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自动化专业的教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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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的教学任务

系统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有效地培养受教育者的综合能力

积极地帮助受教育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大力开展体育与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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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的教学特点

◼教学进度快、信息量大

◼教学形式多种多样

◼教学内容有明确的方向性和系统性

◼教师与学生的非密切关系

◼学生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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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课程的类型

◼公共课程

◼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必修课与选修课 基 础 知 识

专业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

专业
前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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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的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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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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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课程约占总学时的15~20%，主要包括：

(1) 毛泽东思想概论,    (2)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4) 邓小平理论概论, 

(5) 思想道德修养,    (6) 法律基础, (7) 大学外语,   (8) 体育,    

(9) 中国传统文化.



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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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课程约占总学时的15~20%，主要包括：

(1) 高等数学,   (2) 线性代数,   (3) 离散数学，

(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5) 概率论,    (6) 随机过程,    

(7) 大学物理,    (8) 理论力学,     (9) 工程制图基础,  

(10) 工程化学基础（限制性选修课）, (11) 现代生物学导论

（限制性选修课）,    (12)  工程经济学（限制性选修课）,    

(13)  管理学基础（限制性选修课）。



技术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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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课程约占总学时的30%左右，主要包括：

(1)  自动化概论,    (2)  专业外语,   (3) 电路,    

(4) 电磁场与电磁波（选修课）,  (5) 电子技术基础,     

(6) 数字逻辑电路,    (7)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基础,    

(8) 数字信号处理,     (9)  程序设计语言, 

(1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11) 数据结构与软件方法,    

(12) 数据库技术（选修课）,    (13) 操作系统原理,     

(14) 信号与系统,     (15) 自动控制原理,    

(16) 检测技术与传感器技术,    (17) 控制电机,   

(18)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选修课）,

(19)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应用（选修课）.     



专业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

9

此类课程约占总学时的5~10%，主要包括：

(1) 现代控制理论,  (2) 非线性控制技术,  (3) 数字控制技术

(4) 计算机控制技术,  (5) 工业控制课程组,   (6) 飞行控制课程组,  (7) 惯

性技术与导航课程组,   (8) 智能控制基础（选修课）,  (9) 分布式控制系统

（选修课）,   (10)  系统建模与仿真（选修课）,  (11) 人工智能导论（选修

课）,  (12)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选修课）,  (13)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

助设计（选修课）,   (14)  系统工程与系统集成（选修课）,  (15)  系统辩识

（选修课）,  (16)  神经网络导论（选修课）,   (17) 自适应控制（选修课）,  

(18)  预测控制（选修课）,   (19)  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选修课）,    

(20)  计算机图形学与科学计算可视化（选修课）。



自动化类专业的实践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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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环节约占总学时的15~20%，主要包括：

(1)  军事训练,   (2)  军事理论,   (3)  公益劳动, 

(4)  金工实习,   （5） 电子实习,   (6) 生产实习,   

(7) 毕业设计, （8） 物理实验,   （9）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11) 控制理论专题设计, 

(12) 检测技术与传感器实验,   

(13) 计算机控制课程设计,  

(14)可编程控制器(PLC)课程设计（选修）, 

(15) 电子线路设计训练（选修）



自动化类专业的课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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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知识是学习后续课程的理论基础，其中尤以高等数学和工

程数学占的比例最大。

➢技术基础课程可分为三大类，即电类、计算机类和控制类。

➢自动化类专业的理论和技术发展特别快速，课程内容更新快。

➢自动化类专业专业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培养。



自动化类专业主要教学内容的系列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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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课程系列

• 计算机课程系列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离散数学
复变函数与
积分变换

概率论与
随机过程

离散数学

计算机文化

基础

程序设计

语言

数据结构与

软件方法

操作系统

数据库技术
(选修)

计算机网络

技术(选修)

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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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类课程系列

• 控制类课程系列

电路

电磁场与电
磁波(选修)

电子技术
基础

数字
逻辑电路

VLSI
设计基础

控制电机

信号与系统

工 业 控 制 课 程 组

飞 行 控 制 课 程 组

惯性技术与导航课程组

自动控制
原理

数字信号
处理

检测与传感
器技术

数字控制
技术

非线性控制
理论

计算机
控制技术

现代控制理
论基础



主要课程设计

主要实习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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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 电路实验
模拟电路与数
字电路实验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检测技术与传感器实验
计算机控制
课程设计

可编程控制器(PLC)
课程设计(选修)

控制理论专题设计

单片机实验(选修)
控制系统CAD上
机实验(选修)

DPS实验(选修)

金工实习 电子实习 生产实习



自动化类专业的教学环节

◼课堂教学（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等）

◼习题和作业

◼辅导和答疑

◼实验

◼自学和自学指导

◼各种实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

◼考试考查

◼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 15



课外教育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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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发展学生： 课外教育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在学科知识之外，培养兴趣、发展特长，使其

在多个领域都能有所涉猎，实现全面发展。

2. 培养综合素养： 通过参与各类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提高学科知识水平，还能培养创新思维、

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养，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3. 激发兴趣和潜能： 课外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学习空间，使学生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

和潜能，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

4. 社会适应能力： 通过参与各类社团、志愿服务等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培

养与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5. 丰富生活经验：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可以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社会群体，拓宽视野，

丰富生活经验，对于其成长过程具有积极影响。



课外教育活动的内容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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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体艺术类活动： 包括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培养学生的审
美情感和艺术表达能力。

2. 科技创新类活动： 参与科技创新、科学实验、竞赛等，促进学生对
科学的兴趣，培养创新思维。

3.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实际操作能力。

4. 体育运动类活动： 包括各类体育锻炼、运动比赛，促进学生身体健
康，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5. 学科竞赛和学术活动： 科技竞赛、数学竞赛、文学赛等，提高学生
学科知识水平，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6. 校园社团和俱乐部： 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加入各种社团和俱乐部，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课外活动的特点

1. 多样性： 课外活动包罗万象，涵盖了文体艺术、科技创新、社会实践、体育运动等多个领域。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使其在多个方面得到拓展。

2. 实践性： 课外活动强调实践和体验，通过亲身参与和实际操作，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巩固学科知识、培

养技能，并且更好地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

3. 个性化： 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课外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掘个体差异，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促使他们形成独立的人格。

4. 综合性： 课外活动通常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平台，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包括但不限于团队协作、

沟通能力、创新思维、社会责任感等。

5. 社会性： 一些课外活动，如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

培养公民意识，为其将来的社会生活打下基础。

6. 激发兴趣： 通过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活动，课外活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

与学习，从而更好地发挥个人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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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自动化专业的教学安排包括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和实习，以培

养学生在自动化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

◼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自主学习和实践，以全面提升自己的

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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