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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制造业的起步时间较晚，目前掌握的核心技术不

多，更缺少专业的技术型人才。在强烈的人才需求下，各高校

纷纷开设机器人工程专业。但同样由于教学的起步时间较晚而缺

少经验及优质方法，以至于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表现在下

述几个方面。

1　机器人工程专业教学的问题分析

1.1教学内容缺少时代特征

为了满足人们追求便利生活的需求，智能制造业以极快的速

度发展，相关技术不断的更新换代，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核心

技术。但是，机器人工程专业的教材基本数年才更新一次，这

代表在某个时期内教学的知识是不具有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的，甚

至有一定滞后性，这样的问题显然会对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

1.2教学方式综合性不强

机器人工程专业的教学应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征，

因为知识基础和实操能力对学生来说同样重要。但是实际上，

却存在理论和实践不均衡，理论式教育为主的情况，甚至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部分院校受到教学环境和设施的制约，无法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条件[1]。

2　智能制造背景下机器人工程专业教学模式

2.1选取最新最优质的教学内容

为了使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学生能够随时接触到最新，最热门

的智能产业技术，并在毕业后达到企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标准，

也为了保证教学的有效性，需要随时更新教学内容，加快教学内

容更新的频率，提升学生知识水平。一方面要组织 学校内的精英

教师抓紧编写校本教材，及时将最新的机器人产业研发技术与成

果编入教材中，另一方面也要与机器人产业中的优秀企业合作，

保持密切沟通，获取到企业对每个岗位专业人才的技能要求，有

针对性的调整教学方向。从企业中获取到的最具实践性的资料是

最具代表性的优质教学材料，可以与教材中的内容整合起来，去

粗取精。比如，选取一些机器人产业中热门探讨的话题让学生进

行讨论，让他们真正接触和了解这个行业，保持与行业发展的一

致性，这远比学习滞后性的技术知识要更具意义。

2.2提升教学手段的丰富性

机器人工程专业的理论知识是十分抽象的，学生遇到难点的

频率很高，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降低知识的理

解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比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讲解理

论，用图像代替文字，呈现出机器人内部部件及运行的原理，使

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从片面到深入，从单一到立体，为未来的知识

实践打下基础。还可以将目前教育教学中较常用的项目教学法与

虚拟仿真教学法结合，与建立了合作关系的企业联系，由企业提

供一些近期的生产项目，教师在课堂上进行项目模拟，让学生提

前进入到机器人技术研发的真实情境中。这其中还可以加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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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法，各小组分别进行项目研究，参与机器人技术的研发、

设计、制造、维修等环节中，训练他们的创新能力与动手能力，这

与企业和对口岗位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是相一致的。

现如今，可供利用的现代化教学技术及设备很多，诸如任务

驱动、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手段也不断被提出，教师要善加利用，

以丰富的教学手段达到更高的教学效益。

2.3增加实践性活动的比例

专业教育必须体现出实践性的特征，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

教师要协调好理论和实践课程的比例，增加实践活动，大力培养

学生的实践力。大量背诵理论不如一次的实践。掌握机器人内部

构造、零件，了解其基本的运行原理，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直接参

与机器人的安装和拆解。教师应寻求学校的支持，购买一些机器

人用于实践教学，如资金有限也可以购置一些机器人套件。具体

可以这样设计实践教学活动：学生拆解机器人，测量拆解出的每

个零部件的尺寸，记录零部件的形状以及所处位置，尝试重新组

装。在反复的尝试并成功后，学生需要最后在三维建模软件中画

出所有的机器人零部件，并完成装配和动画仿真[2]。在这样的一

系列操作下，学生的综合实践力一定能够得到迅猛的提升，效

果远超理论性教育。

2.4比赛类的教学模式

比赛可以让学生充满学习的动力，也最能激发他们的潜能，

这是一种实践中带有学习性质的竞争活动，如今已经渐渐发展为

了一种独特的教学模式，对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大有裨益。教

师可以在校内组织各类机器人制作比赛，也可以为优秀学生报名

校外的竞赛活动，组建优秀的参赛团队，将他们的参赛结果作为

学分评价的依据。如今，企业对拥有参赛经验的学生给予较高评

价，这样的学生往往具有更强的创新力和创业能力，以赛促学是

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形式，应该将比赛常态化，让学生在实践中得

到历练。

3　结语

总之，机器人工程专业的教学旨在培养出一批批专业知识扎

实，实践能力成熟，创新能力强的研发型人才。学生需要掌握机

器人设计、制造、维修、组装、控制等一系列技术。在智能制造

行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教学工作必须追求精益求精，然而教学中

的问题却不断暴露。接下来的工作中，要在教学方法、内容、形

式等方面改革教学活动，为我国智能制造业的发展培养出更多优

质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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