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与名称

专业代码：580201

中文专业名称：机电一体化技术

二、学制和招生对象

修业年限：3年

招生对象：高中毕业生或职高毕业生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

熟悉掌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知识，具有机电一体化技术技能，具有创新和创业能力，能从事

机电一体化产品和设备的应用、维护、安装、调试、销售及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职业面向

附表 1：机电一体化专业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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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规格

附表 2：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或内涵）

1.知识 1.1 工具性知识

1.1.1 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

能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资料

1.1.2 熟练应用计算机进行本专业需要的各类计算



1.1.3 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信息的收集和加工

1.1.4 掌握文献检索的各种方法，具备一定的文献资料

综合能力

1.1.5 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好的科技写作

能力

1.2 文化知识

1.2.1 掌握必备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1.2.2 掌握必备的自然科学知识

1.2.3 掌握必备的工程技术基础知识

1.3 专业知识

1.3.1 掌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1.3.2 掌握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3.3 掌握机械加工、机械设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3.4 掌握电气、电子线路的读图、计算机制图知识

1.3.5 掌握机电一体化工程系统知识

2.技能

2.1 基本技能
2.1.1 熟练使用常规电工电子仪器、仪表

2.1.2 具有电工基本操作技能

2.2 职业技能

2.2.1 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以及遇到挫折时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2.2.2 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2.2.3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利用现代化信息渠道获取

知识的能力

2.2.4 具有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3.能力

3.1 专业基本能力

3.1.1 具有基本机械机构和机械传动设计维修能力

3.1.2 具有电气、电子线路的分析、设计、计算机制图

能力

3.1.3 具有常用电工仪器仪表与电工工具的使用能力

3.1.4 具有电子线路焊接与电子产品制作能力。

3.2 专业综合能力

3.2.1 具有常规电气控制设备、小型 PLC 控制系统、单

片机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维护能力

3.2.2 具有机电一体化系统构建、安装、调试和操作、

运行、维护、管理能力

3.2.3 具有生产线系统的构建、安装、调试和操作维护

能力

4.素质

4.1 思想道德素质

4.1.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

观念

4.1.2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4.1.3 具有良好的遵纪守法观念

4.2 文化素质

4.2.1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

4.2.2 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4.3 专业素质
4.3.1 具有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

4.3.2 具有信息获取能力和创新能力

4.4 职业素质
4.4.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精神

4.4.2 具有诚实守信的品质

4.5 身心素质
4.5.1 具有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达到大学生体质

健康合格标准，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BA%E9%99%85%E4%BA%A4%E5%BE%80%E8%83%BD%E5%8A%9B


六、主要课程及内容说明

1.工程数学

本课程主要学习函数、极限、连续的关系就延伸一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学生获得必需的数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本专业的学习打下基础。教学建议：我院学生普遍中学数学基础很差，进入高职院

校后，要从简单、基础的数学思维转变到高度抽象、复杂的高等数学中，过渡有较大难度，这

就需要老师多加以指导和引导，首先要让学生明白教学内容跟专业课程的联系，强调数学是培

养思维，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终身受益的思维工具。在教学内容上以专业应

用，基本运算为主。

2.计算机应用基础

主要讲授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方法、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office软件的使用以及汉字录入

与文书编辑等内容，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有较好的汉字录入和文书

编辑能力。教学建议：计算机作为现代生活和工作的主要操作应用工具，很多学生都有一定的

基础，在教学中重点发掘学生在操作和应用中的难点和问题突出点，以学生自我学习和发现为

主，老师以突破难点和解决问题为辅，全面提升学生充分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机械识图（含机械 CAD）

主要讲授基本几何作图法，投影作图的基本原则及法则，有关机械图的绘制规则、画法，

零件图、简单装配图的绘制规则、画法和识读；讲授 CAD 软件的基本命令，绘制机械零件图的

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读图、图示能力、测绘和识读简单的零件图，具有能正确使用绘图仪器

和工具能力，使学生具有运用计算机和 CAD 软件绘制中等复杂程度零件图的能力。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践性较强，建议教师课堂演示和学生实操结合，以过程评价为体系，结合计算机软件

构造模型，CAI 课件辅助教学。

4. 电路分析

本课程主要学习电路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线性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技巧、一阶动态电

路的分析方法和步骤；了解受控源电路的分析方法；掌握常规仪器仪表的使用及基本电工技术

和技能。教学建议：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基础课，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重在夯实学生基础，

为后续课程做好扎实的铺垫。在教学过程中，小步推进，重视反馈。宜采用理实一体化或项目

教学法，结合工程应用，简化原理阐述和繁冗计算，以理解和应用性教学为主。

5. 机械材料选用与处理

本课程是一门技术基础课。主要讲授材料的常用力学性能指标和实验方法，钢的热处理



的基本原理和常用热处理方法的目的和应用。常用金属材料的成分、性能特点和牌号表示方法；

金属热加工基础部分主要讲授铸、锻、焊等内容；金属冷加工基础部分主要讲授金属切削过程、

常用切削方法及冷加工工艺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金属材料的各种加工方

法的工艺特点和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初步学会根据材料的力学性能选用金属材料和热处

理方法。教学建议：教学中宜采用理实一体化或项目教学法，课堂中可通过帮助学生建模的方

式去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利用动画模拟、现场观摩等多种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机械材料特性、

机械加工方式等内容。

6. 电子技术应用

本课程主要学习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与运算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及电源电路的

基本原理与应用，训练学生对简单电子电路的读图能力和电路调试能力，了解和掌握经典模拟

电路的工作原理，数字电子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数字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具备

数字电路原理图的读图、绘图和分析能力，会各种仪器设备的使用、数字逻辑芯片的功能与应

用、可编程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IC 测试仪和编程器等常用仪器，能够用门

电路、编译器、计数器、555 定时器等器件设计调试常见数字控制电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教学建议：本课程为综合化模块结构课程，不同

模块可由不同的教师分别任教；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模块，宜采用理实一体化或项目教学法，项

目选择结合工程实际应用和工作情境；简化原理阐述和繁冗计算，以应用性教学为主。

7. 机械本体设计

本课程主要学习常用机构、通用机械零件、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基本知识和设计方法。

通过课堂教学、大型作业等，学会按给定要求正确选用通用机械零件；具有设计简单机械和机

械传动装置的基本能力。教学建议：教学中宜采用理实一体化或项目教学法，课堂中可通过帮

助学生建模的方式去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利用动画模拟、现场观摩等多种教学方式。

8、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应用

以电机为载体，主要讲授交、直流电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具有选用、维护电机的能力，

具有常见故障的分析和排除能力；讲授变压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会分析三相变压器的联结组

别；讲授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型号、规格和用途及正确选择、合理使用和维护修

理的知识；讲授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基本环节的分析、设计方法；讲授继-接控制电路设计

原则和方法；讲授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分析、安装、电气故障的检测、维修方法。教学建议：

以工程项目为载体，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学生以小组团队模式协作完成每个子项目的实

施，老师参与过程指导和评价。



9. PLC 技术应用

本课程使学生具有对电路的分析能力，以电动机为主要控制对象，能按要求实施控制的职

业技能。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编程指令和程序设计方法，具有使用计算机软件进

行编程、调试、监控的能力，能阅读可编程控制器程序，设计一般的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程序。

教学建议：以工程项目为载体，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学生以小组团队模式协作完成每个

子项目的实施，老师参与过程指导和评价。

10. 单片机技术应用（C语言）

以单片机为载体，理解单片机的组成、内部结构和特点，主要讲授单片机技术、通讯接口

技术及其编程方法，了解单片机在总线扩展、网络通讯等方面的应用，通过实践与理论教学相

结合的方法，使学生掌握单片机系统的常见故障检测与排除方法，了解单片机常用功能模块的

用途，能识读单片机系统的方框图、电路原理图及程序流程，掌握最小系统，具有程序流程分

析能力。

讲授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常见三种方式即顺序结构、选

择结构、循环结构，并能灵活运用这三种结构编写程序；掌握数组在程序中的使用，灵活运用

一维数组、多维数组，并能运用一维、多维数组编写程序解决工程问题；理解 C
++
语言中的函

数操作，运用函数的调用提高程序代码质量；灵活运用指针、文件等编写实用程序。教学建议：

本课程理论和实践性都较强，可以通过构建数个情境，理实一体模式来进行课程教学。学生分

组完成单片机产品的项目实施，老师评价总结。

10. 变流技术应用

本课程主要学习晶闸管元件的结构、原理、性能、选择、使用以及各种常用的晶闸管变

流电路、触发电路、保护电路的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晶闸管变流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工业

中应用，并能正确使用和维护一般的晶闸管设备；讲授变频器类型、结构、选用方法和参数设

定方法。教学建议：本课程理论和实践性都较强，可以通过构建数个情境，理实一体模式来进

行课程教学。学生分组完成项目实施。

11. 传动技术应用

本课程主要学习液压与气动传动基本原理的基础，掌握常用液压、气动元件的作用、组成、

工作原理和图形符号，熟悉各类液压、气动基本回路和典型设备液压、气动传动系统的组成、

工作原理和应用场合，了解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在机械设备中的应用，具有分析典型液压、气

动传动系统图的组成、工作原理及特点的能力；具有维护液压与气动系统的能力；具有选用液

压、气动元件的能力。教学建议：宜采用工程项目模块教学，以机电一体化系统为载体，开发



更多实践教学项目内容，以满足教学需求。

12. 电气 CAD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拓展课，能熟练运用 Protel 软件绘制原理图和制作 PCB 板图，进一步

对所学的理论知识加深、巩固；讲授原理图设计系统、元件库的装入、元件属性的设置、画图

工具、原理图的编辑、报表的生成、层次原理图、创建原理图元件、电气法则检验；讲授 PCB

设计器的基本操作、印制电路板参数设置、印制电路板设计的布局、印制电路板设计的布线、

印制电路板编辑与修改、印制电路板图的输出、PCB 元件的制作。教学建议：结合专业实际需

求，构建实操性项目，学生分组或独立实施各项目。

13. 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拓展课，掌握有关自动控制、计算机控制中常用的基本术语、定义、概

念和规律；掌握自动控制、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构成原理；掌握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中主要问题

的基本处理方法（例如系统硬件配置、实时软件开发、系统调试、抗干扰等）；理解自动控制、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及改善系统性能的主要途径。要求能对简单的问题进行计算；

对计算机系统的发展趋势及现代控制技术有所了解。教学建议：采用理实一体教学，搭建工程

项目仿真平台，模块化教学。

14. 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

本课程主要学习基金会FF、PROFIBUS-DP和CAN三种现场总线以及典型的工业以太网技术。

讲授 FF 组网、设备、组态运行、工程实施等实用技术；PROFIBUS-DP 总线中以西门子 S7-300

为例，讲授实施 PROFIBUS-DP 通信的硬件资源、软件组态和编程；CAN 总线中讲授芯片级规范

和技术。讲授工业以太网的主要技术、西门子工业以太网通信实施实例以及一种基于以太网和

嵌入 Web Server 产品的实现。教学建议：采用理实一体教学，搭建工程项目仿真平台，模块

化教学。

15. 传感器技术应用

本课程主要学习工业中常用的各种传感器的组成、使用、非电量的转换方法。使学生了解

非电量信号转换的基本原理，掌握各种常用传感器的选用方法，会分析常用测量转换电路、信

号处理电路；掌握传感器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学会使用和调整控制系统中传感器及其测量电

路。教学建议：采用理实一体教学，轻原理，重选用，重新技术、新工艺、新应用的学习。

16. 自动控制技术应用

本课程主要学习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常用数学模型、性能分析方法和校

正方法、设计方法、位置随动系统、MATLAB 工程计算软件在控制理论和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方



法。比较全面地使学生清晰地建立起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学会利用经典控制

理论的方法分析和设计自动控制系统；具有分析和应用典型控制系统的工作能力。教学建议：

深入浅出，由简到繁，理论知识结合仿真软件，重点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总结

能力。

17. 机电一体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采用实训方式让学生掌握利用系统设计原理和综合集成技

巧，将机、电元件、微机控制系统、接口电路及控制软件等机电一体化要素组合成机电一体化

系统，并紧密结合工程实际，使学生建立工程系统的整体概念，并在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

的同时，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应用范例。并会选用常用触摸屏和进行编程。教学建议：宜采用

实践或现场教学，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操作能力。

根据典型工作任务需要，结合实际，确定本专业核心课程为机械本体设计、传动技术应用、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应用、变流技术应用、传感器技术应用、单片机技术应用（C语言）、PLC

技术应用等。具体的核心课程分析见附表 3。

附表 3：专业核心课程分析表

核心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 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参考学时

机械本体设计

机械装配实训(校

外)

1．常用机构、通用机械零件、

机械传动装置的基本知识和设

计方法；

2．机械本体安装与调试方法。

1.具有按给定要求正确选用通用机械

零件和机构的能力；

2.具有设计简单机械本体和机械传动

装置能力。

3.具有机械本体安装与调试能力。

56+25

传动技术应用

1．液压与气动传动基本原理；

2．常用液压、气动元件的作

用、组成、工作原理和图形符号；

3．液压、气动基本回路和典

型设备液压、气动传动系统的组

成、工作原理和特点。

4．液压、气动系统设计方法

与步骤。

1.具有分析典型液压、气动传动系统

图的组成、工作原理及特点的能力；

2．具有维护液压与气动系统的能力；

3．具有选用液压、气动元件的能力；

4．具有液压、气动系统的选用、安

装能力。

60

电机与电气控制

技术应用

1.直流电机的结构、工作原理，

能分析电枢绕组展开图；

1．具有按给定要求正确选用电机的

能力；

90+75



电气控制实训

2.变压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会分析三相变压器的联结组别；

3．单相、三相电动机的结构、

工作原理，能分析定子绕组展开

图；

4．单相、三相电动机的常见

故障和排除故障的方法；

5.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工作

原理、型号、规格和用途及正确

选择、合理使用和维护修理的知

识；

6．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基

本环节的分析、设计方法；

7．继-接控制电路设计原则和

方法；

8．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

安装、电气故障的检测、维修方

法。

2．具有电机维修的能力；

3．具有低压电器选用的能力；

4．具有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

安装、电气故障的检测、维修的能力。

变流技术应用

1．晶闸管元件的结构、原理、

性能、选择、使用以及各种常用

的晶闸管变流电路、触发电路、

保护电路的基本知识；

2．晶闸管变流装置的基本原

理及其在工业中应用，并能正确

使用和维护晶闸管设备；

1．具有晶闸管选用的能力；

2．具有变流装置选用、安装、调试

和维护的能力；

84

传感器技术应用

1．传感器的类型、组成、非

电量的转换方法；

2．传感器的选用方法；

3．分析测量转换电路、信号

处理电路。

1．具有传感器的选用能力；

2．具有检测系统的选用、安装与调

试能力；

56



单片机技术应用

（C语言）

单片机技术应用

实训

1．单片机的组成、内部结构

和特点；

2．单片机技术、通讯接口技

术及其编程方法；

3．单片机在总线扩展、网络

通讯等方面的应用；

4．单片机系统的常见故障检

测与排除方法；

5．单片机常用功能模块的用

途，能识读单片机系统的方框

图、电路原理图及程序流程；

6．掌握最小系统，具有程序

流程分析能力。

7．C语言数据类型、运算符与

表达式；

8．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常见三

种方式即顺序结构、选择结构、

循环结构，并能灵活运用这三种

结构编写程序；

9．掌握数组在程序中的使用，

灵活运用一维数组、多维数组，

并能运用一维、多维数组编写程

序解决工程问题；

10．理解C语言中的函数操作，

运用函数的调用提高程序代码

质量；

11．灵活运用指针、文件等编

写实用程序。

1．能合理选用单片机；

2．能设计、安装和调试单片机的外

围电路；

3．能用 C语言编写控制程序；

4．能用仿真软件演示控制过程。

70+50

PLC技术应用

PLC实训

1．PLC工作原理、结构、特点；

2．FX2N系列PLC的选用；

3．FX2N系列编程元件与指令

系统；

4．经验、顺序编

1．具有 PLC 的选用能力；

2．具有 PLC 的编程能力；

3．具有 PLC控制系统设计、安装、

调试和维护能力。

39+50



程方法；

5．PLC控制系统

设计、安装与调试。

机电一体化系统

安装与调试

机电一体化系统

实习（校外）

1．应用系统设计原理和综合

集成技巧，将机械本体、控制系

统、检测系统及传动系统和执行

元件等机电一体化要素组合成

机电一体化系统；

2．结合工程实际，使学生建

立工程系统的整体概念；

3．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

的同时，安装和调试机电一体化

系统。

1．具有机械本体安装、调试能力；

2．具有检测系统安装、调试能力；

3．具有传动系统安装、调试能力；

4．具有控制系统安装、调试能力；

75+25

七、培养体系构成及毕业学分最低要求

附表 4：培养体系构成及比例表

课程模块
最低毕业要求

学分（分） 学分比例（%）

公共课
必修课 36 26.7

选修课

专业基础课
必修课 19.5 14.4

选修课

专业课
必修课 23.5 17.4

选修课 10.5 7.8

集中性实践教学

环节

必修课 32 23.7

选修课

综合素质训育课 6 4.4

活动体系 5 3.7

劳动技术教育 2.5 1.9

合计 135 100

八、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

附表 5：教学进程表与培养规格对应表



学习领域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法
学分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

验

学

时

实践

学时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对应培

养规格1期 2期 3期 4期 5期 6期

12+6 13+5 14+4 13+5 8+11 0+17

公共基础课

程

1
1211111001 道德与法律(1)

必修 考查
1.5 24 20 4 2 4.1.1

1211112001 道德与法律(2) 1.5 26 22 4 2 4.1.1

2
1211111002 毛中概论(1)

必修 考查
2 28 26 2 2 1.2.1

1211112002 毛中概论(2) 2 26 22 4 2 1.2.1

3

1211111003 形势与政策(1)

必修 考查

0.5 8 6 2 1 1.2.1

1211112003 形势与政策(2) 0.5 8 6 2 1 1.2.1

1211113003 形势与政策(3) 0.5 10 8 2 1 1.2.1
1211114003 形势与政策(4) 0.5 10 8 2 1 1.2.1

4

1211111004 创新创业指导(1)

必修 考查

0.5 8 6 2 1 4.3.2
1211112004 创新创业指导(2) 0.5 8 6 2 1 4.3.2

1211113004 创新创业指导(3) 0.5 10 8 2 1 4.3.2

1211114004 创新创业指导(4) 0.5 10 8 2 1 4.3.2

5
1611131005 体育(1)

必修 考查
1 24 12 12 2 4.5.1

1611131005 体育(2) 1 26 12 14 2 4.5.1

6
1611131021 体育方向课(1)

必修 考查
1 28 6 22 2 4.5.1

1611131021 体育方向课(2) 1 26 6 20 2 4.5.1

7 1011130011 艺术教育 必修 考查 1 13 11 2 1 1.2.1

8 0211130006 计算机应用基础 必修 考试 4.5 72 36 36 6 1.1.2

9
0611111007 大学英语(1) 必修 考试 3.5 48 48 0 4 1.1.1
0611112007 大学英语(2) 必修 考试 3.5 52 52 0 4 1.1.1

10 0811111008 高等数学 必修 考试 3 48 48 0 4 1.2.2



11 1411130009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必修 考查 2 100 16 84 25 4.5.1

12 1411130010 劳动技术教育 必修 考查 2.5 75 0 75 4.5.1

13 1311110011 健康教育 必修 考查 1 13 13 0 1 4.5.1

小计 36 701 406 295 0 20 12 6 6

专

业

课

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14 0112110001 机械识图(含机械 CAD) 必修 考试 4.0 72 64 8 6 1.2.3

15
0112111002 电路分析（1） 必修 考试 2.0 36 32 4 3 1.3.1
0112112002 电路分析（2） 必修 考试 3.0 52 46 6 4 1.3.1

16 0112130003 机械材料选用与处理 必修 考试 3.0 52 40 12 4 1.2.3

17 0112131004 电子技术应用（1） 必修 考试 2.0 39 27 12 3 1.2.3

18 0112132004 电子技术应用（2） 必修 考试 2.5 42 27 15 3 1.3.2

19 0112120005 自动控制技术应用 必修 考试 3.0 52 42 10 4 1.3.2

20 0112120006 测绘实训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2.1.1
21 0112120007 电工基本技能实训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1.3.4
22 0112120008 金工实习 必修 考查 2.0 50 50 25 3.2.3
23 0112121009 电子装配（1） 必修 考查 2.0 50 50 25 2.1.2

24 0112122009 电子装配（2）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1.2.3

专 业

核 心

课程

25 0113110010 机械本体设计 必修 考试 3.0 52 40 12 4 3.1.1

26 0113130011 传动技术应用 必修 考试 3.5 56 48 8 4 1.3.2
27 0113130012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应用 必修 考试 5.0 84 74 10 6 1.3.2
28 0113130013 变流技术应用 必修 考试 4.0 65 45 20 5 1.3.2
29 0113130014 传感器技术应用 必修 考试 3.0 56 42 14 4 3.2.1

30 0113130015 单片机技术应用（C语言） 必修 考试 3.0 52 40 12 4 3.2.1

31 0113130016 PLC 技术应用 必修 考试 2.0 39 24 15 3 3.2.1

32 0113120017 机电一体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必修 考查 4.0 100 100 25 3.2.2
33 0113120018 机械装配实训(校外)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1.3.2



34 0113120019 电气控制实训 必修 考查 3.0 75 75 25 3.2.1

35 0113120020 单片机技术应用实训 必修 考查 2.0 50 50 25 1.2.3

36 0113120021 PLC 实训 必修 考查 2.0 50 50 25 1.3.1

37 0113120022 机电一体化系统实习（校外）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1.3.1

38 0113120023 变频器应用实训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2.2.4
39 0113120024 触摸屏应用实训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1.3.4
40 0113120025 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实训 必修 考查 1.0 25 25 25 3.2.1

41 0113120026 毕业设计 必修 考查 3.0 100 100 25 3.2.1

42 0113120027 顶岗实习 必修 考查 8.0 400 400 25 3.2.2

43 0113120028 毕业教育 必修 考查 0.5 25 25 25 4.4.1

专业

拓展

课程

44 0114230010 电气 CAD 限选 考查 2.5 40 20 20 5 1.3.4
45 0114230027 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 限选 考试 3.0 48 32 16 6 1.1.4
46 0114230028 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应用 限选 考试 3.0 48 36 12 6 2.2.1

47 0114230029 营销与企业管理 限选 考查 2.0 32 28 4 4 4.4.1

小计 88 2017 707 210 1100 9 15 17 16 21

素质拓展课

程

1 素质拓展课 1 限选 考查 2.0 26 26 2 26 2.2.2

2 素质拓展课 2 限选 考查 2.0 28 28 2 28 1.2.1

3 素质拓展课 3 限选 考查 2.0 26 26 2 26 1.2.2

小计 6 80 80

总计 130 2798 1193 505 1100 29 29 25 24 21

说明：1、统计中“+”后的数据为任选课程对应的学分、课时。2、任选课为优秀学生的选修课，不作为毕业条件



九、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附表 6：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集中教学周安排表

学年 学期
实践教学 理论教

学周数名称 场地 周数

一

1
入学教育及军训 校内 4

12测绘实训 校内 1

电工基本技能实训 校内 1

2
金工实习 校内 2

13电子装配（1） 校内 2

机械装配实训 校外 1

二

3
电子装配（2） 校内 1

14

电气控制实训 校内 3

4

单片机技术应用实训 校内 2

13PLC 实训 校内 2

机电一体化系统实习 校外 1

三
5

毕业设计（论文） 校内 4

8

机电一体化系统安装

与调试
校内 4

变频器应用实训 校内 1

触摸屏应用实训 校内 1

现场总线与工业

以太网实训
校内 1

6
顶岗实习 校外 16

0
毕业教育 校内 1

合计 48 60

主要包括：实验、实训、生产性实习、顶岗实习、教学实习等形式。

附表 7：实践教学学时统计表

课程模块
实践环节学时

学时（课时） 学时比例（%）

公共课
必修课 295 17.5

选修课

专业基础课
必修课 77 4.6

选修课

专业课
必修课 94 5.6

选修课 54 3.2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必修课 1100 63.8

选修课

活动体系（按 1学分 18 学时折算） 90 5.3



合计 1710 100

十、活动体系的设计与安排（含参加社团、社会调研与实践、各类第二课堂

活动等）
附表 8：活动体系构成表

活动形式 主要内容 可获得的学分 备注

社会实践 提交社会实践调查报告，通过考核 2 撰写 1份报告 1分

专业竞赛

科技、创新活动

（至少参加其中一项

比赛）

参加学术讲座 2 参加 1次得 0.5分

参与各级别专业竞赛

3 参加 1项大赛得 3分大学生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发明杯大赛

参加社团活动（专业

性）

科技下乡
1 参加 1次得 0.5分

家电义务维修

第二课堂活动 发明制作、技能培训、创新创业等 2 参加 1项培训得 2分
说明：

1.在校学习期间，要求学员积极参加活动体系项目，经考核评分，每位学员最少取得 5学分。

2.活动体系成绩达到学院规定学分方能毕业。

十一、劳动教育设计与安排

劳动技术教育共 75 学时，规定前 5学期通过参加劳动实践取得成绩，获得学分，每学期

0.5 学分，共计 2.5 学分，成绩不合格者，须利用其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参加劳动实践，并获

确认，计算劳动实践课时、成绩，否则不能毕业。每学期根据学生工作部的安排实施。

十二、毕业条件

1.修业 2-5 年限，不超过 6年（含休学）。

2.毕业要求：学生在校期间须修够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学分，思想品德合格、

体育达标，获得职业资格证、专业技能等级证或专业技能测试合格，劳动技术教育体系、活动

体系考核合格，获得学院规定学分。毕业审核见附表 9：毕业审核构成表

附表 9：毕业审核构成表

考核项目 考核要求

思想品德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基本的思想道德素质、职业

素质与法律素质。

课程学习 要求学生总学分必须修读教学计划内所有课程，获得相应学分

职业资格证书 中级及以上维修电工证书

计算机等级证书 参加计算机应用等级考试，取得一级以上技能等级证书

劳动教育 必修劳动技术教育课程，获得 2.5 学分



活动体系 积极参加社团、社会实践等活动，获得学分 5分以上

毕业总学分 135

十三、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条件保障

1.师资要求

1.1 专业带头人的基本要求

（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具有副高及以上教师系列和工程系列职称。

（2）具有较高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学术和实践水平，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有开创性构想，

能够带领、指导和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起到示范、组织、指导的作

用。

（3）能组织申报并完成科研课题。

（4）科研成果特别突出。

1.2 专任教师、兼职教师的配置与要求

校内专业教师：建议毕业于电子专业、机械自动化、电气工程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等，

分别能够完成 7门以上主干课程的工作过程式教学。

校外兼职教师：建议来自行业制造企业一线技术人员。能够完成机电一体化设备及系统运

用操纵、维护维修的现场指导、毕业设计指导等。

以职业能力课程为例，具体数量指标及其具备的相应能力建议见附表 10。

附表 10：教师能力体系表

序号 能力结构要求 专任教师 兼职教师

数量 要求 数量 要求

1

文化素质

1.高等数学的专业

应用能力

2.大学英语的专业

应用能力

3.计算机的专业应

用能力

4.应用写作的专业

应用能力

5.艺术鉴赏的专业

2

2

2

2

2

1.高等数学的专

业应用能力

2.大学英语的专

业应用能力

3.计算机的专业

应用能力

4.应用写作的专

业应用能力

5.艺术鉴赏的专

业应用能力

1

1

1.计算机的专业

应用能力

2.艺术鉴赏的专

业应用能力

3.较丰富的高职

教学经验，丰富的工程

经验

4.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应用能力 6.丰富的高职教学

经验，较丰富的工程经

验

7.了解专业的能力

要求和课程体系

2

机械本体和传动装置

1.机械材料的选用

与处理能力

2.机械本体设计、

安装、调试能力

3.传动装置选择、

安装、调试能力

2

2

2

1.机械材料的选

用与处理能力

2.机械本体设计、

安装、调试能力

3.传动装置选择、

安装、调试能力

4.丰富的高职教

学经验，较丰富的工程

经验

5.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1

1

1

1.机械材料的选

用与处理能力

2.机械本体设计、

安装、调试能力

3.传动装置选择、

安装、调试能力

4.较丰富的高职

教学经验，丰富的工程

经验

5.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3

自动检测系统

1.传感器选用能力

2.信号转换电路设

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3.自动检测系统设

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2

2

2

1.传感器选用能

力

2.信号转换电路

设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3.自动检测系统

设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4.丰富的高职教

学经验，较丰富的工程

经验

5.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1

1

1

1.传感器选用能

力

2.信号转换电路

设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3.自动检测系统

设计、安装和调试能力

4.较丰富的高职

教学经验，丰富的工程

经验

5.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4

控制系统

1．继接控制系统设

计、安装、调试和维修

2

1．继接控制系统

设计、安装、调试和维

修能力

1

1.继接控制系统

设计、安装、调试和维

修能力



能力

2.PLC 控制系统设

计、安装、调试和维护

能力

3.单片机控制系统

设计、安装、调试和维

护能力

4.电子装置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修能力

2

2

2

2、PLC 控制系统设

计、安装、调试和维护

能力

3.单片机控制系

统设计、安装、调试和

维护能力

4.电子装置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修能力

5.丰富的高职教

学经验，较丰富的工程

经验

6.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1

1

1

2.PLC 控制系统设

计、安装、调试和维护

能力

3.单片机控制系

统设计、安装、调试和

维护能力

4.电子装置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修能力

5.较丰富的高职

教学经验，丰富的工程

经验

6.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5

系统集成

1.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安装、调试、维

护能力

2.计算机管控能力

3.局域网组网能力

4.触摸屏选用能力

2

2

2

2

1.机电一体化系

统设计、安装、调试、

维护能力

2.计算机管控能

力

3.局域网组网能

力

4.触摸屏选用能

力

5.丰富的高职教

学经验，较丰富的工程

经验

6.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1

1

1

1

1.机电一体化系

统设计、安装、调试、

维护能力

2.计算机管控能

力

3.局域网组网能

力

4.触摸屏选用能

力

5.较丰富的高职

教学经验，丰富的工程

经验

6.了解专业的能

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2. 实验实训条件



附表 11：校内实验实训配置表

序号 实验实训室名称 功能 面积、设备、台套基本配置要求 备注

1 电工技术实训室 《电路分

析》课程教学

和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电工技术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电路分析》课

程教学和实验

台套：25台

按每班 40 人配

置

2 模拟电子线路实训室 《电子技

术应用》课程

模 电 部 分 教

学、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模拟电子线路实训箱

配置要求：完成《电子技术应用》

课程模电部分教学和实验

台套：25套

3 数字电子线路实训室 《电子技

术应用》课程

数 电 部 分 教

学、实验、实

训

面积：120 m2

设备：数字电子线路实训箱

配置要求：完成《电子技术应用》

课程数电部分教学和实验台套：25套

4 电气拆装实训室 电工基本

技能实训

电子装配

实训（模电）

面积：120 m2

设备：电工基本技能实训板、烙

铁钎焊工具的材料

配置要求：完成电工基本技能实

训、电子装配实训（模电）

台套：50套

5 液压、气动实训室 《传动技

术应用》课程

教学和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液压、气动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传动技术应用》

课程教学和实验



台套：25台

6 机零、机构实训室 《机械本

体设计》课程

教学和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常用机零、机构

配置要求：完成《机械本体设计》

课程教学和实验

台套：25套

7 热处理实训室 《机械材

料 选 用 与 处

理》课程教学

和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金相显微镜、电炉

配置要求：完成《机械材料选用

与处理》课程教学和实验

台套：25套

8 电气控制实训室 《电机与

电气控制技术

应用》课程教

学、实验、实

训

面积：120 m2

设备：电机、电气控制板、检测

仪表、维修工具

配置要求：完成《电机与电气控

制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实验、实训

台套：25套

9 PLC实训室 《 PLC 技

术应用》课程

教学、实验、

实训、

变频器应

用实训、

触摸屏应

用实训。

面积：120 m2

设备：PLC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PLC技术应用》

课程教学、实验、实训

台套：25套

10 金工实训基地 金工实习 面积：800 m2

设备：车床、铣床、钳工台、刨

床、氧焊、气焊、弧焊

配置要求：完成金工实习

台套：25套



11 单片机应用技术实训

室

《单片机

技术应用（C语

言）》课程教

学、实验、实

训

面积：120 m2

设备：单片机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单片机技术应用

（C语言）》课程教学、实验、实训

台套：25套

12 计算机实训室 《计算机

应用基础》、

《计算机控制

技术应用》、

《现场总线与

工业以太网应

用》、《自动

控 制 技 术 应

用》、《电子

CAD 应用》、

《机械CAD应

用》课程教学

和实验，局域

网组网实训

面积：120 m2

设备：计算机及相关软件

配置要求：完成《计算机应用基

础》、《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现

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应用》、《自动

控制技术应用》、《电子 CAD应用》、

《机械 CAD应用》课程教学、实验和

局域网组网实训

台套：50套

13 变流技术实训室 《变流技

术 (含变频器 )

应用》课程教

学、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变流技术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变流技术(含变

频器)应用》课程教学、实验台套：25

套

14 自动检测技术实训室 《传感器

技术应用》课

程教学、实验

面积：120 m2

设备：传感器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传感器技术应

用》课程教学、实验

台套：25套



15 机电一体化实训室 机电一体

化系统安装与

调试实训

面积：120 m2

设备：机电一体化系统实训台

配置要求：完成机电一体化系统

安装与调试实训

台套：25套

3.顶岗实习条件

附表 12：校外实训实习配置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容纳人数 实践项目

1 东风南充汽车分公司 50人/次 机械装配、金工实习

2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50人/次 机电一体化系统、传动技术实训

3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0人/次 机械装配、顶岗实习

4.课程资源（含数字教学资源）

专业教学资源的建设对课程教学构建了有力支撑，具体内容应包括专业标准、从业岗位及

其专业技能标准、课程标准、题材库等，具体见附表 13。

附表 1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教学资源库配置与要求

类型 基本配置 选择配置

专业标准

人才培养方

案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学历层次、学制、就

业面向、培养目标、课程运行等

特色与创新

课程标准

电路分析课程标准

PLC技术应用课程标准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应用课程标准

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课程标准

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标准

传感器技术应用课程标准

自动控制技术课程标准

变流技术课程标准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标准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标准

技能标准 维修电工职业技能标准

合作企业信息
主要产品、企业规模、企业发展前景、实习

岗位、校企合作内容等
企业标准网站

课程资源库
工学结合教材、课程标准、课程设计方案、

电子教案、课件、试题库、动画、视频等
各课程精品课程网站

5.管理及培养质量评价

5.1 理论课程的考核方式



学生成绩的评定，主要依据学生的平时课程出勤、纪律表现、完成作业等情况，考试课占

总成绩的 40％，考查课占总成绩的 50％；最终考核采用卷面考试，考核题目的设计以考察学

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为原则，成绩根据考核题目完成情况给出，考试课占总成绩的

60％，考查课占总成绩的 50％。

5.2 理实一体课程的考核方式

学生成绩的评定，主要依据学生的平时表现、任务完成情况及最终考核来确定，以过程评

价为主，采用累计计分制。其中，过程评价包括平时上课的表现、各任务的完成情况、操作及

答辩情况，占总成绩的 40％；最终考核采用技能考试，考核题目的设计以考察学生的综合运

用能力为原则，兼顾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成绩根据考核题目完成情况给出，占总成绩

的 60％。

5.3 实训课程的考核方式

学生成绩的评定，以过程评价为主，主要依据学生实习时的表现、工作完成情况及最终考

核来核定，成绩考核带队指导教师与现场教师指导协商给出，采用累计计分制。具体考核办法

为：实习成绩根据实习的具体内容进行考核，实训态度及劳动纪律占 40%，操作能力及实训效

果占 50%，实训总结占 10%。

5.4 顶岗实习的考核方式

采取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的考核办法，采用校内指导教师考核、企业指导教师考核。校内指

导教师考核占总成绩的 20%，主要考核内容：学生在顶岗实习中和校内指导教师的联系情况、

纪律表现、适应岗位能力、毕业顶岗实习手册填写情况和实习报告等，考核办法为根据指导教

师的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指导教师给出成绩；企业指导教师考核占总成绩的 80%，主要考核内容：

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工作态度、纪律表现、职业素质、敬业精神、专业能力等，考核办法为根

据企业指导教师填写的《顶岗实习鉴定表》和相关资料由系部统一汇总给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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