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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背景下高职机械专业实训教学模式探讨 
王演新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  214000） 

摘要：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机械专业这一专业不仅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机械专业教学主要包括
机械技术、机电技术、微电子技术等。在教学中，教师不仅传授理论知识，而且注重学生的技术掌握和实践操作。当前，由于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市场对机械专业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由于高职院校机械专业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阻碍
了高职院校机械专业的发展，也影响了高职院校机械专业人才培训的效果。本文主要介绍了高职院校机械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促进机械专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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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创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已成为当务之急日益突出。创新的主要因素是人才，而传统封闭式
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创新的发展。智能制造是利用实时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在制造过程中完成上述优化。智能
制造利用设备上的传感器获取和处理实时数据，使制造商能够通过
设备、流程和制造实践，从供应商和供应链到最终产品测试和客户
满意度，对所有运营进行完整、360 度高保真虚拟数据驱动的集成
视图。 

一、智能创造 

实现这一概念的一种形式是智能制造系统（IMS），它被认为是
通过采用新模式、新形式、新方法将传统制造系统转变为智能系统
而获得的下一代制造系统。在工业 4.0 时代，IMS 通过互联网使用
面向服务的架构为最终用户提供协作、可定制、灵活和可重新配置
的服务，从而实现高度集成的人力机器制造系统。这种人机合作的
高度一体化旨在建立 IMS 中涉及的各种制造要素的生态系统，以便
组织、管理和技术水平能够无缝结合。 

智能制造的好处包括能够主动检测和响应事件，从而提高质
量、产量并减少停机时间，并提高整体设备效率 （OEE）。通过拥
有工厂的数字孪生兄弟，可以事先模拟新产品并了解瓶颈。智能制
造允许供应链的主动变化和智能库存，优化其他工厂物流，包括包
装和运输。智能制造可以发现新的商业机会、收入来源和资产货币
化，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它还可自动组织、协调和预测用于预
防性维护的产品故障，以防止停机。使用智能制造，您可以在数据
生成点附近实时处理和分析数据，以便对处理异常做出快速反应。 

在销售和营销方面，智能制造可以使您的组织了解市场、预测
和适应客户偏好。对于供应链优化，智能制造可以帮助预测需求、
优化库存和监控供应商。分析一直用于供应链组织预测和库存管
理，但在物联网时代，我们现在知道几乎所有事物的位置，这需要
更多的实时功能。5G 网络可以将工厂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5G 能
够支持数以万计的端点的高连接密度，从而真正实现大规模使用工
业数据。 

二、高职机械专业实训教学模式探讨 

产业和教育的融合意味着产业和学校必须紧密结合，以生产促
教育。教育模式应该是直接面对行业的需求。工业与教育的融合并
不重要，但受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才培养主要依靠学校
自身。行业干预既不活跃，也不深入，导致教育、人才、人才之间
没有有效的协同和创新。高职学校应积极转型和发展，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适应工业发展和技术工艺要求。整合工业和教育是促进学校
和企业发展的双赢方式。因此，企业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
中来产学研合作，建设工程实践教育工业、大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基
地，有助于产业升级技术，因此，深化产学研结合对我国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 

李培根指出，仅仅讨论工程实践教育是不够的。从技术层面来
说，企业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林忠勤认为大学应
注重培养人才的工业文明意识，加强理论知识的教育，并在人才培

养期间结合实际工程和实践。朱高峰认为，对于技能培训，中国需
要面向当前技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革命挑战。此外，要想拥有高
端制造业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谭天伟认为,为经济转型升
级提供人才支撑，人才教育应以应用技术为主，因材施教符合行业
要求。 

工业与教育一体化是机械工程发展的主要方向，有效促进高职
院校与教师合作的因素。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进提高机械工程
专业的教学质量。促进工业和教育一体化应首先建立在构建新的人
才模式。人才匮乏是制约企业创新发展的瓶颈之一，通过产业与教
学的深度融合，高校和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它提供
了应用型人才实践平台，解决弱势群体实习和实践培训。另一方面，
有益于企业解决技术问题，优化技术研究和团队发展。 

实践课程：以产教结合为主线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
系的基础，适应社会对新时期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这是高职
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首要任务。离开从生产实践来看，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是不可能实现的教学计划。教育改革中的融合在建设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工业和教育应用课程的协
调。以机械制造专业为例,提出了应用型课程中项目型课程改革的思
路以产教结合为基础的学校。 

专业课程：课程体系运行要素即具体的教学管理机制的保障，
是课程体系运行的基础具有代表性的实训基地，双专业职称的教育
团队优势互补，课程资源优质。人才培养是双方深度合作的组成部
分，整合下产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在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
业将最终进行课程改革。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以教育为先导，以
校企合作为手段，通过专业优化、课程体系重构、教学实践完善进
行改革。 

三、结束语 

实现智能制造对数字企业至关重要，因为简单的自动化已不足
以跟上市场和工业 4.0 的步伐。为了在物联网和工业 4.0 带来的
数字中断中幸存下来，制造商必须应用以字段和客户为中心的分
析。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如何机电一体化基于产学研结合的
地方应用型大学专业教育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智能创
造进行分析，详细探讨了高职机械专业实训教学模式，从而为实践
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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