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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大纲制作“机电传动与控制”课件

黄荣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论述了“机电传动与控制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制作过程，涉及到课件的结构分布、课件素材的提

取、课件的知识表示及课件制作技巧等方面。该课件基于“机电传动与控制”教学大纲编制，突出拖动电

动机的传动特性和继电器与接触器的控制线路，包括变压器、直、交流电动机、同步电动机及步进电机等

八章的内容，适应于机械工程专业的本科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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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作为课堂教学描述知识的手法，在教学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起着连接教师与学生的

作用：教师将课件表示出来的概念、图形、公式、特

性曲线等知识有机地连接起来，通过讲解，将其孕

育的知识与理论传递给学生；同时，学生通过课件

来理解教师的讲解，接受理论与知识，通过练习与

实验的环节，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因此，课件作为

课堂教学传播知识的媒介，历来受到学校教学主

管部门的重视。笔者承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

研究与实践项目“机电传动与控制多媒体课件制

作”，通过制作课件与结合教学实践，获得了一些

基本的经验。

一、课件的结构分布

课件既源于教学又应用于教学。因此，课件

制作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课件的重点、结构和提

取课件知识素材。笔者承担的 “机电传动与控制

多媒体课件制作”项目，是制作面向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本科课程教学课件。“机电传动与控

制”是该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其课件应以该课程



的教学大纲为准绳，按照 “机电传动与控制”教学



大纲的要求，重点落实到拖动电动机的传动特性

和继电器与接触器的控制线路上。围绕课件重

点，根据课程内容的前后衔接关系构造课件的分

布结构，将课件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涵盖八章内

容，按组成部分分头制作。

该课件的五个部分分别为：绪论；变压器原

理、结构；直、交流电动机及同步电动机的原理、结

构和传动、制动特性；步进电机与控制电机的原

理、结构和控制特性；继电器与接触器控制系统。

二、课件素材的提取

课件素材的提取涉及到两方面：一是确定各

章内容的详与略或繁与简；二是提取概念、图形、

公式、特性曲线等具体素材。结合教学重点与教

学大纲的课时安排，确定课件素材的繁、简程度，

重点内容较为详细，非重点内容简略。因此，直、

交流拖动电动机、继电器与接触器的控制线路章

节的内容较为详细，变压器与控制电机等部分的

内容较为简略。课件具体素材的提取本着基于教

材又不局限于教材的原则，根据工程类课程教学

强调实践性的特点，从同类其他教材中补充少量

的装置、实例等课件素材，并结合教学难点与教学

经验自行提取出一些图表。

三、课件的知识表述

课件的知识表述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

专业理论的内在有机联系；二是课件的显示效果。

专业理论知识的描述与教材相一致，从结构入手，

依据结构－原理 －特性参数 －特性曲线［１］（Ｐ１５２７）

－ 调 节 与 控 制 性 能 － 综 合 应 用 实

例［２］（Ｐ３１９３３２）［３］（Ｐ１４３）的思路依次表示，并将概念、图

形、换算关系、曲线和应用注意事项穿插于其中。

课件以 ＰＰＴ形式为主，其显示效果在于一张 ＰＰＴ
上应包含多少信息，文字、图片、曲线及曲线上的

字母标记应选多大较为合适。若图片过大，一张

ＰＰＴ上包含的内容较少，上课时教师换片的频率
太高，会影响教学效果；若采用过小的图片比例与

文字、符号，ＰＰＴ放映清晰度降低，同样得不到好
的教学效果。因此，对于 ＰＰＴ显示清晰度所采取
的措施是：基于２００名学生的放映范围，先制作几
张不同比例的ＰＰＴ，到多媒体教室作放映比对，以

确定其比例尺寸与字符大小。

四、课件制作特点

为方便教师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修改课件的

某些内容，课件制作采用ＰＰＴ形式，机械图片采用
ＣＡＤ软件绘制，特性曲线与控制线路图片采用

μＶ４０软件绘制。课件共有八章内容：
１绪论
２变压器的基本理论［４］

３直流发电机与电动机
４步进电机
５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６控制电机
７机电传动系统中的电动机的选择
８继电器与接触器控制系统

共绘制３５２张ＰＰＴ。其制作特点为：
（１）文图并茂，有机地将文字、图形、公式、表

格集于一体，图像的排列顺序按专业理论知识的

逻辑关系排列。

（２）对于参数变化所产生的特性曲线簌、多过
程的控制线路采用彩色绘图，清晰地显示出不同

特性曲线之间的差异及不同的控制过程。

（３）图像上标记的文字、符号采用粗线条，增
强清晰度。

（４）在前后章节的运算关系的推导中，对于表
示基本概念、基本定理的关系表达式，采用多次重

复的手段，直接给出这些概念与基本定理表达式，

并用彩色表示，重复刺激学生以加深理解。

五、教学难点的处理方法

教学难点集中于教学重点之中，在课件的制

作中要贯彻课程的教学大纲，突出教学重点，把握

好教学难点是很重要的。比如，在教学实践中发

现，对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中旋转磁场、定子与转

子的电路分析等知识学生较难理解。为此，采用

特殊的手法处理：

１旋转磁场［１］（Ｐ５３）应用动画模拟片表示，提
供两极、四极旋转磁场的动画模拟片。

２定子与转子的电路分析给出详细的推导
过程［１］（Ｐ５７５８）并制作相应的实例计算［２］（Ｐ２３７２４９）ＰＰＴ
用以对难点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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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选择例题

例题是学生正确理解教学基本内容的有效范

例，也是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例题

的取舍上，应把握以下几点：

１注意系统性，选择的例题尽量贯穿于章节
的始终，使其前后知识有机衔接。

２在表示基本概念 的 知 识 点 选 择 例
题［３］（Ｐ７８９３），增强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３在涉及到教学难点的章节中选择例题，通
过例题帮助学生理解关系式中变量的确切含义。

七、应用与实践

多媒体“机电传动控制”课件 ２００４年在北航
本科教学中运行，并在运行中对局部细节作了补

充与修改。经课堂教学的实际运行，学生普遍反

映教学图片清晰，易于理解教师讲解的知识。学

生认为，在电路分析公式的推导中，采用对基本定

理公式的多次重复表述，能刺激记忆，有助于帮助

他们将前后内容融会贯通，迅速理解老师的讲解

思路，增强其解算练习的能力。

八、结论

文章论述了“机电传动与控制”本科生课程教

学课件制作过程中的构思、课件结构安排、难点处

理方法及课件特点等方面的内容。经投放教学运

行证明，该课件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教学效果，适应于工科类普通高校的“机电传动与

控制”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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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教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教学艺术

的本质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呼唤、激励和鼓

舞；教学是个性化的产物，美的教学有不可模仿

性，就像生活中的艺术品不完全雷同一样。中国

教育家陶行知也说过：“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

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８］（Ｐ９６）因此，变

“要我学”为“我要学”、“我愿学”、“我乐学”是教育

之关键。没有美的教育是不完美的教育。应该相

信，由于美育的渗透，英语教学会在激起学生兴

趣、促进学生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他们感知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注释：

① 转引《审美价值的本性》译后记，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② 转引自于漪的《愿你的语言“粘”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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