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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改革分析
熊宣明

(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人们通过研制一些简单的工业机器人代替人类操作高危的、精细度较高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工业机器人在我

国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为了提升人们工业机器人制造与操作的技能，高职院校将《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加入到机电一

体化专业学习内容中，能有效提高学生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兴趣，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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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工业制造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对高端机器人的需求

以及机器人制造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加大，工业制造行业对机器

人制造人才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只有通过专业人才制作、操作

机器人，才能发挥出机器人的真正价值。高职院校为了满足工

业制造行业对机器人制造人才的需求，对机电一体化专业进行

了改革，增加了其课程内容，拓宽了学生的学习层面。

1高职院校在机电一体化专业加入《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课程的必要性

1.1 可行性分析

高职院校为了提高改革的准确性，在改革之前进行了详细

的市场调研，从而发现市场上多数优秀的机器人制造人才在大

学阶段学习的都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所以，高职院校在制定改

革计划时，也从机电一体化专业入手，在机电一体化专业所学

的课程中加入《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引导学生将自己所

学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和机器人编程与操作知识进行结合，从而

提高学生的专业性，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人才 [1]，由此可以看出，

高职院校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2 课程内容定位分析

不同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不同课程知识，从而才能提升学

生的专业性。对于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来说，其没有任何机

器人操作与编程的基础，所以，高职院校在此专业开设《工业

机器人编程与操作》时，应综合考虑学生的基础情况，适当加

入一些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基础知识，能加深学生对此课程的了

解与认知，提升学生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的技能 [2]。

2 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

程改革的有效措施

从目标方面来看，学校应详细分析此课程的价值，然后再

决定当学生学完此课程应该掌握哪些理论性知识、操作能力以

及核心素养，其次，高职院校应结合学生的基础能力、相关行

业的需求，决定教学内容。除此之外，为了让学生能得到良好

的教育，学校还应为其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选择优质的教师，

先进的技术，从而才能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2.1《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的教学目标改革

为了提高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的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技

能，首先应为其开设一些基础课程，让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的

发展历史、工业机器人的组成以及相关技术参数；除此之外，

学生学习完《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后，还应全面掌握

工业机器人的编程知识，确定完知识目标后，教师才能依次开

展教学活动 [3]。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在后续工作中，主要从事技术性工

作，所以，从学生应掌握的能力来看，其需要全面了解机器人

各方面的构造、能够准确的阅读并理解相关工业机器人的使用

说明书，将其应用在各种工作中。另外，学生还应掌握熟练操

作机器人的技能，能够对不同的机器人进行编制、调试，除此

之外，为了提高学生的自身价值，还应会使用软件对工业机器

人进行离线编程。

2.2《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的教学内容的改革

首先，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校应先介绍一些市面

上有趣的、技术强的机器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教师

可以从生活中的机器人入手，让学生初次了解机器人的内涵、

分类、发展历程以及应用方面等理论知识，为学生奠定良好的

基础。再次，深入机器人的内部结构以及制作等知识，让学生

掌握机器人制作的一些技能。除此之外，教师再根据学生掌握

的技能逐步提升教学深度与难度，循序渐进的提升学生的工业

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能力。高职院校在安排《工业机器人编程与

操作》内容时，应合理安排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让学

生通过不断练习提升学生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的能力。

2.3《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的教学资源改革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在不同课程教学时提供的教学资源质

量也影响着自己的学习效果，为了让学生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

通过多种途径学习到《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的相关知识，

为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设置丰富的教学资源。首先，任何课

程的学习都离不开理论教材，学校可以组建专业的教学团队，

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重新编写相关教材 [4]。其次，教师还

应根据相关知识点录制相关讲解视频，以供学生理解。再次，

学校还应为学生提供专业的编程实践操作教室，运用虚实结合

的实践训练平台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工业化制造正在快速朝着智能化发展，越

来越多的工业机器人代替了人力，提升了工业制造的效果，所以，

扩大了对机器人制造行业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为了提升人才

的质量，在机电一体化专业加入了《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

课程，通过对此课程进行科学的改革，为国家培养出专业的工

业机器人制造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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