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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传统工科专业转型发展和新工科建设任务的需要，为提高应用型高校履行新时期、新阶段使命任务，

必须加强建设一体化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室。首先科学分析了新形势下工业机器人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

室教学要求；其次，根据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的定位和特色，提出了其建设规划；第三，基于高端制造

业的发展趋势，确定了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建设思路；最后给出了典型智能机器人专业教室建设方案。

一体化模拟训练平台科学融合原理教学、示教演示、编程训练、VR操演于一体，完善了新工科课程的实

践教学保障体系，为工业机器人的线下教学方式提供了辅助平台，有助于提高智能制造人才的工程素质

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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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and the nee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as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fulfill the mission and task in the new period and new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
struction of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training classroom. Firstly, 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robot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training special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re analyzed scientifically;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ing and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industrial robot classroom, the construction plan is put forward; Thir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industrial robot 
professional classroom is determined; Finally,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ypical intelligent robot 
classroom is given. The integrated simulation training platform integrates principle teaching, 
demonstration teaching, programming training and VR practice, improv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guarantee system of new engineering courses, provides an auxiliary platform for the offline 
teaching mode of industrial robot, and helps to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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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形势下工业机器人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室教学要求 

1.1. 立足岗位提高培养目标工程素养  

应用型高校作为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基地，培养高素质工程人才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1.1.1. 基本素质培养要求 
1) 培养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高端制造业任职岗位，不但要具有岗位协同的组织观念，而且还要有

较强的自控能力。 
2) 培养学生的适应性。通过岗位模拟训练，强化学生适应岗位适应性教育。 
3) 培养学生的自我锻炼意识。通过岗位模拟训练，使学生认清自己的工作职责，强调重视他们的技

术、管理等工作能力。 

1.1.2. 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培养要求 
1) 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加快学生对工业机器人系统的熟悉与掌控速度。 
2) 培养学生娴熟的技术应用基础。加强与机器人使用、技术保障等相关的任职能力。 
3) 明确学生岗位任职需求。培养懂技术、会管理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综合上述要求，结合新工科建设及特色专业建设的主要问题，工业机器人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室必

须贴近工厂、贴近需要、贴近工艺、贴近自动化环境进行建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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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统筹兼顾促进创新应用全面融合  

工业机器人是创新与应用有机融合的窗口，专业发展的定位设计需要符合国家与地区智能制造发展

战略。 

1.2.1. 构建工业机器人教学实操实验体系  
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发展，优化组合工程建设内容，突

出资源的互补，发挥整体资源的配置效应[2]。实现自动化教学、多媒体教学、网上教学、岗位实操一体

化，数字制造信息收集与查询立体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多岗位专业操作科学化的实操实验体系。同时

为学科建设提供科学研究条件，为专业教学提供贴近工程实际的教学环境，使专业教学逐步向模拟化、

可视化方向发展。  

1.2.2. 建立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学信息资源体系  
深入开展学科信息化建设，构建学科信息化框架，搭建学科信息化平台。加强数字化模拟训练平台

和专业网站互通互联，在实现学科资料数字化、管理手段自动化、信息资源共享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

岗位训练与实验网络化，模拟训练与网上自习一体化，提高岗位教育教学效益和学生的管理水平。 

2. 新形势下工业机器人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室建设规划 

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的发展必须突出专业自身的定位和特色，合理构建单机与集成专业教室体系，

并将建设成果落实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上[3]。坚持建设导向，坚持建设一流的实验条件，坚持研发一流的

科研水平，坚持培养一流的智能制造人才。 

2.1. 建设目标 

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室重点在如下几方面实现功能突破： 

2.1.1. 强化专业基础 
模拟训练平台、信息资源建设，要为本专业教学发挥很好的辅助功能，能够模拟工业机器人离线、

在线编程训练。同时根据专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软硬件条件，加强实验环境建设。 

2.1.2. 采用典型型号 
突出机器人工程专业特色，遴选并建设典型智能机器人专业教室，形成“一马领先，万马奔腾”的

专业发展良好态势。力争形成特色鲜明、能体现优势的综合化平台，为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应用提供方案

预制和 VR 操演。 

2.1.3. 提高创新精神 
为使学生成为“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智能制造

人才，构建和优化应用型高校教育实践教学保障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1.4. 增强动手能力 
制定专业教室科学管理制度，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确保工业机器人训练时间。使专业实验开出率达

到课程标准要求的 100%；提高综合性、实操性实作的比例；加强统筹和管理，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使用

效率。实行因材施教，形成有利于学生潜力发挥和能力培养的实作教学模式。 

2.2. 建设焦点 

面向高端制造业，重点解决目前典型机器人专业教室建设中的机器人型号多、选型难的问题，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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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业机器人专业技术基础训练和技术维护中面临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建设综合性的一体化模拟训

练专业教室，为学生提供既能进行专业技术基础训练又能进行模拟工厂的操控平台，同时还要具备技术

研究和应用方案检验功能，制定的操演方案、预案可在此平台上运行，对不同的应用环境和任务，可优

选出最佳方案，以促进学生专业技术训练和运维水平的提高。 
建设方法主要采取软模拟和硬模拟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树立模拟训练平台从功能模拟向型号模拟转

化的理念，完备考核功能和复杂环境下的训练要求，重点强化机器人训练和管理过程中的任务分工、协

调机制、运作方式、保障与管理等方面，建立适应智能制造的典型工业机器人综合性专业教室体系。 

3. 新形势下工业机器人综合模拟训练专业教室建设思路 

3.1. 当前现状 

目前应用型高校的大部分专业教室距离无人工厂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4]。主要体现在：一是受

经费投入和模拟工厂的逼真度不高的影响，不能进行精细化训练；二是生成的包括数字孪生的产品工艺

环境与实际相差较大，不能反映工程接收信号的动态变化过程，不能真实地反应自动化环境对机器人产

生的实际影响，训练效果与工程实际有较大的差距；三是训练功能单一，侧重编程和操演，轻管理和维

修训练，同时大多数专业教室考核功能不强；四是同时训练人数少，承训能力差；五是没有形成实践教

学保障体系。因此无论从承训数量和训练的效果看，现有专业教室都无法满足新时期工业机器人的训练

需要。 

3.2. 建设内容 

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在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

的统一要求下，建设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 

3.2.1. 基础理论方面 
重视包括基本技能在内的基础理论教育，体现以培养复合型智能制造人才为主的新工科特色。通过

实践教学内容改革拓宽学生基础知识，同时合理处理有限的实作学时和诸多的基础理论与知识的关系，

精选有效的高新技术，通过动态显示技术和模拟手段的改革提高基础理论课堂实效。 

3.2.2. 实践内容方面 
注重能力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形成。注重开放性实作教学环节，根据企业岗位需要，有效增加实作课

时比例，动态更新综合性、实操性实作内容；突出岗位任职能力培训，协调统一理论教学和实作实操，

用示教演示活动加上动手实作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建设措施 

着眼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站在更高层次、更高标准上，确立专业教室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思路的核

心是建设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可靠、保障有力的综合模拟训练平台。 

3.3.1.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重点建设影响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水平的专业教室，集中力量进行技术应用问题研究，以“先进、适

用、可靠”的方式方法促进专业教室良性发展。 

3.3.2. 精心组织，确保质量 
充分发挥专业带头人的作用，利用好专业带头人的经验和能力，对教学团队的施教能力进行帮扶，

确保高质量地完成专业教室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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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加强合作，确保效果  
加强与机器人公司和高端制造企业的合作，便于掌握机器人操控过程和控制软件；建设期间广泛征

求高端制造企业意见，修改方案；建设完成邀请高端制造企业试用，并视情进行修改，确保专业教室的

实用性和训练效果。 

4. 典型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建设方案 

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建设坚持以实践教学保障为主，以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教学保障为辅，兼顾

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原则进行施建，同时充分考虑无人工厂实际和 VR 推演的需要。 

4.1. 功能设计 

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应具有机器人原理信息的展示功能、训练功能与技术保障功能，系统功能结构

如图 1。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system function 
图 1. 系统功能结构图 

4.1.1. 展示功能 
1) 展示工业机器人本体基本结构、功能模块结构与技术特点。 
2) 展示控制系统、电气系统、外围设备等各种新技术原理。 
3) 展示工业机器人现状、性能特点及维护保障信息。 

4.1.2. 训练功能 
1) 模拟训练工业机器人操演环节。 
2) 模拟训练工业机器人集成系统的操作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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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训练工业机器人的技术检查、性能测试、技术维护与故障排除等技能。 
4) 模拟工业机器人及其工作站系统网络构建思维、生产数据原始资料的分析归纳技能、现代信息载

体与多媒体的使用技能及各种信息载体形式的相互转换与信息传送技能。 

4.1.3. 信息保障功能 
1)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信息的采集、信息载体形式的转化与储存。 
2) 依托珠海科技学院机器人产业学院信息平台传递网络，实施机器人系统实时模拟自动化工厂的运

行过程。 
3) 定期发布机器人系统管理与保障技术信息。 

4.2. 布局设计 

按照综合模拟训练功能分区设计，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整体布局如图 2 所示，共设置 3 个区域，即：

示教区、训练模拟区、VR 推演区，3 个区域基于局域网联调测试，可与其它机器人联合并网演练。示教

区展示的内容以基本原理、技术特点、电气路动态演示过程等逻辑思路形成完整的体系，仿真与操作关

联的电路状态、信号关系、信息流向、控制过程；训练模拟区用于模拟工业机器人在各种生产背景下的

综合集成和运动过程；VR 推演区主要用于模拟系统的总体控制，设置训练计划、训练条件和掌控训练进

程，为学生实施推演、控制进程提供技术支持，并提供各单机设备的模拟信号、操作信息及相关显示等，

同时完成与其它机器人设备的信息交互。 
 

 
Figure 2. Layout of typical industrial robot classroom 
图 2. 典型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布局图 

4.3. 交互技术 

单机设备内部及与其它设备间的信息互联工作站进行。服务器在收到整个数据库后，在控制台运行

控制软件，用于数据的同步复现，将处理后的数据库放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操控台可以接收储存处理后

的数据库，做到人员学习、数据传输和显示同步。交互模块由控制单元、串口扩展电路、数据库等组成，

信息交互流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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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low chart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图 3. 信息交互流程图 

5. 结束语 

当前相当多的应用型高校正处于转型发展期，新工科专业是支撑传统工科专业改造升级的基础，因

此，机器人工程专业必须以培养适应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室建设

也应按照功能化、系列化、通用化的要求，发挥新工科专业优势，配套建设相关技术实验室，协调发展，

为新形势下智能机器人编程、操控、集成演练提供贴近生产工艺、贴近自动化环境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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