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控制工程基础 II

课程编号：7228121

课程学分：2

课程学时：32 学时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控制工程基础 II》

(Linear Control Engineering II)

教 学 大 纲

1、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设为机械类学生选修课，主要为满足学生进一步掌握控制理论的需求，使其

能够熟练运用控制理论对机电控制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

2、课程教学目标与达成途径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达成以下几方面的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以系统的观点分析复杂机电系统的基本思路。在科学研究或

工程实践中，往往需要根据拟解决的实际问题，把问题抽象成具有输入和输出的系统，

并根据拟解决问题确定系统的输出；分析影响系统输出的所有因素，去掉次要因素，保

留主要因素，从而确定系统的输入。本课程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和实验，进一步培养学

生以系统观点分析复杂系统的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 2：具有应用数学、力学和电学等基础知识建立机电系统数学模型的

能力。线性定常系统是实际物理系统的一种近似，是经典控制理论的研究对象，本课程

进一步培养学生利用数学、力学、电学等基础知识，构建常见系统的微分方程、传递函

数、脉冲传递函数以及状态空间模型，并利用数学工具及物理概念实现四个模型之间的

转换。

课程教学目标 3：掌握变参数以及离散域分析线性系统的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在

控制系统的普遍应用，离散系统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根轨迹法作为一种采用变

参数法研究系统性能变化趋势的方法，对理解和分析控制系统具有重要作用。本课程通

过课堂讲授、实例分析等环节，使学生掌握离散系统的分析方法和根轨迹法，奠定分析

复杂系统问题的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4：掌握采用经典控制理论方法进行系统设计的方法。频域法和时域

法是经典控制理论设计的两种常用方法。本课程通过课堂讲授、仿真演示和实验等环节，



使学生至少掌握一种系统控制设计的基本方法。

课程教学目标 5：掌握使用一种现代工具软件对控制系统进行分析。通过课堂演示、

课后上机等手段，使学生初步掌握使用 MATLAB/Simulink 对控制系统进行描述和分析的

方法。

本课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途径参见表 1。

表 1 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途径

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

目标
达成途径

1.3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

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L）

课程教学

目标 1、2、
3、4、5

课堂讲授：实例引入，重点突出、思路清晰、师生互动，

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案例讨论：每章的典型实例如机器人位置控制系统、液位

控制系统等从建模到性能分析，详细讲解。

MATLAB：课堂上的仿真演示或 MATLAB 上机实验仿真。

实验研究：直流电机伺服控制实验。

12.1 能够认识不断学习和探

索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课程教学

目标 1，2，
3，4，5

课堂讲授：课堂只讲授核心内容，需要大量自学时间。

课堂演示：根据不同章节内容，有选择地对部分内容进行

MATLAB 编程分析，并在课堂上演示。

MATLAB 上机：课后 SIMULINK 仿真电机控制系统。

实验研究：完成微型电机 PID 参数整定实验。

3、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表 2 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对应教

学目标

1

根轨迹法

1.1 根轨迹绘制法则

1.2 根轨迹分析

掌握：绘制系统根轨迹的基本法则，熟练绘制

根轨迹，能够采用根轨迹法分析控制系统性能

变化趋势。

了解：参量根轨迹。

MATLAB：控制系统实例仿真演示、课堂上机或

课后上机练习。

6 2，5

2

2. 控制系统设计

2.1 频率法设计超前、滞后校

正控制器

2.2 根轨迹法设计超前、滞后

校正控制器

了解：根轨迹方法进行超前校正和滞后校正环

节的设计方法。

掌握：频率法与能够对系统校正前后的性能进

行分析；PID 控制器参数整定的基本方法。

MATLAB：课外练习。

8 2，3，5

3

3. 离散系统分析

3.1 信号的采样与保持

3.2 z 变换与反变换

3.3 脉冲传递函数

掌握：采样定理，熟练运用 z 变换方法求解差

分方程；建立脉冲传递函数概念；能够对离散

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判别，并掌握计算离散系统

稳态误差的方法。

了解：常用离散化方法；结构图求脉冲传递函

6 1，3，5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

时

对应教

学目标

3.4 稳定性分析 数。

MATLAB：z 变换与反变换函数练习。

4

4．状态空间基础

4.1 状态空间建立

4.2 状态空间模型的实现

4.3 能控性与能观性

掌握：由物理系统的微分方程与传递函数建立

状态空间模型的方法。

了解：状态能控性与能观性的基本概念与判别

方法。

MATLAB：矩阵计算与能控性能观性判别。

6 1，4，5

5
实验 1：角位置伺服系统设计

与仿真。

实验内容：基于 simulink 的角位置伺服系统

设计与仿真。

实验报告：根据要求撰写相应实验报告

2 1，4，5

6
实验 2：

微型直流电机 PID 控制

实验内容：搭建带直流电机角位移控制系统，

调整 PID 控制参数，分析各个参数对系统性能

影响。

实验报告：根据要求撰写相应实验报告

4 1，4，5

4、教学方式

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任务驱动式教学，突出对学

生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具体教学方式如下：

1．课堂讲授为主，课后答疑为辅，答疑方式包括办公室面对面答疑，以及 QQ 或微

信群答疑。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注重结合工程实际的案例讨论教学。对于简单内

容，采用自学与授课相结合的方法，课堂上提纲挈领地讲解思考问题的脉络，使学生能

够领会到方法的实质；对于难以理解的内容，结合视频、实物、案例等进行深入讲解，

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3．实验教学。提前安排学生进行实验预习；实验过程要求认真、仔细和多思考；

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记录，进行分析、总结，撰写实验报告。

4．使用 MATLAB 作为辅助教学的工具软件，针对教学内容设计 MATLAB 课堂演示环

节，建议安排 MATLAB 课堂或课后上机练习。

5、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教材：

控制工程基础（第四版）。董景新、赵常德、郭美凤 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参考书：

1) 控制工程基础及 Matlab 实践 张若青、罗学科 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自动控制原理 胡寿松 科学出版社 2007。



6、学生成绩评定方法

本课程以考核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对各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以及应用为重要内容。能力目标达成评价与考核总成绩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平时考查和实验占 40%。具体要求如下：

1）课程评分类型：百分制。

2）结课考核方式：开卷考试，重点考察知识应用能力。

3）实验成绩评定

① 预习：实验前学生完成预习，指导教师了解学生预习情况是否达到实验实施要

求，达到要求后学生方可进行实验，占总成绩 10%。

② 实验操作：教师根据学生实验操作过程、数据采集情况、实验结果记录等评定

学生成绩，并在原始数据上签字，占总成绩 40%。

③ 实验结果分析与实验报告撰写：教师根据学生实验数据（结果）的分析情况、

报告撰写情况，评定学生成绩，占总成绩 50%。

4）课程总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40%，其中考勤占平时成绩 20%，实验占平

时成绩 8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 60%。

表 3 课程教学目标评价矩阵

成绩组成 考核方式 分值 成绩评定标准
评价课程目

标

平时成绩（百

分制，占总评

40%）

考勤 20 1,2,3,4,5

实验 80
考核：预习情况，实验实操完成情况，

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的整理
1,2,3,4,5

考试成绩（百

分制，占总评

60%）

考试 100
主要通过考试的形式考核所学课程中基

础概念、方法和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成绩按 70%计入课程总成绩。

1,2,3,4,5

表 4 实验评分标准

教学目标 考核内容
评价

依据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根据实

验目的和实

验要求，制定

可行的实验

方案。

设计实验

能力

预习

情况

预习内容

完整、实

验方案设

计正确；

实验操作

步骤规范

正确、安

全意识

强；报告

书写规

范、字迹

工整、清

晰，图表

整洁规

范、正确；

实验分析

合理、结

论正确有

效。

预习内容

比较完

整、实验

方案设计

正确；实

验操作步

骤比较规

范，安全

意识较

强；报告

书写较为

规范、字

迹工整、

清晰，图

表较为整

洁规范、

正确；实

验分析比

较合理、

结论正确

有效。

基本完成

预习内

容、实验

方案设计

正确；实

验操作步

骤比较规

范，具有

安全意

识；报告

书写较为

规范，图

表较为规

范；实验

分析比较

合理、结

论正确有

效。

基本完成

预习内

容、实验

方案设计

基本正

确；实验

操作步骤

基本规

范，有一

定的安全

意识；报

告书写、

图表基本

规范；实

验分析基

本合理，

实验结果

基本正

确。

没有完成

预习内容

和实验方

案设计，

实验操作

步骤不规

范，安全

意识淡

薄，报告

书写、图

表不规

范，实验

分析不合

理，实验

结果有较

多错误。

能够正确设

计实验步骤、

操作实验装

置，安全有效

地开展实验，

获取有效实

验数据。

实验实施

能力，实验

安全管理

能力，实验

规范操作

能力。

实验

表现

能够采用图、

表等形式规

范表达实验

数据，通过分

析获取有效

结论。

绘图、制表

等工程表

达能力；书

面表达能

力，结论分

析能力。

实验

报告

7、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与方法

1、教师自评

任课教师依据课程教学目标的支撑环节进行达成度评价，具体方法见表 5《控制工

程基础 II》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达成度评价目标值为 0.6。

2、学生问卷调查

课程结课并提交成绩后，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委员会组织学生对课程教学目标

情况通过问卷调查进行达成评价（见表 6），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表 5 《控制工程基础 II》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

课程编号：7228121 学期： 班级： 人数： 教师：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平时 1

（20%）

平时 2

（80%）
期末考试成绩（60 %）

课程

总评成绩（100%）
考勤 实验

课程

目标 1

课程

目标 2

课程

目标 3

课程

目标 4

学生平均得分

目标分值 20 80 15 15 40 30 100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目标分值 平均得分 达成度结果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以系统的观点分析复杂机

电系统的基本思路。

实验 80 0.4

1+ 0.6
10

平时平均得分 

平时目标分值 

目标 平均得分








试卷课程目标 1 15

课程教学目标 2：具有应用数学、力学和电学等

基础知识建立机电系统数学模型的能力。

上机练习 20 0.4

2+ 0.6
10

平时平均得分 

平时目标分值 

目标 平均得分








试卷课程目标 2 15

课程教学目标 3：掌握变参数以及离散域分析线

性系统的方法。

上机练习 20 0.4

3+ 0.6
40

平时平均得分 

平时目标分值 

目标 平均得分








试卷课程目标 3 40

课程教学目标 4：掌握采用经典控制理论方法进

行系统设计的方法。

实验 80 0.4

4+ 0.6
30

平时平均得分 

平时目标分值 

目标 平均得分








试卷课程目标 4 30

课程教学目标 5：掌握使用一种现代工具软件对

控制系统进行分析。
实验 20 0.4

平时平均得分 

平时目标分值 




课程教学目标总体达成度 100 总评平均分/100

此次考核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分析

1.问题：

2.原因分析：



持续改进意见



表 6 《控制工程基础 II》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问卷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达成了课程教学目标

完全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以系统的观点分析复

杂机电系统的基本思路

2

课程教学目标 2：具有应用数学、力学和电

学等基础知识建立机电系统数学模型的能

力。

3
课程教学目标 3：掌握变参数以及离散域分

析线性系统的方法。

4
课程教学目标 4：掌握采用经典控制理论方

法进行系统设计的方法。

5
课程教学目标 5：掌握使用一种现代工具软

件对控制系统进行分析。



8、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依据与方法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依据：1）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课程教

学目标及达成途经（表 1）；2）各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表 5）。毕业要求指标点达

成度评价方法见表 7，多个教学目标支撑同一指标点的权重依据各教学目标对指标点的

支撑程度并参考期末试卷各目标分值确定。

表 7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表

指标点 教学目标 目标达成度 dii 权重ωi 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

1.3

教学目标 1 0.15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教学目标 2 0.15

教学目标 3 0.30

教学目标 4 0.25

教学目标 5 0.15

12.1

教学目标 1 0.1

= i id  评价值 目标值

教学目标 2 0.2

教学目标 3 0.3

教学目标 4 0.3

教学目标 5 0.1

9、本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先修课程：控制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10、其它类别问题的说明

任课教师可根据学生掌握情况，对内容和学时分配做适当调整。

大 纲 撰 写 人 ： 张 若 青

大 纲 审 阅 人 ： 吕 洪 波

系 负 责 人 ： 刘 瑛

学 院 负 责 人 ： 张 若 青

修 订 日 期 ：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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