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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于三年全日制高职专业，由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电气自

动化技术教研室徐州鑫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制订，并经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审定、学校批准在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实施。

主要编制人：

机电一体化教研室 侯红科 教授

电气自动化技术教研室 林惠玲 副教授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教研室 田 洋 助教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吕志立 助教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陈菁 主任

徐州鑫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张利 董事长

审定：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航空机电学院执行院长 侯红科 教授

特种机器人产业学院执行院长 魏春龙 教授

航空机电学院院长助理 郭凌 副教授

厦门微星图科技有限公司 陈坰烽 总经理

厦门欧米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林艺滨 总经理

厦门大学 上官明佳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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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及代码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代码（4603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毕业生

三、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一）主要职业面向

专业

名称

所属专

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

业类(代

码）

对应的

行业

主要职

业类别

主要岗位类别

（技术领域）

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社会认可度

高的行业企

业标准和证

书举例

机电

一体

化技

术

装备制

造大类

46

自动化

类 4603
制造业

自动化

类

机电产品生产

制造、机电设

备故障诊断与

维修

1+X 特种

机器人操

作与运维

(中级)

机械工程制

图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中级);机

械产品三维

模型设计职

业技能等级

证书(中

级);特种机

器人器人操

作与运维初

级(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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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岗位举例

序号 职业领域

工作岗位

初始岗位 目标岗位 发展岗位

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械设备维护
人工智能装备设计

师
智能制造工程师

2
特种机器人组装

作业技术人员
机械研发工程师

智能装备企业管理

人员

（三）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

专业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对应课程或项目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

智能装备机械零部

件生产

机床的操作；刀具的

选用与刃磨；工件的

装夹；通用量具、专

用量具的正确使用；

机加设备的维护。

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制

造技术,数控机床加工

与编程，CAD 计算机绘

图、 三维设计，机械

制图

智能装备维护与维

修

设备的正常运转维

护；设备的精度

恢复；.设备的二级保

养；判断并协助设备

的一级保养。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电机

拖动技术；PLC 控制技

术。

智能装备产品的生

产组装与调试

机械部件的组装与调

试；电气部件、控制

部件的组装与调试；

整机的组装

电工电子技术；机器人

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特种机器人安装

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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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机电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

故障处理、运行维护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机电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装配、

调试、维护、技改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社会培养更多能够从事机电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运行与维修、改造与升级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规格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

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

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

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

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掌握必备的文化基础知识：政治、体育、数学、外语、计算机等；

(4)能够正确阅读和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掌握 CAD 工程绘图；

(5)掌握设备控制的基本知识；

(6)掌握控制系统检测与维修的知识；

(7)掌握机械、电气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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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掌握机人工智能、5G 技术的基本知识

(9)掌握智能装备的编程、通讯控制的基本知识；

(10)掌握智能装备传感器基本知识

(11)掌握生产组织管理的知识；

(12)掌握自动化产品营销的知识

(13)掌握机械制图、CAD 计算机绘图知识；

(14)掌握冲压模具设计；

(15)掌握塑料模具设计；

(16)掌握数控设备编程与操作的能力，

(17)掌握新工艺基本知识。

3.能力（从基本职业能力、核心职业能力、职业拓展能力等方面描述）

（1）基本职业能力

①具备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③熟练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

④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⑤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创业能力。

（2）核心职业能力

①具有智能电气设备安装调试维修能力。

②具有电工仪表使用能力

③具有机械、电气识图知识、软件制图知识、基础电工知识、安全用电知识、

液压与传动知识、电子线路基础知识、

④单片机开发及 PLC 技术、AutoCAD 计算机绘图方法、机械零件设计方法、

Pro/E、UG 绘图方法能力。

（3）专业拓展能力

①智能装备及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维护的能力；

②智能制造离线编程及操作应用、智能制造工作站设计与系统集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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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具有特种机器人操控、组装、调试、维护及应用数据处理能力；

④具有智能装备机械加工操作方法、钳工操作技能、冲压模具设计技能、塑

料模具设计技能、数控编程技能、数控加工操作等技能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教学计划中设有公共基础课（必修、选修）、专业（群）基础课、专业

（群）核心课、专业（群）拓展课以及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勤工助学）等五大模

块，专业（群）共享课不再单列，依照课程性质配属在各专业课程中，并于备注

栏中标明。

（一）公共基础课

1.课程规定

公共基础课分为必修和选修，课程时数不少于教学活动总学时数的 25％（高

职）。公共基础课在教务处的统一指导下，由课程归属学院或公共教研室负责管

理。公共基础课开设的学期原则上不得随意调动，若确有特殊情况，需先向教务

处提出调整申请，批准后方可执行。

2.公共必修课说明

公共必修课具体设置情况详见《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

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高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总学

时

所属学

院/部

门

考核形

式
备注

1
思想道德

与法治
3 3 54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试

高职第 1学期开

设，每周理论 2课

时+实践 1课时，3

节连排；理论教学

36 课时，实践教学

1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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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高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总学

时

所属学

院/部

门

考核形

式
备注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2 2 36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试

高职第 2学期开

设；理论教学 30

课时，实践教学 6

课时。

3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概论

3 3 54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试

高职第 2学期开

设，每周理论教学

2课时+实践教学1

课时，3节连排，

共计理论教学 36

课时，实践教学 18

课时。

4
形势与政

策
3 / 48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试

高职第1至第 6学

期开设，第 6学期

评定最终成绩。

5 军事课 4 / 148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试+

考查

军事课由《军事理

论》《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军

事理论》教学时数

36 学时，记 2学

分；《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2—3周，

实际训练时间不

得少于 14 天 112



10

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高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总学

时

所属学

院/部

门

考核形

式
备注

学时，记 2学分。

6 劳动教育 1 / 16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查

课程成绩由理论

成绩和实践成绩

综合构成，马克思

主义学院负责理

论与实践成绩比

例安排、理论教

学、出具理论学时

成绩并负责汇总

评定课程总评成

绩。

7
体育与健

康
6 2 108

教育学

院
考查

理论教学12学时，

实践教学96学时，

在第 1学期至第 4

学期开设健康跑

总评成绩作为体

育课的平时成绩，

占该学期体育课

成绩的 20-30%

8 大学语文 2 2 36
人文社

科学院
考试

以学院为单位二

选一在高职第1或

第 2学期开设，理

论教学 36 课时。
9

应用文写

作
2 2 36

人文社

科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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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高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总学

时

所属学

院/部

门

考核形

式
备注

10 高等数学 4 4 64
人文社

科学院
考试

如确有必要，学时

学分可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各专业

可根据专业特点

与教研室确认教

学内容和考核标

准，开展分类分层

教学。

11

生涯体验

-生涯规

划

1 / 16
三创学

院
考查

高职第 2学期开

设，线下教学 10

课时，线上教学 6

学时（智慧树平

台）。

12

生涯体验

-创业教

育

2 / 32
三创学

院
考查

高职第 3学期开

设，线下教学 10

学时，线上教学 22

学时（校级精品录

播课程）。

13

生涯体验

-就业指

导

1 / 16
三创学

院
考查

高职第 4学期开

设，线下教学 10

学时，线上教学 6

学时（智慧树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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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高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总学

时

所属学

院/部

门

考核形

式
备注

14

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

育

2 2 32
心理健

康中心
考查

原则上安排在高

职第一学年单周

开设，理论教学 16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

15 大学英语 8 4 128

外国语

与旅游

学院

考试

该课程一般在第

一学年开设，由

《基础英语》与

《职场通用英语》

组成，由公共英语

教研室根据《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英

语课程标准（2021

年版）》组织实施。

16 信息技术 3 3 48
信息工

程学院
考证

第1或第 2学期开

设，由信息工程学

院根据《高等职业

教育专科信息技

术课程标准（2021

年版）》组织实施，

理论教学12学时，

实践教学36学时，

学生须通过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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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必修课程说明表（高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总学

时

所属学

院/部

门

考核形

式
备注

（NCRE）。

17 入学教育 1 / 16 学工处 考查

在新生军训期间

完成，内容包括校

史介绍、专业介

绍、学生学籍管理

规定、校纪校规等

共 16 学时。

18
国家安全

教育
1 / 16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考查

依照《大中小学国

家安全教育指导

纲要》要求组织开

展教学。

19
大学生成

长学
2 / 32 学工处 考查

采取模块化教学，

高职一年级双周

执行，由学工处统

一组织教学。

3.公共选修课程

限制性选修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总 学

时

所属学院

/部门

考 核

形式
备注

1 美育概论 2 2 32
艺术设计

学院
考查

由美育教研室

统一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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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选修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总 学

时

所属学院

/部门

考 核

形式
备注

2
“四史”

概论
2 2 3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查

以党史、国史教

育为主要内容，

通过智慧树平

台开展在线学

习。

3 职业素养 2 2 32
招生就业

办公室
考查

通过智慧树平

台开展在线学

习。

4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2 2 32

人文社科

学院
考查

通过智慧树平

台开展在线学

习。

（二）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1 机械制图

投影基础——投影法、点线面及立体

的投影。表达方法——组合形体的表

达、轴测图的表达、零件及装配体的

表达；绘图技能——徒手绘图的方

法、尺规绘图的步骤和方法；制图规

范——国家标准、CAD 标准、视图、

图样画法、尺寸注法等方面的基本规

定、包含上述内容的物体投影图的阅

读。

专业共享课



15

专业基础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2 CAD 计算机绘图

AutoCAD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常

用的基本命令、基本方法、绘图技巧，

通过学习让学生能根据行业具体需

要熟练绘制二维平面图和三维立体

图或装配图。达到综合运用所学的知

识、方法提高设计与开发能力。

专业共享课

3
电工与电子技

术

电路的基本物理量及基本定律、电路

的一般分析方法、单相正弦交流电路

的分析、三相电路分析、一阶动态电

路分析、磁路及铁心线圈、交流电动

机以及半导体二极管和半导体三极

管的工作原理、基本放大电路的分析

方法、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工作原

理、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和设计、门

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触

发器及时序逻辑电路等。

专业共享课

4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概述、轴毂联接、螺纹联接、弹

性联接、联轴器和离合器、螺旋传动、

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蜗杆传

动、齿轮系、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

构、其他常用机构、轴、滑动轴承、

滚动轴承、机械的润滑与密封、机械

的动力性能。

5
液压与气压传

动

液压传动基础知识，液 压动力元件，

液压执行元件，液压辅助元件，液压

控 制元件及应用，液压基本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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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典型液压系统，液压 系统的安装、

使用及维护，液压伺服系统，气压传

动 ，气动系统的安装、使用及维护。

6
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

传感器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各种

常用传感器的结构，传感器的作原

理、参数及工作特性;传感器在各种

控制电路中的作用。

7 机械制造技术

金属切削加工基本定义、机械加工工

艺规程制订、典型零件加工工艺、机

械加工质量分析、装配工艺基础、机

床夹具设计基础、常用机械加工方法

及其装备、数控加工工艺、现代加工

技术。

（三）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1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

与应用

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

理，可编程控制器助记符指令、梯形

图的特点以及梯形图设计的基本原

则，三菱 FX2N 系列 P1C 指令系统(基

本逻辑指令、定时指令、计数及比较

指令、数据块及数据传送指令、移位/

循环、转换以及数学运算指令等)，P1C

通信的通信协议、P1C 通信及 P1C 网

络技术，P1C 控制系统设计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B2%E5%8E%8B%E7%B3%BB%E7%BB%9F/351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B2%E5%8E%8B%E4%BC%BA%E6%9C%8D%E7%B3%BB%E7%BB%9F/59955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8%89%BA%E8%A7%84%E7%A8%8B/49640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8%89%BA%E8%A7%84%E7%A8%8B/49640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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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2
机械产品数字化设

计

三维建模基础、软件使用和界面导航、

材质和纹理、照明和渲染、动画和动

态效果、输出和文件格式。

3
机电设备装配与调

试

熟悉特种机器人的原理与结构，通过

试验实训的训练和特种机器人安装调

试，掌握特种机器人机械结构组成，

零部件结构原理、驱动技术、传感器

技术，掌握特种机器人安装、调试的

基本技能。

4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

维修

机械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的基本知

识、机械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

术、机械的拆卸与装配、机械零件修

复技术、机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自

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维修、常用电气

设备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5
自动化生产线集成

与应用

自动化生产线的基本概念、特点、组

成和类型，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作原理

和应用场景，培养学生具备自动化生

产线的规划、设计、实施和维护能力。

6
工业网络与组态技

术

工业控制网络基础、数据通信与计算

机网络基础、常见工业控制网络，以

及组态软件的应用。工控网络与组态

技术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针对一定的控

制任务要求，能够构建工业控制网络

和组态方法，开发和设计出操作简单、

控制效果好、安装、调试便利的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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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机操作界面。

（四）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1 Python 程序设计

Python 语言基础：语法、变量、数据

类型、运算符等；程序控制结构：条

件语句、循环语句等；数组与列表：

基本操作、排序、查找等；字典与集

合：基本操作、应用场景等；函数与

模块：定义、调用、参数传递等；文

件操作：读写文件、处理文本和二进

制文件等；算法与数据结构：常见算

法、数据结构应用等

专业共享课

2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单片机系统的基本结构、指令系统及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概念、芯片

内部资源应用、外围扩展方法

3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

操作

ABB 的基本原理和技术;ABB 机器人的

安装、编程和操作技术;机器人运动控

制与抓取程序:工业机器人操作安全

技术

4 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刀具、零件装夹与对

刀、切削用量、数控工艺、典型数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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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拓展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的操作、数控编程等内容。

（五）实践教学

1.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1

机械制图测

绘

通过一级减速器测绘掌握零件测绘

的方法和步骤；掌握常用工量具的使

用方法，能够根据测量数据、标准和

手册、计算公式确定标准件的规格和

齿轮参数；能正确选择配合、表面粗

糙度和形位公差并进行标注。

2
金工实习

钳工 的主要内容，如划线、錾削、

锯削、锉削、刮削、研磨、钻孔、扩

孔、铰孔、锪孔、攻螺纹、套螺纹、

装配和修理等。学生将了解锉刀的构

造、分类、选用、锉削姿势、锉削方

法和质量的检测。

3

数控机床操

作实训

数控机床的基本操作。包括了解数控

机床的基本结构、操作面板及其功

能，掌握开机、关机、回零等基本操

作。编程与加工。涉及数控车床、盘

套类零件、螺纹、非圆曲线类零件、

配合类零件的编程与加工，特别强调

https://www.baidu.com/s?wd=%E9%92%B3%E5%B7%A5&rsv_idx=2&tn=15007414_20_dg&usm=6&ie=utf-8&rsv_pq=dde8262d0110861d&oq=%E9%87%91%E5%B7%A5%E5%AE%9E%E4%B9%A0%E5%86%85%E5%AE%B9&rsv_t=eed4yElAiT9flQxVL0gaZpUdGsEQmYvh9J307yhn8+9qB369Xgmo421afC+W409P6nTle+E&sa=re_dqa_zy&ic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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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课程说明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备注

“教、学、做”一体化，提高生产素

养。

2. 综合实践

综合实践分为勤工助学与社会实践两个部分，均由学工处（学生工作部）管

理、认定。其中勤工助学作为毕业基本要求之一，但不列入教学计划进程表。

（1）勤工助学

勤工助学为在校学生利用在校课余时间从事生产、服务相关的活动总称，学

生所在班级辅导员提供相应指导。原则上高职学生第 1-4 学期应开展不少于 320

小时的勤工助学。

（2）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为学校利用寒暑假统一组织开展的非教学实践活动，旨在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社会责任感，加强劳动意识，高职在校生应开展不少于 48 小时

的社会实践。

（3）岗位实习

岗位实习，亦称“毕业岗位实习”，本质是教学活动，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

节。组织开展学生实习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职业

能力形成规律，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 6

个月，不低于 384 学时，应基本覆盖专业所对应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不

得仅安排学生从事简单重复劳动。岗位实习必须严格依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教职成〔2021〕4 号）及其他国家相关文件执行，由教务处统一管理、

认定。

（4）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是评估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依据，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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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基本训练最后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评定为“不合格”

的不予毕业。毕业设计参照国家相关标准及《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关于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毕业设计开展学时通常为 8周，毕业论文开

展学时通常为 4周，通常于第 5或第 6学期集中开展。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进程总体安排（单位：周）（每学期按 20 周计

算）

学年
学

期

课内教学 课外教学

课堂教

学与课

内实践

考

试

入学

教育

与军

训

专

业

实

践

毕

业

岗

位

实

习

毕业

设计

（论

文）

预

备

周

小

计

勤

工

助

学

社

会

实

践

小

计

一
1 16 1 2 0 0 0 1 20 0

2 8
2 16 1 0 2 0 0 1 20 2

二
3 16 1 0 2 0 0 1 20 2

4 16 1 0 2 0 0 1 20 2

三
5 10 1 0 0 4 4 1 20 2 0 2

6 0 0 0 0 16 0 1 17 0 0 0

合 计 74 5 2 6 20 4 6 117 8 2 10

（二）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见附录 2)

（三）实践教学体系各环节具体安排

序号 环节 项目名称 学分 学期 周数 内容 场所 备注

1
专业实

践

机械制图与

测绘
1 2 1

机械制图与

测绘
K424

金工实习 1 3 1 钳工
J 栋

一楼

自动控制系

统综合设计
1 4 1

综合设计自

动控制系统
K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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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节 项目名称 学分 学期 周数 内容 场所 备注

2
勤工助

学
/ / 1-4 / /

校内

外

学工

认定

3
社会实

践
/ 2 1-4 2 / 校外

暑期

执行

4
岗位实

习
/ 16 5-6 20 / 校外

6个

月

5

毕业设

计（论

文）

8 5 4

6
证书培

训

计算机辅助

设计

（AutoCAD

平台）

/ 4

1+X 特种机

器人操作与

运维

/ 4

（三）课程结构比例

模块名

称
课程类别

学时数

学分数 学时百分比％
总学时

理论学

时

实践学

时

公共课

公共必修

课
900 468 432 49 32.41%

40.69%
公共选修

课
192 192 0 12 8.28%

专业基础课 384 192 192 24 16.55%

专业核心课 320 160 160 20 13.80%

拓展课 192 96 96 12 8.28%

专业实践 88 0 88 4 2.76%

综合实践 656 0 656 30 17.93%

总 计 2732 1108 1624 151 100%



23

八、实施保障

主要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生评价、质量管理

等方面。

（一）师资队伍

1. 队伍结构（师生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等）

截至目前，专业现有专职专业教师 8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1人，讲师、工程师 1人,助教 3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4人，占比

50%；“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 87.5%。

2.专任教师

序号 姓名 职称 教研室 是否双师 备注

1 侯红科 教授 机电一体化技术 是

2 魏春龙 教授 应急救援技术 是

3 林鸣德 教授 电气自动技术 是

4 林惠玲 副教授 电气自动技术 是

5 吕志立 助教 工业机器人技术 是

6 吴亮亮 副教授 机电一体化技术 是

7 田洋 助教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是

8 郭宸如 助教 工业机器人技术 否

3.专业带头人

侯红科：教授，现任南洋职业学院航空机电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福建省机械工业联合会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

民用无人机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主要是从事机电一体化技术方向的教学与研

究，近年来，主编和参编学术专著，发表论文多篇，主持福建省教育厅、中华职

业教育社等课题多项，和厦门自动化类企业一起进行科学研究，企业扶持资金

100多万元，参与学校、企业技术改造，取得发明专利 1项，新型实用性专利 10

余项。

4.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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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兼职教师 10人，其中高职称 4人。讲师 5人，助教 1人。

（二）教学设施（对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教室等提出有关

要求。）

1.校内实训基地

序号
校内实训基地

（室）名称
主要设备 实训内容（项目） 备注

1 机械基础实训室

机械原理与机构工作

动作展示；机械原理

与机构模型；机械制

造基础模型演示教

学；车刀角度测量仪；

箱式电阻炉；金相显

微镜；布氏硬度计；

洛氏硬度计；金相试

样样块

机械原理模型展示；机械

基础模型联动演示教学；

金属工艺学模型展示教

学。

2 柔性生产线

汇博机器人 1台，数

控车床，机械手，电

脑

机器人技术、自动控制、

数控加工

3 机械加工实训室

普通车床、铣床、摇

臂钻、磨床、台钻、

立式砂轮机、

车床加工操作实训；铣床

加工操作实训；钻床加工

操作实训；磨床加工操作

实训。

4
控制系统创新实

验室

PW-1D 型维修电工实

训考核装置；数字万

用表、数字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直流稳

压电源、焊台

电气控制系统创新设计教

学与实训；电子工艺教学

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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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片机应用技术

实训室

QSDP-X1 型单片机实

训箱；数字万用表；

电脑；

单片机实验

6 PLC 技术实训室

拥有三菱、松下、欧

姆龙、西门子 PLC40

多台，变频器 30 多

台，触摸屏 8台，交

流伺服驱动器及电机

4台

PLC 实验

7
工业控制中心实

训室

YL-335B 型自动生产

线实训考核装备；

YL-158GA1 现代电气

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电气实验台（三菱一

台）；YLGJS-2 型系

列机电一体化柔性生

产实训系统

工业自动化控制实验

8
工业机器人故障

维修实训室

三自由度直角坐标

机；四自由度 3P1R

机器人；机器人装配

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实验

9 机房 电脑、仿真软件 工业机器人仿真实验

10 传感器实验室 传感器试验台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测试教

学与实训

11
特种机器人教学

工厂

机器人结构及零部

件、调试平台、装配

工作台、工具、工装

特种机器人组装、调试、

测试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1）现有校外实训基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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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地点 功能
使用学

期

1
厦门路达集团有限

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

南路 61 号
综合实习实训 6

2
厦门市盖克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孙坂

南路 57 号
综合实习实训 6

3
厦门海德科液压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工业集

中区湖里园
综合实习实训 6

4
厦门宇龙机械有限

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清溪

路 66 号
综合实习实训 6

5
厦门睿达丰工贸有

限公司
厦门市董任路 18 号 综合实习实训 6

6
厦门希科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厦门翔星路育成中

心 W402
综合实习实训 6

7
厦门精奥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锦园西路

996 号
综合实习实训 6

8
厦门科利捷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阳和

南路 6号
综合实习实训 6

9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唐山火炬路

183 号
教学工厂 6

10
徐州鑫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

江苏徐州时代大道

12 号
教学工厂 6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需求

1）进一步为我系提供实习的便利，每年接收我院学生实习;基地成立实习指

导小组，指派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实习，加强对实习生的管理，将实习

生的管理纳入实习基地员工管理范畴，协助我院做好实习生的实习评价工作

2）制订实习管理文件，建立实习管理工作档案

3）建立校外教学质量监督建设委员会，对我院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监督，并

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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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图书馆藏书 60与万册，纸质中外文期刊 725种，其中有关机械类的藏书 6

万册、专业学术期刊 60种及相关的电子文献、音像资料。

理论课程的教学是在多媒体教室进行，多媒体教学能将抽象、生涩、陌生的

知识直观化、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大教学

信息量，有效扩展课时容量，提高教学效率。运用形式多样的课件教学，能活跃

课堂气氛，加深巩固教学内容，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喜悦，寓学于乐。

实践课程采用实物教学，让学生在实际的实训或生产环境中学习。要重视现

代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充分发挥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体技术的优势，为

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提出以下要求：

（1）建立智能制造一体化教室，充分利用实验与实训教学，以提高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课堂教学效率。

（2）建立仿真实训室，通过仿真熟悉相关知识、技能，提高学习效果和效

率。

（3）产学合作开发实验实训课程资源，充分利用智能制造相关行业典型的

企业资源，加强产学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实践工学交替，满足学生的实习实训

需求。

（四）教学方法

（1）在教学中要加强基本操作技术和技能的训练，掌握教学组织、讲解、

示范和讲评等各个教学环节。贯彻讲解与示范相结合、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

合的教学方法。

（2）在基本技能操作训练中，教师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克服困

难的信心，勤学苦练，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

（3）在技能训练的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爱护工具和设备的习

惯。

（4）在技能训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安全教育，严格执行智能制造安全操

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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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技能训练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渗入企业 6S管理理念，提高学生的职

业素养。

（五）学习评价

为体现评价的多元性、客观性、准确性及全面性，在授课过程中，云课堂平

台全过程采集数据，以学生、教师和企业专家为评价主体，依据课程标准，构建

了由 50%过程性评价、40%结果性评价和 10%增值性评价组成的评价考核体系。

（六）质量保障

1.建立专业建设、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

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

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

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

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查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

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

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

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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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完本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含必修部分和选修部分），

并同时达到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项目 具体要求 备注

总学分 至少达到 151 学分

学分结构

公共基础课程 61 学分；专业基础课 24 学分；专业核

心课程 20 学分；专业拓展课 12 学分；专业实践课 4

学分。

职业技能证书
获得专业相关职业技能证书（计算机辅助设计、

1+X 特种机器人操作与运维、电工职业资格证

其它 需完成不少于 320 小时的勤工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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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

附录 1：



附录2：2024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三年制)

模块

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

类型

总学

时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 注

分配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公共

必修

课 
32.41

%

G0317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B 54 36 18 3

在相关章节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
G00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B 36 30 6 2

G0344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B 54 36 18 3

G00684 体育与健康1 2 B 36 4 32 2

G00578 体育与健康2 2 B 36 4 32 2

G00579 体育与健康3 2 B 36 4 32 2
第3或第4学期，需与体育教研室协商

决定

G04418 大学英语1 4 B 64 32 32 4 经管、艺术、建工、电影第一学期

G04419 大学英语2 4 B 64 32 32 4

G02727 信息技术 3 B 48 12 36 2+1
电影、艺术、建工、机电、信息第一

学期；其余学院第2学期。（每周2课

时线下+1课时线上）

G00053 高等数学 4 A 64 64 0 4 不开设的专业删除此行

G0082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B 32 16 16 1 1 单周开设

G00010 军事课 4 B 148 36 112 √

军事课由《军事理论》《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军事理论》教学时数

36学时，记2学分；《军事技能》训练

时间2—3周，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天112学时，记2学分。

G00009 形势与政策 3 B 48 24 24 √ √ √ √ √ √ 第6学期线上课

G01632 生涯体验——生涯规划 1 B 16 10 6 √

G01633 生涯体验——创业教育 2 B 32 16 16 √

G01634 生涯体验——就业指导 1 B 16 8 8 √

G00070 应用文写作 2 A 36 36 0 2
二选一，经管、教育、外旅、医学院

第1学期；其余学院第2学期。

G02215 劳动教育 1 B 16 4 12 √ 第1或2学期进行。

G04397 大学生成长学 2 A 32 32 0 1 1 双周开设

G04422 国家安全教育 1 A 16 16 0 1 每学年不少于2课时

G00030 入学教育 1 A 16 16 0 √

“公共必修课”模块小计 49 / 900 468 432 15 10 5 5 0 0

公共

选修

课

8.28

%

G02892 美育概论 2 A 32 32 0 2
经管、外旅医、机电第一学期，其余

专业第二学期

G04415 “四史”概论 2 A 32 32 0 线上执行

G04416 职业素养 2 A 32 32 0 线上执行

G0441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A 32 32 0 线上执行

/ 任意性选修课 4 A 64 64 0 线上执行

公共选修课模块小计 12 / 192 192 0 2 0 0 0 0 0

“公共基础课”模块小计 61 / 1092 660 432 16 10 5 5 0 0

专

业

基

础

课
16.55

%

G00865 机械制图 4 B 64 32 32 4 群共享课

G00267 CAD计算机绘图 4 B 64 32 32 4 群共享课

G00272 电工与电子技术 4 B 64 32 32 4 群共享课

G00270 机械设计基础 4 B 64 32 32 4

G0029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2 B 32 16 16 2

G04550 液压与气动技术 2 B 32 16 16 2

G00301 机械制造技术 4 B 64 32 32 4

专业基础课模块小计 24 / 384 192 192 8 8 6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3.80

%

G04551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与应用 4 B 64 32 32 4

G04552 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 4 B 64 32 32 4

G04553 机电设备装配与调试 2 B 32 16 16 2

G00302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维修 4 B 64 32 32 4

G04554 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与维护 2 B 32 16 16 2



模块

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

类型

总学

时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 注

分配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3.80

%
G04555 自动化生产线集成与应用 2 B 32 16 16 2

G04443 工业网络与组态技术 2 B 32 16 16 2

专业核心课模块小计 20 / 320 160 160 0 0 10 2 8 0

拓展

课程

8.27

%

G00273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B 32 16 16 2

G00401 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 4 B 64 32 32 4

G02409 Python程序设计 4 B 64 32 32 4 群共享课

G04556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 2 B 32 16 16 2

拓展课程模块小计 12 / 192 96 96 0 2 0 10 0 0

“课内教学活动”总计 117 / 1988 1108 880 24 20 21 19 8 0

专业

实践

2.76

%

G00278 机械制图测绘 1 C 24 0 24 1周

G00279 金工实习 1 C 24 0 24 1周

G00280 数控机床操作实训 1 C 24 0 24 1周

G04122 专业劳动技能 1 C 16 0 16 √

专业实践模块小计 4 / 88 0 88 0 0 0 0 0 0

综合

实践
17.93

%

G00031 社会实践 2 C 48 0 48 社会实践周安排在暑假

G03962 岗位实习 20 C 480 0 480 4周 16周

G00032 毕业设计（论文） 8 C 128 0 128 8周 1学分16学时

综合实践模块小计 30 / 656 0 656
勤工助学学分不低于34，学时不低于

640

总 计 151 / 2732 1108 1624 24 20 21 19 8 0

占总学

时比例

A类课程比例 B类课程理论部分 B类课程实践部分 C类课程比例

11.71% 28.84% 32.21% 27.23%

理论部分 实践部分（应在50%以上）

40.56% 59.44%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
执笔人（签名） 侯红科

审核人（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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