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课程

适用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

建议学时：高职阶段 90学时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一门必修

课，它培养的是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具有讲究实际、实用、实效的

特点。《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以湖南省“PLC 程序设计师职业

技能鉴定” 的内容为标准，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PLC 应用

实训着重培养学生掌握较复杂 PLC 程序设计及分析、排除各类故障的

能力。

二、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 S7-200 编程软件、仿真软件的使用；

（2）理解 PLC 基本指令的应用；

（3）掌握 PLC 编程方法；

（4）熟悉 PLC 控制系统的设计。

2．能力目标

（1）具有 PLC 的基本编程技能；

（2）具有熟练使用 PLC 编程及培训软件、仿真软件的能力；

（3）具有读懂复杂的 PLC 程序的能力；

（4）具有进行简单的机床 PLC 的电气改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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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独立设计一定难度的 PLC 控制系统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具备热爱科学、实事求是的学风。

（2）具备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3）具备创新精神。

（4）具备质量意识和职业道德意识。

三、课程内容与要求

序号 实训项目 实训内容 技能要求 学时

1 PLC 对水塔水位

的控制

基本逻辑指令的综合

应用（经验设计法）

1．能根据控制要求，综

合应用某一类指令从系

统设计的角度完成控制

系统的设计，及外部电路

安装与调试；

2.能熟练地操作 PLC 编

程软件，进行程序的编

辑，调试和运行监控；

3．能熟练地运用 PLC 的

指令系统进行程序的编

制，要求对每种控制要

求，能用多种方法来解决

问题；

4．会使用变频器，熟悉

变频器参数，对于常用的

参数，能熟练操作；

5.了解触摸屏的相关知

识，会简单使用触摸屏，

能熟悉软件的使用，能操

作图形对象，并对其属性

进行设置。

6．能编制 PLC 和触摸屏

相关联的程序。

6

2 PLC 控制音乐喷

泉

基本逻辑指令的综合

应用（使用 S、R指令

以转换为中心的设计

方法）

8

3
PLC 控制装配流

水线

基本逻辑指令的综合

应用（顺序控制的设

计方法）

8

4
PLC 控制十字路

口交通灯

基本逻辑指令的综合

应用（功能图的书写、

顺序控制的设计方

法）

6

5
PLC 控制三钟液

体自动混合装置

液位控制系统（移位

寄存器指令的应用）
8

6
LED 数码显示管

控制

数码管显示与译码指

令
6

7
模拟机械手的

PLC 控制
步进顺控指令的应用 8

8

PLC 对时间继电

器控制 Y-△降压

启动线路的改造

转换设计法及线路控

制功能分析
6

9

PLC 对 C6140 车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改造

机床电器的 PLC 改造 6

10

PLC 对某气压系

统中单缸连续自

动往返复回路电

气控制的改造

PLC 对液压、气动系

统的改造

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序号 实训项目 实训内容 技能要求 学时

11
课题综合实训考

核

从技能抽查题库里，

由每位学生随机抽取

一道进行考试

6

12
步进电机控制系

统的PLC控制（拓

展项目）

数字控制编程训练 8

13
模拟量控制模块

的应用（拓展项

目）

模拟量控制编程训练
6

总计 90

四、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在实训之前指导老师只提出各个课题的设计思路、设计要

求，尽量由学生自主的进行设计，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指导来完成：

（2）实训时应考虑相应的课程教学进程；

（3）本课程内容涉及面较广，实践性强，在讲课中注意，适当

复习前期课程所学过的知识，同时应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在可能的情

况下尽量增加实践教学课时。

（4）结合 PLC 应用设计与实践实训，可组织学生参观实际的 PLC

控制的设备，以增加感性认识。

2．教学评价建议

（1）实训过程控制与考评

在实训过程中要求对学生的编程软件的使用、控制系统设计、调

试的方法进行逐一考核。对学生的设计方法、质量控制、检测调试方

法（调试过程）严格执行工艺流程。教师对每一位学生设计，连接的

控制系统进行逐次检验。按 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的

评定标准评定。

（2）模块实训综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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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完成一个项目实训后对学生的实训过程与效果进行考评。

①课题综合实训考试

由教师给出 20道 PLC 设计题、改造的控制要求，由每位学生抽

取一道进行考试．考查学生的设计程序、调试程序，以及编写技术文

件的水平等（占 40%）。

②平时课题考核成绩

由实训指导教师将平时课题考核成绩与平时实训情况结合，给出

本模块的实训平时成绩（占 40%）。

③实习过程中学生的实训态度、实训纪律、实训卫生和安全操作

规程及小组的合作情况等均纳入考核范围（占 20%）。

④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成绩的评定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成绩分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

等级，并由指导教师按平时课题考核成绩（占 40%）、实训过程中的

纪律、安全等占 20%、实训模块综合考试占 40%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定。

3．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录像带、视听光盘等多媒体课件，

通过搭建起多维、动态、活跃、自主的课程训练平台，使学生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

（2）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本行业的企业资源，满足

学生参观、实训和毕业实习的需要，并在合作中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

发展和教学内容的调整。

（3）积极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

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

拓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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