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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与基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

指出：要利用面向珠江三角洲、背靠西南腹地的优势，积极打造西江

经济带产业集聚优势。为此，自治区人民政府做出了打造西江亿吨黄

金水道的战略决策，并对梧州提出了“加快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加快与广东实现交通全面对接，加快成为西江上游经济带龙头”的要

求。为了充分利用梧州市作为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桥头堡的天然优

势，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前沿，吸引更多的优质现代智能制造企

业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落户园区，打造具有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和产

业辐射力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培养工业机器人

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初中级专门人才，需要运用现代教育思想和观

念，系统地进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以构

建科学合理的现代教学模式，以满足梧州及周边地区智能制造产业的

需要，服务地方经济。

为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工业机器人应用型人才

的需要，以提高我校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宗旨，彰显以学生

为本位的教育理念，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建立灵活多样的教学机制，

通过各项职业技术实践活动，培养工业机器人专业的优秀人才。人才

的培养依赖专业的建设，而课程体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工业机器人专

业培养目标的实现。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而专业课程改革是

课程建设的基础，课程改革与建设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映了

行业、企业岗位需求的内涵，也反映了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直接影

响着教育的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水平。我校工业机器人专业以人才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在工业机器人装配、设备操作、维修维护、

销售及售后等岗位能力为核心，构建以职业岗位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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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指导思想、思路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根据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调研，在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的指导下，按照“校企双主体、内外双导师”的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归纳，形成职业行动领域，通过聘请企业专

家进行职业岗位面向及工作任务分析，参照国家、行业相关从业资格

标准以及企业技术岗位工作要求，依据岗位技能培养要求和技能成长

规律，分析归纳工业机器人设备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维护与管理员、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安装与调试、销售客服工程师、售后技术支持工程

师所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构建基于“岗、课、证”三融合的课程体

系。

（二）工作思路

1.以职业岗位的职业能力为依据，结合目前我校工业机器人专业

的实际情况，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打破以往课程开设的固有模

式，围绕“校企双主体、内外双导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工业机器

人专业课程展开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设。

2.依据“职业资格证书”，制定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开发实训实

习课程，整合专业技能课程资源，培养具有职业道德良好、职业能力

过硬的高素质人才。

3.以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以工业机器人设备安装、调试、运行

与维护等岗位职业能力为依据，构建本专业的课程体系。

（三）建设目标

根据工业机器人装配、设备操作、维修维护、销售及售后等岗位，

确定岗位职业能力，构建以工业机器人操作和维护维修过程为载体的

课程体系，与企业共同编制 4 门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并开发《工

业机器人综合实践》、《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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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与维护》4 门专业课程教材。建设共

享型教学资源库，为专业实训教学和职业技术培训服务。

三、重点建设内容

（一）工业机器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设置的要求

本专业坚持以德树人，主要面向工业机器人行业生产企业及相关

智能制造企业，培养从事工业机器人运行维护与管理、工业机器人销

售及售后客服等工作，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

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产业文化素

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职业素养:

1.基本素质

（1）健康的体魄

（2）良好的政治素质

（3）健康的心理素质

2.职业素质

（1）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

（2）具有安全、文明生产以及环境保护意识

专业知识

1.专业能力

（1）能读懂机器人应用系统的结构安装图和电气原理图，理解

工业机器人应用方案的设计思路。

（2）能测绘简单机械部件生成零件图和装配图，跟进零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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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装配工作。

（3）能维护、保养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设备，能排除简单电气

及机械故障。

（4）能根据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作要求，编写、调试基本的工业

机器人控制程序。

2.方法能力

（1）具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能力；

（2）具有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能力,通过不同途径获取信息

的能力，以及对工作结果进行评估的方法能力；

（3）具有决策、迁移能力；能记录、收集、处理、保存各类专

业技术的信息资料方法能力。

3.社会能力

（1）较强的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2）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3）人际交流及团队协作能力

（4）劳动组织能力

专业技能

1.基础知识

（1）计算机常用办公软件基本知识

（2）简单的公文写作基本知识

（3）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质量管理的基本知识

（4）电工电子的基本知识

（5）电气识图的一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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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知识

（1）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仪表仪器使用、单片机的应用知识

（2）具有传感器应用的基本知识

（3）具有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4）具有 PLC、触摸屏、传感器、单片机技术的应用知识

（5）具有机械系统绘图与设计的知识

（6）具有工业机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

（7）具有检修工业机器人系统、自动化生产线系统故障的相关

知识

（8）具有安全用电及救护常识

（二）课程体系的构建路径

根据职业岗位和岗位主要工作任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岗位

主要工作任务进行归类合并，归纳出岗位工作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

并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完成岗位工作需要的职业行

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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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业岗位分布、核心能力构成与职业能力分析结果，结合《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意见》，工业机器

人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共

三类。

（三）课程体系结构

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专业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课

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组成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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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图

（四）课程设置说明

本专业课程设置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

位、以学生为主体、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指导思想，采用校企双主

体、内外双导师”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企业进行校企双主体育人模

式，由双方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开展课题研发。

院校老师，负责人文素质与专业基础技能培养；企业师傅（高管、技

术总监、经理、车间主任、技术能手）负责专业核心课程、岗位技能、

职业能力等培养。使得人才培养与产业链、技术链、业务链的“三链”

对接得以全面落地，形成“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局面，从而提高

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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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体系的学期安排

构建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

并重、“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举，适合于“做中学、做

中教”模块化项目课程体系。并将职业岗位能力转化为科目课程、完

成岗位工作任务和履行岗位职责及其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态度方面

的培养目标与规格，构建教学内容单元，选择相应职业情境，设计教

学项目，进而形成由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专业课程体系。

1.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职业道德与

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法律与道德教学大纲》。

了解文明礼仪的基本要求、职业道德的作用和基

本规范，陶冶道德情操，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养

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指导学生掌握与日常生活

和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树立法治观念，

增强法律意识，成为懂法、守法、用法的公民。

36

2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大纲》

开设。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知识；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辨析

社会现象、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36

3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教学大纲》开设。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人生发展关系密切的基

础知识，提高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重要问题的能力，引导

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形成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为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

础。

36

4
心理健康与

职业生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

设。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知识和常用方法，

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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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以及成才观，形成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增强提

高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自觉性，做好适应社会、

融入社会和就业、创业的准备。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培养

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注重

基本技能的训练和思维发展，加强语文实践，培

养语文的应用能力，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以

及继续学习奠定基础。

144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使学

生掌握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具备必需的相关技

能与能力，为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继

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144

7 计算机应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大纲》

开设。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机解决工作与生活中实

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具有应用计算机学习

的能力，为其职业生涯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108

8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开设。

培养学生运动参与、增强体能、体育技能、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职业素质等在本专

业中的应用能力。

144

9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培养

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

说、读、写、译的能力和交际能力，为今后的专

业学习奠定基础。

144

10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学大纲》开设。培养

学生的历史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吸收人类优秀

文明成果，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

历史使命感。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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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电工基础

使学生具备高素质劳动者和中高级专门人才所需的电

工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和职业技能，提高全面素质，增强适应职业变化的能

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打坚实的基础。

108

2
电子技术基

础

贯彻以培养学生实践技能为重点，基础理论与实际应

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增强学生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108

3 机械基础

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机械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懂得机

械工作原理，了解机械工程材料性能，准确表达机械

技术要求，正确操作和维护机械设备；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08

4 机械制图

使学生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 获得读图和绘图能

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形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具备继续学习专业技术的能力;对学

生进行职业意识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形成严谨、

敬业的工作作风，为今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职业生

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108

5
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

介绍了电气控制技术及系统设计、可编程序控制器原

理及应用，系统地阐述了电气控制的分析与设计的一

般方法。

108

6
传感器应用

技术

传感器应用技术系统地介绍了各类常用传感器的基本

概念、工作原理、主要特性、测量电路及其典型应用，

并介绍了基于传感器的微机接口技术、测量电路的干

扰以及抗干扰措施。

108

7 单片机技术

讲述了 MCS-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指令系统、汇编

语言程序设计、中断系统、系统扩展等理论知识内容，

并结合实例详细地讲述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开

发、调试流程。

1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MCS-51%E5%8D%95%E7%89%87%E6%9C%BA/2484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87%E4%BB%A4%E7%B3%BB%E7%BB%9F/32202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96%AD%E7%B3%BB%E7%BB%9F/104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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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工业机器人技

术基础

从机器人应用过程中需掌握的技能出发，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地介绍了机器人入门实用知识。从安全操作

注意事项切入，配合丰富的实物图片，系统地介绍了

工业机器人首次拆箱安装、示教器和机器人示教、手

动操纵机器人、工具及用户坐标系的定义及建立、I/O

及配置、指令与编程等实用内容。

144

2

工业机器人安

装、

调试与维护

根据机器人行业发展趋势，从生产实际出发，详细讲

解了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的基础内容，工业机器人的

执行机构、传感系统、传动系统与驱动系统等几大系

统，以及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安装、调整与保养等内

容。

180

3
工业机器人操

作与运维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对工业机器人与 PLC 控制系统

的综合应用、触摸屏与机器人的联合应用、机器人与

视觉系统的综合应用，特别是机器人视觉追踪功能的

实际应用做了详细的说明，提供了视觉追踪的实用机

器人程序和案例。

180

4
工业机器人

操作与编程

基于工作任务导向的教学方法，介绍工业机器人的基

本操作、在线示教、离线编程等内容。全书通过 6

个工业机器人应用典型案例——机器人搬运、涂胶、

喷漆、数控机床上下料、码垛、喷釉，使读者学习和

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方法与技巧

288

5
工业机器人综

合实践

通过项目式教学的方法，对工业机器人在搬运、码垛、

弧焊和压铸行业应用中参数设定、程序编写及调试进

行详细的讲解与分析。让读者了解与掌握工业机器人

在 4个典型应用中的具体设定与调试方法，从而使读

者对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从软、硬件方面都有一个全面

的认识

180

6
工业机器人电

气控制与应用

工业机器人低压控制电器、工业机器人的驱动方式、

工业机器人中 PLC的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故障

诊断与维修等

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2%E8%8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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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课程学习

学生在校外实训基地，完成累计 4 个月的综合实训。对工业机器

人机器人控制系统及设备系统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能使用工

业机器人进行搬运、涂胶、码垛。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使学生能够

系统地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相应岗位的能力要求。

5.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是由学校和企业两个育人主体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通

过完成累计六个月的顶岗实习，巩固已学理论知识，增强感性认识，

培养劳动观点，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让学生获

得符合实际工作条件的基本训练，从而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和实际动手

能力；同时也能更深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国情，认识社会，

开阔视野，建立市场经济观念；使学生养成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实

事求是、艰苦奋斗工作作风；树立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并胜任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及设备

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以及管理岗位，提前获得工作经验。

（六）教学时间安排

1．本专业基本学制为三年的总学时数约为 4320 学时。教学时间

40周（含复习考试）。其中应包括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

教育、顶岗实习等活动。

2．公共基础课学时为 972 学时，占总学时的 22.5%。专业技能

课程中的专业基础课程为 756 学时，占总学时 17.5%。专业核心课程

为 1152 学时，占总学时的 26.7%。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为 1440 学时。

3．本专业的基本学制按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6 年修

订）》设置为三年制时，增加职业技能训练时间，以高技能人才培养

为目标，提高职业技能考核等级，在参照本标准的课程设置基础上，

拓展专业群中可迁移岗位的职业能力培养。

4．学校按照专业（技能）方向的特点，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

企业初次就业的实际需要，自主确定选修课程、开设顺序和周课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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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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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学计划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公
共
基
础
必
修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6 36
职业道德与法律 36 36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 36 36

哲学与人生 36 36

语文 144 36 36 36 36

数学 144 36 36 36 36

计算机应用基础 108 72 36

体育与健康 144 36 36 36 36

英语 144 36 36 36 36

历史 72 36 36

军训、入学教育等 72 72

占总学时数：22.5% 972 360 252 180 180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电工基础 108 108

电子技术基础 108 108
机械基础 108 108
机械制图 108 108

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 108 108

传感器应用技术 108 108

单片机技术 108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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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学时总数：17.5% 756 216 216 108 216

专业核心

课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144 144
工业机器人安装、

调试与维护
180 180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180 72 108
工业机器人

操作与编程
288 144 144

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与应用 180 180

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践 180 180

占总学时数：26.7% 1152 144 252 432 324

小计 2880 720 720 720 720

企业课程学习 576 576

顶岗实习 864 144 720

合计 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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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成立由学校领导牵头的领导小组，组建由专业带头人、各级骨干

教师和行业专家构成的课程建设工作小组，建立以科研机构专业、行

业专家和学校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人员构成的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二）考核激励机制机制保障

强化管理运行机制，强化教学管理；优化竞争激励机制；实施项

目责任人、项目监察制度。

（三）校企合作实施

企业全程深度参与课程建设，行业专业指导建设进程，企业实践

专家参与典型任务分析和教学资源开发，校企合作拓展教学实习实训

环境。

（四）资金保障

本项目资金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和学校自筹三部分组成，学校

将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通过多种渠道，确保经费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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