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接现代工业制造核心岗位,实施“专业课

程交互融合”的机电一体化专业建设与实践》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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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简 介 

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及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传统

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培养模式已满足不了社会需求。课题通过

对现代制造企业岗位分析，得出现代制造企业对机电一体化专业

知识与技能需求，在此基础上，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相关课程进行

交互融合改革，实现传统的机械类课程与电子控制类课程融合，

使其更好的对接现代制造企业岗位，为智能制造服务。同时，根

据制造行业新技术的发展，坚持“学科融合、项目导向、工程体

验、过程考核、赛项激励”的 20 字方针，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较好地满足了学院 

“1234”人才培养要求，实现了学院“四强”人才培养目标。 

一.课时、成果得到保障  

   融合型课程的开发，既保障了我们学校课程和综合实践课

程的开展，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学生的发展需求。学校课程教材

编写成体系。特色课程为学生搭建了板块的课程框架，学生们通

过系列的课程内容，构建起融合性知识体系；学校对融合课程的

开设，更是充分尊重学生兴趣和爱好。学校组织教师根据特长自

主申报任教学校课程，学生自由选择课程。 

二.打破割裂格局，实现课程融合。 

基于现代制造企业相关产品，设计大项目，使相关课程针对

该任务进行知识点融合。目前主要完成了 PLC+液气压传动、机

械制图+CAD、单片机+传感器、机械设计+数控加工等 8 门课程融



 

合，提高项目化教学水平。 

三.优化课程内容，突出实践环节。 

删减部分课程理论性教学内容，使课程趋于任务驱动模式教

学，新增“车铣一体数控实训”，“单片机+传感器综合实训”，“PLC+

液气压传动机电一体实训”等教学环节，使传统理论与实践课程

课时量比例由 1:1 变成 1:1+，更加突出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综

合实训能力。 

四.学科交叉融合，增强教师素质。 

为更好的适应智能制造业发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建

设期内，打破学科体系共组织教师参加校内学科融合培训 1次，

培养了 1名制造业高级技师，3名教师获共计工业机器人装调工

证书。在此基础上，智能化矿山构建的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协同创

新团队获得甘肃省省级科研团队。2018年以来，派出 30 余人次

赴西安科技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兰州星火机床厂、武汉华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 SEC工程训练中心、广州非凡科技有限

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院校学习锻炼。通过校内外多手段培养，实

现了机械类与电子控制类学科融合，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科研水平

和技术应用水平。 

五.扩增实训基地，提高职业素养。 

加强应用型实训基地建设，新建了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智

能控制实训室、精度检测实训室和焊接实训室，扩建了电子创新

创业实训中心，新增设备值 2000 万元左右，新增设备 200 余台



 

套，新增实训项目 200余个，新增工位 400个，开发实验实训指

导书 5个，加强了企业院校的紧密性，提高了学生职业素养。 

六.采用过程化考核，提高学生技能。 

对所有融合课程开展过程化考核方式，其中总任务的完成情

况占整个课程的 50%,平时表现及分任务情况占整个课程 50%。在

整个过程中锻炼学生技能水平，提高技术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以及抗压力能力。 

七.建立参赛机制，鼓励学生创新。 

密切关注智能制造业相关的技能竞赛，并根据相关要求改进

项目任务，实施多学科融合。与此同时，建立内部选拔机制，激

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做到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

提，并鼓励学生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