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控制原理》教学设计

课程负责人：吴迪

授课知识点
时域分析法-控制系统

稳定性分析
教学模式 线下教学

授课时间 45 分钟 课程类型 专业必修课

授课教材 《自动控制原理》（第

三版）千博 主编

教学对象 自动化专业

大学二年级学生

教学背景 在控制系统的分析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系统的稳 定性

问题。不稳定的系统在受到外界或内部的一些因素 扰动时，会

使被控制量偏离原来的平衡工作状态，并随 时间的推移而发

散。因此，不稳定的系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掌握系统稳定性分析的方法；

能力目标：1.提高学生的数学抽象思维能力；

2.理解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性。

情感目标：1.了解稳定性在控制系统的分析与综合中的应用，

树立努力学习的目标；

2.使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的乐趣，进一步增强对本

学科的兴趣和求知欲。

重点和难点 重点：稳定性分析

难点：稳定性分析

教学方法 教法：启发式教学、创设情境法、问题探索法、实例分析法；

学法：自主学习法、分组讨论法、实验探究法、合作学习法；

教学手段：实例讲解、实验仿真、多媒体课件。

学情分析 1.授课对象为自动化专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自动

控制原理前，已经学习了高等数学和复变函数，具有分析的复

杂问题的能力；

2.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思维敏捷，动手能力强，但灵活运用

https://baike.so.com/doc/6602791-6816577.html


数学知识的能力不足，可以在授课过程中加以引导；

教学过程

设计

课堂上教师以问题导入融入思政案例，讲解“塔科马海峡

大桥倒塌”事件的倒塌原因；随机抽取学生讲解课前制作的相

关课件、视频等；师生共同讨论分析事件本质、原有分析方法

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坚守职业道德的意义。

线下教学 教学方法

一、数往知来——课前导学

1.课前导读：提前在 QQ 群发布课程公告，提供课前导读材料，

让学生明确自己要学习的内容，对于存在疑问的地方，让学生带

到课堂上提问。

2.课堂提问：卫星发射升天，其运行的轨迹是提前设定好的吗？

卫星是如何计算其稳定性的？

图 1 卫星发射图

设计目的：通过提问、回答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和的归纳总结

能力，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处理未知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

图 2 学生汇报导读内容

二. 勇攀高峰——内容精讲

通 过 课 前 导

读，提供丰富

多彩的教学资

源，老师提问，

启 发 学 生 思

考，激发学生

兴趣，从而温

故知新，承上

启下。培养学

生自主探究、

自主学习的能

力。

（温故知新环

节：5分钟）

通过图形讲解

新知识，生动

形象，通过提

问和抢答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

趣，调动学生

积极性。



知识点精讲：系统稳定性概念与劳斯判据。

①一阶系统的特征方程为 1 0 0a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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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二阶系统的特征方程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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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高阶系统的特征方程式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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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劳斯行列表

应用劳斯稳定判据时, 必须借助特征方程式的系数编制一

个表格, 此表格称为劳斯行列表, 其编制方法如下所示。

设系统特征方程式为 1
1 1 0...... 0n n

n na s a s a s a
    

知识点延伸：其他判定系统稳定性方法，如根轨迹判据等。

提出问题： 系统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思政案例导入：介绍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性时，阐述稳定性

（知识精讲：

30 分钟）

，



是系统正常工作的首要条件，引入"塔科马海峡大桥倒塌”事件，

播放塔科马海峡大桥发生振动到最后倒塌的视频，给予学生们警

示:在以后的工程设计中首先要确保设计的系统是稳定的、安全

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培养学生良好的工程素

养和职业道德，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大学生要高度重

视维护社会稳定;要培养好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超前意识。培

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图 3 塔科马海峡大桥

图 4 出事后塔科马海峡大桥



价值观引领：在以后的工程设计中，如何确保系统是稳定的、

安全的？如何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学生讨论：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讨论，要求学生发表

自己的观点，提高思辨能力，并提出改进途径。

图 5 思政导入

课后拓展：车辆稳定控制系统的问题？请同学们结合课前提

供的参考资料以及课堂学习进行讨论，提出改进策略。

三、感悟真谛——思想探讨

1.讲授自动化自动化故事：科学家麦克斯韦

2.传授自动化科学：通过系统稳定性分析说明，如何通过观察现

象解决数学难题。

设计目的：无缝引入课程思政，通过讲授自动化故事和自动

化科学，让学生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产生强烈共鸣，引发思考，

塑造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素养，形成学习内动力，进而塑造思

想品质，形成核心价值观



图 6 学生课堂分享自动化故事心得

四、开拓视野——前沿悉知

1.根轨迹法与稳定性因数 K以及车辆的稳定性能、动态性能

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直观的判断汽车操纵稳定性的优劣,还可

以分析出汽车操纵稳定性不佳的原因。

2.飞行控制系统对控制飞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飞行控

制系统可用来保证飞行器的稳定性和操纵性、提高完成任务的能

力与飞行品质、增强飞行的安全及减轻驾驶员负担。然而如何设

计闭环飞行控制系统的反馈参数,使此系统能拥有良好的动态特

性和飞机控制力。,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分析设计,可设计

出闭环飞行控制系统的反馈参数。

借以上案例，让学生明白所学稳定性分析的实际应用，提高

学生的兴趣。

图7 针对老师设置的问题,展开设疑讨论



图 7 企业工程师授课

设计目的：通过知识拓展，丰富学生的课余知识，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树立学习目标，为课外学习奠定基础。

教学反思

（1）提升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通过该案例使学生将所学的书本

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学会从控制角度提出研究方案，提高

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启发讲授、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结合与学生生

活实际案例相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探

究，讨论互动，以学生为主体的生本思想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力，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乃至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课后学生梳理知识点画出思维导图和

实践训练，提高了学生归纳总结和实践能力。

（3）强化了遵守职业道德、肩负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实现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

体的教学目标。

（4）教学目标达成度明显提升。教学目标通过各环节的设置，层层通进，

课后测试、实践操作、课后拓展训练评分显示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