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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一体化精品课程建设

冯一锋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根据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动态，围绕我校智能制造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完成一体化精品课程的建设，建设内容包括：课程开设的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学习任务、教学方法与资源、实

训室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整个课程的建设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为培养工技能人才和课程建设提

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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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开设定位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是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专业

的专业核心课程。在学生具备工业机器人机械结构知识

和机器人仿真操作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工业机器人的操

作、编程和维护技巧，熟练使用示教器进行手动操纵，

应用指令进行轨迹编程和机器人日常维护保养，具备为

工业自动化生产提供机器人操作和维护的能力，为今后

从事智能制造技术职业岗位如：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

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工作打好基础。

2 岗位任务描述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是指操作人员按照工业机器

人操作标准，使用示教器操纵工业机器人，编程控制机

器人实现搬运、码垛、喷涂等作业，并按照维护流程对

工业机器人做好日常保养维护和预防性维护工作。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从售后服务部接受任务后，

开始准备任务，识读设备说明书，明确工作单元中，工

业机器人需完成的工作过程及功能，写出工作站作业的

步骤；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并查阅元器件使用手册、调

试说明书；确认编程操作所需工具和仪器设备能否正常

使用；根据工作站的工作过程及功能，合理配置I/O单元
及设定程序数据；根据工业机器人工作过程和功能，选

择合适的指令进行编程与操作、监控调试，使工业机器

人系统工作站按照作业规范，实现自动控制；根据工作

站的工作流程及功能，制定并编写日常维护保养的技术

文件；对机器人系统工作站做好相关操作、维护、维修

记录。工作过程需要具备安全意识、精准意识及责任意

识，确保操作和维护各项工作安全、高质量完成。

工作过程中需严格遵守企业安全操作规程、工业机

器人操作维护标准与“6S”管理规定。
3 课程目标

根据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的人才专业基本素质培养和

专业基础技能训练目标要求，确定本课程学习后，学生

应当能够胜任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操作与编程、简单安

装调试、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养成仔细观察及分析问

题、善于思考，运用各种媒体进行收集信息、获取新知

识等良好的职业素养，具体如下：

3.1  能读懂工作任务单，明确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
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3.2  能根据安装说明书操作步骤，进行工业机器人的
硬件接线。

3.3  能根据操作说明书，在教师指导下，使用示教器
进行手动操纵和机械调零校准。

3.4  能根据机器人工作站的功能和工作流程，正确配
置I/O单元和设置程序数据。

3.5  会根据工业机器人的不同作业要求，正确选择机
器人末端执行工具，建立工件坐标和工具坐标。

3.6  会分析工作任务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指令进行编
程、监控调试。

3.7  能根据工业机器人操作说明书，对机器人进行每
日点检项目的检查、维护和保养，并做好相关记录。

3.8  能按照工业机器人维护保养工作手册操作流程，
对机器人周期性点检项目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并做

好相关记录。

3.9  树立安全意识，按照工业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规
范操作。

3.10  具备良好表达能力，与他人有效沟通。
3.11  能独立或小组协作，查阅资料，完成工作任务。
4 课程学习任务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课程全部学习任务根据学

生认知特点，采用并列和递进相结合的设计思路，构建

了自动生产线上汽车玻璃涂胶、数控车床上下料中机器

人末端执行器的调试、盒装口罩的装箱码垛等7个学习任
务，采用任务式教学，课程考核采取过程考核和综合考

核相结合，确保学生能按要求完成学习目标，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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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和维护技能为依据，着重考核学

生安全操作、分析问题、编程操作能力以及自主学习、

沟通合作、解决问题的职业素养。

课程学习任务

序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1
工业机器人的校
准与维护

1.能说出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安全注意事项；
2.能按照既定步骤进行安全开、关机和备
份等操作；
3.会使用示教器进行基本手动操纵；
4.能进行工业机器人的机械调零操作；
5.能写出工业机器人日常保养的流程，并
按步骤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2
自动生产线上汽
车玻璃涂胶

1.运用关节、直线和圆弧指令进行机器人
轨迹编程；
2.说出工件坐标和工具坐标的作用，建立
合适的工件坐标和工具坐标；
3.综合运用运动指令编程方法，编制自动
生产线上汽车玻璃涂胶的机器人运行轨
迹程序。

3
数控车床上下料
中机器人末端执
行器的安装调试

1.完成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安装、
调试；
2.实现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I/O信号的
定义、强制操作和配置；
3.根据任务要求，设置末端执行器有效载
荷数据的设置；
4.综合运用以上知识，完成机器人末端手
爪的调试，实现数控机床工件的上下料
运行。

4
瓶装消毒液的装
箱搬运

1.应用置位、复位、脉冲、偏移、单一条
件、跳转等指令分析示例程序，说出示
例程序的控制过程；
2.说出机器人搬运动作的规范流程；
3.总结二维数组编程方法；
4.应用置位、复位、脉冲、偏移、单一条
件、跳转等指令编制机器人搬运程序，
实现瓶装消毒液的自动装箱。

5
盒装口罩的装箱
码垛

1.应用循环指令、多条件语句等指令分析
示例程序，说出示例程序的控制过程；
2.能应用循环指令、多条件语句等指令编
制码垛程序；
3.总结三维数组编程方法；
4.能综合应用循环指令、多条件语句等指
令编制机器人码垛程序，实现盒装口罩
的自动装箱。

6
傲农生产线饲料
码垛

1.说出Test循环指令的编程方法，应用
Test循环指令进行编程。
2.说出四维数组的编程方法，总结四维数
组编程方法口诀。
3.说出模块化编程的格式及方法，应用模
块化编程方法进行码垛编程。
4.应用离线编程的方法，实现机器人完成
饲料3*3*3堆垛装车。

续表：

序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7
工业机器人的预
防性维护保养

1.能说出机器人线缆、机械限位、同步带
检查方法；
2.能说出电池组更换的步骤，并进行电池
组更换；
3.能说出机械原点位置及转速计数器更新
的方法，并按照方法进行相关数据更新。

5 教学方法与资源

5.1  教学方法
课程共有7个学习任务，教学过程中以任务为引领，

每个任务均有对应的教学任务书，在老师的启发、引导

下，学生已小组为单位，通过任务书了解需要完成的任

务，再通过小组内部的方案设计、任务统筹的形式，不

断解决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掌握每个任务的教

学目标，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敬

业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5.2  教学资源
精品课程团队老师积极参与了教学标准（教学大

纲）、教材、教学设计、教学任务工作页的修订和编

写，完成了各个学习任务的微视频脚本编写和视频拍

摄，合计拍摄42个《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教学微视
频，并且制作对应的码课码书等课程教学资源，这些资

源为学生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开放式学习环境和条件。

序号 微课内容 二维码

1
开关机

（工业机器人的校准与维护）

6 实训室建设

我校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专业经过多年的建设，校内

围绕专业实训的需求，建设了工业机器人实训室和工业

机器人仿真实训室，工业机器人实训室配备了4台ABB系
统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2台FANCU系统工业机器人实
训平台，6台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均能实现搬运、仓储、
码垛、装配、焊接、涂胶、上下料、视觉分选等模块功

能，相关实训平台通过模块的切换能满足课程的学习任

务实训需求。

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室根据现有的工业机器人实训

平台，针对性的定制了6台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的仿真
机，仿真机能在ABB系统和FANCU系统之间切换，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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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不同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

7 校企合作

与广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广州慧谷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江苏汇博工业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遵循“供给

创造需求、需求生产合作、合作带来共赢、共赢促进发

展”的校企合作机制，校企双方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

关系，双方主要采用“校企双制 工学一体”的合作模

式，培养素质高、技能强的综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和

地方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合作内容主

要围绕以下几点开展：

7.1  共建人才实训基地
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关于加强实训基地
剑圣组合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双方共建、共享集成

平台，围绕教学、培训、生产、产业、研发等人才培养

流程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并且在学校挂培养基地匾

牌，在企业挂实习基地匾牌。

7.2  共建高水平专业
结合学校优势专业基础，布局相关专业加强院校人

才教学与产业人才需求的对接和匹配，企业为学校引入

专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做到深化产

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实现创新产、教、研、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7.3  共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企业每年为教师提供企业实践条件，安排教师的企

业的研发、产品创新、技术支持、设备维修等部门进行

实践；并且派企业专家到学校参与专业建设，并且担任

专业建设的企业顾问，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企业案例的

教学资源，担任兼职教师，定期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

指导实训、编写教材等教学活动。

7.4  共建技术研发及技术培训中心
企业与学校在智能制造领域技术及科研方面共同合

作，共同完成国家、行业、省级等各类培训项目申报及

组织实施，双方共同开展对培训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价。

结束语

我校《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精品课程在2021年顺
利通过广州市精品课程的验收，课程建设过程中涉及内容

较多如：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实训场地、校企合作等，

完成相关内容的建设能让参与团队老师对课程有更深认

识，提高团队老师的专业能力，同时规范了课程的教学内

容，学生通过精品课程的学习能掌握企业对人才的需要，

提高个人专业竞争能力，为就业打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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