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化专业实践初步》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 实验课名称 

中文：自动化专业实践初步 

      英文：Introduction to Practice of Automation  

二、实验课性质：非独立设课 

三、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四、采用教材 

汪贵平,雷旭,李登峰,闫茂德.自动化实践初步[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五、学时学分 

课程总学时：48；  课程总学分：2.5；  实验课总学时：30 

六、实验项目名称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

时 

分

配 

实验 

属性 

实验 

类型 

实验者

类别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2 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3 几种常用二极管性能测试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选开 

4 
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安装与调

试 
8 专业类 综合型 本科生 2 选开 

5 低压电器的检测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6 
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连续运行

控制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7 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8 Pt-100 温度传感器性能测试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9 
温度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和主要

部件参数测定 
2 专业类 综合型 本科生 2 必开 

10 温度控制系统调试 6 专业类 综合型 本科生 2 必开 

11 
电动机控制电路中常用触点符

号的绘制 
4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12 电动机供电系统图的绘制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13 电动机启停控制电路的绘制 2 专业类 验证型 本科生 2 必开 

14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绘制 2 专业类 综合型 本科生 2 必开 

 



 

七、实验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验，掌握自动化初级工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常用工具和电

子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电子元器件、低压电器的选用和测试的基本方法。 

通过对电气控制系统的实验，学会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调试和维护方法；通过使用市

场购置现成的温度控制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自制恒温箱构成一个温度控制系统，学会简

易控制系统的集成，学会调试控制系统的方法，学会撰写系统调试报告，更为重要的是了解

PID 参数的作用，为学习自动控制理论建立感性认识。 

通过上机学习 AutoCAD 电气制图。要求学生掌握其使用方法，学会绘制系统图、电路图、

接线图、设备布置图等，为学会控制系统工程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紧密围绕一个软件、两个系统和三个基础展开。其主要目的是给大一新生创

造感知自动化和动手实践的机会，通过各种实验，让学生在检测、实验、实际制作和调试过

程中享受成功的快乐，多次完成“理论→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激发学生对专

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培养学生基本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素质，培养学生团队合作

精神，培养学生有效的沟通交流能力。 

综上所述，本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自动化工程师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

应用技能，学习器件与部件的选型知识、学会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和简易控制系统的集成，学

会举一反三，初步具有设计和调试自动化系统的能力。 

 

八、单项实验的内容和要求 

实训项目 1：电子元器件的检测                                           （2 学时） 

1．实验内容：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 

2．实验要求： 

(1) 掌握万用表测量电阻的使用方法； 

(2) 熟悉常用元器件的性能、特征和外形特点； 

(3) 掌握常用元器件的识别方法、检测方法和质量判定方法； 

(4) 掌握常用电子元器件实物和电路图形符号的关系。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元器件盒 1 40  

3 工具箱 1 2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3 章和第 9 章万用表一节； 

(2) 认真阅读教材第 12 章电子元器件的检测一节； 

(3) 在此基础上做好实验预习报告（后续实训项目不再单独列出）。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认真检查学生预习报告（后续实训项目不再单独列出）； 

(2) 用 10 分钟时间，示范性向学生介绍万用表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3) 实验过程中，注意观察学生实验的进度和情况，及时和学生交流，解决学生存

在的问题（后续实训项目不再单独列出）。 

 

实训项目 2：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2 学时）  

1．实验内容： 

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2．实验要求： 

(1) 掌握信号发生器的使用方法； 

(2) 掌握示波器的基本使用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示波器 1 40  

2 信号发生器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认真阅读教材第 9 章； 

(2)认真阅读教材第 12 章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一节；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用 40 分钟时间，示范性向学生介绍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实训项目 3：几种常用二极管性能测试                                  （2 学时） 

1．实验内容： 

几种常用二极管性能测试。 

2．实验要求： 

(1)掌握直流稳压电源 DF1731SB5A 的使用方法；  

(2)熟练掌握几种常用二极管的主要技术指标，学会二极管伏安特性的测试方法。 

(3)熟练掌握稳压管的主要技术指标，学会测量稳压管稳压值的测试方法。 

(4)学习根据印制板绘制电路原理图的方法。 

(5)了解印制板上元器件的编号、型号、符号和文字等的作用和意义。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DF1731SB5A 1 40  

2 自制二极管/稳压管性能测试板 1 40  

3 万用表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认真读教材第 3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15 分钟时间，示范性向学生介绍印制电路板（PCB）的工艺流程，帮助学

生了解 PCB 的作用与功能； 

(2) 用 5 分钟时间介绍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方法。 

  

实训项目 4：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安装与调试                            （8 学时） 

1．实验内容： 

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安装与调试。 

2．实验要求： 

(1) 熟练掌握线性电源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性能和检测方法。 

(2) 熟练掌握万用表测量交、直流电压的方法。 

(3) 掌握示波器的基本使用方法。 

(4) 掌握常用电工工具的使用方法，尤其是使用电烙铁焊接的方法。 

(5) 了解直流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掌握评价直流电源性能的几个主要技术指标。 

(6) 学会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基本调试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示波器 1 40  

2 万用表 1 40  

3 1kW 调压器 1 40  

4 10W 可调电阻器  2 80  

5 元器件套件 1 1 套/人 消耗品 

6 WMDT 印制电路板 1 1 套/人 消耗品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5、9 和 12 章。 

(2) 认真复习前面实训所用过的设备和仪器的使用方法。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15 分钟时间，示范性向学生介绍焊接的工艺流程，帮助学生掌握手工焊接

电子产品的正确方法； 

(2) 采用边讲边练的方式，指导学生边测试、边焊接、边调试，使学生在学中做，

在做中学。 

 

实训项目 5：低压电器的检测                                          （2 学时） 

1．实验内容： 

低压电器的检测。 

2．实验要求： 

(1) 熟悉常用低压电器的性能和特征； 

(2) 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识别方法； 

(3) 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检测方法； 

(4) 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质量判定方法； 

(5) 掌握万用表测量低压电器的使用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低压电器器件盒 1 40  

3 工具箱 1 2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4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10 分钟时间，示范性向学生介绍低压电器的检测方法； 

 

实训项目 6：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连续运行控制                        （2 学时） 

1．实验内容： 

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连续运行控制。 

2．实验要求： 

(1) 学会安装用按钮和接触器控制的电机单向运转电路，并能排除简易故障。 

(2) 熟悉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等电器元件的使用方法，理解它们在控制电

路中的作用。 

(3)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停止的工作原理和接线方法。 

(4) 掌握“自锁”的设计方法和作用。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电机控制实验台 1 40  

3 工具箱 1 2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6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5 分钟时间，示范性向学生介绍电气控制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2) 指导学生根据线的色彩进行电气线路连接。 

 

实训项目 7：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                              （2 学时） 

1．实验内容： 

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 

2．实验要求： 

(1)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正确的接线方法。 

(2) 掌握三联按钮的使用和正确接线方法。 

(3) 学会正反转电路的故障分析及排除故障的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电机控制实验台 1 40  

3 工具箱 1 2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6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指导学生进行故障设置和排障。 

 

实训项目 8：Pt-100 温度传感器性能测试                                （2 学时） 

1．实验内容： 

Pt-100 温度传感器性能测试。 

2．实验要求： 

(1) 熟练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2) 了解 Pt100 温度传感器的性能和外形特征。 

(3) 学会 Pt100 温度传感器的测试方法。 



(4) 了解温度显示仪的使用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温度显示仪 1 40  

3 工具箱 1 20  

4 Pt100 温度传感器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7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温度显示仪。 

 

实训项目 9：温度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和主要部件参数测定                  （2 学时） 

1．实验内容： 

温度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和主要部件参数测定。 

2．实验要求： 

(1) 掌握温控仪的使用方法。 

(2) 掌握温度控制器的标定方法，学会调整温度控制器的主要参数。 

(3) 掌握被控对象－温控箱参数的测定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温度控制显示仪 1 40  

3 工具箱 1 20  

4 被控对象－温控箱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8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温度控制器，避免因接线错误导致温度控制器损坏。 

(2) 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温度控制器的标定方法。 

 

实训项目 10：温度控制系统调试                                       （6 学时） 

1．实验内容： 

温度控制系统调试。 



2．实验要求： 

(1) 掌握温控仪的使用方法。 

(2) 掌握温度控制系统的构成，学会正确连接线路。 

(3) 掌握温控器的工作原理，学会 PID 参数的调整方法。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数字万用表 1 40  

2 温度控制显示仪 1 40  

3 工具箱 1 20  

4 被控对象－温控箱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8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指导学生学会调整 PID 参数。 

 

实训项目 11：电动机控制电路中常用触点符号的绘制                     （4 学时） 

1．实验内容： 

电动机控制电路中常用触点符号的绘制。 

2．实验要求： 

(1) 通过绘制简单的触点符号，初步了解和掌握 AutoCAD2008 软件的常用命令和

基本绘图方法。 

(2) 掌握常用的开关符号（也叫触点符号）包括常开主触点、常闭主触点、三极常

开主触点、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的绘制。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计算机 1 40  

2 AutoCAD2008 软件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10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40 分钟给同学们介绍 AutoCAD2008 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 

 

实训项目 12：电动机供电系统图的绘制                                 （2 学时） 

1．实验内容： 



电动机供电系统图的绘制。 

2．实验要求： 

本实训项目要求学生掌握绘制电机供电系统图的绘制，包括构成它的基本部分组成

热继电器驱动器件符号、接地符号、熔断器符号、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符号的绘制。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计算机 1 40  

2 AutoCAD2008 软件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11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10 分钟给同学们介绍 AutoCAD2008 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 

 

实训项目 13：电动机启停控制电路的绘制                               （2 学时） 

1．实验内容： 

电动机启停控制电路的绘制。 

2．实验要求： 

(1) 通过绘制简单的触点符号，初步了解和掌握 AutoCAD2008 软件的常用命令和

基本绘图方法。 

(2) 掌握常用的开关符号（也叫触点符号）包括常开主触点、常闭主触点、三极常

开主触点、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的绘制。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计算机 1 40  

2 AutoCAD2008 软件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10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20 分钟给同学们介绍 AutoCAD2008 软件的基本使用技巧。 

 

实训项目 14：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绘制                             （2 学时） 

1．实验内容：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绘制。 



2．实验要求： 

(1) 掌握文件的建立方法，修改启停控制电路图、调整供电系统图、连接供电电路

与控制电路的方法。 

(2) 掌握正反转控制电路控制电路的绘制。 

3．应配备的主要设备名称和台件数 

序号 设备名称 每组应配台件数 现有台数 备注 

1 计算机 1 40  

2 AutoCAD2008 软件 1 40  

 

4．对学生的要求 

(1) 认真阅读教材第 11 章。 

5．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 用 20 分钟给同学们介绍 AutoCAD2008 软件的使用技巧。 

 

九、课外项目拓展： 

本课程为激发新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采用以实验教学项目为主线，采用理论教学、实

验教学、边讲边练和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组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快乐学习。具体来讲，

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四大模块：电子制作、电气控制系统、温度控制系统和电气制图。每一模

块的教学都由 2~3 次理论课和 3~4 个实验组成，主要完成自动化工程师的基本知识学习和

基本技能训练。同时，针对每一模块都设计了一个项目，这些项目是在对应模块的基础上的

进一步拓展。每一个项目选 2 组同学（每组 3~4 人）来完成，每个同学只需参与其中之一，

以此作为期末答辨交流的题目进行交流总结，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进一步深化

学习内容，培养学生沟通交流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以电子制作模块为例，其教学目标围绕“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安装与调试”这一电子产

品的制作来展开。电子制作模块教学环节、内容和目标如下图所示，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理

论教学内容非常丰富，但授课学时少，因此必须和其它教学环节相互配合，引导学生课外主

动自学。 

开始讲授理论课前，老师就使学生明确本阶段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形式：重点讲授第 2

章的教学内容，学生因为目标明确，学习非常认真；第 3 章内容在实验室采用实物教学法和

示范演示法，老师边讲学生边练，学生很快学会了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也熟悉了部分元器件

的基本特性，实验一由学生课外在开放实验室独立完成；第 9 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分组讨

论并提出问题，老师在实验室边讲学生边练，课后学生自行完成实验二的报告撰写。在此基

础上，完成实验三，让学生进一步熟悉元器件和仪器仪表，为电源的制作打好实践操作基础。 

接下来老师讲解第 5 章的内容，学生根据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进一步熟悉具

体要使用的元器件，制订要选购的元器件清单，到电子市场自行采购，了解市场元器件和直

流稳压电源的价格，根据实训项目的要求，完成直流稳压电源的制作与调试，最后根据测试



结果，给出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铭牌参数。通过电子制作模块各环节的有机结合，让学生了

解一个电子产品具体实施的全过程，并从元件、部件和系统三个层次了解一个产品的各个功

能部件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课程环节 教学内容 目标和要求

理论教学

参观调查

实验教学

组装调试

考核

第2章 电路的基本知识

（4学时）

第3章 常用电子元器件

第5章 电源及安全用电

（4学时）

具有电路的基本知识：掌握电路的作用与组成、电
路参数的基本计算、电路的基本定律、直流电源及
其等效模型；具有单相和三相交流电的基本知识，
了解电力系统的基本知识以及直流电源的工作原
理、性能参数和使用方法；掌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

基本知识，了解元器件的种类、性能和特点。

参观  印制电路板厂
调查  逛电子市场

了解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工艺流程及工厂的质量管理
体系；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元器件的种类、性能和
价格；通过学生独立购置直流稳压电源所需元器件
以及做调查，锻炼学生的交流能力，了解其发展趋

势，初步具备工程意识。

实验一  电子元器件的

识别与检测(2学时)

实验二  电子仪器的使

用方法（2学时）
实验三  几种常见二极

管性能测试（2学时）

掌握常用工具和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能够用电子

仪器测量电路的基本参数。

实训一  自制直流稳压

电源的安装与调试

（4学时）

了解电子产品的焊接、安装工艺和生产流程；掌握
电路板的基本性能，能够使用工具和仪器完成典型

实例“自制直流稳压电源”的焊接、安装和调试。

总结讨论交流答辩

在学习过程中及时交流，反馈工作评价，从产品调
研总结、工作原理分析、关键技术描述以及团队工
作方式与组织分工等方面总结交流，锻炼学生总

结、表达及交流能力。
 

图 1  电子制作模块教学实例 

此外安排 2 个项目小组，结合电子制作，以小功率直流稳压电源的发展趋势进行市场调

研，完成电子制作模块的总结报告。课程对总结报告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规范，包括印制板厂

情况介绍、印制板加工的工艺流程，电子元器件调研总结，小功率直流稳压电源调研情况分

析与总结，直流电源测试国家标准介绍、讲义改写建议，小组成员任务分配与完成情况表和

学习总结等。根据所完成的总结报告各小组完成相应的演示文稿，供课程结束时作答辨交流

使用。 

    从图 1 可以看出：实训项目 1~4 组成一个项目：电子制作。同理，实训项目 5~7 组成

一个项目：电气控制系统；实训项目 8~10 组成一个项目：温度控制系统；实训项目 11~13

组成一个项目：电气制图。通过这些项目的拓展，实现同学们的个性化培养，培养学生在某

一方面的学习兴趣和特长。 

 

 



十、实验课考核方式： 

(1)平时实验：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实验过程表现和实验结果等内容，占课程总成绩的

比例为 30%。 

(2)实验报告：书面写出实验报告。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3)实验室面试：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4)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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