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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

➢ 中国制造2025

2015年03月06日

智能制造作为国家战略是
“十三五”规划重点内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
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
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
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
《中国制造2025》强调了信息
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是
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而
智能制造则是抢占这一制高点
的主攻方向。

产业背景



一、建设背景

➢ 劳动力短缺

产业背景



一、专业建设背景

➢ 国内工业机器人产业状况

工业机器人成本分析

控制器 13%

伺服系统 30%

减速机 30%

本体 15%

电控柜+电缆 10%

其他附件 2%

关键零部件大部分仍需进口，
制约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限制了国产机器人成本的降低。

产业背景



一、专业建设背景

➢ 国内工业机器人产业状况

产业背景



一、建设背景

➢ 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销量15万台，保有量80万台 销量26万台，保有量180万台 销量40万台，保有量350万台

产业背景



一、建设背景

➢ 工业机器人专业概况

操作2020年，机器人保有量达100万台以上

2020年，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系统集成、系统维

护等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总量达20万人以上

开设相关专业职业院校将达500所以上

保有量

需求量

覆盖量

2014年申报国家资源库预测数据

专业背景



一、建设背景

➢ 工业机器人专业概况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需求情况预测（单位：万人）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开设院校数
基于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测算 教育部专业备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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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招生数3万人

专业背景



一、建设背景

➢ 对全国82所职业院校进行调研
（71所高职，11所中职）

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机器人品牌分布 

选项 小计 比例 

ABB 57 69.51% 

KUKA 28 34.15% 

其他 24 29.27% 

发那科 17 20.73% 

广州数控 10 12.2% 

安川电机 9 10.98% 

新松 4 4.88% 

新时达 4 4.88% 

埃夫特 4 4.88% 

 

专业背景



一、建设背景

➢ 对全国82所职业院校进行调研
（71所高职，11所中职）

工业机器人类型分布 

选项 小计 比例 

串联 62 75.61% 

模拟教学工业机器人 46 56.1% 

并联 23 28.05% 

SCARA 12 14.63% 

桁架 6 7.32% 

其他 1 5 6.10% 

 

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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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标准建设

专业标准

技能鉴定
标准

专业标准

技能等级
证书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

重点观测专业（智能制造领域）标准建设

机职指委﹝2016﹞23号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开发了《机器人操作调

整工国家职业标准》、《机器人装调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修

（制）订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6〕46号

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组织开发工业机器人操作员和

工业机器人系统应用工程师证书2017

2016

2016

2016

技能等级
证书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发工业机器人

编程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应用工程师证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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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的应用领域

三、人才培养定位



➢ 典型的工业机器人

三、人才培养定位



➢ 典型的工业机器人

三、人才培养定位

➢ 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搬运、喷涂、加工（打磨、抛光、钻削等）、装配、
检测机器人、洁净机器人



➢ 工业机器人产业链

三、人才培养定位

系统集成技术及应用

关键核心部件

下游

上游

伺服
电机

伺服
驱动

减速器控制器

机器人关键部件

输送
设备

工装
夹具

工艺外
围设备

自动化装备

工业机器人
产业群



➢ 机器人的技术领域

三、人才培养定位



三、人才培养定位

智能制造装备 信息获取，控制，执行，加工，成形，物流……

智能制造系统 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

智能制造服务 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供应链管理优化，物联网……

 感知与测控网络
 机器学习与制造知识发现
 面向制造的综合推理
 图形化建模与仿真

 智能全息人机交互

➢工况感知与智能识别
➢性能预测与智能维护
➢智能规划与智能编程
➢智能数控与伺服驱动

➢ 系统建模与自行组织
➢ 智能制造执行系统
➢ 智能企业管控
➢ 智能供应链管理
➢ 流程智能控制

➢服务感知与控制的互联
➢工业产品智能服务
➢服务过程的智能运控
➢制造物联网与物流智能服务
➢制造与服务的集成共享和协同

智能制造技术

智能制造装备 智能制造系统 智能制造服务

数控机床

智能化工程机械

激光加工系统

自动化生产线

智能制造装备

工业机器人

可重构生产系统

工业自动化控制
系统

……

智能制造产品

智能制造技术组成



➢ 不同层次人才培养要点

三、人才培养定位



三、人才培养定位

根据区域需要，开发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工业机器人
技术专业

焊接专业

数控专业

机电一体化专业

汽车专业等



汇报提纲

建设背景

相关标准建设

人才培养定位

课程体系构建

二

三

四

一

实训条件建设五

教学资源建设六

教学模式七

问题及对策八



➢ 已有的课程体系举例一

四、课程体系构建



➢ 已有的课程体系举例二

四、课程体系构建



➢ 已有的课程体系举例三

四、课程体系构建

主干课程：
电工电子技术、电气控制与PLC技术、机器人技术基础、焊接方法及设备、焊工工艺

学、钳工技能实训、手工焊技术操作实训、机器人操作实训、机器人模拟编程实训、机
器人焊接（弧焊、点焊）操作实训、、机器人保养与维护实训。

学制：
三年，入学后参加成人高考，可获大专文凭；学校设有本科班培训点。

毕业及考证：
1、大专学历毕业证
2、焊工（维修电工）中级
3、焊工（维修电工）高级
4、焊工（维修电工）上岗证
5、机器人操作技术认证书（ABB公司提供）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工业机器人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基本

操作技能，能胜任工业机器人设备安装、调试、编程等工作的高级技能人才。



四、课程体系构建



四、课程体系构建

➢ 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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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本体安装调试

五、实训条件建设



➢ 国赛设备

五、实训条件建设



➢ 国赛设备

五、实训条件建设



➢ 实训条件

五、实训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本体拆装
（机械电气）

操作编程 工作站集成应用



➢ 实训条件

五、实训条件建设

序
号、

实训室类别 实训室名称 服务课程

1

专业基础能
力实训

电工电子实训室 《电工技术》、《电子技术》

2 工业机器人基础实训室
《机械工程技术基础》、《工业机器人技术基

础》
3 金工实训室 《钳工实训》

4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室
《工程制图》、《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及仿

真》、《电气CAD》
5 电气控制实训室 《电气控制技术》、《运动控制技术》
6 液压与气动实训室 《液压与气动技术》
7

专业专项能
力实训

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8 工业控制实训室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应用》、《工控组态与现

场总线技术》

9 工业机器人工艺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弧焊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

机床上下料技术应用》

10 工业机器人维护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弧焊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

机床上下料技术应用》

11 专业综合能
力实训

工作站系统集成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机器人视

觉技术应用》
12 柔性生产线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安装调试实训》

13
专业拓展能

力实训 机器人创新实训室 《移动机器人技术》、《机器人创新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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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资源建设

http://www.icve.com.cn/irobot

国家职业教育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主持单位：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六、教学资源建设

专项辅导课程 微信公众号 资源库使用指导群

智慧职教APP 云课堂APP



六、教学资源建设

➢ 三级资源开发

课程级资源

专业级资源

素材级资源
以知识技能点为单位
开发碎片化资源

建设在线开放课程，
进行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

开发专业相关标准，
引领专业建设



六、教学资源建设

工业机
器人技
术基础

可编程
控制器
技术

工控组
态及现
场总线

工业机
器人现
场编程

工业机
器人工
作站建
模

工业机
器人离
线编程

工业机
器人系
统集成

工业机
器人系
统维护

弧焊工
作站应
用

机床上
下料应
用

ABB

安川

发那科

川崎

kuka

Creo

Solid
works

ABB

安川

发那科

Robot
ART

ABB

安川

发那科

ABB

安川

发那科

ABB

安川

KUKA

发那科

ABB

安川

发那科

机器人
本体集
成

工业
4.0技
术

工装夹
具设计
技术

国家职业教育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覆盖课程

点焊工
作站应
用



六、教学资源建设

面向10门专业

核心课程开发

APP

自主学习

开发技能鉴定

标准及相关培

训资源

职业培训

面向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

开发训练用资

源

技能竞赛

建设网上机器

人博物馆

机器人史

开发面向典型

工作站的培训

课程

企业学习

➢ 五个功能模块



六、教学资源建设

➢ 典型资源

 机器人发展史博物馆



六、教学资源建设

➢ 典型资源



➢ 典型资源

六、教学资源建设

在线虚拟实训



➢ 典型资源

六、教学资源建设

综合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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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模式

➢ “虚实结合”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模式



七、教学模式



七、教学模式

➢ 全国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

 虚拟仿真大赛作品-皮影戏  虚拟仿真大赛作品-陶瓷生产线

 虚拟仿真大赛作品-奶茶调制 虚拟仿真大赛作品-机器人调酒师



七、教学模式

➢ 全国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

 2016年虚拟仿真大赛作品集

 2015年虚拟仿真大赛作品集



七、教学模式

➢ 全国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

 2016年虚拟仿真大赛作品集

 2015年虚拟仿真大赛作品集



七、教学模式

全国机械行业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职业教育集团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智能制造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方

主办方

在线资源发布

➢ 往届作品
➢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课程
➢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课程
➢ PTC Creo三维建模课程
➢ 历年辅导课程资料等

http://www.icve.com.cn/irobot

12月23日常州
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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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一、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师资严重缺乏

八、问题及对策

对策：参加各类培训提升现有师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



➢ 问题一、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师资严重缺乏

八、问题及对策

工业机器人技术
应用

工业机器人维护
维修

工业机器人虚拟
仿真

对策：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机器人竞赛



➢ 问题一、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师资严重缺乏

八、问题及对策

对策：专兼结合，校企联合培养

专业课程讲授
专业核心实训指导

基础理论讲解
专业基础能力培养

校内专任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



➢ 问题二、实训条件建设参差不齐

八、问题及对策



八、问题及对策

➢ 问题二、实训条件建设参差不齐

对策：校企共建、统筹规划、增加国产工业机器人教学内容



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谢 谢！

全国机械行业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职教集团理事会议

暨 工 业 机 器 人 应 用 人 才 培 养 发 展 与 改 革 论 坛

12月23日常州
集团化办学·学分银行·专业标准·学徒培养

会务组联系方式
李 华：0519-86331109  13506115660
李小娟：0519-86331090  13815044870

会议及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交流QQ群
204132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