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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智能制造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装备制造类专业改革与创新也在不断地变化。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智能制造视域

下装备制造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意义、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原则、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

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策略旨在更好地通过课程改革、产教融合与平台的创设的方式促进人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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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intell igent manufactur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related majors are undergoing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explores in-depth the  significance ,  principles , and  strategies  of reforming and innovatin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related maj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study 

aims to foster talent development through  curriculum reform ,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laborative platfor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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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明确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建立起门类齐全、独

立完整的制造体系，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持续的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我国制造业

的综合竞争力。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大型飞机、北斗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装备、百万千瓦级发电装备、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

备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取得突破，形成了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我国已具备了建设工业强国的基础和条件。但我

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

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产业结构

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

能力不足 [1]。高职院校应该根据国家政策的指引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人才的发展。

一、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

意义

（一）提高实践能力，加强实践环节

教师在传统的教学中通常会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评

价，这样不仅缺少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评价，还缺少对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 [2]。但是，在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业的改革与

创新，不仅会对学生理论的知识进行评价，还会对学生动手实验

的能力和编程控制的能力进行评价，这样不仅能够全面地评价学

生，还能够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与优势，从而更好地进步。

例如：教会可通过真实实践项目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到自

己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从而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学习

方式 [3]。

（二）强化设计思维，培养创新能力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探索的目标之一，是培

养学生具有创新设计能力。传统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教学更注重对

已有设计规范和标准的传授和解读，缺乏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

养。而在智能制造时代，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工程实

践能力。段，对于具有创新能力的工程师的需求日益增加 [4]。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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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考如何应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方法来创造更先进的装

备。可以通过实践项目的设计和开展创新设计比赛等形式，激发

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5]。

（三）加强互动交流，提高课堂效果

在机械制造装备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探索中，加强与学生

的互动交流，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6]。传统教学模式中，教

师独讲，学生被动听，学生与老师之间互动交流比较少，难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在智能制造时代，学生更倾向于

通过互动交流方式学习知识。因此，在机械制造装备设计课程教

学中，要注重课堂互动交流，活跃课堂氛围。可以通过开展小组

讨论、课堂演示、课堂测验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 [7]。

二、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

原则

（一）产业需求牵引与教育前瞻性协同原则

改革需以区域装备制造产业升级需求为逻辑起点，动态追踪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对产业生态的重构

作用，将“产业需求侧”转型特征转化为“教育供给侧”改革动

能 [8]。一方面，通过建立产业人才需求动态监测体系，精准识别

智能装备运维、工业软件研发、产线智能化改造等关键岗位的能

力缺口，避免人才培养滞后于技术迭代；另一方面，需强化教育

的前瞻布局能力，应该在关注到当前“黑灯工厂”“5G全连接车

间”等典型场景的技术应用的同时，还预判量子计算、边缘智能

等未来技术对制造范式的颠覆性影响，从而更好地建立起“基础

能力筑基 -核心技能强化 -创新素养拓展”的三阶培养框架 [9]。

（二）技术复合性塑造与工程系统性思维并重原则

智能制造的跨学科属性决定了人才能力结构的复合化特征，

改革需打破机械、电子、控制、信息等学科壁垒，构建“硬技术

+软能力”的融合培养体系 [6]。在知识维度上，应强化“装备制造

+智能技术”双核驱动，既夯实机械设计、制造工艺等基础工程能

力，又深度融入工业网络通信、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数字技

术模块；在能力维度上，需注重“技术纵深”与“系统集成”的

平衡，既培养学生对智能装备单机性能优化的能力，更强化其基

于 CPS（信息物理系统）的产线级系统思维，使其具备从单机智

能化到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的全链条认知 [10]。

三、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

策略

高职院校调研了装备制造类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人才能力缺

口，整合了区域产业人才供需动态的数据库，深度了解了智能制

造产业生态化的重组趋势，提前捕捉了“AI+装备制造”融合创

新、工业软件自主可控等方面的产业方向，提出了“数智融合、

跨界赋能、双创驱动”复合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在此

基础上重新建立了面向智能制造发展的装备制造类专业育人体

系，并发现该类人才是支撑制造强国战略、驱动产业价值不断发

展的动力 [11]。智能制造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业的改革与创新的设

计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高职院校应该根据智能制造企

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来建立一个产教融合的平台，以此来更好地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开设课程群的方式

来实现岗课赛证的融合；三是，高职院校可与企业进行合作来建

立一个真实的案例库，让教师可以更好地向学生进行教学，具体

如图1所示 [12]。

（一）打造产教融合实体化平台，缓解校企人才供需矛盾

高职院校不仅以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产业升级战略需求问

题为基础，还以本校智能制造装备相关专业为纽带，来整合与智

能制造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师资力量与企业人员支持，从而更

好地建立出一个以社会需求为基础，融合智能制造装备所需要具

备知识相关学科的平台，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3]。例如：高

职院校在建立平台之初可对学生的需求、教师的建议以及企业对

于人才的需求进行整合，并基于此来建议一个产教融合一体化的

平台，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内

容。当学生学习完基础的知识后，学生也可以直接地进行虚拟的

实践，从而检验自己的不足，针对其中不理解的问题，也可以与

教师进行线上的沟通。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进度

来动态地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以此来更好地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如图2的能力 [14]。

>图1 装备制造类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设计示意图

>图2 制造类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素质能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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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岗课证融通体系，开发核心课程群

高职院校依托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数字化设

计与制造技术等相关专业，围绕装备制造专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的智能装备运维工程师、数字化产线规划师6类核心岗位，构建

岗课证赛融合的培养体系。该培养体系主要由校内“双师型”教

师与行业资深工程师一起来分析企业对于人才需求所需要的技

能，例如：校内“双师型”教师与行业资深工程师发现企业需要

学生具备数字孪生系统开发、智能产线预测性维护、工业软件二

次开发等前沿知识，并据此来制定课程 [15]。例如：大一的学生

可以学习基础课、电工电子技术、机器人基础、电脑设计与测设

等内容；大二的学生可以学习电动化产线安装与调试、机器视觉

系统集成以及机电设备驱动机构设计等内容；大三学生可以学习

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实训、移动机器人设计与制作等内容。除此之

外，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同制定工作证书，工程师职业能力标准。

例如：高职院校可在学生学习完智能传感与数据采集、MES系统

集成与运维、AI驱动的工艺优化等课程之后，让学生进行比赛，

在比赛中学生会将理论知识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场景当中。高职

院校会将学生的学习方式、掌握情况进行记录，并据此来更新课

程内容。高职院校当 =在学生学习完新的课程之后，会让他们参

与到对应的岗位当中，以此来更好地实现岗课的融合。高职院校

会根据学生在岗位中的表现情况和学生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情况，

为其颁发证书，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就业，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三）建立企业真实项目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职院校的教师通过实地参加到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升级工

程的项目当中，了解到企业的需求。教师基于此与学生的需求

情况，将带回来的真实项目分成“基础工艺仿真项目（课程嵌

入）”“智能产线虚拟调试项目（课外孵化）”“智慧工厂全流程

改造项目（毕业攻坚）”三个部分的同时将每个部分设定一定的

学分，例如：在课程嵌入项目为4学分，创新工坊项目为6学分，

产教融合顶岗项目为15学分，以此来更好地保证学生能够将理论

与实践更好地进行融合。除此之外，教师还会带学生进入企业当

中进行深入地学习，以此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求，明白自己学

习当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更好地进行改正，最终成为企业所需

要的人才。

四、结束语

本研究根据社会对智能化转型的需求进行分析，旨在更好地

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与社会的不断变化。在未来的不断发展中，

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变化，高职院校应该在了解市场

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教师的培养，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培养出

社会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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