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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560309）

一、教育类型及学历层次

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

学历层次：大专。

二、招生对象与学制

招生对象：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

学制：全日制三年。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机械、电子电气、PLC、传感技术、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的理论知识，

并能独立从事工业机器人的安装、编程、调试、维修、运行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任务；

适应机器人系统维护和保养，机器人工作站安装、机器人应用程序的编写和调试、维

修与运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诚信品质、团队精神和创新素质，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四、就业面向与职业资格证书

（一）就业面向

面向机器人与自动化制造厂商：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的组装、调试、 检测、维修、

编程、销售、售后支持的技术和营销人才。

面向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集成商：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工作站的开发、安装调试、

检测、维修、编程、技术支持、销售与售后服务等专业人才。

面向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企业：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工作站调试维护、安装、测

试、维修、保养、操作编程等技术人才。

（1）主要就业岗位：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的安装、调试、维修、销售及管理；数

控机床的操作与维修；PLC 编程与调试等。

（2）次要就业岗位：机器人与自动化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技术服务等。

（二）岗位工作能力分析

表一 职业岗位-工作任务-职业核心能力-职业资格证书一览表

序号 职业岗位 主要工作任务 职业核心能力

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等级、

颁证单位）



工业机器人技术

2

1
技术员、助

理工程师

在机器人的生产商、

集成商从事机器人的

生产制造、销售及客

服，在机器人应用企

业从事机器人操作与

运行维护等工作

机器人操作、简单编程

及维护等技能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颁发的 CAD 绘图员证

（中级）

2

技 术 工 程

师、销售/

客 服 工 程

师、应用工

程师

在机器人的生产商、

集成商从事机器人安

装调试、售后技术支

持；在机器人应用企

业应用项目设计、检

测维修、设备管理等

工作

机器人安装、调试、系

统编程、维护维修等技

能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颁发的电工上岗证、维

修电工职业资格证（中级）；

机电工程师。

3

高级应用工

程师、开发

工程师。项

目经理

在机器人的生产商、

集成商从事自动化产

线的开发、机器人系

统工作站设计、机器

人研发等工作

机器人及自动化工作站

的系统集成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颁发的数控车工、数控

铣工职业资格证（中级）；

自动化工程师、电子工程

师。

五、培养规格

(一)知识结构

人文知识：具备文史、哲学、法律、礼仪、艺术鉴赏等方面基础知识， 运用人文

思维和人文精神对待学习和工作。

专业知识：

（1）掌握一般电工电路设计的知识，具有安全用电及救护常识；

（3）掌握电气控制系统设计与电气制图的基本知识；

（4）掌握电机、PLC、变频器、触摸屏等现代工控器件的基本知识；

（5）具备变频技术、控制技术、自动化设备及自动化生产线等基本理论知识；

（6）掌握机器人原理与技术基础、应用基础理论知识；

（7）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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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知识：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自我学习与创业创新能力。

（二）能力结构

通用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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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局思维与系统思维、整体思维与创新思维的方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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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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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根据企业的发展及需求改造和革新原有设备。

专业职业能力：

（1）具有初步运用计算机处理工作领域内的信息和技术交流能力；

（2）熟悉电工电子、电气、电机与拖动的基本应用能力；

（3）熟悉 PLC、单片机原理等程序设计能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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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能根据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作要求，编制、调整工业机器人控制程序；

（6）能根据工业机器人应用方案要求，安装、调试工业机器人及应用系统；

（7）能收集、查阅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资料，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规范记录和存

档；

（8）能对机器人应用系统的新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9）能维护、保养设备，能排除简单电气及机械故障。

（三）素质结构

思想素质：了解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养。

人文素质：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丰富的文化知识。

专业素质：具备机、电、液、气综合应用能力和车间生产组织管理能力。

身体素质：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能胜任本职工作。

心理素质：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情绪调控能力强。

六、毕业标准

1.修完规定的所有课程（含实践教学环节），成绩合格，达 170 学分。

2.取得一个或一个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七、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

（一）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

表二 公共基础课程开设一览表

课程名称
开设

学期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实践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

比例

思政基础 1 2 30 3 考查 8/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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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概论 2 4 64 4 考查 8/64 13%

形势与政策 1/2 16 1
考查/

考查
0/16 0

大学英语 1/2 4/4 124 8
考试/

考试
30/94 25%

计算机应用基础 1 4 60 4 考查 30/30 50%

体育 1/2/3 2/2/2 94 6

考查/

考查/

考查

76/18 80%

应用写作 3 2 32 2 考试 16/16 5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4

8H 讲座

2
40 2 考查 14/26 3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

4H
19 1 考查 4/15 21%

说明：

（1）《思政基础》8课时实践课安排在周末进行。

（2）《思政概论》8课时实践课安排在周末进行。

（3）《形势与政策》1-2 学期开设，第一学期 8课时，与《思政基础》合并排课，

周课时为 2节；第二学期 8课时，与《思政概论》合并排课，周课时为 4节。

（4）《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40 学时，分两部分内容：职业生涯规划 8

学时，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第 1学期开设；就业指导 32 学时，第 4学期开设，每周 2

学时。

（5）《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 学时，其中课堂教学 16 学时，性病、艾滋病预

防知识讲座 4学时。

2.专业基础课程

表三 专业基础课程开设一览表

课程名称
开设

学期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实践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

比例

电工电子技术 1/2 6/4 154 10
考试/

考试
62/92 40％

工程制图与机械 CAD 1 8 120 6 考试 40/80 33％

Basic 语言 2 4 64 4 考试 32/32 50％

电机与电力拖动 2 6 96 6 考试 32/64 33％





工业机器人技术

6

机电产品设计与制作 5 6 84 6 考试 56/28 67％

机械工业知识产权保护 5 2 28 2 考查 8/20 28％

（二）专业核心课程说明

1.《工业机器人基础》

（1）课程内容：机器人的由来与发展、机器人的分类、基本术语与技术参数、机

器人运动学动力学基础、机器人的机械结构系统、机器人的驱动系统、机器人的控制

系统、机器人的感觉系统、机器人的语言系统、机器人及其应用、其他机器人及其应

用、智能机器人简介

（2）作用：学习机器人的基础知识，对机器人各方面知识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3）教学团队：具备 2年以上机器人应用工作经历的“双师”型教师 4人，其中

副教授以上职称 1人，讲师 3人。

（4）实训条件：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工作站、Alpha 智能机器人。

2.《工业机器人操作与初级编程-主品牌》

（1）课程内容：机器人主要产品、机器人控制器（电控柜）、机器人本体、机器

人示教器、机器人的硬件连接与配置、机器人安全、机器人软件界面介绍、机器人术

语与概念、机器人坐标系统、工具与工件坐标系的建立、机器人正向与逆向运动学、

机器人奇异点、机器人 IO 控制、机器人手动示教、机器人的自动运行、机器人原点校

正、机器人系统备份与加载、编程原则与规范；

（2）作用：通过教学让学生熟悉此品牌机器人的主要产品、硬件连接及控制原理，

掌握工业机器人安全、手动操作机器人（轴坐标、直角坐标）、点位示教、自动运行

机器人、机器人的远程 I/O 控制、工业机器人视频案例详解。

（3）教学团队：具备 2年以上此品牌机器人应用编程与调试工作经历的“双师”

型教师 5人，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 2人，讲师 3人。

（4）实训条件：对应品牌的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工作站。

3.《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与调试》

（1）课程内容：机器人程序数据类型、运算符、流程控制、子程序与函式、档案

输入/输出、一般指令、运动控制指令、坐标转换指令、IO 控制指令、多任务指令、通

信指令、人机对话指令、远程控制、其他指令；机器人程序设计、简单应用项目驱动、

机器人工作站综合实训、打磨工作站设计、冲压工作站案例分析、喷涂与上下料工作

站设计、码垛工作站设计等。

（2）作用：通过教学让学生掌握机器人的程序结构、流程控制、子程序与函数等

基本编程技能，同时深入学习运动指令、坐标转换指令、IO 控制指令、多任务指令、

中断指令、人机对话指令等机器人高级指令的用法；并通过机器人实训项目的驱动，



工业机器人技术

7

让学生熟练掌握一般程序的编写技巧，能够胜任简单工作站的设计工作。

（3）教学团队：具备 3年以上此品牌机器人操作与维修工作经历的“双师”型教

师 3人，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 1人，讲师 2人。

（4）实训条件：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工作站。

4.《工业机器人维护保养与故障处理》

（1）课程内容：机器人保养概述、日常保养、季度保养、年度保养、维修概述、

故障诊断方法、故障处理办法、各类常见故障处理。

（2）作用：通过教学让学生熟悉机器人保养概述、日常保养、季度保养、年度保

养、维修概述、故障诊断方法、故障处理办法、各类常见故障处理，培养学生具备从

事机器人操作、维修岗位的工作能力。

（3）教学团队：具备 2年以上此品牌机器人应用编程与调试工作经历的“双师”

型教师 5人，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 2人，讲师 3人。

（4）实训条件：此品牌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工作站。

5.《工业机器人操作与初级编程-辅品牌》

（1）课程内容：机器人主要产品、机器人控制器（电控柜）、机器人本体、机器

人示教器、机器人的硬件连接与配置、机器人安全、机器人软件界面介绍、机器人术

语与概念、机器人坐标系统、工具与工件坐标系的建立、机器人正向与逆向运动学、

机器人奇异点、机器人 IO 控制、机器人手动示教、机器人的自动运行、机器人原点校

正、机器人系统备份与加载、编程原则与规范、机器人程序数据类型、运算符、流程

控制、一般指令、运动指令。

（2）作用：通过教学让学生熟悉此品牌机器人的主要产品、硬件连接及控制原理，

掌握工业机器人安全、手动操作机器人（轴坐标、直角坐标）、点位示教、自动运行

机器人、机器人的远程 I/O 控制、机器人简单运动编程、机器人逻辑程序编写、工业

机器人视频案例详解。

（3）教学团队：具备 2年以上此品牌机器人基本操作工作经历的“双师”型教师

4人，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 2人，讲师 2人。

（4）实训条件：此品牌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工作站。

6.《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

（1）课程内容：智能机器人主体架构、舵机概述、智能机器人的组装与软件安装

调试、机器人应用设计等。

（2）作用：通过教学让学生熟悉智能机器人主体架构、舵机概述，掌握智能机器

人的组装与软件安装调试、机器人应用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智能机器人操作

岗位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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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团队：具备 2年以上智能机器人操作工作经历的“双师”型教师 5人，

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 2人，讲师 3人。

（4）实训条件：机器人多功能教学工作站

（三）教学计划

1.教学进程计划及时间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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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教学进程计划及时间分配表

课程

类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代码

学
分
值

学时数

按学年、学期、周分配

考
核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备注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合计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15+2W 16+2W 16+2W 16+2W 14+4W 0+20W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1
思政基础（含形势与

政策 8H）
G9931901 3.5 38 30 8 2 1 考查

含周末实践 8

学时

2
思政概论（含形势与

政策 8H）
G9931902 4.5 72 64 8 4 2 考查

含周末实践 8

学时

3
大学英语 1

大学英语 2

G9931915

G9931916

4

4

60

64

46

48

14

16

4

4

1

2

考试

考试

4 计算机应用基础 G9931910 4 60 30 30 4 1 考查

5

体育 1

体育 2

体育 3

G9931911

G9931912

G9931913

6 94

6

6

6

24

26

26

2

2

2

1

2

3

考查

考查

考查

6 应用写作 G9931908 2 32 16 16 2 3 考试

7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G9931904 2 40 26 14 8H 2 4 考查

加职业生涯

规划讲座 8H

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G9931906 1 19 15 4

1

4H
1 考查

加艾滋病预

防讲座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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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学分小计 31 479 293 186 13 10 4 2 0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
电工电子技术 1

电工电子技术 2

Z1131401

Z1131402

6

4

90

64

60

44

30

20

6

4

1

2

考试

考试

2 工程制图与机械 CAD Z1131403 6 120 80 40 8 1 考试

3 Basic 语言 Z1131404 4 64 32 32 4 2 考试

4 电机与电力拖动 Z1131405 6 96 64 32 6 2 考试

5 液压与气动 Z1131406 4 64 32 32 4 2 考查

6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Z1131407 6 96 32 64 6 3 考试

7 PLC 技术与应用 Z1131408 6 96 32 64 6 3 考查

专业基础课程学时学分小计 42 690 376 314 14 18 1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 工业机器人基础 Z1131409 4 64 16 48 4 3 考试

2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

初级编程（主品牌）

Z1131410

Z1131411

6

6

96

96

32

32

64

64
6 6

考试+

考查

3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

程与调试
Z1131412 6 96 32 64 6 4

考试+

考查

4
工业机器人维护保

养与故障处理
Z1131413 4 64 32 32 4 4 考试

5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

初级编程（辅品牌）

Z1131414

Z1131415

6

6
186

32

30

64

60
6 6 4

考试+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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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能机器人应用技

术
Z1131416 4 64 16 48 4 5

考试+

考查

专业核心课程学时学分小计 42 666 254 412 0 0 10 26 6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1 公共关系与礼仪 G9931X01 2 28 14 14 2 5 考查

2 生活中的法律指南 G9931X24 2 28 20 8 2 5 考查

公共选修课程学时学分小计 4 56 34 22 4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1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Z1131X07 6 84 56 28 6 5 考试

2 机械设计基础 Z1131X02 4 56 42 14 4 5 考试

3
机电产品设计与制

作
Z1131X04 6 84 56 28 6 5 考试

4
机械工业知识产权

保护
Z1131X05 2 28 20 8 2 5 考试

专业选修课程学时学分小计 18 252 174 78 18

1 入学教育及军训 S9931901 1 30 0 30 1W 1 考查

2 电路分析实训 S1131401 1 30 0 30 0.5W 1 考查 假期实践

3 工程制图与CAD实训 S1131402 1 30 0 30 0.5W 1 考查

4
电机与电力拖动实

训
S1131403 1 30 0 30 1W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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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液压与气动实训 S1131404 1 30 0 30 1W 2 考查

6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实训
S1131405 1 30 0 30 1W 3 考查

7 PLC 综合实训 S1131406 1 30 0 30 1W 3 考查

8
工业机器人应用综

合实训
S1131407 2 60 0 60 2W 4 考查

9 专业技能综合实训 S1131408 2 60 0 60 2W 5 考查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实训
S1131409 1 30 0 30 1W 5 考查

11
毕业设计（指导、答

辩）
S1131410 2 60 0 60 1W 1W

5

6
考查

12 顶岗实习 S1131411 19 570 0 570 19W 6 考查

实践课程学时学分小计 33 990 0 990 2W 2W 2W 2W 4W 20W

课内周学时 27 28 26 28 28

总学时学分及每学期学时合计 170 3133 1131 2002

说明：

1.实践课程是指没有进入课表的，停课进行的课程综合实训和专业综合实训及毕业顶岗实习、利用寒、暑假进行的专业认识实习、

社会实践或社会调研等，它包括入学教育与军训、“思政”假期社会实践、校内实验、实训、见习、毕业设计、顶岗实习。

2.表中“考核学期”栏里的数字表示对应的考核学期。

3.表中的课时数的表示方法：

实
践
课
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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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实一体化课程课时数以周学时表示，例如“4”表示该课程为 4课时/周，实际授课不足一学期的，在备注栏注明实际上

课周数，例如“1～8w”表示第 1至第 8周上课，“9～18w”表示第 9至第 18 周上课。

（2）实践课程课时数以“周数”表示，例如“2w”表示该课程连续安排 2周，30 课时/周。

（3）讲座型课程课时数以“课时数”表示，例如“8H”表示该课程安排 8课时的讲座。

（4）《形势与政策》1-2 学期开设，第一学期 8课时，与《思政基础》合并排课，周课时为 2节；第二学期 8课时，与《思政概

论》合并排课，周课时为 4节。

（5）周末或假期进行的实践课程在备注栏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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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进程学期执行计划

表八 教学进程学期执行计划表

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合计

周学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第
一
学
期

1 思政基础 3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大学英语 1 6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 计算机应用基础 6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体育 1 3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电工电子技术 1 90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7 工程制图与机械 CAD 120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入学教育与军训 30 30

9 电路分析实训 15 15

10 工程制图与 CAD 实训 15 15

11 防艾知识讲座 4 讲座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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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讲座
8 讲座 8H

思政基础实践 8 周末进行

14 思政假期社会实践 15 寒假进行

周学时及学期学时合计 500 30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30

第
二
学
期

1 思政概论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大学英语 2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 体育 2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电工电子技术 2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Basic 语言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6 电机与电力拖动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7 液压与气动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8 液压与气动实训 30 30

9 电机与电力拖动实训 30 30

10 思政概论实践 8 周末进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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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思政假期社会实践 15 暑假进行

周学时及学期学时合计 531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30 30

第
三
学
期

1 体育 3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应用写作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4 PLC 技术与应用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5
工业机器人基础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6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初级

编程（主品牌）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7 PLC 综合实训 30 30

8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训 30 30

周学时及学期学时合计 47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30 30

第
四
学
期

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初级

编程（主品牌）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3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与

调试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第
三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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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机器人维护保养与

故障处理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初级

编程（辅品牌）
9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 6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7 工业机器人应用综合实

训
60 30 30

周学时及学期学时合计 50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30 30

第
五
学
期

1 公共关系与礼仪 2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初级

编程（辅品牌）
84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3 生活中的法律指南 2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84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5 机械设计基础 56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6 机电产品设计与制作 84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7 机械工业知识产权保护 2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8 专业技能综合实训 60 30 30

9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训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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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结构比例表

表九 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课程

门数

学分结构 学时结构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数 占总学时比例（%）

合计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
实
一
体
课
程

公共基础课程 8 31 18.2 479 293 186 9.4 5.9

专业基础课程 7 42 24.7 690 376 314 12.0 10.0

专业核心课程 6 42 24.7 666 254 412 8.1 13.2

公共选修课程 2 4 2.3 56 34 22 1.1 0.7

专业选修课程 4 18 10.6 252 174 78 5.6 2.5

实践课程 12 33 19.5 990 990 0 31.5

总学时（学分）数 39 170 3133 1131 2002 36.2 63.8

（五）教学周分配表

表十 教学周分配表

课
堂
教
学

入
学
教
育
与
军
训

专
业
实
践

考
证
实
训

毕
业
设
计

顶
岗
实
习

考

试

假

期

合

计

1 15 1 1 1 1 19

2 16 2 1 1 20

3 16 2 1 1 20

4 16 2 1 1 20

5 14 3 1 1 1 20

6 1 19 20

合计 77 1 10 2 19 5 5 119

项目

周数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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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资格认证设计

·表十一 职业资格认证一览表

序号 认证项目 学分 考证时间 颁证部门 备注

1 CAD 绘图员（中级） 第 2 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2 维修电工（中级） 第 3 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3 电工上岗证（初级） 第 3 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4
工业机器人操作资

格证
第 5 学期

各品牌机器人生

产商

（七）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及安排

表十二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及安排表

实践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时 实习、实训场馆 技能要求

入学教育与军训 1 30 校内
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防观念，

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思政假期社会实践 1/2 30 校外企事业单位

�% �y�% �y

�È �y

�k �

工。

��案主工上工工爱 爱 实实会技会事。主要证

图员学间

事

主践学爱，义防

爱念

课单

业军念业（践主及要训场
念念义知实会事训D

念

D

源源资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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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综合实训 3 30 校内 PLC 实验室
掌握 PLC 基本指令和基本编程方法，

具备较强的编程能力。

工业机器人应用综

合实训
4 60

各种品牌机器人

多功能教学工作

站。

掌握各种品牌机器人的操作、编程。

掌握应用机器人进行焊接、打磨、搬

运和筛选等操作。

专业技能综合实训 5 60
专业技能抽考各

项目培训场地

掌握专业抽考各技能模块的培训内

容，达到培训目标。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5 30
校内检测技术实

验室

掌握常用的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主要性能及其特点， 能合理地选择和

使用传感器， 掌握常用传感器的工程

设计方法。

毕业设计（辅导）

毕业设计（答辩）
5/6 60 校内

在老师的指导下，具备简单机器人产

品的设计能力。

顶岗实习 6 570 企业

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

操作能力，具有适应岗位变化及社交

公关能力。

八、专业教学团队

（一）专业教学团队组成

表十三 专业教学团队组成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双师素质 类别

1 张义武 男 大学 讲师 数控机床装调高级技师 专职

2 罗辉 男 大学 副教授 工具钳工高级技师 兼职

3 何根茂 男 大学 副教授 维修电工技师 专职

4 谢晓华 男 大学 副教授 工具钳工高级技师 专职

5 王维 男 大学 讲师 维修电工技师 专职

6 刘东来 男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专职

7 文小平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维修电工技师 专职

8 邵湘勇 男 大学 讲师 工具钳工高级技师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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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双师素质 类别

9 毛硕 男 大学 讲师 维修电工技师 专职

10 余良海 男 大学 讲师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外聘

11 向黎 男 大学 讲师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外聘

12 邹祖东 男 大学 讲师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外聘

13 宋相智 男 大学 讲师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外聘

14 王友辉 男 大学 讲师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外聘

注：类别填专职、兼职、外聘；双师素质只需填写教师证以外的资格证名称。

（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表十四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姓名 专业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罗辉 主任委员 永州职院机械工程系 副教授/系主任

谢晓华 副主任委员 永州职院机械工程系
副教授/机电一体

化教研室主任

张义武 秘书 永州职院机械工程系
讲师/工业机器人

教研室主任

邓子林 委员 永州职院机械工程系 副教授/系副主任

何根茂 委员 永州职院机械工程系 副教授/专业教师

胡自化 委员 湘潭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副院长

唐志勇 委员 湖南铁道职院车机学院 教授/院长

九、实践教学条件

（一）校内实验实训室

表十五 校内实验实训室配置一览表

序号 实验实训室名称 功能 主要设备的配置要求

1 电工实训室
常用仪表使用、电气测量

方法教学等

仪器、仪表、万用表、电

烙铁、线路板

2 电子实训室 仿真 数电及模电实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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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基本条件与要求 实训内容
接收

人数

3
湖南元创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

拥有汽车覆盖件冲压生产线 5

条、汽车覆盖件冲压模具 500

套

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

安装与维护
40 人

4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有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大

型电网储能系统等生产线

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的

操作与维护
60 人

十、人才培养方案审定表

表十八 人才培养方案审定表

专业名称：工业机器人技术 所属系：机械工程系

项目

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部门） 职务 职称 时间 签字

执笔人 张义武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
教研室主任 讲师 2016．5

审核人 罗 辉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
机械工程系主任 副教授

审定人 吴群力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处长 副教授

审批人 王中军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