用同一 2 3 注重下程能力培养

本教材和同一种教学方案 开设实验个数少 实验项目包括典型环节及其 为实现理论性与实践陛的有机结合
,

培养学生主动运用基本控制理

阶跃响应 系统稳定陛分析等 月主要是验证陛的实验 此外 还存在实验 论思考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采用观摩式实践
、

仿真性实践
、

综合性实践

方法呆板
、

考核手段陈旧等缺点
。

显然 现有的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已经 与设计性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多丰刹七的实践教学手段
。

不适应
“

卓越计划
”

的新要求
。

观摩式实践 针对真实的典型控制系统进行观摩 在了解系统的硬件
2 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 组成基础上了解软傲叨空制算法 )的控制作用 对系统的工作原理与性

为了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探索新的实践教学模式 在机械工程控制 能洲于分析
。

例如在实验室实地观摩电机调凰空制系统与科研项目中涉
基础实践教学的内容

、

方法
、

手段及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在有限 及基于压创区动的微纳定位控制系统
。

通过观摩式 焙养学兰多寸控制系统
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加入综合性实践内容 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动手能 的感陛认识 并且激发学生学习控制理论的激清

。

另外 对于典型的简单

力 加深学兰多寸课程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理角靳口掌握
。

实践证日月改革 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与固矛清况可以制作成录像 通过观看视频加速学
后的实践课程很受学生的重视和欢迎 教学效果良好

。

生对实闹空制系统的认识
。

观摩陛实验费时较少 厂般采用实验室开放时
.2 1 实践内容的改革 间洲于不占用课时 在整个课程教学中不间断进行

。

仿真性实践与综合

在目前学分降低的形势下 大幅度提高课程的实践教学时数并不现 性实践侧重于 M AT LA B软件及其仿真工具箱 iS 阴 il nk 在控制工程中的

实
。

因此 主要采取白勺方法影各原来的验证型实践内容整合到具有应用型 应用
。

实践内容包括利用 M A下LA B软件进行系统的时域分析与频率分

的实践中 增设综合型的实践内容
。

在课程的授课中期完成具有应用型 析 利用 iS 阳1in k 对系统洲于数学建模
、

仿真与性能分析 以及经典 IP O

(含验证型 )实践 然后安排一次综合性实践
。

实践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机 的控制原理仿真等内容 强化学生的软件应用能力 加深工程能力的认

械工程控制基础的实践仪器
、

设备的工作原理和组戎结构 掌握正确的使 识 拜苏东动手能力的培养
。

设计性实践是综合陛非常高的实践
。

学封民据
用方法并能独立操作 将原先验证型的

“

典型环节及其阶跃响应
, ’

的内容 设计题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与信息 整理资料 提出系统的整体设

整合到实践中 学生在认识控制系统中的各种典型环节的同时 更有机会 计方氯选择合适的执行器
、

传感器与控制用硬件 ) 再通过数学建模
、

系

在同一时间段比较不环节下的阶跃响应 加深对机械工程控制系统的基 统陛能仿真分析
、

控制算却勺融入洲于系统的校正 得到满足要求的详尽
本组成

、

控制过程与其性能之间关系的理解 并为后续的综合型和设计型 方案 通过搭建硬件与编写程序 进行实验与数据处理 对实际系统的性

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能进行分析
。

通过设计陛实践 使学生真正体会的工程实践的知识
、

技能
、

.2 2 实践教学方法的改革 能力
、

素质的培训的锻炼
。

不仅将基利空制理论用于实闹空制系统中 而
.2 .21 专业软件仿真应用 引各其他相关学科白勺知识融入 焙养学生结合工程 综合应用专业理论知
专业软件仿真应用是指将 M A下LA B软件引入实践教学

,

简化理论 识的能力与实践劝手能力 达到
“

卓越计浅业
, ,

的培养目标
。

为了在有限时间

课的繁琐的数学推导过程 并提高教学效率
。

控制论中传递函数
、

时域分 内完成实验内容 实现实践教学的目的 我们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析与频率分析中涉及高等数学与复变函数等方面的内容 点到为止就行
,

将参考文献
、

有用的论坛网址及实际工程控制系统的视 (下转 20 0 页 )

基金项目黑龙江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 目 (编号
: J G20 1 30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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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进程同步模块的设计

进程同步是指并发执行的进程由于直接制约关系而需要相互等待
、

相互合作 从而实现每个进程按照相互协调的步伐向前推进
最典型的进程之间的同步问题之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问题 它描述

了生产者线程向消费者线程提供产品 两类线程共享一个由 n个缓冲区

组戎的有界缓冲池 生产者进程向空缓中区中放入已经生产的产品 消费
者进程从放有数据的缓冲区中取得产品并消费掉

。

假定生产者线程和消

费者线程是可以同时进行 只要缓中区没有满 生产者线程就可以把产品
发到缓冲区 只要缓冲池不为空 消费者线程便可以从缓冲区中取出产

品
。

但禁止生产者线程向已经装满的缓中区中再存放产品 也禁止消费者
线程从空的缓中区中取出产品

。

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块流程如图 5所示

点击开始生产按钮生产者就开始生产 等到缓冲池里装满产品生产

者停止生产 点击开始消费消费者开始消费 等到缓冲池为空时消费者停

上肖费
。

设计界面如图 6所示

5结论

本系统以 V 52 01 0为设计平台 结合 C# 开发语言 实现了可视化的
进程管理衡以系统 达到了较好的演示效果 本系统的开发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操作系统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操作系统

中进程管理功能的实现原理和实现技术
参考文献

l[] 汤 小丹
,

梁红兵哲凤屏
,

汤子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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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操作系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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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西安
: 西安电

子矛村支大学出版社2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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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托林斯操作系统精髓与设计原理四
一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 12

3[] 张琼声蒋玉新李春华 刘童漩
一

进程管理演示系统的设计与买现队计算

机教育卫0 09
: 1 44

一 1 48

#l[ 刘翔鸭可视了少支长在操作系统教学中的应用回济南
:山东大学2 0l Q

(上接 1 70 页 ) 频资料上传到课程网站并要求学生提前预习 通过

实践手段的改革 保证了学生在有限的实践时间内能完成最重要的实践

内容
。

由于设计性实践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定的工作量 需要学生经过自

身的不懈努力才可静民好地完成 采取有计戈U分散进行实践的储去除教
学计划时间外 学生可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进入实验室进行实践既充分提

高了实践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又使学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 充分发挥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将实践做得更好
、

收获更大
。

达到
“

卓越计

划
’

.

指导下的工程能力培养要求
。

24 实践考核方法的改革
实践考核是评价学生对实践基本理论和实践操作技能掌握程度的

重要手段 评价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对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在实践考核中 实践报告是实践考核白勺重要依据 要

求每位学生提供详细
、

清楚地陈述整个实践过程的实践报告 体现出工程

实践能力的素质 为了让学生能真正写出自己的实践报告 强调实践己录
的原始

`

断口完整陛
、

实践数据处理过程的清楚
`

断口合理胜鼓励学生进行
创造

`

}生思维
。

严格处理不做实践的学生
。

在期末的考评中 将把实践内容

成绩有机地嵌入到考评中
。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 学生自觉
、

认真地做好

实践 并逐渐对实践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3 结论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是机械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具有很强

的理论陛与实践性
。

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 在实践教学改革中实施教学
内容的调整 通过学习实际工程案例

、

应用 N叭下LA B软件仿真练习 使综

合性与设计性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工程能力的锻炼 达到综合应用专业

理论知识的能力与实足菊劝手能力
。

在
“

卓越计划
”

的指导下 机械工程控制

基础的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出一条培养学生工程能力的途径 对在工程技

术领土彝音养高素质应用型的卓越工程师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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