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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是一门综合性、技术性的学科，同时也是化工专业学生在未来从事化工生产中必 

不可少的一门专业知识。因此，该课程的教学关系到化工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为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对该 

课程的兴趣，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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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是一门综合性的技 

术学科，它是一门集物理学、电子电工学、化工原 

理及控制技术等理论的综合学科，随着化工生产过 

程向高效率、规模化、连续化和综合利用等方向迅 

猛发展，对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技术的研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研究化工工艺、化工传递工程、化学 

反应工程技术开发和利用及各种控制技术的过程 

中，只有通过各种参数的检测才能得到验证，进而 

得到定量和定性的结论，从而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得 

到推广和应用 [1,2] 。因此，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技术是 

化工及相关专业学生在未来从事化工生产中必不 

可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从我校建校起就面向化 

学工程与工艺工、 制药工程、 安全工程等专业开设， 

目前每年约有近 300人修读该课程，我们现选用的 

教材是由厉玉鸣主编的《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第五 

版。由于学校重视，教师认真负责，教学效果一直 

较好，曾受到多方面的好评。本课程还被学校确立 

为精品课程，2009 年已通过了专家检收。但随着培 

养方案的修订和调整，该课程的课时在不断减少， 

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优化教学方案，改革教 

学方法，努力做到在大纲规定时间内，能够最大限 

度地向学生传授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使学生 

对课本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理解透彻和牢固地 

掌握知识重点。为此，我们对本课程的教学采取了 

一些改进和调整。 

一、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 

目前，我校《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课程的教 

学学时只有 32 学时（个别专业只有 16 学时），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讲授总共十章的内容是不现实 

的。同时，应考虑本课程体系自身的系统性、纵 

向性和完整性来确定教学目标、设计学习单元。 

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不片面追求书中所列举的所 

有内容和方法。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在实际应用中 

行之有效的方法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去，而对当前 

正在发展中（前沿）的方法，应从理论上给予一 

定的注意，使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 

性 [3] 。即在教学过程中适当降低理论要求，重点 

突出工作原理及选用方法，对微观方法尽量少分 

析，注重应用性。例如：第三章中参数（温度、 

压力、流量、物位）检测仪表的类型很多，我们 

可以每一类只选择 1~2 种作重点讲解，其他以简 

介和学生课外自学为主。另外，我们在教学过程 

中，尽可能对书本中涉及到的电路不进行详细的 

分析和讲解，只给出重要的结论（如通过电桥可 

得到不平衡电压）， 这一做法使学生能集中主要精 

力掌握大纲要求的重点知识。另外，对于自动控 

制部分，重点突出简单控制系统的组成、设计和 

工程参数的整定，尤其强调对控制器正、反方向 

的的判别和确定对控制系统的重要性。 

二、合理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开发网络答疑 

系统 

网络及多媒体辅助教学已成为现代化教育中 

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课程教 

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以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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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采用实物照片辅助教学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这门课开设于第 6学期， 

虽然我们的学生已进行了认识实习，但学生对生产 

过程中的各类仪器和仪表只有一个较为模糊的印 

象（实习指导老师也没重点提示），因此把在认识 

实习中学生曾经见到过但意识模糊的各种实物照 

片在课堂上进行播放，唤醒学生的记忆。在授课过 

程中我们选取了生产实践中常用的模拟式和数字 

式仪表的图片进行对比分析，如讲解电磁流量计时 

的图片（如图  1 所示），结合书中的原理图，再对 

照实物图就能使学生做到举一反三，大大提高了学 

生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 

图 1 电磁流量计 

图 2 DDZ-Ⅲ型电动靶式流量计 

（二）采用动画教学 

动画具有直观的特点，能增强学生对一些基本 

概念的理解。通过采用动画制作，将在板书教学中 

难于表达的仪表工作原理进行动态演示，如在介绍 
DDZⅢ型电动靶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时， 可利用图 
2 中所示的动画来说明，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测量 

流量时如何把流量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的过程，利用 

动画能很好地说明其工作原理。 

（三）充分利用网络答疑系统的功能 

网络答疑系统是远程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4] 。我 

校的具体做法是：利用校级精品课程的平台，通过 

开发网络答疑系统，加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联 

系，学生可以把课堂教学过程中和自学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通过网络向老师提出，任课老师可以较为及 

时地给予回答和辅导，通过学生提问也可以发现在 

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和强调的知识点。这种形式可 

以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四）采用“兴趣教学法”提高教学效果 

第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举例是激发兴趣的一 

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利用形象的比喻激发学生的兴 

趣。例如，在讲解“滞后现象”时，给学生例举开 

车时看到前面的障碍物时进行制动的过程，为何要 

保证一定的制动距离，也就是我们这个检测和控制 

系统存在“滞后现象” 。因此，在这个检测和控制 

系统中应加入微分控制作用，也就是加入“超前控 

制”了，比如采取提前制动进行减速或减少供油量 

等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行驶安全。通过比喻， 

使学生对滞后这个概念有个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通过详细分析和举例来激发和强化学生 

的兴趣。教学中，通过详细分析和例举来激发学生 

的兴趣，提高学生理解力。如转子流量计的测量原 

理中公式 V（ρt－ρf）g=（P1－P2）A 的得出，可以 

通过对转子的受力分析来得出。在流量稳定的情况 

下，转子的受力处于平衡状态下，其受力如图 3所 

示。可得到受力平衡方程：mg=Vρfg+△PA，由于 
m=Vρt，△P=P1－P2，代入即 Vρt g=Vρfg+（P1－P2） 
A，移项即得：V（ρt－ρf）g=（P1－P2）A。其中 V 
为转子的体积、ρt 为转子的密度、ρf 为被测介质的 

密度、A 为转子的面积、g 为重力加速度、P1、P2 
为转子前后的压力。 

图 3 转子流量计中转子的受力 

采取兴趣教学手段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了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又提高了学生的理解 

能力，实践证明，采用这样兴趣教学方式，大大提 

高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课程实验及实践是配合 

理论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缺乏实验及实践环 

节将严重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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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实验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 

意识 

我校在化工专业第六学期安排了一周的实验， 

然而我校在自动化方面的实验室资源有限，在这种 

情形之下，我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加强实验环节 

的教学。我们采取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在充分利用 

现有的实验条件下尽量多开实验、开足实验，比如 

我校现有的浙江中控和浙江天科生产的两台控制 

实验装置，可以开出一阶单容上水箱对象特性测试 

实验、二阶双容对象特性测试实验、锅炉内胆温度 

二位式控制实验、上水箱液位 PID 整定实验、串接 

双容下水箱液位 PID 整定实验、锅炉内胆水温 PID 
整定实验（动态）、锅炉夹套水温 PID 整定实验（动 

态）、涡轮流量计流量  PID 整定实验、上水箱液位 

和涡轮流量串级控制实验、锅炉夹套和锅炉内胆温 

度串级控制系统、电磁和涡轮流量计流量比值控制 

系统实验、上水箱下水箱液位串级控制实验、换热 

器热水出口温度控制实验，共  13 个实验，我们利 

用周末时间把  13 个实验全部开出。另外，尽量把 

实验组分细，控制在 2 人一组，让每个同学都有动 

手的机会，尤其是工程参数的整定，要让学生了解 

到影响工程参数的各个因素，如对象的容量、出水 

口阀门开度都将影响到参数的大小，通过多次的实 

验，来验证各因素是如何影响其工程参数的。 

（二）充分利用学生下厂实习的机会，增强学 

生的感性认识 

我校化工专业学生培养计划中安排了化工专 

业认识实习和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我们充分利用学 

生下厂学习的二次机会，这二次实习正好一次在本 

课程开设之前，另一次在本课程结束之后，通过实 

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在工业生 

产中的应用情况，加强学生对仪表及自动控制的感 

性认识，了解化工仪表及自动控制在生产实际中的 

重要性。为课程开设和巩固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① 将该课程与 

学生的认识实习相结合，在认识实习的任务书中着 

重强调了关于化工仪表方面的认识，利用学生到生 

产现场实习的机会，了解各类参数（温度、压力、 

流量、物位）的检测仪表及其控制系统；② 利用 

学生下车间的机会，自行拍摄各生产车间的仪表与 

控制系统及其操作过程，尤其是各个工厂的总控室 

（说明化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现代工厂生产方式 

等），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给下一届学生作实习 

动员时用）；③ 在授课过程中，给学生布置课外作 

业，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商场及五金机电城进行 

见习，通过观察商品级的仪器和仪表来增强学生的 

感性认识，并针对某一类型（温度、压力、流量、 

物位）的仪表完成一篇关于仪表方面的小论文，并 

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一部分（大作业）记入学生的 

成绩档案。与实际生产中的情况进行对比，辅导课 

时积极展开讨论，加深学生对仪表的认识和理解。 

课程实验和实践环节是学习《化工仪表及自动 

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应足够重视。 

通过实践性环节，提高了学生解决工程过程中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 

总之，为了提高《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这门课 

程的教学质量和课堂教学效果，对该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加以改革与实践，将是十分必要的。 

我校这一课程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实践与探索，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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