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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专业如何在教考分离中对接行业标准
李志谦

（佛山高明技师学院，广东 佛山 528500）

摘要：本文针对工业机器人专业教考分离建设缺乏指引和标准的痛点，立足专业办学的根本点，阐述如何获取行业标准、如何把行

业标准融入考核标准、如何把行业标准植入教学过程并执行到位，实现对接行业办专业，从考评端服务人才出口，创新了教考分离的建

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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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遵循依托行业办专业，专业课程必须对接岗位典型

工作任务，工业机器人专业是制造业发展过程催生的新专业，对

接行业标准开展教学和评价是专业办学立足的基点。教考分离是

客观评价、监督教学的一种考试手段，也是一次教学闭环的终端，

教考分离过程以行业标准进行题库建设、组织考核、多元评价是

学校获取教学成效信息的直观手段。教考分离在职业教育中推行

多年，只停留在形式上的任课教师与改卷教师分开，未从就业岗

位标准出发开展教考分离的体系建设。

一、机器人专业教考分离中如何获取和引入行业标准

（一）获取行业标准的渠道

当前职业教育推行产业学院、专业集群的专业建设模式，获

取本专业的职业标准可以通过国家专业目录、部颁教学大纲、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通用行业标准、地方行业标准、行业规范（以

下统称“行业标准”）快速获得，这些文件都是面向社会公开发文的。

工业机器人专业办学可以通过以下“国家标准”获取专业办学的

定位、课程定位、考核定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工业机器

人系统运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1+x 证书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标准》《1+X 工业机器人装调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工学一体化课程

标准》《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 -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行业

标准包含技术标准、安全标准、性能标准等，如《GB-T12645-90

工业机器人性能测试方法》《GB/T0867-007 工业机器人安全实施

规范》。

（二）引入行业标准、规范的原则

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企业标准、行业规范与教考分离的评

价标准关系如图 1 所示，所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

地方标准等相对于教考分离的评价标准而言均是最低标准，把这

些标准引入到机器人专业考核评价中，既不能照搬，也不能断章

取义。

图 1 教考分离评价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

如表 1 所示的例子，国家标准只是笼统地给出了考核的方向，

不能直接使用于教考分离，要结合工业机器人实训设备进行细化、

转换才能进入课堂；因此不能照搬各类标准，否则评价范围太大，

考核过程难以量化打分。

在机器人的行业标准中有写明“调试机器人时手要扶着示教

器的急停按钮”，我们要明白行业中为何要这样规定（为了调试

过程出现意外时能紧急停止）；但转换为教考分离标准时，不能

理解为“任何时候手都要扶着示教器的急停按钮”，在进行系统

备份时机器人是不会动作的，此时不需要手扶急停按钮，何况有

些机器人系统备份要两个手同时操作示教器上的按钮，难以兼顾

急停按钮。因此标准的引入要实事求是，不能矫枉过正，也不能

画蛇添足。

表 1 国家标准转换到教考分离考核点举例

序号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
转换为教考分离考核点 转换思路 / 目的

1 能识读末端执行器装配图
能识读气动手抓的装配图并按图正确安装，每装配错

1 处扣 1 分，扣完即止，共 10 分。
明确末端器是什么，本考核点配分多少。

2 能操作机器人零点恢复
能解决电池失电、编码器更换后数据丢失的零点恢复，

让机器人恢复正常运行。

指出出现零点丢失的常见情况，明确要实现

结果。

3
能使用噪声检测仪等工具检查机器

人本体各轴噪音、振动等运行情况

能用工业听诊器判断机器人 J1 轴是否有异响，若有

则使用维保工具进行修复。

明确使用的检测工具、检测位置，培养学生

举一反三的异响故障排除能力。

4 能设置和变换工业机器人的坐标系
能使用四点法示教用户坐标，并使用用户坐标进行斜

面的示教编程。

明确使用哪种方法示教用户坐标，指出用户

坐标的意义、使用场合。

5 能更换电气系统元器件
能准确判断输入熔断器熔断的原因，排除故障后更换

同型号的熔断器。

机器人电气元件几百个，有些是技术员不能

拆装维修的，明确可以维修的类型，一个考

点可以有多个具体的工作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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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让融合行业标准的教考分离评价标准在考试组织过

程执行到位

（一）培养懂行业标准的一流师资

培养懂行业标准的师资，关键在落实国家教师企业实践中，

让教师有明确的岗位任务，对口安排教师到企业实践，采用到企

业挂职、跟岗、参与项目实施的方式让教师真正融入企业进行学习，

了解行业的岗位工作规范、工作实施标准，同时以成果为导向促

进教师在企业实践中形成教材、专利、核心技术等成果。工业机

器人专业师资的培养可以安排教师到机器人的生产企业、系统集

成企业、应用机器人生产的工业企业进行跟岗学习，让教师积累

一线的工作经验、明确把行业标准引进到教学过程对实现学生高

质量就业的重要意义。只有懂行业标准的教师才能在教学过程执

行行业标准，才能在开发课程标准的过程把行业标准植入教学关

键点和考核环节。

（二）学校组织层面把握好出卷关、执行关、监督关

图 2 机器人专业教考分离模式

机器人专业教考分离的模式如图 2 所示，其中反映了建题库

如何建、抽题如何抽、如何组织实施、谁分析考核情况、考核信

息反馈给谁的管理逻辑。

从科学建立教考分离的题库开始，对接行业标准和教学实际

组织专业教师建设每一门专业课的考试题库，考核标准既要引入

行业关于本课程的核心素养，也要体现综合育人的要素，例如实

操过程设置答辩，考察学生规范的技术表达能力。试题库完成后

要交有企业成员参与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或产业学院行政班子

审批，以便监控题库开发的质量，在实施一轮教考分离后，可以

对题库作出修改，以便让每套试卷更贴合课程的最终考核要求。

教考分离题库的开发组织工作由校级教学部门规划、组织评审，

专业教研组负责开发。

执行教考分离的过程，必须明确每个环节中教学部门、业务

主管的分工，为了从考核端获取教学质量信息，由校级部门随机

抽取试题并印刷封装，任课教师负责根据教学部门给出的准备单

准备考场，监考老师不能是任课教师。监考教师接收教学部门封

装的试卷后按时组织考试，考试结束后要客观填写分析报告交给

教学部门进行数据处理和信息反馈。考核不是结束，而是下一个

教学 PDCA 循环的开始，对于学生而言，不是交完试卷就了事，

而是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要把考核中的失分点告诉学生，或把

参与考试的学生的失分点公示出来，让学生互相学习，这样学生

才能对学习有所反思，有所改进。

三、如何让行业标准进入日常教学，让行业标准从使用课程

标准开展教学的过程成为学生的工作标准

（一）评价指标在实施教学过程反复加强

同一门课程不同任务的评价是带有相似性的，例如安全原则

的指标、机器人运行调试的方法，要把一门课程的评价指标列出来，

分解到各个参考性学习任务的实施过程和考核环节，一些与岗位

技术和职业素养相关的关键性考核点要根据实际在各任务中反复

考核，以便让学生在重复中熟练掌握、得以重视。

（二）让学生在教学任务实施前就明确评价标准，建立职业

规范，不能在考核环节才亮出行业标准

随着行业技术的更新，行业标准会发生变化并进行修订，因

此从任务实施开始就要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项目验收标准、要

如何合作完成任务，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习得

行业标准中的规范。若教学是开环的，教学过程不讲标准，学习

结束在考核环节才按行业标准进行评价，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怎

么被“评”出这样的结果，这就失去了建立教考分离评价体系的

意义。

（三）实施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坚持以工作为导向

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当前职业教育推行的教学方式，其强

调根据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建立课程，这一模式涉及的教学环境是

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流程，因此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采用项目式、

引导文、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等教学法是从内在潜移默化培养职

业人的需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技术思维、团队

协作能力，是职业教育全面育人的实施途径。坚持以工作为导向

的行动导向教学法，把考核标准细分到任务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

让考核更有针对性，更能让学生明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

（四）做 PDCA 闭环教学，把问题反馈给学生本人，监测学

生是否反复犯相同的问题

从心理学上，由于人的惯性思维导致错误的行动会反复出现，

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往往忽视调试过程的安全细节、在

维保中乱放零件导致错误装配、在系统集成中没有对传感器进行

正确选型，教师针对教学过程观察到的这些反复性问题必须加以

重视，学生个人出现的要出现一次提醒一次并监督改正，对群体

出现的要着重考核。只有在 PDCA 循环中，把反馈的信息作为下

一次教学环节的输入，才能把行业标准真正深化到教学过程，让

学生在不断改进中获得进步，最终实现学岗对接。

四、小结

机器人专业建立科学的教学分离模式是从考评端促进教学端，

进而实现学生掌握行业标准、习得对接岗位的技术和素养，把社

会公开的行业标准与课程教学过程、考核环节有机融合，以教考

分离促进 PDCA 教学循环，让行业标准以教考分离这一环节植入

学生知识体系，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和教学的高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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