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编程控制器》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蔡苗苗

课程名称 可编程控制器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自动化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本科三年级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 课程简介

根据《自动化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课程为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4

学分，64 学时。课程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逻辑起点，讲授 PLC 软件开发、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等，紧扣工业互联

网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前沿，聚焦江西省“2+6+N”优势产业，响应省委提出

的打造“三大高地、五大战略”的首位战略——产业升级战略，助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课程面向 15 所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自 2002 年起，已开设 20

年。作为服务地方产业升级的特色课程，依托九江学院电子信息产业学院、可编

程控制器（以下简称 PLC）虚拟教研室，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实践。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工程实践项目：以九江赛晶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工业互联网”

背景下晶闸管整流装置智能控制的组态设计

2.对应章节：第 6 章第 1 节

3.课程讲次：15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①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

②了解国产可编程控制器的发展与现状

③掌握晶闸管整流装置智能控制柜的组成

2.能力目标



①能够在真正工程环境中使用数字化工业应用软件进行设计

②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资料、收集资料、甄别资料、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③会使用组态软件进行系统开发、界面运行和数据库连接

3.素质目标

①科技报国意识、专业使命感

②数字思维

③工程思维

④团队素养

⑤自信，积极展现自己

⑥劳动素养

四、案例主要内容

监控组态软件是一款数字化工业应用软件，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随着工业

IT 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诞生，具有远程监控、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过程控制等

强大功能，逐渐成为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核心和灵魂，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课次教学内容选取机械工业出版社周美兰版《PLC 电气控制与组态设计》

第 3 版第 6 章的 PLC 的通信与自动化通信网络，“组态软件”是在前 5 章学习

完所有编程指令和程序设计之后的一节内容。《可编程控制器》教学大纲中明确

提出“学生能在真正工程环境中使用数字化工业应用软件”的课程目标。为了支

撑此课程目标，本课次以“九江赛晶有限公司的晶闸管整流装置智能控制”为案

例开展项目式教学，配备的企业导师为周博遥工程师，尝试探索基于真实问题情

境的教学实践。

通过此项目的学习，学生能够围绕“工业互联网、数智新九江”这一产业需

求，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多学科知识与工程技能，在

团队协作中进行集调研、观察、设计、制作、调试、表达为一体的学习活动，自

主构建知识，拥有使用数字化工业应用软件的能力。

五、案例教学设计

（一） 课前



时

间

校方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生组员活

动

预

学

习

上

课

前

七

天

【发布导学指南】： 学生自行选择知识图谱的知识

点并根据导学指南线上自主学

习

【指导成立级联式学

习共同体】：从优秀学

生中遴选组长

线上学习组态监控软件

【指导、答疑】 督促

记录并按指定格

式在超星小组任

务交流群里提交

调研记录，向组

长汇报学习进展

【思政融入】：

①教学团队从优秀学生中遴选组长，由教学团队培养组长，组长团队辅

导组员，在线平台辅助教学团队管理和组员学习，构建起了级联式学习

共同体。组员和组长则在共同学习过程中提升了工程领导力。体现“团

结协作的劳动精神”思政主线。

②教师发布导学指南，学生自行选择知识图谱的知识点并根据导学指南线上

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解决学生“学习迷茫”的痛点。

（二）课中



活动 1：导入

时

间

校方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生组员活

动

导

入

5

分

钟

【校方教师引用】：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

示精神

倾听，思考

【校方教师介绍】：本

课次学习内容，学习

目标，评价方式

倾听，思考

【补充讲解并总结】 汇报课前对

组态软件的

学习成果

倾听，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思政融入】：

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精神了解国家发展战

略，产生民族自豪感和专业使命感

②学生汇报课前对组态软件的调研学习成果，培养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资

料、收集资料、甄别资料、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促进学生交流协作、取长

补短，积极展现自己

活动 2：低阶探究任务



时

间

校 方

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生组员活

动

参

与

式

学

习

15

分

钟

【介绍】KZX10 晶闸管

整流装置智能控制柜

倾听，思考，补充自己的新认知

【布置探究任务】：根

据教师发给每组的控

制柜的组成部分名称，

结合总装车间的控制

柜，指出每部分的位置

和工作原理。

组织，协调 动手，动脑，知

识构建，合作，

讨论，小组协作

完成任务

【 发 布 随

堂练习】：

检 查 学 生

对 控 制 柜

组 成 部 分

这 一 知 识

点 的 掌 握

情况，了解

学生学情

完成练习

【思政融入】：

①实践教学基地是大学生理论运用、实践学习、感知社会的重要场所，企业

教师不仅进行技术指导，同时结合工程实例在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自动化

系统设计规范和自动化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与指导，

打破了以往只有单一的课堂育人载体形式，课堂与校内外实践基地双轮驱

动，形成“学生、学校、社会”的完整思政链条。



时

间

校 方

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生组员活

动

②学生通过现场研究晶闸管整流装置智能控制柜真实设备，在实践学习过程

中通过浸润式的亲身体验、感受、领悟，提高工程素养。

活动 3：高阶实践任务

时

间

校方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 生 组 员 活

动

20 【介绍】：九江赛晶

与九江学院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产学研

合作成果：国产化

PLC 通信性能测试

【引用】：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关键核心

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

倾听，思考，攻克卡脖子技术，

体会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布置实践任务】：

分组使用力控组态

组织，协调 动手，动脑，知识

构建，合作，讨论，



时

间

校方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 生 组 员 活

动

软件对晶闸管整流

装置智能控制进行

窗口绘制

小组协作完成任

务

【思政融入】：

①通过提问：控制柜里的可编程控制器是什么型号？在新时期的国际

环境中,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从重要性上讲,解决软件“卡脖子”问

题尤为重要。软件化已经是数字经济的十大发展方向之一,未来的重要

性将会愈发凸显,可以说,软件国产化关乎国家和企业信息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介绍攻克卡脖子技术，体会自主创新的重

要性。

②介绍九江赛晶与九江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产学研合作成果：国产

化 PLC 通信性能测试。激发学生专业使命感和专业自豪感。

③通过布置基于企业真实项目的实践任务，使学生了解企业工程项目

流程，提高工程素养。

④通过使用工业软件绘制监控界面，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适应产业

数字化转型需求。

（三）课后：评价与拓展



时

间

校方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组长活

动

学 生 组 员 活

动

5

分

钟

【评价】评价

学生的组织能

力和合作能力

【评价】评价学生在

实践过程中的专业

能力，在真正工程环

境中使用数字化工

业应用软件进行设

计的能力

【评价】组

间评价。评

价小组是否

能清晰表达

观点，陈述

任务完成情

况等

【评价】自我评

价。评价自己是否

能参与团队合作，

是否能倾听组员

意见等

【课后拓展作

业】： KZX10

晶闸管整流装

置智能控制柜

的应用场合及

发展前景

组织，协调 合作完成课后拓

展任务

【课后拓展作

业】：学习《十

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

组织，协调 讨论，学习，交流

【思政融入】：

①通过自评和互评，使学生学会客观看待自己和他人，取长补短，提高团队

素养。

②通过课后拓展作业，使学生了解国家战略，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

自动化专业充满信心。

六、教学反思



（一） 特色创新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

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实践教

学基地是大学生理论运用、实践学习、感知社会的重要场所，在实践教学基地进

行课程思政的设计，是落实“三全育人”教育思想的重要举措。

本课次以实践思政为突破，构建“基地浸润式”模式课程思政。解决思政教

育载体过于单一的痛点，延展课堂教学时空，依托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九江赛晶

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基地的综合性、实效性、浸润性、实践性等特点，形成工程

教育、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三位一体校企协同育人的课程思政模式。

教学内容融入教师与九江赛晶的产学合作成果（技术开发合同：国产 PLC

软件开发），坚定“打造民族自主的坚实技术底座”的专业使命感。教学实施过

程中，注重学生在实践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走进企业真实场景，在实践过程

中，提高创新实践能力，理解国家掌握创新和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性，理解国家加

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的必要性，提升专业使命感，塑造工匠精神。

（二） 反馈与改进

1、思政教育未体现学生差异性，课程将在前期信息化和数字思政内容建设已有

成效的基础上，开展数字赋能课程的精准思政研究。聚焦资源的分类管理，力求

资源的精准投送，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精准供给教育内容、精准评估教育效果、

精准控制教育过程。

2、通过对学生绘制虚拟仿真界面的观察，可得知学生对工业组态软件的绘制还

不熟练，特别是字体的设置，数据库的连接，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后续教学中计划通过提问、小组讨论、若干个由易到难的训练任务，加强此知识

点的练习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