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频器技术及应用》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 

项目（任务） 任务 1-1  变频器功能认知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电动机的各种调速方法及特点 

2.了解变频器的类型 

3.理解变频器的功能 

2 学习目标 1.能够说出现在常用品牌的变频器； 

2.能够区别各种品牌变频器的外观； 

3.能够解说变频器的功能 

4.能够自主学习变频器技术新知识 

5.能够根据要求认真思考、分析、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学情分析 这是第一次课，变频的概念平时生活中都有涉及，但是对变频器

实际应用案例中变频的功能体现需要借助对电机的运行特性的

理解，这一部分应当学生接受比较困难。 

学生缺乏对本课程的整体认知，所以第一次课介绍本课程的考

核、课堂要求、资源使用等情况。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1-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1-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1-1 变频器功能、变频

器的分类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1-1 变频器软启动软停止、自动控制、节能功能的

解说的视频。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1-1。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能够说出现在常用品牌的变频器，区别各种品牌变频器的外观，

了解变频器的类型，掌握变频调速的特点，能够解说变频器的功

能，了解变频器的应用领域。 

2.学习内容 

（1）变频器的应用 

①你所了解的变频器品牌有哪些？ 

②在日常生活中，你们了解哪些变频器应用？这些应用主要体现

了变频器什么功能？ 

（2）电动机调速方法 

①我们知道变频器的本质是电源变换装置，变换电源最终目的是

什么？ 

②交流异步电动机有哪些调速方法？各自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呢？ 

③电气传动系统的发展，有哪些调速方案，其优缺点是什么？ 

（3）变频器功能解说 



①变频器作为电源变换装置，输出可以调节频率的电源，进而改

变驱动电动机的转速，在很多风机、泵类负载应用中，得到了很

大的节能体现，那么以往的这类负载是如何调速的，变频调速为

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节能效果呢？ 

②三相交流电源直接加到电动机上，我们知道会有很大的启动电

流，以往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可以采用 Y-∆降压启动，减小启动

电流，但是，电动机在启动时总是具有一定大小的启动电流，这

样不但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还影响拖动负载的稳定运行，譬如

在电梯负载中，那么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方法都什么

样特别之处呢？ 

③我们知道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工艺在很多场合都有相应应用，

譬如自动门、电梯上下行等，那么变频器除了方便调速外，能不

能实现这样的控制工艺呢？还有那些新的控制工艺呢？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1-1及线上配套作业 1-1。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1-1： 解说变频器功能 ，查阅一下目前

市场上常用的变频器的品牌有哪些？查阅一下变频器的典型应

用领域，解说其功能体现？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1 任务 1-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1-1 ——变频器节能功能（1-1-1）、变频

器自动控制功能（1-1-2）、变频器软启动软停止功能（1-1-3）。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1-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1-1的课前检测，共 10 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解说节能功能、解说自动控制功能、解说软启动和软停止功

能。 

任务验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完整性汇报。 

任务点评：学生汇报过程中的亮点和问题。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1-1 ，共 10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完成拓展任务 1-1，查阅一下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变频器的品牌有

哪些？查阅一下变频器的典型应用领域，解说其功能体现？。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1-1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1-2电力电子器件的认知与测试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电力电子器件的特征； 

2.理解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条件； 

3.掌握电力电子器件的分类及各元器件的结构、符号及导通关断

条件。 

2 学习目标 1.能够认识电力电子器件的外形； 

2.能够根据电力电子器件的特点分析整流、逆变电路的工作过

程； 

3.能够正确的测试晶闸管的引脚及进行好坏判断； 

4.能够自主学习变频器技术新知识； 

5.能够根据要求认真思考、分析、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学情分析 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的理解比较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1-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1-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1-2电力电子器件的特

征及分类、晶闸管的认知与测试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

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1-2 晶闸管整流电路分析； 晶闸管测试等相关视

频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1-2。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1）对比识别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符号、主要参数以及特性； 

（2）学会测试晶闸管引脚以及好坏方法。 



2.学习内容 

（1）电力电子器件特征及分类 

这些电力电子器件中，你们认识哪些电子器件？有什么样的工作

特性呢？ 

（2）晶闸管整流电路分析 

①由晶闸管可控单相导电性角度出发，请说明该电路中，晶闸管

在一个周期中那个时间段是导通的？ 

②导通以后，输出电压 ud 波形分析？ 

③晶闸管什么时候关断？ 

④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控制角 的移相范围？观察输出电

压波形，说明对应的输出电压大小范围？ 

（3）晶闸管测试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1-2及线上配套作业 1-2。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1-2： 查阅一下电力电子器件的性能参数

及典型应用。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1 任务 1-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1-2 ——电力电子器件的特征及分类

（1-2-1 ）、晶闸管的认知与测试（1-2-2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

分析（1-2-3 ）、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1-2-5 ）。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1-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1-2的课前检测，共 10 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对比识别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符号、主要参数以及特性、

晶闸管测试、晶闸管工作电路分析。 

任务验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完整性汇报。 

任务点评：学生汇报过程中的亮点和问题。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1-2 ，共 10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查阅一下电力电子器件的性能参数及典型应用。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1-2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1-3变频器主电路结构及功能认知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的结构及各个部分的作用； 

2.理解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过程； 

3.掌握交直交主电路中各电子器件的特性及作用。 

2 学习目标 1. 能够认识交直交主电路电路结构； 

2.能够说出交直交主电路信号的处理过程； 

3.能够进行典型的故障点的分析； 

3 学情分析 交直交电路结构复杂，学生对每一部分功能的理解及元件的作用

理解存在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1-3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1-3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1-3交直交变频器主电

路结构及各部分作用、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等相关视频、课

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课程平台 1-3 认知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各单元电路

的结构，说明交直交变频器信号的变换过程； 

    2．学习理解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中主要元件的作用，能够

明确各元件故障对电路工作的影响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1-3。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1）认知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各单元电路的结构，说明交直交

变频器信号的变换过程； 

（2）学习理解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中主要元件的作用，能够明

确各元件故障对电路工作的影响。 

2.学习内容 

（1）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结构 

指出各功能电路及信号传递过程 

（2）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分析 

通过上述信号变化过程，整流电路输出的是脉动的直流电，是如

何实现信号的转换的？输出的直流电有怎样的特点？ 

（3）交直交主电路元器件 



①元器件及其作用 

②故障分析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1-3及线上配套作业 1-3。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1-3：交直交主电路结构，元器件识别及

故障分析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1 任务 1-3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1-3 ——交直交变频器主电路结构及各部

分作用（1-3-1 ）、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1-3-2）、三相桥式可控整

流电路（1-3-3）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1-3——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1-3的课前检测，共 15 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结构认知、电信号分析、列出电路元器件、典型故障

分析。 

任务验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完整性汇报。 

任务点评：学生汇报过程中的亮点和问题。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1-3 ，共 15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查阅一下交交变频电路的结构，对比交直交电路的区别。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1-3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1-4变频器的端子及硬件模块认知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变频器端子的类型及功能； 

2.理解变频器硬件模块化结构及各模块的作用。 

2 学习目标 1.学会 I/O 板的拆卸与安装方法； 

2.能够根据变频器控制端子的作用设计外围输入电路 

3 学情分析 学生对变频器 I/0 端子外围功能电路的设计存在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1-4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1-4 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1-4MM440 变频器端子

认知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课程平台 1-4拆卸安装 MM440 变频器的 I/O 板； 

    2．设计变频器主电路、开关量端子驱动电路、电位器可调

模拟信号接收电路、继电器输出端子实现的监控电路。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1-4。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1）拆卸安装 MM440 变频器的 I/O板； 

（2）认知 MM440 变频器 I/O板上各端子的类型和作用； 

（3）设计变频器主电路、开关量端子驱动电路、电位器可调模

拟信号接收电路、继电器输出端子实现的监控电路。 

2.学习内容 

（1）拆卸安装 I/O 板 

（2）端子和硬件模块认知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1-4及线上配套作业 1-4。 

技能点检测：完成拓展任务 1-4：识别变频器信号采集、信号处

理、保护等电路单元。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1 任务 1-4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1-4 ——MM440变频器端子认知（1-4-1）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1-4——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1-4的课前检测，共 8 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拆卸变频器 I/O 板—认知变频器 I/O 板上端子的类型和作用

--设计变频器主电路、开关量端子驱动电路、电位器可调模拟信号接收

电路、继电器输出端子实现的监控电路。 

任务验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完整性汇报。 

任务点评：学生汇报过程中的亮点和问题。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1-4 ，共 8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识别变频器信号采集、信号处理、保护等电路单元。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1-4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项目 2 MM440 变频器的面板认知及操作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了解变频器操作面板的类型； 

2. 熟悉 MM440变频器 BOP 操作面板按键及功能； 

3. 掌握 MM440变频器参数的结构和表示方法； 

4．掌握 MM440变频器的调试步骤。 

2 学习目标 1. 区分操作面板按键不同操作对应的不同功能； 

2. 会浏览、设置、修改、确认参数； 

3.能够熟练的进行变频器运行操作、运行数据查询以及变频器停

止参数浏览、修改各种操作之间的切换； 

4.学会变频器参数复位操作； 

5.学会变频器参数快速调试操作； 

6．学会变频器故障复位操作。 

3 学情分析 这一部分是操作的学习，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2-1、2-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2-1、2-2 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项目 2 MM440 变

频器面板和参数的认知、MM440 变频器参数复位、MM440 变频器

快速调试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参数的浏览、设置、修改、确认； 

2．学习变频器参数复位操作、快速调试的操作。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2-1 、2-2。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区分操作面板按键不同操作对应的不同功能，熟悉 MM440 变频器

BOP 操作面板按键及功能，掌握 MM440 变频器参数的结构和表示

方法，会浏览、设置、修改、确认参数。 

2.学习内容 

（1）面板认知 

（2）参数的结构和表示方法 

（3）面板按键功能 

（4）MM440 变频器参数复位 

（5）变频器的快速调试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2-1、2-2及线上配套作业 2-1、2-2。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2-1、2-2：设置故障，针对变频器主电路

的接线，将变频电源的出线人为断开一相，观察变频器。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2 任务 2-1、2-2 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2-1、2-2 ——MM440 变频器面板和参数的

认知（2-1-1）、MM440变频器参数复位（2-2-1）、MM440 变频器快速调试

（2-2-2）。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2-1、2-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

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2-1、2-2 的课前检测，共 10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接线—参数浏览、修改、确认—参数复位—快速调试。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2-1、2-2，共 10 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设置故障，针对变频器主电路的接线，将变频电源的出线人为断

开一相，观察变频器。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2-1、2-2 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

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3-1面板控制变频调速电路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面板控制变频器运行的参数设置； 

2.掌握变频器主电路的接线方法； 

3.熟悉面板控制变频器运行电机的控制工艺； 

4.掌握恒压频比控制方式的特点。 

2 学习目标 1.能够正确的完成变频器主电路的接线； 

2.学会用面板操作变频器实现电机的启动/停止、点动、正反转

以及速度调节的操作。 

3 学情分析 恒压频比控制方式的理解比较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3-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3-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3-1 MM440 变频调速电

路的类型、MM440 变频器面板的基本操作、M440 变频器故障复位

方法、MM440 变频器运行数据的浏览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

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能够正确的完成变频器主电路的接线 

2.学会用面板操作变频器实现电机的启动/停止、点动、正反转

以及速度调节的操作。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3-1。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在正确完成变频器主电路接线的基础上，设置变频器面板控制参

数，学会操作面板实现电动机的启动/停止、点动、正反转、调

速，记录运行数据并能够正确分析运行数据的特点，掌握给定频

率、点动频率设置作用。 

2.学习内容 

（1）主电路接线 

（2）面板控制功能参数 

（3）运行参数的浏览方法 

（4）恒压频率控制方式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3-1及线上配套作业 3-1。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3-1： 

问题一：面板控制时，变频器启动运行频率是多少？启动频率可

以设定吗？如何设定？ 

问题二：变频器启动运行后，点动键操作还有效吗？ 

问题三：点动时，点动运行频率是多少？点动频率可以设定吗？

如何设定？ 

问题四：观察运行数据，分析运行数据，说明 U-f以及 n-f的关

系。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3 任务 3-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3-1 ——MM440 变频调速电路的类型

（3-1-1）、MM440 变频器面板的基本操作（3-1-2）、MM440 变频器故障复

位方法（3-1-3）、MM440 变频器运行数据的浏览（3-1-4）。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3-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3-1的课前检测，共 6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3-1，共 6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问题一：面板控制时，变频器启动运行频率是多少？启动频率可

以设定吗？如何设定？ 

问题二：变频器启动运行后，点动键操作还有效吗？ 

问题三：点动时，点动运行频率是多少？点动频率可以设定吗？如何设

定？ 

问题四：观察运行数据，分析运行数据，说明 U-f以及 n-f的关系。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3-1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3-2电动机运行性能的优化与设置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掌握各种电动机优化频率的含义和应用背景； 

2. 掌握优化电动机运行性能相关的参数设置方法。 

2 学习目标 1. 能通过变频器的参数合理设置电动机的运行性能； 

2.能根据负载的特点，合理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3 学情分析 学生对变频器的负载的特性理解存在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3-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3-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3-2 MM440 变频器上限、

下限频率设置、MM440变频器跳转频率的设置、MM440变频器加、

减速时间的设置、MM440 变频器 S型加速模式的设置等相关视频、

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通过变频器的参数合理设置电动机的运行性能； 

2.学习能根据负载的特点，合理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3-2。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分析电机特定生产场合的特殊需求以及从系统更加可靠安全运

行的角度出发，掌握电动机各种运行性能参数的设置含义以及方

法 

2.学习内容 

（1）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 

（2）跳跃频率 

（3）启动过程设置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3-2及线上配套作业 3-2。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3-2： 

问题一：预置 fH=40Hz，fL=10Hz，面板控制时，若给定频率

P1040=30HZ，则启动运行频率为？若给定频率 P1040=45HZ，则启

动运行频率为？ 

问题二：某拖动系统为了防止机械谐振，应避免 30HZ~34HZ

之间频率的电源，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 

问题三：加速时间过长会怎样？过短又会怎样？ 

问题四：正确的设置电梯启动、停止过程。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3 任务 3-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3-2 ——MM440 变频器上限、下限频率设

置（3-2-1）、MM440 变频器跳转频率的设置（3-2-2）、MM440变频器加、

减速时间的设置（3-2-3）、MM440 变频器 S型加速模式的设置（3-2-4）。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3-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3-2的课前检测，共 10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3-2，共 10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正确的设置电梯启动、停止过程。理解软启动器启动和变频器启

动的区别。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3-2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4-1模拟量控制变频调速电路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 

2.掌握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的接线方法； 

3.掌握变频器频率给定线的含义； 

4.掌握频率给定线的参数设置方法。 

2 学习目标 1.学会变频器模拟量输入信号的设置； 

2.学会用电位器来装调变频调速电路。 

3 学情分析 有效“0”和死区参数的理解存在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4-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4-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4-1 MM440 变频器模拟

量输入设置、频率给定线的设置方法、电位器调速电路的装调、

有效“0”的设置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变频器模拟量输入信号的设置； 

2.学习电位器来装调变频调速电路。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4-1。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在了解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以及模拟量输入端子功能参数设

置的基础上，正确的装调电位器实现变频调速电路，进而掌握模

拟量调节变频器运行频率的方法以及运行特点。 

2.学习内容 

（1）模拟量端子 

（2）模拟量输入信号对应属性参数 

（3）频率给定线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4-1及线上配套作业 4-1。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4-1： 

问题一：通道 3、4 接收 0~10V 电压信号的设置。 

问题二：通道 10.11 接收 0~10V电压信号的设置。 

问题三：通道 3、4 接收 0~20mA 电流信号的设置。 

问题四：变频器模拟量端子接收外来 2~10V 模拟电压，要求

对应的频率从 0~30HZ 变化，如何设置对应的参数？3、4 端子输

入 6V电压时，变频器运行频率是？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4 任务 4-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4-1 ——MM440 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设置

（4-1-1）、频率给定线的设置方法（4-1-2）、电位器调速电路的装调

（4-1-3）、有效“0”的设置（4-1-4）。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4-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4-1的课前检测，共 6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模拟端子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4-1，共 6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1）设置以下参数对应的频率给定线，观察记录运行特点，绘出

频率给定线。 

P0757=1,P0758=0,P0759=8,P0760=100，P0761=1。 

（2）设置以下参数对应的频率给定线，观察记录运行特点，绘出频率给

定线。 

P0757=1,P0758=0,P0759=8,P0760=100，P0761=0.5。 

（3）设置以下参数对应的频率给定线，观察记录运行特点，绘出频率给

定线。 

P0757=0,P0758=-60， P0759=10，P0760=100，P0761=0.5。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4-1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4-2开关量控制的可逆运行电路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学会连接外部开关控制变频器的硬件接线； 

2. 学会外部开关控制变频器功能参数的设置方法； 

3. 学会外部开关控制变频器的操作方法。 

2 学习目标 1.学会 MM440 变频器外部开关量输入端子以及端子的扩展方法； 

2.学会 MM440 变频器外部开关量输入端子的功能和对应参数的设

置方法。 

3 学情分析 学生对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的三种停机方式存在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4-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4-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4-2开关量输入端子及

功能设置、外部开关控制的正反转电路装调等相关视频、课件、

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变频器开关量输入信号的设置； 

2.学习开关控制可逆调速电路的装调。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4-2。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在了解变频器开关量输入端子以及开关量输入端子功能参数设

置的基础上，正确的装调开关量控制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正反转以

及点动正反转变频调速电路，进而掌握变频器开关量控制可逆运

行的方法以及运行特点。 

2.学习内容 

（1）开关量端子及其外接开关信号的方法 

（2）开关量端子功能及参数介绍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4-2及线上配套作业 4-2。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4-2： 

频率给定由面板给定时，K1 和 K2 正反转运行的速度是由参

数 P1040 设置的，正反转速度相同，在 P0700=2,P1000=1 这种工

作模式下，如何设计正反转不同速度的可逆运行？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4 任务 4-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4-2 ——开关量输入端子及功能设置

（4-2-1）、外部开关控制的正反转电路装调（4-2-2）。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4-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4-2的课前检测，共 8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开关端子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4-1，共 8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1）通过三个开关 K1、K2、K3来实现电动机的三种停机 

（2）频率给定由面板给定时，K1 和 K2正反转运行的速度是由参数 P1040

设置的，正反转速度相同，在 P0700=2,P1000=1 这种工作模式下，如何

设计正反转不同速度的可逆运行？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4-2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4-3变频中央空调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了解变频中央空调变频工作过程； 

2.进一步掌握变频器与外部开关量、模拟量的硬件接线； 

3.掌握变频器外部输入端子功能参数的正确设置。 

2 学习目标 1.学会变频器外部端子的接线方法； 

2.学会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操作方法； 

3.灵活掌握变频器外部端子的应用以及构成的变频功能电路的

设计方法。 

3 学情分析 变频中央空调系统装调困难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4-3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4-3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4-3变频中央空调系统

的装调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变频器外部端子的接线方法； 

2.学习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操作方法； 

3.学习变频器外部端子的应用以及构成的变频功能电路的设计

方法。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4-3。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在了解变频中央空调变频工作过程的基础上，模拟装调变频

中央空调系统，装调变频中央空调系统由一个压缩机进行制冷

（制热），从而调节室温。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压缩机能够实时

的根据室温的变化自动调节运行速度。 

2.学习内容 

（1）中央空调的变频工作过程 

（2）变频中央空调模拟工作硬件接线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4-3及线上配套作业 4-3。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4-3： 

外部开关控制正反转，模拟量端子接收压力信号，反馈

（4-20mA）信号要求 0-50HZ 对应速度运行，完成对应调速电路

设计。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4 任务 4-3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4-3 ——变频中央空调系统的装调

（4-3-1）。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4-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4-3的课前检测，共 6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开关端子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4-3，共 6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外部开关控制正反转，模拟量端子接收压力信号，反馈（4-20mA）

信号要求 0-50HZ 对应速度运行，完成对应调速电路设计。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4-3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5-1直接选择频率多段速运行电路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开关量端子实现变频多速功能时的参数设置； 

2.掌握实现多段速 15和 16两种方式的区别； 

3.掌握多速运行时速度的设置方法； 

4.掌握多速运行时各种操作的特点； 

5.掌握多速运行的应用。 

2 学习目标 1. 能画出 3速运行电路变频器硬件电路； 

2. 会进 3 速运行电路的变频器开关量端子参数、速度参数的设

置； 

3．能安装 3速运行电路，学会正确的操作 3速运行电路。 

3 学情分析 直接选择与开关状态组合选择频率的区别 

15 和 16 两种方式直接选择频率的区别是难点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5-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5-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5-1多段速功能的三种

方法及区别、3段速（15 方式）运行电路装调、3段速（16 方式）

运行电路装调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 3速运行电路变频器硬件电路设计； 

2.学习 3 速运行电路，学会正确的操作 3速运行电路。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5-1。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利用变频器的外部开关量端子实现某机床主轴的 3 速运行控

制，具体的要求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分别为 10Hz、15 Hz 和 20Hz

三种，使主轴电动机能工作在 3 个不同转速状态。 

2.学习内容 

（1）多段速的不同实现方法 

（2）3速控制的实现方法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5-1及线上配套作业 5-1。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5-1： 

（1）3段速运行电路的操作步骤 

（2）直接选择频率方案中 15方式和 16 方式的区别 

（3）直接选择频率对应一个开关对应一个速度，对于开关组合

闭合，运行频率是多少？为什么要设置上限频率。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5 任务 5-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5-1 ——多段速功能的三种方法及区别

（5-1-1）、3段速（15方式）运行电路装调（5-1-2）、3段速（16方式）

运行电路装调（5-1-3）。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5-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5-1的课前检测，共 10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开关端子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5-1，共 10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对于多段速控制如何实现反向运行？总结实现正反转不同运行速

度的实现方法。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5-1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5-2开关状态组合多段速运行电路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掌握开关量端子实现变频多速功能时的参数设置； 

2.掌握实现多段速 17方式的设置以及操作特点； 

3.掌握多速运行时速度的设置方法； 

4.掌握多速运行的应用。 

2 学习目标 1. 能画出 7速运行电路变频器硬件电路； 

2. 会进 7 速运行电路的变频器开关量端子参数、速度参数的设

置； 

3．能安装 7速运行电路，学会正确的操作 7速运行电路； 

3 学情分析 17 方式的设置与操作特点是教学难点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5-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5-2 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5-27 段速（17 方式）

运行电路装调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1．学习设计 7速运行电路变频器硬件电路； 

2. 学习 7 速运行电路的变频器开关量端子参数、速度参数的设

置； 

3．学习安装 7速运行电路，学会正确的操作 7 速运行电路。 

自我测评：完成测试 5-2。 

5 学习内容 1．任务要求 

利用变频器的外部开关量端子实现某机床主轴的 7 段速运行

控制，具体的要求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分别为 10 Hz、15 Hz、20 

Hz、25 Hz、30 Hz、35 Hz、40Hz 七种，使电动机能工作在 7 个

不同转速状态。 

2.学习内容 

（1）开关端子功能参数设置 

（2）开关状态组合选择速度的方法可以实现多少段速度切换？ 

（3）17 方式端子选择及功能参数设置方法。 

注意说明：前四个开关量端子功能参数都设为 17 时，才有+1 命

令。 

（4）列出前四个开关量端子对应的 15种有效状态 

（5）这 15种状态对应的速度如何设置？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5-2及线上配套作业 5-2。 

技能点检测：完成任务 5-2： 

（1）7段速运行电路的操作步骤 

（2）17 方式与直接选择频率方案中 15 方式和 16方式的区别 

（3）17 方式最多可以设置多少段速度。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5 任务 5-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5-2 ——7段速（17方式）运行电路装调

（5-2-1）。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5-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任务 5-2的课前检测，共 4题。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展示几个问题，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 

任务实施：主电路+开关端子接线—参数设置—操作运行。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操作，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5-2，共 4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对于多段速控制如何实现反向运行？总结实现正反转不同运行速

度的实现方法。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5-1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6-1  PLC控制的可逆运行调速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PLC与变频器的 3 种连接方式; 

2. 开关量端子控制正反转方向、速度的方法; 

3. PLC实现正反转调速系统的硬件接线、软件设计、参数设计、

系统调试。 

2 学习目标 1. 了解 PLC与变频器的连接方式； 

2.掌握开关量端子控制正反转方向、速度的方法； 

3.能够安装正反转电路的硬件接线； 

4.可以编写正反转运行时的 PLC 程序； 

5.能够设置正反转运行时的参数； 

6.会调试可逆运行调速系统。 



7.遵守 5S 制度，工具摆放整齐，调试结束能清理现场； 

8.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第一次使用 PLC控制变频器，对硬件接线、编程、调试等常

规问题不够了解，本次课的重点放在 PLC 与变频器的连接及实现

上。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6-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6-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6-1 PLC 与变频器的连

接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任务。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6-1 PLC 控制的可逆运行的视频、课件、学案，了

解硬件接线、参数设置的基本操作。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PLC 实现正反转调速，要求如下，完成系统的硬件接线、软件设

计、参数设计、系统调试。 

（1）电动机既可以正向运行，也可以反向运行，正向运行速度

为 840r/min，对应频率 30Hz，电动反向运行速度为 840r/min，

对应频率 30Hz。 

（2）电动机的可以实现正反向点动运行。电动机点动转速

560r/min, 对应频率 20Hz。 

2.学习内容 

（1）PLC 与变频器的 3种连接方式； 

（2）开关量端子 5、6、7、8、16、17的使用：硬件接线、参数

设置； 

（3）开关量端控制正反转的方法：方向（p0701—p0704）、速度； 

（4）PLC 代替开关端子控制变频器实现可逆运行的接线：公共端

1M、1L、输出点的选用、9与 L 连接等； 

（5）运行频率、点动频率的设置：P1040、p1058、p1059； 

（6）PLC 正反转的程序编写； 

（7）PLC 与变频器连接调试发生故障时的排除与分析。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6-1及线上配套作业 6-1。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6-1可逆运行的硬件接线、参数设置、程

序编写、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6 任务 6-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6-1 ——PLC 与变频器的连接、PLC 控制

可逆运行 2个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6-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6-1的课前检测，共 4 题。 

（1）PLC 控制的可逆运行与外部端子控制的可逆运行的 2种控制方式，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有变化？  

（2）PLC 控制变频器时，PLC的输出公共端 L应与变频器的哪个端了连

接？ 

（3）当正转、反转速度不同时，应如何修改参数？ 

（4）下面哪些连接属于 PLC 与变频器的连接方法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运用 PLC控制可逆运行调速系统，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点评式讲解，PLC与变频器的三种连接方法。 

任务实施：可逆运行调速系统的硬件设计、PLC 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占 60%学时。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程序，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6-1 ，共 4题。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完成拓展任务 6-1，如何实现正转和反转速度不同的可逆运行控

制。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6-1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6-2自动送料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开关量端子的使用（功能、参数设置）； 

2. 开关量端子控制正反转方向、速度的方法； 

3.自动送料系统的硬件接线； 

4.自动送料系统的 PLC 程序； 

5.自动送料系统的参数设置； 

6.会自动送料系统的调试。 

2 学习目标 1.掌握开关量端子控制正反转方向、速度的方法； 

2.了解正反转系统的实际应用； 

3.掌握简单 PLC、变频器系统的设计方法； 

4.能够安装自动送料系统的硬件接线、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5.遵守 5S 制度，工具摆放整齐，调试结束能清理现场； 

6.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第 2 次使用 PLC控制变频器，对硬件接线、编程、调试等常

规问题已基本了解，但遇到问题不会分析和排除，本次课的重点

为电机不转时如何分析原因，并排除故障。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6-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6-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6-2 自动送料系统的硬

件接线、参数设置等相关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内容。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6-2自动送料系统的视频、课件、学案，了解硬件

接线、参数设置的基本操作。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自动送料系统要求为：起动后，小车以 30Ｈz左行，碰撞 SQ1后，

停下装料，20 分钟后，以 30Hz 右行，碰撞 SQ2 后，开始卸料，

10 分钟后，卸料结束，以 30Ｈz 左行，如此循环。系统具有要应

的短路、过载、缺相保护。 

完成系统的硬件接线、软件设计、参数设计、系统调试。 

2.学习内容 

（1）PLC 输出端子通过变频器开关量端子控制正反转的硬件接

线； 

（2）变频器开关量端子 5、6、7、8、16、17控制正反转方向的

设置（P0701—P0704）、速度的设置（P1040）； 

（3）行程开关限位功能的实现：硬件、程序； 

（4）装料、卸料时间的控制； 



（5）M不转时的故障排除与分析。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6-2及线上配套作业 6-2。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6-2自动送料系统的硬件接线、参数设置、

程序编写、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6 任务 6-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6-2 ——自动送料参数设置、自动送料硬

件设计 2个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6-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6-2的课前检测，共 4 题。 

（1）自动送料系统中，行程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2）若 PLC输出端子 Q1.0—Q1.1 用来控制可逆运行方向，则与变频器

9 端子相连的 PLC 公共端应该是哪个端子？ 

（3）若 PLC输出端子 Q0.0、Q1.0 用来控制可逆运行方向，则与变频器

9 端子相连的 PLC 公共端应该是哪个端子？ 

（4）自动送料系统调试时，若 PLC输出端子的指示灯亮，但 M 不转，可

能的原因是？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运用 PLC控制自动送料调速系统，明确学习任务。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PLC、变频器系统综合设计的方法。 

任务实施：自动送料调速系统的硬件设计、PLC 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占 60%学时。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程序，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6-2。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并在第 2 天提交。 

拓展：完成拓展任务 6-2，如何实现自动送料系统的控制。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6-2所有视频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7-1  PLC控制的变频多档调速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开关量端子实现多速控制的方法（硬件、参数、速度）； 

2. 多速控制时速度设置的方法； 

3. PLC控制多速时的硬件接线、程序、参数设置。 

2 学习目标 1.掌握 7 速以下的硬件电路实现原理； 

2.能设计 7速以下的简单 PLC、变频器控制电路； 

3.会进行 PLC变频器控制的多速运行的硬件接线、程序设计、参

数设置；参数设置；  

4.具备团队协作的能力；  

5.遵守 5S 制度，工具摆放整齐，调试结束能清理现场； 

6.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已学会 PLC 与变频器连接、会控制正反转，但对 PLC 如何代

替开关量端子实现多速控制是不会的。所以本次课的学习重点为

如何用 PLC 实现变频器多速控制这一基本功能。因 PLC 课程已学

过，所以课堂不再单独讲解程序设计，仅作重点提示。同时，进

一步熟悉电机不转时的故障排除。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7-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7-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7-1 PLC 控制 3速运行

的视频、课件、学案，明确学习内容。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7-1 PLC 控制 3速运行的视频，了解硬件接线、参

数设置的基本操作。课堂完成系统装调任务，并能操作演示、汇

报。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S7-200 PLC 和 MM440 变频器联机实现 3段速固定频率控制，运行

频率分别为：10Hz、25Hz、50Hz。各档运行时间可以随意调整。 

2.学习内容 

（1） 开关量端子实现 3速控制的方法 



硬件：PLC输出点与开关量端子的连接，如 Q0.0-0.2 接 5、6、

7。 

公共端 M、L的连接。 

参数：5、6、7对应参数 P0701- P0703 设置为 15、16、17的

区别。 

速度：参数 P1001-P1003 

（2） 多速控制时如何反转 

P1001-P1003 设置为负值 

（3） PLC 控制多速时的程序 

（4） M 不转时的可能性故障分析及排除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7-2及线上配套作业 7-1。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7-1 PLC 控制的变频多档调速系统的硬件

接线、参数设置、程序编写、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现场完成任

务的制作。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汇报程序设计思路，并点评优缺点。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7 任务 7-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7-1 ——PLC控制的 3速的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7-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7-1的课前检测。 

（1） 3速控制时，参数 P0700 应设置为？ 

（2） 3速控制时，参数 P1000 应设置为？ 

（3） 3速控制时，16 控制方式时，使用下列哪些开关量端子是可行

的？ 

（4） 3速控制时，开关量端子对应的参数设置为 15、16、17 的区别？ 

（5） 3速控制时，如何实现反转？ 

（6） 如何实现 4速？ 

（7） 实现 4速最低需要几个开关量端子？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 PLC 控制 3 速如何实现？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3速设计的硬件、参数实现的方法，15、16、

17 的区别？ 

任务实施：3速控制的硬件设计、PLC 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程序，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7-1。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 

拓展：完成拓展任务 7-1，如何实现 4速的控制。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7-1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7- 2 起重机大小车行走驱动控制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开关量端子实现多速控制的方法（硬件、参数、速度）； 

2.多速控制时速度设置的方法； 

3.PLC控制多速时的硬件接线、程序、参数设置。 

2 学习目标 1.了解变频器在起重设备中应用效果； 

2.了解多速控制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意义； 

3. 能进行起重机大车控制电路的软硬件设计、安装、调试； 

4.具备团队协作的能力；  

5.遵守 5S 制度，工具摆放整齐，调试结束能清理现场； 

6.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已学会 PLC 控制的多速运行，但并不明白多速控制的用途。

所以本次课重点学习多速在起重机中的应用，并以大车为例进行

硬件设计、参数设置、程序编写。进一步熟悉多速控制的装调及

常见故障的排除。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7-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7-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7-2 桥式起重机介绍、

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硬件设计、功能调试、参数设置的视频、课

件、学案，明确学习内容。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7-2 起重机大车控制的相关资源，了解桥式起重机

结构、用途及大车控制的硬件接线、参数设置的基本操作。 

课堂完成系统装调任务，并能操作演示、汇报。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设计32/5t的桥式超重机的大车的变频控制系统，具体要求为： 

（1）大车可以按前后方向运行，且大车运行速度有1-4 档，加

减速时间6S。 

（2）系统配备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释放电机被倒拖处于发电状

态时产生的能量。 

（3）有电源短路保保护。 

2.学习内容 

（1）桥式起重机的结构、用途、运动； 

（2）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 

（3）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的参数设置； 

（4）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的程序设计； 

（5）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的功能调试。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7-2及线上配套作业 7-2。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7-2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的硬件接线、参

数设置、程序编写、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现场完成任

务的制作。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汇报程序设计思路，并点评优缺点。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7 任务 7-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7-2 ——起重机大车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

功能调试、参数设置的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7-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7-2的课前检测。 

（1） 起重机采用变频调速改造后，有哪些效果？ 

（2） 大车在前进或后退时，如何实现限位停车？ 

（3） 起重机大车运行控制中，参数 P0700 、P1000应设置为？ 

（4） 起重机大车运行控制的硬件设计中， PLC 输入信号有哪些？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起重机的大车如何实现 3速运行？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大车的运动要求，大车 3 速控制的硬件、参

数实现的方法。 

任务实施：大车 3速控制的硬件设计、PLC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程序，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7-2。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 

拓展：完成拓展任务 7-2，小车的 3速控制如何实现？与大车有何区别？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7-2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8-1  工频与变频切换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EM235 的使用； 

2.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电路的原理； 

3.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电路的硬件接线、程序、参数设置。 



2 学习目标 1.能分析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电路； 

2.能安装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系统的电路，并调试电路。 

3.会分析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系统的软件程序； 

4.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已学会 PLC 控制正反转、多速运行等基本应用，但对变频器

的综合应用掌握并不多。本次课重点学习变频器经典应用案例：

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并进一步熟悉综合系统的硬件设计、参数

设置、程序编写、故障排除。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8-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8-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8-1中 EM235 使用、开

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工频与变频切换系统的应用、硬件设计、

参数设置的相关网上学习资源。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8-1工频与变频切换系统的相关资源，了解工频与

变频切换控制的硬件设计思路、参数设置的基本操作等。课堂完

成系统装调任务，并能操作演示、汇报。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1）系统既能工频运行，也能变频运行，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任

选择。 

（2）当电动机变频运行频率升到 50Hz（工频）时，将电动机切

换到工频电网供电。 

2.学习内容 

EM235 使用、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工频

与变频切换的硬件设计、参数设置、程序编写。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8-1及线上配套作业 8-1。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8-1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系统的硬件接线、

参数设置、程序编写、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现场完成任

务的制作。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汇报程序设计思路，并点评优缺点。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7 任务 8-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8-1 ——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系统的硬件

设计、功能调试、参数设置的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8-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8-1的课前检测。 

1. 工频和变频电源接触器是否要设置互锁？若没有互锁，它们同时得

电，电路会发生什么故障现象？ 

2. 模拟量输出信号与变频器运行频率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3. PLC 如何接收变频器的频率信号?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如何实现工频与变频切换？PLC 如何识别和处理变频器的运

行频率？EM235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EM235 使用、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变频器

的模拟量输出、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的硬件设计思路、参数实现的方法。 

任务实施：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的硬件设计、PLC 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程序，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8-1。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 

拓展：完成拓展任务 8-1，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如何调节的？除了用的

方法外，还有哪些方法？ 

主电路的控制接触器的功能是什么？哪些接触器是必须的？哪些是可以

省略的？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8-1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8-2消防排风变频控制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变频器模拟量输出； 

2.消防排风控制电路的原理； 

3.消防排风控制电路的硬件接线、程序、参数设置。 



2 学习目标 1.能分析消防排风控制电路； 

2.能安装消防排风控制系统的电路，并调试电路。 

3.会分析消防排风控制系统的软件程序； 

4.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已学习工频与变频切换控制，但对其应用并不太明白。本次

课重点学习工频与变频切换的应用案例：消防排风控制，并进一

步熟悉综合系统的硬件设计、参数设置、程序编写、故障排除。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8-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8-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8-2中开关量输出、模

拟量输出、消防排风系统的硬件设计、参数设置的网上资源。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8-2消防排风系统的相关资源，了解消防排风控制

的硬件设计思路、参数设置的基本操作等。课堂完成系统装调任

务，并能操作演示、汇报。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1） 用户根据工作消防或排风需要选择工频运行或变频运

行。 

（2） 当没有消防命令，风机变频运行，处于变频排风状态。

当有消防命令时，则风机切换运行在工频状态下，即消防工频运

行。 

（3） 在变频运行时，一旦变频器因故障而跳闸时，可自动切

换为工频运行方式。 

（4） 设置故障报警与运行显示。 

2.学习内容 

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消防排风的硬件设

计、参数设置、程序编写。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8-2及线上配套作业 8-2。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8-2消防排风控制系统的硬件接线、参数

设置、程序编写、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现场完成任

务的制作。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汇报程序设计思路，并点评优缺点。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8 任务 8-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8-2 ——消防排风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

功能调试、参数设置的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8-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8-2的课前检测。 

1．商场通风采用变频器改造的意义是什么？ 

2．MM440 变频器提供了几个继电器输出？ 

3．消防通风和变频通风，你认为哪种状态下通风量更大？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设计消防通风系统的硬件电路.变频器开关量输出可以实现哪

些功能？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消防排风控制的硬件

设计思路、参数实现的方法。 

任务实施：消防排风控制的硬件设计、PLC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任务点评：选小组代表讲解本组程序，教师点评，同时讲解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8-2。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 

拓展： 

变频器开关量输出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利用开关量实现实现变频器的报

警、状态显示？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8-2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9-1 恒压供水 PID控制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PID控制的原理及特点； 

2. PID使能控制、增益系数、积分时间等参数。 



2 学习目标 1.了解 PID 控制的原理及特点； 

2.了解 PID 的主要控制参数； 

3.会设置 PID使能控制、增益系数、积分时间等参数； 

4.能进行 PID控制功能的调试； 

5.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学生对变频器 PID 控制并不了解。本次课重点学习恒压供水 PID

控制。了解 PID 控制的原理，会设置 PID 使能控制、增益系数、

积分时间等参数等。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9-1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9-1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9-1中恒压供水 PID控

制系统的硬件设计、参数设置的网上资源。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9-1恒压供水 PID 控制系统的相关资源，了解恒压

供水 PID 控制系统的基本电路、参数设置等。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与技能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 完成的任务 

本任务以模拟恒压供水系统为控制对象，进行 PID 控制硬件接线、

参数设置和系统调试，要求 PID 参数设置合理，变频器在 PID控

制功能下输出频率能最快速接近目标值，稳定运行在设定的固定

频率上。 

2.学习内容 

PID 控制的原理及特点、PID的主要控制参数、PID 使能控制、增

益系数、积分时间等参数、PID 功能调试。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9-1及线上配套作业 9-1。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9-1恒压供水 PID 控制系统系统的硬件接

线、参数设置、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现场完成任

务的制作。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汇报程序设计思路，并点评优缺点。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9 任务 9-1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9-1 ——恒压供水 PID控制系统系统的相

关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9-1——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任

务 

自我测评：完成 9-1的课前检测。 

1. PID 控制的含义是是什么？有哪些环节构成？ 

2. PID 控制特点是什么？ 

3. PID 控制给定信号、反馈信号的获取和接线方法。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按控制要求安装调试变频恒压供水 PID控制系统。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恒压供水 PID 控制原理、参数设置。 

任务实施：恒压供水 PID 控制系统的硬件接线、参数设置、功能调试。 

任务点评：教师点评讲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做习题和任务单：重新发布课前习题，让学生当堂完成，对比学习效果。

并填写任务单。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9-1。 

任务单：没完成任务单的，继续按规范填写任务单。 

思考： 

PID 控制有些必须设置的参数？PID的使能控制、增益系数、积分时间如

何设置？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9-1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任务 9-2 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装调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恒压供水节能原理； 

2.变频控制系统的设计要点； 

3.变频器的选型、安装方法。 

2 学习目标 1.理解恒压供水节能原理； 

2.了解变频控制系统的设计要点； 

3.了解变频器的选型、安装方法；  

4.能进行系统故障的分析与排除； 

5.能进行产品说明书的编制； 

6.能熟练使用各类参考工具书。 



7.具有安全生产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3 学情分析 在了解变频器 PID 控制功能后，进一步举例讲解 PID 功能在恒压

供水中的应用。本次任务较为综合，所以主要考察学生变频器系

统的硬件设计、程序编写、资料查阅、线上自主学习的综合能力。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9-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9-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9-2中恒压供水控制系

统的硬件设计、参数设置的网上资源。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9-2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相关资源，了解恒压供水

控制系统的硬件电路、程序设计、参数设置等。 

自我测评：完成方案的初步设计，并交流分享。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某多层住宅小区（如 300户以内）或其他小规模的用水系统，

水泵功率一般不超过 7.5kW，系统控制要求如下： 

（1） 生活／消防两种方式 

（2） 生活自动／手动两种方式 

（3） 变频／工频运行功能 

（4） 轮休及软启动功能 

（5） PID 调节功能 

（6） 指示及报警功能 

系统应设有电源指示、水泵运行方式指示及报警指示。若两

台水泵均以工频运行，累计时间超过 30min（以防水路管道有损

坏），或水泵过载等，这时系统发出报警指示。 

2.学习内容 

恒压供水节能原理、硬件设计、程序设计、参数设置。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9-2及线上配套作业 9-2。 

技能点检测：分组完成 9-2恒压供水 PID 控制系统系统的硬件接

线、参数设置、程序设计、运行调试，并验收。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对应的视频资源及任务单 

制定学习计划：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步骤。 

实施学习任务：按照给定任务及预定步骤，实施学习计划，现场完成任

务的制作。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汇报程序设计思路，并点评优缺点。在网

上上传恒压供水系统作品。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小组相互点评网上上传的作品。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9 任务 9-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9-2 ——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系统的相关视

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9-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系统初步方案设计，含硬件电路、软件程序。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按控制要求设计某小区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 

知识讲解：分析控制要求，恒压供水 PID 控制原理、参数设置。 

任务实施：恒压供水 PID 控制系统的硬件接线、参数设置、功能调试。 

任务点评：教师点评讲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分析。 

任务验收：系统调试，逐组验收。 

演示并汇报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9-2。编写本次设计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说明书。 

任务单：填写任务单、撰写说明书。 

思考： 

进行一次市场调查，在身边寻找变频恒压供水（或恒压通风）的实例，

并说明其应用场合。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9-2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项目（任务） 项目 10 变频器选择与安装 

周次  星期  节次  

序

号 

项目 内容 

1 知 识 点

（ 技 能

点） 

1. 变频器的选择类型、选型的原则以及选择注意事项； 

2. 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的工作特点； 

3. 变频器外围电器的选用及选择的原则； 

4. 变频器的安装方法； 

5. 变频器布线原则； 

6. 电源与电动机的连接方法。 

2 学习目标 1.了解变频器的选择类型、选型的原则以及选择注意事项； 

2.掌握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的工作特点； 

3.了解变频器外围电器的选用及选择的原则; 



4.按照安装工艺和布线原则会进行简单变频器系统的电气安装。 

3 学情分析 学生学习了变频器的基本操作电路后，对变频器的类型选择、工

艺安装的工程实践是相当缺乏的。所以本次课由企业技术人员主

讲实际使用中，变频器选择、布线、连接工艺。 

4 学习计划 任务单学习： 

学习 10-1、10-2 任务单，明确本次课的学习任务。 

知识点学习： 

预习配套教材 10-1、10-2内容，并学习课程平台 10-1、10-2中

的网上资源。 

技能点学习： 

学习课程平台 10-1、10-2 相关资源，了解变频器的选择类型、

选型原则及安装注意事项、变频器的安装方法、布线原则等。 

自我测评：完成知识点的摸底检测。 

5 学习内容 1.完成的任务 

（1） 对比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的变频

器选择原则； 

（2） 根据不同的运行场合，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3） 根据使用的需求，选用变频器的外围电器。 

2.学习内容 

变频器的选择类型、选型的原则以及选择注意事项；变频器外

围电器的选用及选择的原则；变频器的安装方法；变频器布线原

则；电源与电动机的连接方法。 

6 学习检测 知识点检测：完成配套任务单 10-1、10-2及线上配套作业 10-1、

10-2。 

7 学

习

活

动

设

计 

接收学习任务：查看学习任务单。 

线上资源学习：根据任务要求学习课程平台资源，，并准备问题答案。 

课上问题讨论：围绕课前准备及课堂问题开展讨论。 

学习任务评价：线上资源观看情况、答题情况、讨论情况、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等，均纳入课程线上学习成绩，并按比例纳入课程总成绩。 

学习任务汇报：选取代表小组围绕问题发言，并点评。 

学习效果巩固：课后复习与完善，针对不足，有选择性的观看视频，解

决不会的问题。 

8 课

前

学

习

任

务 

预习教材： 教材项目 10 任务 10-1、10-2内容 

观看视频：课程平台——任务 10-1、10-2 ——恒压供水 PID 控制系统

系统的相关视频及学案。 

预习任务单：课程平台——任务 10-1、10-2——任务单——明确本次课

任务。 

自我测评：完成 10-1、10-2的课前检测。 

1．正确的选择变频器的类型。 



（1）明确变频器选择原则及步骤。 

（2）明确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三类负载与转速的

关系。 

这类负载应选取具有什么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2．正确的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1）变频器容量选取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2）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应当如何选取？ 

（3）大容量通用变频器输出频率在什么范围？ 

（4）采用变频器对异步电动机进行调速时，在异步电动机确定后，应根

据什么来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9 课

上

学

习

任

务 

发布任务：提出思考问题，围绕问题课前观看网上视频。 

问题讨论：以线上预习情况为依据，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观点。教师

点评并总结知识点。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1）变频器的安装环境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2）简要描述变频器的安装有哪些要求？ 

（3）变频器进行电气安装时，电源和电动机的接线有哪些注意事

项？ 

知识讲解：变频器的选择类型、选型的原则以及选择注意事项；变频器

外围电器的选用及选择的原则；变频器的安装方法；变频器布线原则；

电源与电动机的连接方法。 

任务实施：学生代表复述重点知识。 

任务检测：发布课前测验习题，查验学习效果。 

10 课

后

学

习

任

务 

作业：线上作业 10-1、10-2。 

思考： 

搜索相关网站，查看西门子变频器的类型、特征、保护功能等指标。 

复习：针对不足，看完课程平台上的 10-1、10-2所有学习资源，巩固所

学知识。 

11 教

学

设

计

反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