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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代码：460305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校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三年，弹性学制为 2-5年。允许学生采用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等方式分阶段完成学业。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见表 1。
表 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职业面向分析表

所属 专业

大类 （代

码）

所 属 专 业

类（代码）

对 应 行 业

（代码）

主 要 职 业 类 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权威行业企业标准

或证书

装备制造

大类

（46）

自动化类

（4603）

通用设备

制造业

(34)、

专用设备

制造业

（35）

工业机器人系统

操作员

(6-30-99-00)

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员

(6-31-01-10)

自动控制工程技

术人员

(2-02-07-07)

电工电器工程技

术人员

(2-02-11-01)

设备工程技术人

员(2-02-07-04)

1.工业机器人系统

操作员

2.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员

3.智能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

4.自动控制工程技

术人员

1.电工

2.工业机器人应用

编程“1+X”证书

3.工业机器人系统

操作员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4.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员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5.智能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技术岗位能力分析表，见表 2。

表 2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技术岗位能力分析表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专业技术技能描述

工业机器人系

统操作员

使用示教器、操

作面板等人机交

互设备及相关机

械工具，对工业

机器人、工业机

器人工作站或系

统进行装配、编

程、调试、工艺

参数更改、工装

夹具更换等

能够按照工艺指导文件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完成作业准备；

能够按照装配图、电气图、工艺文件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使用工

具、仪器等进行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装配；

能够使用示教器、计算机、组态软件等相关软硬件工具，对工业

机器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人机交互界面、电机等设备和视觉、

位置等传感器进行程序编制、单元功能调试和生产联调；

能够使用示教器、操作面板等人机交互设备，进行生产过程的参

数设定与修改、菜单功能的选择与配置、程序的选择与切换；

能够进行工业机器人系统工装夹具等装置的检查、确认、更换与

复位；

能够观察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状态变化并做相应操作，遇

到异常情况执行急停操作等；

课程对

接的岗

位及证

书

课程对

应的技

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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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专业技术技能描述

能够填写设备装调、操作等记录。

工业机器人系

统运维员

使用工具、量具、

检测仪器及设

备，对工业机器

人、工业机器人

工作站或系统进

行数据采集、状

态监测、故障分

析与诊断、维修

及预防性维护与

保养等

能够对工业机器人本体、末端执行器、周边装置等机械系统进行

常规性检查、诊断；

能够对工业机器人电控系统、驱动系统、电源及线路等电气系统

进行常规性检查、诊断；

能够根据维护保养手册，对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系

统进行零位校准、防尘、更换电池、更换润滑油等维护保养；

能够使用测量设备采集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运

行参数、工作状态等数据，进行监测；

能够对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故障进行分析、诊断与维修；

能够编制工业机器人系统运行维护、维修报告。

自动控制工程

技术员

从事自动化元器

件、装置、系统

等生产设备的设

计、测试、安装、

调试和维护

能够对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进行测试、操作自动化生产设备

和运行控制系统；

能够对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维护；

能够分析、处理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技术问题；

能够检测、监控设备运行状况，管理设备的润滑、备品、备件。

电工电器工程

技术员

对自动化生产设

备的电子元器

件、装置、系统

进行试验、调试、

检测、设计和生

产等

能够对自动化生产设备的电子元器件进行试验、检测及应用；

能够对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维护；

能够分析、处理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技术问题；

能够检测、监控设备运行状况，管理设备的润滑、备品、备件。

设备工程技术

员

对自动化生产设

备和动力设备进

行规划与设计、

调查与购置、安

装与调试、运行、

维护、改造、更

新和报废等

能够编制工程系统设备的选购计划、设备技术鉴定，并组织实施；

能够对技术改造进行规划、设计、安装、调试和自制专用设备、

设施；

能够检测、监控设备运行状况，管理设备的润滑、备品、备件；

能够编制设备更新改造和报废方案，管理设备档案和维修资料。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现代企业意识、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电气控制、工业机器人编程、智能传感、机器视觉、数字孪生及相

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工业机器人系统装调、运维、集成、数字化设计与仿真等能力，具有工匠精

神和数字素养，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设计仿真、运行维护、安装调试、销售与技术支

持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课程对

应的培

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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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规格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能力等方面达到规定要求，具体见表 3。

表 3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生培养规格

素质要求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

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

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

崇德向善、诚实守信、

尊重生命、热爱劳动，

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职业素养，良好的身

心素质和人文素养；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

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

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

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

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

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

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

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

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掌握机械制图、电气制图

的基础知识；

4.掌握工业机器人技术、电

工电子技术、电机及电气控

制、液压与气动的基础知识；

5.掌握工业机器人编程、PLC
控制技术、人机接口及工控

网络通信的相关知识；

6.熟悉工业机器人辅具设

计、制造的相关知识；

7.掌握机器视觉、传感器相

关知识,熟悉MES(制造执行

系统)相关知识；

8.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

集成的相关知识；

9.熟悉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

及系统维护相关知识；

10.熟悉产品营销、项目管

理、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

1. 具备识读机械图、电气图、电路图的能

力；

2. 具有电工电子器件选用、机械与电气装

调、液压与气动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

系统安装调试能力；

3. 具有工业机器人单体编程、调试、现场

及远程运维能力；

4. 具有系统建模、数字孪生技术应用、虚

拟调试、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数字化设计能

力；

5. 具有机器视觉系统搭建、射频识别技术

应用、人机接口设置、制造执行系统运行、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能力；

6. 具有智能传感器选用、可编程控制器编

程与操作、工业互联网实施、工业机器

人应用系统现场及远程运行维护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制造领域数字化发展需求

的能力；

8.具有团队协作，良好的语言沟通和文字表

述的能力；

9.具有逻辑创新思维，能够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10.具有使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工具的能力；

11.具备跨专业的知识融通，具有适应产业

数字化发展需求的能力；

12.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人文素养类课程

人文素养课程包括素质养成类课程和能力拓展类课程。

1.素质养成类课程

素质养成类课程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程，课程属性为公共基础必修课，共计 16门课程、40.5学分，

具体要求如表 4所示。

表 4 公共必修课设置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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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拓展类课程

能力拓展类课程注重生活化、技能化、实用化，课程属性为公共选修课，包含 5个模块，每个

模块中不少于 2门课程，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2学分，公共选修课程由各教学单位面向全校范围开

设，供学生自主选修。学生至少在 5个模块中选修 10个学分，且每个模块中选修不少于 2学分，方

可毕业。公共选修课开设情况，如表 5所示。

表 5 公共选修课设置表

序号 课程模块 学分 学时

1 文明起源与历史演变模块 2 32

2 文学欣赏与艺术鉴赏模块 2 32

3 科技发现与技能应用模块 2 32
4 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 2 32

5 通用能力模块 2 32

（二）专业素养类课程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专业素养类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并

涵盖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设置 7 门，包括：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电工与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基

础、机械基础、电气控制与 CAD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液压与气压传动。

2.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6门，包括：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可编程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

集成、数字孪生与虚拟调试技术应用、智能视觉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系统智能运维。

1 军事技能 2 112 XXX
2 军事理论 2 32 XXX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XXX
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XXX
5 就业指导 1 16 XXX
6 创新创业教育 2 32 XXX
7 形势与政策 1 40 XXX
8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XXX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3 48 XXX

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2 32 XXX

11 体育与健康 2 128 XXX
12 高等数学 5 80 XXX
13 大学英语 8 128 XXX
14 劳动教育 0.5 20 XXX
15 信息技术基础 3 48 XXX
16 大学生安全教育 3 48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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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设置 5 门，包括：工业互联网应用技术、传感器应用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概

论、专业导论、应用文写作。

4.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如表 6所示。

表 6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

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技能培养目标

1
工业机器人

现场编程

1.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安全知识；

2.工业机器人的种类和功能；

3.工业机器人的系统构成；

4.工业机器人示教器的使用；

5.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相关知识；

6.工业机器人功能指令相关知识；

7.工业机器人外围设备相关知识；

8.工业机器人系统备份的相关知

识。

1.能安全规范的操作工业机器人；

2.能看懂工业机器人技术手册；

3.能根据具体应用选择相应的机器人坐

标系；

4.能对工业机器人系统程序进行备份恢

复；

5.能熟练手动操作工业机器人；

6.能通过示教器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编程

控制；

7.能对基于 ABB 工业机器人搬运、码垛、

绘图、装配、综合应用工作站进 8.能进

行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

9.能对工业机器人运行过程中的简单故

障进行诊断和排除。

2
可编程控制

技术

1.PLC 概述；

2.常用低压电器的介绍；

3.PLC、继电器、单片机控制系统的

比较；

4.PLC 的内部结构；

5.PLC 的工作原理；

6.PLC 的输入、输出 I/O；

7.PLC 的编程语言（梯形图、顺序功

能图）；

8.西门子 S7-200系列 PLC编程软件

STEP7 的使用；

9.PLC 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正

反转、停止等典型应用案例。

1.掌握可编程控制器的概念、基本原理，

了解其发展状况、分类、作用、应用领

域等；

2.掌握可编程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硬

件配置；

3.掌握西门子S7-200系列PLC硬件系统

安装、检修、维护方法；

4.掌握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软件

STEP7 的使用方法；

5.学会使用S7-200系列PLC进行程序的

设计、编写、下载、调试和运行；

6.学会使用S7-200系列PLC控制三相异

步电动机启动、正反转、停止等；

7.学会使用S7-200系列PLC对电气典型

工程案例的控制方法。

工业机器人

应用系统集

成

1.工业机器人搬运工作站系统集

成；

2.工业机器人智能仓储工作站系统

集成；

1.能正确识别工业机器人系统工作站常

用的机械结构和电气、气动、检测等元

器件；

2.能正确使用工业机器人系统工作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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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机器人视觉分拣工作站系统

集成；

4.柔性自动化电机产品定制生产线

装调。

的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

3.能够进行工业机器人系统工作站运行

方案设计，制定各模块运行和控制的合

理工作计划；

4.能按照工业机器人系统工作站的机

械、电气、气路系统原理图进行元器件

的选用、连接与调试；

5.能对工业机器人系统工作站进行硬件

配置、程序设计（PLC、机器人、HMI、

视觉等）；

6.能够进行工作站的日常维护。

4

数字孪生与

虚拟调试技

术应用

1.工业数字孪生概览；

2.设备物联接入设置操作；

3.工业设备数字孪生模型构建入

门；

4.工业设备数字孪生模型构建进

阶；

5.单设备可视化监控大屏构建；

6.多设备可视化监控大屏构建。

1.能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配置网关南/

北向通道及点表参数，实现设备-设备-

平台三者之间的数据交互；

2.能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物模型并

添加属性；

3.能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复合物模

型并添加复合物属性；

4.能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注册物实例，

并把物实例的认证标识和认证密钥与网

关绑定；

5.能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为物模型添加

报警和指令，并进行验证；

6.能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设计可视化项

目，实现工业设备数据的实时展示。

5
智能视觉技

术应用

1.机器视觉的概念、特点、应用；

2.机器视觉系统硬件；

3.数字图像处理基础；

4.机器视觉软件应用操作方法；

5.机器视觉应用典型案例。

1.理解智能视觉技术的基本原理、图像

处理、机器学习等相关知识；

2.掌握智能视觉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及其实现的关键技术方法；

3.了解智能视觉技术的典型应用领域，

如工业检测、医疗图像、自动驾驶等；

4.能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择和搭建

合适的智能视觉处理方案；

5.熟练使用智能视觉的软硬件平台，能

够实现智能视觉的典型应用场景。

6

工业机器人

系统智能运

维

1.智能制造的概念、理念、智能装

备应用和相关技术；

2.自动化生产线的基本功能、应用、

组成结构和运行过程；

3.自动化生产线常用机械结构、电

气、气动和检测等元器件的功能和

作用；

4.自动化生产线的硬件配置和程序

设计方法；

1.能正确识别自动化生产线常用的机械

结构和电气、气动、检测等元器件；

2.能正确使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常用仪

器仪表和工具；

3.能按照自动化生产线的机械、电气、

气路系统原理图进行元器件的选用、连

接与调试；

4.能正确操作自动化生产线的各个模块

单元；

课程对

应的主

要教学

内容和

技能培

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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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动化生产线的运行方案设计、

编程和调试方法。

5.能对自动化生产线进行硬件配置、程

序设计；

6.能够运行保养自动化生产线系统，并

排除常见故障；

7.能够进行自动化生产线运行方案设

计，制定各模块运行和控制的合理工作

计划。

5.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程实训、认识实习、岗位实习等。实训课程可以在校内实训室、校外

实训基地进行。实训、实习教学主要包括专业技能实训、认识实习、岗位实习等教学环节。实践性教

学环节主要包括认识实习、工程训练、可编程控制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工业机器人系统智能运维、岗位实习(1)、岗位实习(2)等。实训实习主要包括校内外课程实训、

岗位实习等多种形式，应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6.相关要求

学校应统筹安排各类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应结合实际，开设安全教育、社

会责任、绿色环保、管理等方面的选修课程、拓展课程或专题讲座(活动)，并将有关内容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和相关实践性教学：自主开设其他特色课程：组织开展德

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和其他实践活动。

（三）学时安排

总学时为 2500学时，每 16~18学时折算 1学分。公共基础课总学时占总学时的 40.80%，实践性

教学学时占总学时的 53.28%，其中，岗位实习累计时间为 6个月，可根据实际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

习时间。各类选修课程学时累计占总学时的 12.16%。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时间安排建议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时间安排建议见表 7，教育教学活动按周时间分配表，见附表 1。

表 7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时间安排建议表

学年
教学（含理实一体教学、

专门化集中实训及复习考试）
机动 假期 全年周数

一 38 2 12 52

二 38 2 12 52

三 32 1 19 52

备注：教学过程采用模块化管理，实现模块化课程安排、模块化教学及模块化考试。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分类统计

1.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分类统计表

本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分类统计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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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分类统计表

课程类

别

课程

数

A类课

程数

B类课

程数

C类课

程数

计划总

学分

计划总

学时

计划总实

践学时

应修实践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

公共必

修课
16 12 2 2 40．5 860 274 10.96%

专业必

修课
21 0 13 8 83.5 1336 990 39.6%

公共选

修课
5 5 0 0 10 160 0 0%

专业选

修课
5 1 4 0 9 144 68 2.72%

合计 47 18 19 10 143 2500 1332 53.28%

备注：1.课程类型分 A、B、C三类，其中，实践学时为 0的课程为 A类课程，实践学时占总学时 30%-70%

但小于总学时的课程为 B类课程，实践学时等于总学时的课程为 C类课程。

2.实习、实训计划表

实训、实习计划安排如表 9所示。

表 9 实习、实训计划表

类别 名称 主要项目
学期分配

课程名称
二 三 四 五 六

基本技

能训练
实训 电工技术实训 19 电工技术实训

专项技

能训练
实训

可编程控制技

术应用实训
18

可编程控制技术

应用实训

工业机器人操

作编程实训
19

工业机器人操作

编程实训

工业机器人系

统集成实训
17-19

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实训

工业机器人系

统智能运维实

训

7
工业机器人系统

智能运维实训

工业互联网应

用实训
8

工业互联网应用

实训

综合能 实习 企业岗位实习 9-19 1-13 岗位实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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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训练 岗位实习（2）

合计课时 48 48 72 288 208 总计：664学时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1.人文素养课程体系

人文素养课程体系包括素质养成类课程和能力拓展类课程。

（1）素质养成类课程

素质养成类课程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程，课程属性为公共基础必修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素

质养成类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见表 10。公共基础课程进程表，见附表 2。

表 10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素质养成类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表

序

号

课程

编码

课程名

称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属

性

学

分

总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周课时/周数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C3G1

0001

军事技

能

公

共
C

公

共
2 112 112 0 56/2

2
A3G1

0015

创新创

业教育

公

必
A

公

共
2 32 0 32 2/16

3
A3G1

0023

大学生

国家安

全教育

公

必
A

公

共
3 48 0 48 3/16

4
A3G1

0003

大学生

心理健

康教育

公

必
A

公

共
2 32 0 32 2/16

5
A3G1

0022

大学生

职业生

涯规划

公

必
A

公

共
1 16 0 16 2/8

6
A3G1

0009

大学英

语(1)

公

必
A

公

共
4 64 0 64 4/16

7
A3G1

0010

大学英

语(2)

公

必
A

公

共
4 64 0 64 4/16

8
A3G1

0011

高等数

学(1)

公

必
A

公

共
2.5 40 0 40 4/10

9
A3G1

0012

高等数

学(2)

公

必
A

公

共
2.5 40 0 40 4/10

10
A3G1

0014

就业指

导

公

必
A

公

共
1 16 0 1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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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3G1

0016

军事理

论

公

必
A

公

共
2 32 0 32 2/16

12
B3G1

0223

劳动教

育(1)

公

必
B

公

共
0.1 4 2 2 4/1

13
B3G1

0224

劳动教

育(2)

公

必
B

公

共
0.1 4 2 2 4/1

14
B3G1

0351

劳动教

育(3)

公

必
B

公

共
0.1 4 2 2 4/1

15
B3G1

0356

劳动教

育(4)

公

必
B

公

共
0.1 4 2 2 4/1

16
B3G1

0362

劳动教

育(5)

公

必
B

公

共
0.1 4 2 2 4/1

17
A3G1

0001

毛泽东

思想和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理

论体系

概论

公

必
A

公

共
2 32 0 32 4/8

18
A3G1

0002

思想道

德与法

治

公

必
A

公

共
3 48 0 48 4/12

19
C3G1

0091

体育与

健康(1)

公

必
C

公

共
1 32 32 0 2/16

20
C3G1

0092

体育与

健康(2)

公

必
C

公

共
1 32 32 0 2/16

21
C3G1

0093

体育与

健康(3)

公

必
C

公

共
0 32 32 0 2/16

22
C3G1

0094

体育与

健康(4)

公

必
C

公

共
0 32 32 0 2/16

23
A3G1

0018

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思

想概论

公

必
A

公

共
3 48 0 48 6/8

24
B3G1

0005

信息技

术基础

公

必
B

公

共
3 48 24 2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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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3G1

0004

形势与

政策(1)

公

必
A

公

共
0.2 8 0 8 4/2

26
A3G1

0005

形势与

政策(2)

公

必
A

公

共
0.2 8 0 8 4/2

27
A3G1

0006

形势与

政策(3)

公

必
A

公

共
0.2 8 0 8 4/2

28
A3G1

0007

形势与

政策(4)

公

必
A

公

共
0.2 8 0 8 4/2

29
A3G1

0008

形势与

政策(5)

公

必
A

公

共
0.2 8 0 8 4/2

小

计
40.5 860 274 586

备注：1.课程类型分 A、B、C三类，其中实践学时为 0的课程为 A类课程，实践学时占总学时 30%～

70%但小于总学时的课程为 B类课程，实践学时等于总学时的课程为 C类课程；课程属性分公共（课）、

专基（专业基础课）、专核（专业核心课）、拓展（专业拓展课）；课程性质分为公必（公共必修课）、

公选（公共选修课）、专必（专业必修课）、专选（专业选修课）；

2.《形势与政策》共开设 5个学期，由 XX学院统筹安排；

3.《体育与健康》在第 1、2学期开设，第 3、4学期开设体育选项（选修）课，由 XX学院统筹安排；

4.《创新创业教育》由 XX学院统筹安排；

5.《军事理论》授课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第一学期利用军训时间集中进行线下两个专题的

讲座；

6.《大学生安全教育》，理论授课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利用超星尔雅课程进行学习；

线下每学期安排 2个专题讲座、6个主题教育班会、2次安全演练，由学生工作部、各二级学院、辅

导员共同完成，学生成绩在第 4学期统一录入；

7.《劳动教育》由在教务处的统筹安排下，由各二级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施；

8.《信息技术基础》由 XX学院统筹安排，各二级学院分别在第一、二学期开设；

9.《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 XX学院统筹安排；

10.《大学生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由招生就业处统筹安排；

11.“*/*”为“周课时/周数。

（2）能力拓展类课程

能力拓展类课程注重生活化、技能化、实用化，课程属性为公共选修课，包含 5个模块，每个

模块中不少于 2门课程，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2学分，公共选修课程由各教学单位面向全校范围开

设，供学生自主选修。学生至少在 5个模块中选修 10个学分，且每个模块中选修不少于 2学分，方

可毕业。公共选修课开设情况，如表 11所示。

表 11 公共选修课设置表

序号 课程模块 学分 学时

1 文明起源与历史演变模块 2 32

2 文学欣赏与艺术鉴赏模块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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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模块 学分 学时

3 科技发现与技能应用模块 2 32
4 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 2 32

5 通用能力模块 2 32

2.专业素养课程体系

（1）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表，见附表 2。

（2）集中实践教学进程安排表，见附表 3。

（3）专业课时、学分统计表，见附表 4。

八、实施保障

（一）教材

优先采用“十三五、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企业自编教材及校本生产性实训教材。

（二）图书及数字化（网络）资料

企业级的实训指导手册；国家级与省级精品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等。

（三）教学方法、手段与教学组织形式

应用多媒体、模型、现场教学、案例分析教学手段，实现理论知识点与实际一一对应。

（四）教学评价、考核建议

对学生学业全面采用“四实”标准进行评价，即按照实理、实训、实战、实习四个维度，建立

学生学业评价标准。

1.实理，指实用理论，即学生获得相应能力和技能所必要的实用知识和理论，考核学生对这些知

识和理论的掌握程度。包括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电工与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机械基

础、电气控制与 CAD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液压与气压传动、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可编程控

制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数字孪生与虚拟调试技术应用、智能视觉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

系统智能运维等。

2.实训，指技能训练，即学生通过强化训练掌握某种专项技能和核心能力的程度。主要包括电工

技术实训、可编程控制技术应用实训、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实训、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实训、工业机

器人系统智能运维实训等。

3.实战，指生产经营，即学生在校内真实职场环境中通过生产性实训、实体性经营等活动，获得

综合能力的成效。联合企业开展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1+X专项技能训练等项目进行考核。

4.实习，指岗位实习，即学生在实习单位参加教学实习，重点考核技能掌握程度，以及工作态度、

工匠精神、工作业绩。

（五）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 XXXX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专家、校内专家、专业带

头人联合组建，成员中既有相关的企业专家，又有双师型专家委员。本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成立，

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校企合作，开展技术研讨及师资培训，进行工学结合、任务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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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学院与企业合作的稳定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工业机器

人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信息，如表 12所示。

表 12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

序

号
姓名

专业委员

会职务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电话号码

1 XXX 主任委员 XXX技术学院 教授
XXX学院院

长
XXX

2 XXX
副主任委

员
XXX技术学院 副教授

XXX学院副

院长
XXX

3 XXX
副主任委

员
XXX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研发部副总

经理
XXX

4 XXX 委员 XXX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总经理 XXX

5 XXX 委员
XXX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

高级工

程师
总监 XXX

6 XXX 委员 XXX研究院 工程师 技术员 XXX

7 XXX 委员 XXX研究院 工程师 技术员 XXX

8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讲师 教研室主任 XXX

9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XXX

10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XXX

11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助教 教师 XXX

12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助教 教师 XXX

13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助教 教师 XXX

14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助教 教师 XXX

15 XXX 委员 XXX技术学院 助教 教师 XXX

（六）师资配备标准

由专业负责人全面负责人才培养方案的顺利实施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专业教学需要由专

业负责人、骨干教师、兼职教师组成专业教学团队，明确教学团队人员结构和工作职责，相互合作，

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具体要求如下：

1.专业群带头人按照《XXX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选拔及管理办法（试行）》（XXX发〔2019〕

148号）文件要求执行；

2.专任授课教师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

3.专任实训指导教师要具备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或工程师资格；

4.本专业专任教师“双师”资格的比例要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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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1：18左右，其中企业兼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30%；

6.专任教师应具有高等院校教师资格证，具有创新创业精神以及职业课程开发的能力。

具体师资队伍建设及配置要求见表 13。

表 13 师资队伍建设及配置表

课程类别 配置要求 负责部门 责任人

素质养

成课程

基础文化课 每门课配 1名有经验的教师 XXX XXX

思政课程 每门课配 1名有经验的教师 XXX XXX

体育课程 每门课配 1名有经验的教师 XXX XXX

专业基

础课程

理实一体 每门课配 1名有经验的教师，且需具备双师

素质
XXX XXX

实训类

专业核

心课程

理论

每门课配备一个课程团队共同完成课程，承

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师必须具备双师素质
XXX XXX理实一体

实训类

专业拓

展课程

理实一体 由专业拓展方向方面有专长的讲师以上的

教师担任，且需具备双师素质
XXX XXX

实践类

实践性

教学课

程

理实一体
每门课配备一个课程团队共同完成课程，承

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师必须具备双师素质。
XXX XXX

（七）实验（实训）室及设备配备标准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五位一体”技能训练平台实训项目与设备系统配置方案如表 14所示。

表 14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五位一体”技能训练平台实训项目与设备系统配置方案

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基

本

技

能

训

练

平

台

电气

CAD

电气

CAD设

计

CAD 教学

设备
50 套

计算机绘制

机械、电气

图、测绘机

械装配图

150/50 已有 是

机械基

础实训

室

机械基

础实践

教学

典型机电

设备

模型或实

1 套

常见机构及

其工作原理

演示

150/25 已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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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物

常用机械零

件结构的修

复

常用传动装

置的使用

典型机构

示教

板

1 套

典型传动

示教

装置

25 套

常用机械

零部

件示教板

1 套

减速器 25 台

机加工

实训室

工程训

练实践

教学

卧式车床 10 台

车削加工

铣削加工

磨削加工

300/16 已有 是

立式升降

台铣床
2 台

卧式万能

升降台铣

床

2 台

万能外圆

磨床
1 台

平面磨床 1 台

分度头 25 台

平口钳 25 台

砂轮机 2 台

配套量具 25 套

工程训练

实践教学

台虎钳 50 台

钳工加工 150/50 已有 是

钳工工作

台
50

工

位

台钻 5 台

画线平板 25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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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画线方箱 25 个

配 套 辅

具、工 具、

量具

50 套

液压与

气压传

动实验

室

液压与

气压技

术实践

教学

液压实验

实训台
5 套

液压气动常

用 控 制 元

件、执行元

件、动力元

件的认识

液压与气动

元 件 的 选

择、使用和

维护

基本回路的

构建搭接

液压气动系

统常见故障

的诊断和排

除

100/5 已有 是

气动实验

实训台
5 套

电工

电子实

验室

电工与

电子技

术实践

教学

电工综合

实验 装置
25 台 常用仪器、

仪表的使用

及基本电量

参数的测量

示波器及信

号发生器的

使用

R、L、C 等

电路元件的

特性分析及

电路实验

150/25 共享 是

电子综合

实验 装置
25 台

万用表 25 只

交流毫伏

表
25 只

函数信号

发生 器
10 台

双踪示波

器
1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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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单相、三相

交流电路的

应用实验

电子学基本

定理的验证

常用电子元

器件、接插

件的识别与

测量

基本放大器

电路、稳压

电源 电路、

基本逻辑门

电路实验

逻辑电路、

运算放大电

路、功率放

大电路等中

小规模集成

电路的认知

及应用

直流稳压

电源
25 台

电气控

制实训

室

电机与

电气控

制技术

实践教

学

运动控

制技术

与应用

实践教

学

电气控制

实训 装置
25 台

常用电气元

件选型

电工工具的

使用

电气控制线

路识图

常用电气控

制线路的安

装接线

150/25 已有 是

电动机组 6 套

万用表 25 只

转速表 25 只

钳型电流

表
25 台

兆欧表 25 台

机床电气 1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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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电气控

制实训

实践教

学

生产设备电

气控制电路

故障的分析

与判断

控制线路故

障检修

故障 考核

实训装置

专

项

技

能

训

练

平

台

智能视

觉技术

应用实

验室

智能视

觉技术

应用

智能视觉

技术应用

平台

15 台

温度传感

器、湿度传

感器、压力

传感器、位

移传感器、

流量传感

器、液位传

感器、力传

感器、加速

度传感器、

转矩传感器

等实验教学

150/25 共享 是

工业机

器人实

训室

工业机

器人编

程与操

作实践

工业机

器人系

统集成

实践教

学

工业机

器人应

用综合

实训

专项技

工业机器

人搬运工

作站

6 套

工业机器人

及外围系统

安装

工业机器人

工作站程序

调试

系统人机界

面开发调试

外围设备通

信及基础调

试

工作站系统

故障诊断及

200/6 已有 是

工业机器

人装配工

作站

6 套

工业机器

人绘图工

作站

6 套

工业机器

人焊接工

作站

6 套

工业机器

人码 垛工

作站

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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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能训练 常见故障排

除

工作站系统

方案设计等

综

合

能

力

训

练

平

台

单片机

原理及

接口技

术

单片机

原理及

应用实

践教学

通用 PLC
与人 机界

面实验 装

置

50 套

PLC 硬 件

接线与软件

编程

对 PLC 进

行安装与维

护

单片机应用

与程序设计

应用

150/50 共享 是
单片机实

验装置
50 套

万用表 50 只

微型计算

机
50 台

机电

一体

化综

合实

训室

工业机

器人操

作编程

工业机

器人系

统集成

工业机

器人系

统智能

运维

机电一体

化实 训平

台

6 台

机电一体化

设备的 安

装、调试、

操作、检修

和维护

机电产品生

产与工艺管

理

简单机电设

备、电 气控

制初步设计

及改造

150/6 已有 是

机电液气

一体 化实

训平台

6 台

机器人实

训系统
6 套

机器人装

配模 型系

统

6 套

自动化仓

储无 线管

理系统

6 套

自动检测

生产 线实

训装置

6 套

柔性生产 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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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练

平

台

类

别

实践教

学场所

实践教

学任务

主要仪器

设备
数量

单

位
功能描述

面积

（m2）

/工位数

量

建设

状态

（已

有/共
享/扩
充/待
建）

是

否

功

能

一

体

化

线实 训系

统

创

新

能

力

训

练

平

台

机电创

新实训

室

承担指

导学生

参加大

赛及创

新能力

培养

探索者成

套组件
4 套

创意模型设

计与组装
100/6 已有 是

慧鱼成套

组件
2 套

就

业

创

业

能

力

训

练

平

台

校外实

训实习

基地

承担学

生企业

岗位实

习

承担学生

企业岗位

实习

相关

实训

单位

-
学生到相关

实训单位开

展校外实训

- 共享 是

九、毕业要求

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 143学分，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和培养规格的要求。

十、附录

附表 1 教育教学活动按周时间分配表

附件 2 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表

附件 3 集中实践教学进程表

附表 4 专业课时、学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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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教育教学活动按周时间分配表

表 15 教育教学活动按周时间分配表

学期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入学军训 毕业教育 期末考试周
劳动教育

（机动）
学期周数 假期 合计

一 16 2 1 1 20 20
二 17 1 1 1 20 20
三 17 2 1 20 20
四 16 3 1 20 20
五 6 13 1 20 20
六 13 13 13
合计 74 32 2 2 5 113 113
学分 105.5 36 2 0.5

注：第一学期的劳动教育与公共课程期末考试均穿插在实践教学周内进行，不计算在总学期周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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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

表 16 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课程

类型

课程

性质

开

课

学

期

周次

安排

周

学

时

考

试

周

考核

方式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任课单位 教研室

1 A3G100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1 4-15 4 16
闭卷

机试
3 48 48 0 XXX XXX

2 A3G10004 形势与政策(1)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1 7-8 4 8 其他 0.2 8 8 0 XXX XXX

3 A3G10009 大学英语(1)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1 4-19 4 20
闭卷

机试
4 64 64 0 XXX XXX

4 A3G10011 高等数学(1)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1 4-13 4 14
闭卷

笔试
2.5 40 40 0 XXX XXX

5 A3G10016 军事理论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1 4-19 20 其他 2 32 32 0 XXX XXX

6 A3G10027 应用文写作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选修 1 16-19 2 19 其他 0.5 8 8 0 XXX XXX
7 B3G10004 专业导论 专业拓展课 理论实践课 选修 1 11-14 2 14 其他 0.5 8 4 4 XXX XXX

8 B3G10005 信息技术基础 公共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1 4-15 4 16 其他 3 48 24 24 XXX XXX

9 B3G10381 劳动教育(1) 公共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1 20 4 20 其他 0.1 4 2 2 XXX XXX

10 B3G10394
工程制图与计算

机绘图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1 4-19 5 19

闭卷

笔试
3 48 24 24 XXX XXX

11 C3G10091 体育与健康(1) 公共基础课 纯实践课 必修 1 4-19 2 19 其他 1 32 0 32 XXX XXX

12 A3G10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1-8 4 9

闭卷

机试
2 32 32 0 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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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课程

类型

课程

性质

开

课

学

期

周次

安排

周

学

时

考

试

周

考核

方式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任课单位 教研室

理论体系概论

13 A3G10003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1-16 20 其他 2 32 32 0 XXX XXX

14 A3G10005 形势与政策(2)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7-8 4 8 其他 0.2 8 8 0 XXX XXX

15 A3G10010 大学英语(2)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1-16 4 17
闭卷

机试
4 64 64 0 XXX XXX

16 A3G10012 高等数学(2)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2-11 4 12
闭卷

笔试
2.5 40 40 0 XXX XXX

17 A3G10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9-16 6 17
闭卷

机试
3 48 48 0 XXX XXX

18 A3G10022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2 1-16 20 其他 1 16 16 0 XXX XXX

19 B3G10382 劳动教育(2) 公共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2 20 4 20 其他 0.1 4 2 2 XXX XXX

20 B3G10392 电工与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2 1-16 4 20
闭卷

笔试
4 64 32 32 XXX XXX

21 B3G10395
工业机器人技术

基础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2 10-17 4 17 其他 2 32 26 6 XXX XXX

22 B3G10396 机械基础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2 1-17 5 20
闭卷

笔试
2 32 16 16 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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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课程

类型

课程

性质

开

课

学

期

周次

安排

周

学

时

考

试

周

考核

方式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任课单位 教研室

23 B3G10400
电气控制与 CAD

技术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2 1-8 4 8 其他 2 32 16 16 XXX XXX

24 C3G10092 体育与健康(2) 公共基础课 纯实践课 必修 2 1-16 2 17 其他 1 32 0 32 XXX XXX
25 A3G10006 形势与政策(3)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3 7-8 4 8 其他 0.2 8 8 0 XXX XXX

26 A3G10023
大学生国家安全

教育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3 1-16 20 其他 3 48 48 0 XXX XXX

27 B3G10383 劳动教育(3) 公共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3 20 4 20 其他 0.1 4 2 2 XXX XXX

28 B3G10387
工业机器人现场

编程
专业核心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3 2-17 4 17 其他 4 64 32 32 XXX XXX

29 B3G10389 可编程控制技术 专业核心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3 2-17 4 17
闭卷

笔试
4 64 32 32 XXX XXX

30 B3G10393
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3 1-12 4 12 其他 3 48 24 24 XXX XXX

31 B3G10397 液压与气压传动 专业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3 1-12 4 12
闭卷

笔试
2 32 16 16 XXX XXX

32 C3G10093 体育与健康(3) 公共基础课 纯实践课 必修 3 1-16 2 16 其他 0 32 0 32 XXX XXX

33 A3G10007 形势与政策(4)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4 7-8 4 8 其他 0.2 8 8 0 XXX XXX

34 A3G10014 就业指导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4 1-16 20 其他 1 16 16 0 XXX XXX
35 A3G10015 创新创业教育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4 1-16 2 17 其他 2 32 32 0 XXX XXX
36 B3G10384 劳动教育(4) 公共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4 20 4 20 其他 0.1 4 2 2 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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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课程

类型

课程

性质

开

课

学

期

周次

安排

周

学

时

考

试

周

考核

方式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任课单位 教研室

37 B3G10388
工业机器人应用

系统集成
专业核心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4 1-16 4 16 其他 4 64 32 32 XXX XXX

38 B3G10390
数字孪生与虚拟

调试技术应用
专业核心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4 1-16 4 16 其他 4 64 32 32 XXX XXX

39 B3G10391
智能视觉技术应

用
专业核心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4 1-15 6 15 其他 4 64 32 32 XXX XXX

40 B3G10398 传感器应用技术 专业拓展课 理论实践课 选修 4 1-8 6 8 其他 3 48 24 24 XXX XXX
41 C3G10094 体育与健康(4) 公共基础课 纯实践课 必修 4 1-16 2 16 其他 0 32 0 32 XXX XXX
42 A3G10008 形势与政策(5) 公共基础课 纯理论课 必修 5 7-8 4 8 其他 0.2 8 8 0 XXX XXX
43 B3G10385 劳动教育(5) 公共基础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5 20 4 20 其他 0.1 4 2 2 XXX XXX

44 B3G10386
工业机器人系统

智能运维
专业核心课 理论实践课 必修 5 1-6 11 6 其他 4 64 32 32 XXX XXX

45 B3G10401
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概论
专业拓展课 理论实践课 选修 5 1-6 6 6 其他 2 32 16 16 XXX XXX

46 B3G10399
工业互联网应用

技术
专业拓展课 理论实践课 选修 5 1-6 8 6 其他 3 48 24 24 XXX XXX

备注：

1.体育与健康（三）、体育与健康（四）各教学单位不排课，根据 XX学院安排，综合考虑学校教学条件，灵活采用第二课堂、体能测试等多元化形式灵

活开展，根据体育课程标准中具体要求实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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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选修课程，在第 2-6 学期由教务处统一发布选修模块，以网络教学形式开展，不呈现在教学进程计划表中。

3.《劳动教育》课程，在第 1-5 学期内进行，根据教育部、教育厅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每学期均开设劳动周。



27

附表 3 集中实践教学进程安排表

表 17 集中实践教学进程表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

类型

课程

性质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总

学

分

学期教学周次

任课单位 教研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C3G10001 军事技能
公共基

础课
纯实践课 必修 1

实

践
2 2-3 XXX XXX

2 C3G10169 电工技术实训
专业基

础课
纯实践课 必修 2

实

践
1.5 19 XXX XXX

3 C3G10170
可编程控制技

术应用实训

专业核

心课
纯实践课 必修 3

实

践
1.5 18 XXX XXX

4 C3G10171
工业机器人操

作编程实训

专业核

心课
纯实践课 必修 3

实

践
1.5 19 XXX XXX

5 C3G10172
工业机器人系

统集成实训

专业核

心课
纯实践课 必修 4

实

践
4.5 17-19 XXX XXX

6 C3G10173
工业机器人系

统智能运维实

训

专业核

心课
纯实践课 必修 5

实

践
1.5 7 XXX XXX

7 C3G10174
工业互联网应

用实训

专业拓

展课
纯实践课 必修 5

实

践
1.5 8 XXX XXX

8 C3G10175 岗位实习(1)
专业拓

展课
纯实践课 必修 5

实

践
16.5 9-19 XXX XXX

9 C3G10176 岗位实习(2)
专业拓

展课
纯实践课 必修 6

实

践
13 1-13 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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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纯实践课学分为 43.5分，军事技能课程按照每周 56课时，总 112课时计算；岗位实习(2) 课程按照每周 16课时，总 208课时计算；其他课程每周按 24
课时计算，总课时为 776课时。

2.公共课包括了公共基础课和公共选修课，其中公共选修课学分为 10分，每分按 16课时计算，公共选修课课时为 160课时。

3.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总学分为 143分，总学时为 2500课时，其中理论课时为 1168课时，实践课时（包括了纯实践课课时和理论实践课课内实践课时）

为 1332课时。理论课时占总课时比例为 46.72%，实践课时占比 53.28%，实践课时与理论课时比为 1.14：1。
4.考试周按照课程结束进度不同，分别安排。

5.公共选修课模块的上课时间及考试时间，由任课单位自行安排。

6.专业认知实习课程，是专门对新生入校后通过实地参观、考察方式，深度讲解、剖析本专业毕业后工作岗位、发展方向，增强新生对本专业的深度了解

和知晓。

7.工种实训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

8.“劳动教育”每学年具体安排教学时间，由任课单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备案教务处实践教学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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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专业课时、学分统计表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时、学分统计表，见表 18。
表 18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时、学分统计表

分类角度 大类名 子类名 学分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备注

课程性质

必修课
公共基础必修课 40.5 860 34.40%

87.84%
专业必修课 83.5 1336 53.44%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10 160 6.40%

12.16%
选修课占总学时比例应

不低于 10%。专业选修课 9 144 5.76%

课程属性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必修课 40.5 860 34.40%

40.80%
公共基础课占比不低于

25%。公共选修课 10 160 6.40%

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 19.5 312 12.48%

59.20%
专业拓展课包括毕业设

计和岗位实习。
专业核心课 33 528 21.12%

专业拓展课 40 640 25.60%

课程类型

纯理论课（A类） 43.5 720 28.80%

理论实践课（B类） 54 876 35.04%

纯实践课（C类） 45.5 904 36.16%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比 53.28% 占比不低于 50%

合计 总学分 143 总学时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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