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专业教学计划

（注：本计划仅供原则性参考，具体执行计划与学校商定的

为准）

（一）、专业介绍：

专业名称：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培养目标：培养从事工业机器人设备安装、编程、调试

的高级技能人才（中级工）。

学制：3 年

职业能力：

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

具有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意识和能力，能适应不断变

化的职业社会；熟悉企业生产流程，具有安全生产意识，严

格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进行操作，遵守各项工艺规程，重

视环境保护，并具有独立解决非常规问题的基本能力；能指

导他人进行工作或协助培训一般操作人员。同时具有下列专

业能力：

1、能读懂机器人设备的结构安装和电气原理图。

2、能测绘设备的电气原理图、接线图、电气元件明细

表，能构建一般难度的 PLC 控制系统。

3、能应用操作机（机械本体）、控制器、伺服驱动系统



和检测传感装置，编制逻辑运算程序。

4、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机械制图和机械基础知识。

5、初步掌握各种机床的操作技术，能编制数控加工程

序和工业机器人控制程序。

6、具有工业机器人的安装与调试的能力。

7、具有工业机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

8、职业资格考证：维修电工（中级-高级）；工业机器

人初级-中级工程师

专业主要教学内容：

安全用电、识图与 CAD、常用电工工具和电工仪表使用、

典型模拟电路装接调试与维修、典型数字电路装接调试与维

修、电动机故障检修、变压器绕制与检修、常用电力拖动控

制线路安装与维修、电气原理图绘制（EDA）、PLC 控制电路

安装与调试、单片机控制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业机器人技术

应用、步进电动机安装与维修、伺服系统安装与维修、检测

与传感技术应用、气动与液压系统安装与维修、机械制造技

术应用、数控加工技术应用等。

（二）、培养方案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生产、服务、管理等一

线需要的、掌握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及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

护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具备 CAD 技术的

基本知识技能，适应机器人系统维护与保养，机器人工作站



安装、调试、维修与运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1、随着数控技术的推广，工业机器人技术在机械、电

子等制造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社会上从事工业机器人研发、

制造、运用与维护的专业人才十分稀缺。合作开设的工业机

器人运用与维护专业就是为企业定向培养本专业的中、高级

技能人才。

2、招生对象主要是应、往届初中毕业生。

3、学生实行订单培养，学生在校学习二年，采取模块

式一体化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组织教学，按计

划学习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完成规定的模块训练；第

三年到公司顶岗实习，实行四定管理模式（定岗实习、定人

指导、定期考核、定期轮岗），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学生能力采取学校、社会、企业综合评价模式，根据学业完

成情况、技能竞赛、顶岗实习、技能鉴定等方面综合评价，

实行学分制管理，达到规定的学分方可毕业。

4、学生毕业后主要在京津冀、江苏、广州深圳市等区域就
业，也可根据个人意愿自主择业。

（三）、课程设置及要点

1）、公共课

（1）德育课：包括思想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

育及法律法规教育。主要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良好的心理，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做人、

学会生存。

（2）语文：主要培养学生口语、交际和应用文写作能

力，提高学生欣赏水平，要求学生写出字迹工整清晰汉字。

（3）数学：主要学习各类三角形及其应用，掌握平面

坐标系计算，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知识及应用，掌握度量衡

转换计算，正确使用计算器，为专业课的有关计算服务。

（4）英语：主要学习日常英语对话交流、基础英语语

法，掌握公司常用的英语，掌握机械方面的常用英语单词。

（5）计算机基础及应用：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及

WINDOWSXP 操作系统，掌握常用的办公。

（6）体育：主要项目有军训、跑步、球类运动等基本

内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能吃苦耐劳精神。

2）、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

（1）机械制图 CAD：主要学习机械制图基础知识、组合

体视图、轴测图、常用零件图绘图、识图的基本方法，掌握

第三角投影视图和公司常用英文注释。

（2）机械基础：主要学习常用机械传动、常用机构及

常用零部件装配技术要求，了解液压、气压传动原理及其在

机械专业的应用。

（3）工控电气：主要学习工业机器人电控箱原理，直



流电路、交流电路、及电磁学的基本概念，掌握常用电工仪

表的基本结构及其使用方法。

（4）自动控制原理：主要学习经典控制原理和现代控

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淡化繁兀的理论推导，加强理论与实际

的结合，注重工业特色的生产实践背景，注重基本概念和基

本方法的讲解。

（5）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用：主要学习工业机器人的

结构、运动学及动力学、控制、环境感觉技术、编程语言、

系统及其应用。

（6）工业机器人离线仿真技术：主要使用电脑对机器

人进行离线编程，控制大部分主流机器人，对程序轨迹仿真

和碰撞检测，进行生产线不停编程。

（7）工业机器人操作：主要学习工业机器人基本结构、

主要参数、操作方式和机器人的日常维护。

（8）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分类、

特点、组成、工作原理等基本理论和技术，掌握工业机器人

的安装与调试的一般方法与流程，具备工业机器人安装、调

试、故障检测与维修，设备管理等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

3）、拓展课程

（1）军训和入学教育：通过军训强化学生纪律意识，



规范学校管理；通过入学教育，让学生了解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了解专业现状、发展及就业前景，激发学生热爱专业，

努力学习；

（2）企业文化：了解企业管理文化，实行校企文化对

接，增强学生适应企业的能力。

（3）就业指导：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各专业就业特

点，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面试准备及技巧，从业要求，

树立热爱专业、忠诚企业、积极工作、乐于奉献的精神。

4）、具体课程设置另行见表

三、实训设备配置方案

1.实训室介绍：

该机器人实训体系建设方案是根据目前工业机器人建设

的最新要求，吸收国内外同类建设方案优点，充分考虑学校区域

工业机器人发展特点和区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并结合工业机器人

教学的特点精心构建而成。

提供了众多实验例程与典型应用，便于学生、老师熟悉和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实际应用，如：码垛工作站，轨迹模块，上下

料模块等。

实训室效果图：



1.1、 教学机器人：

1.可以示教编程和离线编程。国产正版离线编程软件，主流机器

人后处理程序。

2.中文界面，彩色示教器，

3.所有数据跟上位机互通互用，完美兼容与一体。

4.所有关节可快速折卸重装极为方便。



5.参数列表下图所示：

6.水平探距/工作半径 540mm，有效提重 3kg。

7.最快单轴速度每秒 600°，整机净重 28kg。

1.2、输送线配置的介绍：

输送带，皮带输送机在农业、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广

泛用于输送各种固体块状和粉料状物料或成件物品，输送带能连

续化、高效率、大倾角运输，输送带操作安全，输送带使用简便，

维修容易，运费低廉，并能缩短运输距离， 降低工程造价，节

省人力物力。

输送线在多功能实训站上，配合协作，充分演示自动化生

产线中的实例，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系统

规划的能力，使学生真正能够掌握教学机器人的系统搭建、安装

与调试、和编程的基本操作知识与技能。

输送线配有调速装置， 共设有多个档位 ，贴切工业实

际运用，方便快捷，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1.4、6 轴机器人实训教学工作站的介绍：

本机器人教学实训工作站是指以一台机器人为主，配以相应的周

边模块化配件，主要包括：工业传输皮带、码垛搬运、印章检查

确认、焊接轨迹模块、物料夹取、定位插针、真空吸取及检测、

转盘旋转定位、CCD视觉识别及定位、状态指示灯、人机操作界

面HMI、多功能夹具等，在人工的辅助操作下一起完成相对的一

种作业或工序的一组设备组合。

各功能介绍：

1） 多功能夹具

多功能配置说明：检字印章、宽气缸夹爪、插针气缸夹爪、弧焊

模拟柱、CCD 视觉相机、真空吸盘。

2） 工业皮带传输

动作流程说明：气缸推送长方形木块掉落到输送皮

带上，皮带传输木块到前端挡板位置、感应器感应

到木块到位之后发送信号给到PLC，PLC控制皮带停



止传输动作；机械手移动印章在木块上盖印。

3）插针方块夹取

动作流程说明：机械手移动宽气缸夹爪到插针

方块上方，下降并夹取方块到定位装置上。、

4）CCD 光学检测定位

动作流程说明：机械手移动CCD相机到转盘上

方，自动识别积木块的形状并计算出当时的坐标值及角度值，通

过计算机自动运算补偿，真

空吸盘就可以准确的将积木块放回积木盘对应的位置上。

2、 实训设备配置：

序

号
名 称 数量/台

1 教学工业机器人 6-10

2 工业机器人 1-4

3
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夹具、吸盘、喷

枪等）
6-10

4 6 轴机器人实训教学工作站 1-2

拆装工业机器人 4

注：本表方案是按照相应需求设备来配置，仅供参考。我司会根据具体的需

求来定制化配置，具体还请另外咨询。

3、实训室功能效果：

通过系统的实训课程训练，使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



的组成、编程、调试以及机电设备的安装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为

后续的机器人的典型应用与综合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工业机器人核心教材配置方案

1.《工业机器人基础》

2.《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

3.《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

4.《自动化工作站设计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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