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机及拖动基础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Motor and Drive System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54/4/3 其中实验学时：14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 

授课时间： 

1、8~19周周一 3-4节和 13~15周周五 3-4节，

2017电气 1 和 2班； 

2、8~19周，周一 1-2节和 13~15周五 1-2节，

2017电气 1 和 2班； 

3、8~19周，周三 5-6节和周三 7-8节，2017电

气 1, 2,3和 4班； 

授课地点： 松山湖校区 7B-403, 6D-10 电机实验

室（8b-108） 

授课对象：2017电气 1、2、3和 4班；  

开课院系：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张志/副教授 

联系电话：13790149463 Email: zhangz@dgut.edu.cn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1、每次授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回答学生问题。 

2、使用微信和 QQ等即时通信工具，解答学生的问题。 

3、每次发放作业时，针对学生在作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课堂中进行集中讲解。 

4、上班时间，办公室（9A402）可以进行个别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1、张晓江，顾绳谷. 电机及拖动基础.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五版.2016 

教学参考资料： 

1、参考书：李发海. 电机与拖动基础.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四版.2012 

2. 参考书：周定颐. 电机及电力拖动.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三版.2011 

3. 参考书：唐介. 电机与拖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4. 参考书：王成元. 现代电机控制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2014 

5、参考书：陈亚爱. 电机及拖动基础 Matlab仿真.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5（2017.11重印） 

课程简介： 

《电机及拖动基础》是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专

业课程，它包括直流电机、异步交流电机、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和三相异步电机、直流电机机械特性及

拖动原理与实施方法等内容。它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电机学和电机拖动的基本知识，以及应用

这些知识进行基本电机选择和拖动控制的能力，同时也是后续《控制电机》、《电力电子技术》、《电

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电力系统分析》等课程的先修课程，为从事与电气工程有关的技术工作和

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和运用

常用交、直流电动机及变压器等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电力拖动

系统的运行原理及性能，训练和培养学生使用电机、控制电机和选

择电机的能力。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工程

技术和科学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2、过程与方法目标：电机与拖动基础的教学是激发创新精神

的源头之一，通过对一些常用电机的学习和实验，激发学生对课程

和电机拖动技术领域的学习兴趣，培养自我创新意识。了解电机与

拖动技术的发展概况等；了解与课程相关的常用的物理概念和定

律；掌握拖动系统的运动方程式；熟悉生产机械的负载转矩特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

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在教学中注重

学生人际交往发展的合作学习，课堂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来

展开，注重学生坚强的意志力培养和锻炼培养，让学生不仅要学会

技能，更要学会爱，学会关心，学会感恩，学会尊重自然和生命，

培养起求真，求实，求善的科学精神，逐步完善健全的人格，树立

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

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运用数学、基础

科学、电气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的能力，用于发现、描述和

分析生产自动化设备、自动化

生产线、电气装备制造、电力

系统和电气自动化等相关复杂

问题。 

■核心能力 2. 独立完成自动化

和电气工程相关实验，以及分析

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核心能力 3. 具有对常用自动

化和电气工程系统进行安装、调

试、维护的工程实践能力； 

■核心能力 4. 能够针对自动化

和电气工程有关的复杂工程问

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

技术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 5. 项目管理、有效

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及创新能力； 

□核心能力 6. 发掘、分析及解

决复杂自动化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

与趋势，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

能力，适应专业或职业发展趋势； 

□核心能力 8．理解职业道德、

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的能

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8 

电机学常用

基本电磁理

论 

2 

电机拖动基本知识、磁场、磁路基本定律、

常用铁磁材料， 

了解电机拖动基本知识，掌握磁场、磁路基

本定律 

课堂

讲授 
2-3 个题 



8～9 直流电机 

 
7 

直流电机原理与结构、绕组、磁场、电动势，

换向、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 

了解直流电机的原理与结构、绕组、磁场。

熟悉电动势的计算方法。掌握换向的工作原理，

了解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熟悉

基本方程式。 

课堂

讲授 
6-8 个题 

9～11 

直流电动

机的电力拖

动 

6 

他励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他励电动机启动、

制动、调速，串励直流电机拖动。掌握他励电动

机的固有和人为机械特性的绘制。他励电动机启

动方法和优缺点。他励电动机制动、调速的方法

和优缺点，串励直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 

课堂

讲授 
6-8 个题 

11～13 变压器 7 

原理、分类、空载运行、负载运行、等效电

路、向量图、参数测定，运行特性、三相变压器，

其它用途变压器。了解变压器原理、分类、空载

运行的物理情况、负载运行的物理情况、等效电

路、向量图、熟悉参数测定的方法。熟悉三相变

压器联接组判断，了解其它用途变压器的特点。 

课堂

讲授 
6-8 个题 

14～15 

三 相 异

步电动机的

基本原理 

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原理、结构、定子绕

组、感应电动势、磁动势。 

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

和定子绕组的绕制方法。了解三相感应电动机绕

组的感应电动势、磁动势的分析方法、熟悉计算

公式。 

课堂

讲授 
4-5 个题 

15～16 

三 相 异

步电动机的

运行原理 

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运行、负载运行。三

相感应电动机的功率和电磁转矩、工作特性、参

数测定。 

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的感应电动势、磁

动势的分析方法、熟悉计算公式。了解三相感应

电动机的空载运行、负载运行的区别，熟悉等效

电路的画法。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和电磁

转矩等参数计算、熟悉参数测定方法。 

 

课堂

讲授 
6-8 个题 

17～19 

三 相 异

步电动机的

电力拖动 

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起动，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制动、调速、选择。能绘制机械特性

曲线、熟悉起动方法和区别。熟悉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制动、调速方法和区别。了解选择电机的方

法。 

课堂

讲授 
4-5 个题 

合计： 40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型（验

证/综合/设

计） 

教学 

方式 

9 

电机认识实

验和直流电

动机 

2 

熟悉电机试验台，掌握他励

电动机（即并励电动机按他励方

式）的接线、起动、改变电机方

向与调速的方法。掌握用实验方

法测取直流并励电动机的工作特

性和机械特性，掌握直流电动机

的调速方法。 

验证 实验 

13 

直流他励电

动机的机械

特性 

2 
了解直流电动机的各种运转

状态时的机械特性。 
验证 实验 

15 
变压器运行

状态仿真 
2 

在 matlab/simulink 仿真平台

上搭建仿真电路，对变压器多种

运行过程进行仿真。 

验证 实验 

17 

三相鼠笼异

步电机的工

作特性 

2 

掌握三相异步电机的空载、

堵转和负载试验的方法。用直接

负载法测取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的工作特性。测定三相笼型异步

电动机的参数。 

验证 实验 

19 

三相异步电

机电力拖动

仿真 

2 

在 matlab/simulink 仿真平台

上搭建仿真电路，对三相异步电

机机械特性、起动、制动和调速

进行仿真。 

验证 实验 

19 

三相异步电

动机在各种

运行状态下

的机械特性 

4 

了解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在各种运行状态下的机械特性。 
综合 实验 

合计： 14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完成作业 习题参考解答 10% 

实验 
实验过程观察、回答问题情况、测量数据的合理性及实验报告

结果分析的正确性 
10% 

期中考试 试卷参考解答及评分标准 10% 

期末考核 试卷参考解答及评分标准 70% 



大纲编写时间：2019年 2月 24日 

系（部）审查意见： 
 

    已审阅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2019年 3月 15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

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

部分复制（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