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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ＮＣＢＥ式 ＰＬＣ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①

郑爽，宋婀娜
（黑龙江科技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２２）

摘　要：针对传统ＰＬＣ课程中学生学习被动、实践内容更新慢，无法与工程实际相结合的弊端，通过优化课程体系、
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利用网络平台健全科学考核制度等方面对该课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实现了将知识教育转化为“知

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教育，最终形成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工程实际为主导，以掌握知识为基础，以培养能力为重
点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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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ＰＬＣ课程）是一门知识覆盖面广，涉及内容多，更新发展快，强调理论而
又偏重实践，与生产实际和工程应用结合紧密的课程。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处

于绝对的主动地位，学生在被动的环境中学习，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１］。在国际上颇为流行的

教学改革思潮ＣＢＥＴ（能力本位教育培训模式）曾被广泛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而高等教育“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实现，恰恰需要加强学生的能力教育，尤其对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能力［２］，因此我们

将该教育理念引入到ＰＬＣ课程实践教学中，结合我校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形成一种新型的独
特的教育培训模式即 ＮＣＢＥ模式，将知识教育转化为“知识 ＋能力 ＋素质”三位一体教育，并付诸于
实践。

１　ＮＣＢＥ模式ＰＬＣ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１．１　改革教学模式，加设实践环节

以我校电气专业为例，在原有５４理论学时的基础上，加设２周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有自己独立
的实践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在学生系统掌握ＰＬＣ理论学习之后，进入我校国家级精品课建设的工业
控制实践基地和ＰＬＣ应用实践基地进行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教学平台进行不同工控项目的训练，将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

１．２　改革实践教学方法，强化能力培养
构建科学、实用、高效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本着“做中学”“学中做”的理念，把实践教学过

程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和创新阶段），均采用“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初

级阶段采用一人一组，保证对每一名学生的培养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高级阶段采用分组分层训练，学

生根据兴趣自由组队选题进行训练，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阶段通过延长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允许

学生在正常的教学计划之外到实践基地完成创新工控项目，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能力。

１．３　理论教师参与实践环节
打破传统的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队伍的界限，理论课教师必须同时参与实践教学。学院分批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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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到企业参与实际工控项目，教师经过企业实践培训，进行实践项目的改进和实验内容的更新，将理

论真正用于实践。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队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可以保证整个教学的连贯性和

稳定性，同时可以将许多教师在科研中的研究成果和碰到的新问题抽象出来，引入到实践教学中来，大

大提高了教学水平。

２　ＮＣＢＥ模式ＰＬＣ课程实践教学内容改革
２．１　分层级实践训练

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和兴趣、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以及实践能力分层次进行实践项目训练，项目内

容按照难易程度和综合运用程度划分成基础型、设计型、研究创新型。基础型项目库中包括基于 ＰＬＣ
控制的三相电动机的全压启停控制、正反转控制、Ｙ／△降压起动等项目，学生一人一组独立完成，目的
在于让学生体验到ＰＬＣ控制的优越性，增强学习兴趣；设计型项目库中包括电机混合控制、天塔之光、
液体混合、交通灯等项目，学生组队按照兴趣选取实践项目，目的在于锻炼学生编程思想、调试能力及解

决问题能力；研究创新型项目库中包括多层电梯控制、流水线机械手控制、运料小车往返控制等复杂的

工控项目，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组队在开放实践基地完成，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３］。

２．２　跟踪ＰＬＣ技术新发展，更新教学设备
针对ＰＬＣ发展情况及现今热门的ＰＬＣ机型，积极更新教学内容，并改进实践设备。我校于２０１１年

进行课程改革，将原有的日本松下电工小型机全部更新成现在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德国西门子 Ｓ７－２００
和Ｓ７－３００系列ＰＬＣ，并编写新版配套教材，积极更新实践内容及设备，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深
刻体现了ＰＬＣ与生产实际和工程应用结合紧密的自身特色。
２．３　引入新技术，满足现代工业控制要求

ＰＬＣ技术更新较快，且在真正工控领域应用时也离不开触摸屏及上位机软件，基于此，为更好贴近
实际，实践教学引入ｓｍａｒｔ７００触摸屏和亚控科技有限公司的组态王软件。在学习的高级阶段和创新阶
段时，学生可以在设计型和研究创新型项目库中选择合适的项目进行实践训练，满足现代化工控的要

求，并且通过可视化的界面仿真设计，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实践创新能力。

３　利用网络平台，健全科学的ＰＬＣ实践教学考试制度
实践教学考核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学生对实践课的重视程度，所以要做到对每一个学生的成

绩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评定［４］。本课程改变以往实践成绩完全由平时成绩给定的缺陷，在实践教学

考核机制中增加实践考试，利用网络平台，特别加入成果交流环节。

３．１　增加实践考试环节
为准确把握学生实践教学效果，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实践教学中增加了考试环节。实践考

试分成笔试和成果交流两部分，各占５０％。笔试环节由老师在基础型项目库中随机抽取，重点考核学
生对ＰＬＣ指令掌握程度及编程能力，在规定时间内一人一题独立完成；成果交流环节采用分组公开答
辩与网上共享相结合的方式。每组学生根据在设计型项目库选取的项目，通过选题→规划设计→分工
实施→成果介绍等几个环节进行项目陈述、回答问题，重点考核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

３．２　实践课评定方法
实践课程的成绩给定由平时成绩、综合设计实践报告和实践考试三部分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３０％、综合设计实践报告占２０％、实践考试占５０％。最终将成绩优秀的学生团队的成果上传网络进行
共享，网上共享既增加了评价的透明度，又有利于学生间的互相交流与学习。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成果交

流使学生的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得到锻炼和提升，健全科学的考试制度实现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真实

评价，全面转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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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利用工程实践平台，实施ＮＣＢＥ模式实践教学
ＮＣＢＥ模式实践教学的实施关键是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实践中得以体验，所以实践教学环境的

好坏直接影响实践教学质量。本课程依托我校国家级精品课电气工程实践平台，积极更新实践基地设

备，提高实践基地开放率，改善教学方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科研素养，具体措施如下：

４．１　更新实践平台
根据教师在企业学习的积极反馈，在原有经典控制项目基础上增加现今较新颖的 ＰＬＣ控制技术，

开发新的实践项目，力求更加贴近实际控制要求，真正做到高校与企业的融合，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卓

越人才。

４．２　新增门禁监控系统，加大实践基地开放率
由于本门课程加设的２周实践环节需要在基地完成教学，在保证正常实践教学环节的基础上，为提

供更加自由的学习环境以及更长的学习时间，实践基地于２０１２年年末进行改造，引进门禁和监控设备，
实施课余时间无人化管理，即在课余时间，积极鼓励有能力学生到基地进行创新实践，大大延长实践时

间，为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４．３　组织学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
依托我校大学生科研立项，每年三月份组织学生进行 ＰＬＣ课程科研立项，由４～５人组成一队，立

项题目学生可以自拟，聘请实践性强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时间为３个月，六月份结题，并聘请相关专家
鉴定，评出优秀学生引导其参加科技竞赛或教师的科研项目。此活动已经组织３年，指导学校级创新立
项３０余项，并在近两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上取得国家二等奖１项，省一等奖４项的好成绩，获
奖率稳步上升。特别在今年首次参加的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工业自动化挑战赛中，获得国家一等奖１
项、东北赛区特等奖１项。

５　结语
建立分层次项目库，理论贴近实际；现代化管理的实践基地为实践教学提供保障；大学生科研立项

有效促进创新活动开展，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使得ＰＬＣ课程通过理论学习、ＮＣＢＥ式实践训练和课外的创
新活动的相互促进，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会贯通，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最终通过实践，形成一种

以学生为中心，以工程实际为主导，以掌握知识为基础，以培养能力为重点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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