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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基于“平台化、方向性、拓展式”理念的职业本科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在当

前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课程体系已难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课程体系中

平台化模块以公共文化素质课 + 专业基础课，着力培养学生专业通用能力；方向性模块根据专业特点，

分设了人工智能工程、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三个方向；拓展式模块培养学生在大赛、就业、创业、技

能证书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本文的研究成果将为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的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有

助于更多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智能制造领域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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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the vocational undergra-
duat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latformization, 
directionality, and expan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
turing,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society’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The platformization modul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sisting 
of public cultural quality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general capabilities. The directional modul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fession,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direc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industrial 
robots,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The expansion module aims to satisfy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students in areas such as competitions,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fessional quali-
fic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at meet so-
ciet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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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本科教育聚焦于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挑战的现场工程师，它要求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

更在高技术技能上精益求精，实现知识与技能的双重提升。随着制造业智能升级加速，对技术技能人才

的需求愈发迫切，这些人才需具备洞悉客户需求、精准方案选型、现场编程调试及售后维护等综合能力。 
智能制造作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对人才的需求愈发凸显高素质与多技能的特性。然

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这一新趋势，特别是在当前职业本科教育中，课程体系还存在主线

模糊、衔接不畅且创新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实践教学离散化严重。迫切需要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

教学，以培养更多符合智能制造发展需要的高水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的建设思路 

为解决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照国家专业标准和生产实际，组织企业导师、专职

教师调研，重构课程体系。遵循“专业背景相同、专业方向互立、专业拓展互选”的原则，提出了“平

台化、方向性、拓展式”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思路(图 1)，将综合素质培养、职业能力训练贯穿

到人才培养始终[1] [2]。 
如图 1 实所示，课程体系中平台化模块以公共文化素质课 + 专业基础课，着力培养学生专业通用能

力；方向性模块根据专业特点，分设了人工智能工程、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三个方向；拓展式模块在

于满足学生大赛、就业、创业、职称证书等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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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Platformization, Directionality, and Expans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pecialty 
group 
图 1.“平台化、方向性、拓展式”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 

3. 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方法 

在构建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时，要明确课程目标。课程目标应该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趋势和

行业需求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熟练掌握关键技术、具备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高素质人才[3] [4]。 

3.1. 平台化 

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平台化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着力培养

学生专业通用能力，如表 1、表 2 所示。 

3.2. 方向性 

工业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的应用载体。针对工业机器人这一载体，相关的课程体系 
 

Table 1. The significance of offering public basic courses 
表 1. 公共基础课开设意义 

公共基础课 课程开设意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概述 

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和政策，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体育与职业体能 注重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职业体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职业素养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行为，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 

计算机应用基础和人工智能导论 为学生提供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后续的专业学习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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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工业机器人编程与仿真、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以及过

程控制系统等(表 3)，这些课程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5]-[7]。 
智能控制技术作为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中的桥梁，起到了连接各个专业领域的关键作用。在课

程体系中，与智能控制技术紧密相关的课程包括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应用、工业

机器人应用技术、机器视觉与机器学习应用等(表 4)。 
 

Table 2. The significance of offering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s 
表 2. 专业基础课开设意义 

专业基础课 课程开设意义 

电工原理、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

工程制图 
为学生提供了智能制造领域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自动控制原理 深入探讨了智能制造中的关键技术和应用，帮助学生掌握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 

Python 程序设计 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和计算思维能力 
 

Table 3.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robotics 
表 3. 工业机器人方向 

专业核心课 课程开设意义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仿真 教授学生如何为工业机器人编写程序和进行仿真模拟，使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编

程知识和操作技能。仿真实验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真实场景，从而深入理解工

业机器人的工作原理和应用方法。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 学习如何应用视觉技术来增强工业机器人的感知能力和作业精度，实现自动化生产线的

智能化和柔性化。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教授学生如何根据生产需求进行工业机器人系统的设计和集成，以及如何进行系统的调

试和优化。 

过程控制系统 学习如何设计和实现过程控制系统，以及如何进行系统的优化和维护。 
 

Table 4. The significance of offering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s 
表 4. 智能控制技术方向 

专业核心课 课程开设意义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教授学生如何应用可编程控制器(PLC)进行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和编程。 

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应用 学生将学习如何选用、安装、调试和维护变频器与伺服驱动系统，以及如何将其应

用于实际的工业自动化系统中。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学生将学习如何应用智能控制技术实现工业机器人的高精度、高效率作业，包括工

业机器人的编程、调试、优化和维护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机器视觉与机器学习应用 学生将学习如何应用机器视觉技术进行目标检测、识别、跟踪等任务，以及如何利

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在智能制造专业群的课程体系中，人工智能工程作为智能化支持的核心，为学生提供了深入理解与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机会。其中，数据采集与处理、机器学习技术与应用、深度学习技术与应用以及人

工智能应用系统开发等课程(表 5)。 

3.3. 扩展性 

在智能制造专业群的教育体系中，职称证书、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的扩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满足

学生大赛、就业、创业、职称证书等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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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Dir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表 5. 人工智能工程方向 

专业核心课 课程开设意义 

数据采集与处理 教授学生如何有效地从各种来源收集数据，并进行清洗、转换和存储，以便后续的分析

和应用。 

机器学习技术与应用 学生将学习各种机器学习算法的原理、应用和评估方法，了解如何应用机器学习技术解

决智能制造中的实际问题。 

深度学习技术与应用 学生将学习深度学习的基本原理、神经网络的结构和训练方法，以及深度学习在智能制

造中的应用案例。 

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开发 学生将学习如何设计系统架构、选择算法和工具、进行系统集成和测试，以及如何部署

和维护人工智能系统。 
 

(1) 职称证书需求 
针对职称证书的需求，如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等证书，帮助学

生具备获得证书所需的全面能力，并提升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2) 大赛需求 
针对智能制造相关职业技能大赛，开设如嵌入式系统开发与设计、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业机器人编

程与操作等课程，赛教融合，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在大赛中脱颖而出，提升个人技能

水平和竞争力。 
(3) 创业需求 
对于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可以提供创业指导和支持，如开设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认证的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工程师、系统项目集成管理等课程，学生将能够更好地规划和管理自己的创业项目，

提高项目的成功率。 

4. 结束语 

基于“平台化、方向性、拓展式”的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思路，可以有效提高智能制造类

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满足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对人才的需求。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实践教学环节等

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未来，我们将

继续探索和完善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为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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